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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  大院第 8 屆第 5 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 2
次全體委員會議，邀請本部就「近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之稽

查及後續處辦情形」提出報告，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指教。 
 
壹、事件源起 

一、大統長基食品廠混油案：彰化縣衛生局接獲檢舉，經

4 度查廠與抽驗產品，但業者拒不吐實，本部(食品藥物管理

署)爰會同檢、警、調、稅務機關赴該廠共同搜索，掌握混油

事實之證據，並啟動全國衛生機關，全面調查油品食用安全。 
二、鼎王案：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於本(103)年 2 月 17

日接獲檢舉訊息後，即於 2月 20 日會同台中市警察局、經發

局並與衛生局稽查臺中及高雄鼎王相關餐飲業 7處，數日後，

周刊刊載鼎王餐飲集團所售火鍋店之湯頭粉非天然一事，引

起關注。 

貳、處理經過 
一、大統長基食品廠混油案 

(一)全面稽查食用油品工廠 
102 年 10 月 17 日加強稽查宣稱「100%」食用油脂之

製造及分裝工廠。相關違規產品均要求下架回收或封

存。已陸續銷毀 1185 公噸。 
(二)啟動「油安行動」 

102 年 11 月 1 日起聯合全國衛生局加強油品稽查，總

計稽查販賣場所及供飲食場所 20,271 家次及油品

56,951 件，其中 473 件標示不符規定，單日不符規定

比率也由 2.75%降為 0%。 
(三)加強邊境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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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強查驗「棉籽油」產品，對於輸入粗製棉籽油產品

時，須檢附進口後之流向。 
2. 加強查驗進口食用油品之銅葉綠素，已檢驗 218

件，其中 9 件橄欖粕油檢出銅葉綠素陽性，已依法

退運或銷毀。 
(四)大統長基食品廠資產支應 

大統長基食品廠股份有限公司尚積欠薪資共新臺幣

2,031,579 元，此積欠金額經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督請

彰化縣政府協調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後，將自已扣押

問題油品轉作生質柴油之所得支付。另協助大統長基

食品廠與盤商間之退款問題。 
二、鼎王案 

(一)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與轄區衛生局啟動稽查小組，於 2
月 20日及分赴鼎王位於台中及高雄地區相關企業稽查 7
處所。再於 2 月 21 日、26 日、27 日、3 月 1 日、5 日、

6 日至鼎王位於台北、桃園、新竹、台中、高雄等處之

鼎王相關企業蒐證。除衛生局稽查外，本部食品藥物管

理署亦派員協同衛生局稽查共 21 處所，出動 28 人次。 

(二)抽取食材及湯頭粉檢體計 77 件，其中 37 件合格，1件

萵苣檢出農藥(三氟敏)超標，其餘 39 件進行檢驗中。 

(三)持續調查其他火鍋餐飲店是否有違規情事，若誇大不實

將依食品安全管理法查處。 
参、未來因應措施 

一、 強化聯合稽查及取締 
102 年 10 月 30 日於行政院食品藥品安全會報下設「食

品安全聯合稽查及取締小組」，結合中央相關部會、地

方政府、檢警調能量，推動重點稽查。優先針對已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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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具國家標準及相關檢驗標準、每日生活必需且影

響健康重大之食品，由源頭生產地或產製工廠進行稽

查與檢驗 
二、 規劃八大行動綱領及方案，全面落實推動及執行食品

安全衛生管理法： 
(一) 強化食品業者登錄制度 

1. 103 年底前，食品添加物製造、輸入、販售業

者完成登錄。 
2. 103 年 7 月前公告已強制實施 HACCP 之肉品、

水產品、乳品業者、以及澱粉製造業實施登錄

制度，並須於 104 年 7 月 1 日前完成登錄。 
(二) 精進食品追蹤及追溯系統 

1. 今年完成第一波高風險食品完成建置追溯追蹤制

度。 
2. 今年完成公告「肉類加工食品業」、「乳品加工食

品業」、「水產品食品業」、「食品添加物業」、「 餐
盒業」及「基因改造食品原料輸入業」應建立食

品追溯追蹤系統。 
3. 今年將辦理公告類別及規模食品業者之產業調查

分析、現場輔導業者建立追蹤追溯系統，辦理業

者說明會及專家學者會議、食品追溯追蹤系統稽

查手冊等工作。 
(三) 源頭控管食品添加物 

落實推動「邊境分流、製造分區、販賣分業」三分

政策。 
(四) 建置食品三級品管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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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業者自主管理，第三方驗證到政府稽查抽驗管

理之食品三級品管模式。 
2. 針對產業能力及風險控管等因素予以整體考量，

研訂相關規範，包含強制業者將重點產品類別進

行必要之檢驗，強化、監督食品業者落實自主品

管。 
(五) 完善基因改造食品原料管理 

1. 從查驗登記、標示事項、追溯追蹤制度及輸入管

控多面向加強管理。 
2. 針對含基因改造原料食品，按產品項目(如：農產

品形態、初級加工食品或高層次加工食品)及基因

改造食品原料的摻雜容許率等，蒐集各國的國際

資料及各國作法後，研議該等產品之標示規範，

並對外公告施行之。 
(六) 鼓勵檢舉 

檢舉獎金核撥比例提高至 10%，加強檢舉人保密規

定，及放寬檢舉人減免刑責之適用範圍。 
(七) 大幅加重罰則 

1. 重大食品違規事件，最高可罰 5000 萬元，追繳不

當利得，最重可處無期徒刑。 
2. 全面加重所有違規態樣之罰則，不再予以輕罰，

未來將落實執行面，對不法廠商加以嚴懲。 
(八) 設立食品安全保護基金 

食品安全保護基金：預定於相關子法修訂完成後，正

式啟動「食品安全保護基金」之執行與運作。 
三、辦理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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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辦理至少 50 場說明會，對象包括地方衛生機關、食

品業者、相關公協會等，以利行政機關及業者遵循辦理。

並規劃印製宣導海報 10,000 份，函請各部會、部附屬機

關、22 縣市衛生局、醫療院所及食品相關業者與公協會

協助張貼。 
四、建立食品管理事件風險分級機制 

將食品事件依危害風險分級，共分為四級，第一至第四

級的定義分別為:「短期食用，立即危害」、「不符合食品

衛生法規標準，但無立即危害」、「攙偽假冒或標示誇大」

及「標示不實或不完整」。依據事件對於民眾健康之危

害、後續違規產品包括下架、回收、銷毀等處理方式，

並依其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予以處分。 
五、強化消費者保護與風險教育溝通 

加強政府與媒體、消保團體及消費者之溝通，並舉辦消

費者保護相關法規與風險教育內容及實際執行面之交流

研習，就法學素養與風險溝通技巧加強訓練、教育宣導、

衛教活動及風險溝通，提升民眾正確認知及風險概念、

降低疑慮及恐慌。 
 

肆、結語 
本部將持續強化食品安全衛生管理體系，提升食品安全管

理效率，並將持續由中央及各地方衛生局合作配合司法機關

聯合掃蕩違規與不法情事，還給民眾更完善的食品安全環

境，保障國人食的安全及消費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