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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食品安全管理政策
與趨勢

撰文/劉依蓁

前言

隨著食品貿易全球化、新穎食品不斷推陳出

新，以及科技蓬勃發展下各種化學殘留物質對人體

健康之衝擊，導致食品安全問題日益複雜。近年來

重大食安事件陸續發生，使得食品安全議題成為民

眾關切之重點，並與人民健康息息相關。2019年聯

合國糧農組織 (FAO)與世界衛生組織 (WHO)將 6

月 7日訂為「聯合國世界食品安全日」，可預見食品

安全將成為全球各國政府施政重點。本文盤整國際

間管理政策之重點方向，以釐析國內食品安全管理

政策未來需借鏡之處，供國內施政策略規劃參考。

國際食品安全管理重點議題

FAO與WHO在 2019年發布，將 6月 7日訂為

「聯合國世界食品安全日」。根據WHO資料 (2015)，

全球每年約有六億人因食用受到細菌、病毒、寄生

蟲和化學物質汙染的食物而患病，占世界人口總數

近 10%，其中有 42萬人因而死亡。根據World Bank

研究 (2018)估計，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與食源性

疾病造成的總生產力損失每年為 952億美元，每年

治療食源性疾病的費用為 150億美元。

為了呼籲各國重視食品安全，聯合國提出五

個重點發展議題，包括：(1)確保安全 (Ensure it's 

safe)：政府必須確保所有人的食品是營養且安全的，

對的政策可以維持農業以及食品系統的穩定性，食

品安全管理局要正確管控食物鏈中的風險；(2)種植

安全 (Grow it safe)：農業以及食品製造者採取良好

的生產規範，同時也要盡力減少對環境的影響；(3)

保持安全 (Keep it safe)：預防性的控制可以解決大

多數的食安問題，因此在食品加工端到零售端過程

的所有環節皆需要遵守 HACCP等食安規範；(4)確

認安全 (Check it's saf)：消費者有權利為食物做出選

擇，不安全的飲食會增加全球疾病的負擔；(5)為食

品安全團結 (Team up for safety)：從政府機構到消

費者，研究機構以及學術單位，都必須團結為食品

安全努力，為所有利害關係人共同的責任。

為了保護消費者健康，WHO提出規範架構、

建構以科學為基礎的政策指南、整合健康有關的

數據、技術援助與合作、建立公共衛生領導力等。

具體作為方面，WHO建置食品安全合作平台（The 

Food Safety Collaborative Platform, FOSCOLLAB），

該平台整合不同來源的資料，包括：JECFA食品添

加物數據庫、JMPR農藥數據庫、GEMS /食品汙

染物數據庫、 FAO / WHO長期個人食品消費數據庫

(CIFOCOs)、WHO合作中心數據庫，以及其他聯合

國組織的數據。透過多個數據來源，FOSCOLLAB

可及時獲取關鍵數據，從而使食品安全專業人員和

主管部門可以有效率地進行風險評估和決策。此

外，WHO與 FAO合作開發了國家食品控制系統評

估工具，以協助各國確定管理方面需要改進之處，

並確定其投入資源的優先次序。WHO認為未來在

食品安全管理必須面對之挑戰，包括：(1)考量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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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證據和方法，為食品法典委員會制定或修訂國

際標準，提供即時支應以對抗新出現的危害；(2)支

持會員國有效參與食品法典工作，並實施已通過的

食品法典標準；(3)利用新技術改善食品安全性，例

如全基因組定序、人工智能處理大數據、區塊鏈和

產品追蹤等創新技術，其中全基因組定序具有改革

食源性疾病暴發調查和產品召回問題的潛力，將使

高中低收入國家皆可受益；(4)應注意利用基因組編

輯等新技術帶來的潛在風險；(5)解決由氣候變化驅

動或影響的食品安全風險，並建立可持續和有韌性

的食品系統。

各國食品安全管理政策發展趨勢

（一）美國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FDA)於 2019年發布聲

明，將引領美國走向智慧食品安全新時代（A new 

era of smarter food safety），以《食品安全現代化法

案》為基礎，結合新技術，透過公私部門合作實現

食品安全新發展。包括以下重點：

1. 建立食物可追溯性以應對食源性疾病爆發

透過食品安全相關數據蒐集，減少受汙染食品

的來源追蹤以及應對公共衛生風險所需的時間，提

升快速追蹤溯源食品供應鏈的能力。 

2. 智能預防工具和方法

加強對食物追溯、數據蒐集和快速分析數據工

具的了解，使用新的數據分析工具並建立預測分析

能力，將幫助 FDA和利害關係者識別和減少潛在的

食品安全風險，並推進《食品安全現代化法案》建

立的預防控制框架。

3. 適應新的商業模式和零售食品安全現代化

促進電子商務和食品送貨到家等新商業模式以

及零售食品企業等傳統商業模式的安全性，以有效

預防食源性疾病。

4. 強化食品安全文化

推廣食品安全文化，針對產業界進行教育與培

訓，促進產業實踐食品安全。另外，可與消費者團

體、產業界、其他政府合作夥伴或媒體合作進行消

費者溝通，以促進消費者教育與大眾溝通。

美國每年有超過 1,000萬批食品 /飼料進口，

在人力有限的情況下，為維持 1%抽檢比率，並用

於高風險食品之抽檢，美國建置 PNSI（Prior Notice 

System Interface）系統及 PREDICT 進口食品邊

境查驗系統（Predictive Risk-Based Evaluation for 

Dynamic Import Compliance Targeting，2011年正式

啟用），將食品輸入流程電子化，並強化食品安全危

害管理及提升邊境抽檢策略之有效性。

PREDICT系統針對每批進口食品，自動從FDA

幾百個數據庫中之數據進行風險評分，為此批食品

是否進行抽樣檢測提供參考建議。PREDICT系統

使用的數據範圍包括：(1)進口食品自身風險等級（如：

水產品具有較高風險）；(2)相關公司（如：生產商、

運輸商）或食品是否仍處於進口預警通報（Import 

Alerts）中；(3)相關公司（如：生產商、運輸商、進

口商）進口之食品紀錄，包括：口岸現場檢查結果、

市場抽樣檢查結果、召回紀錄等；(4)進口食品相關

生產商、出口商、進口商、委託人的紀錄（如相關資

訊系統登錄的歷史正確率）；(5)進口食品相關產品、

生產商、及國外所在地相關資訊（如各國食品安全

通報、洪水或酷暑等氣候條件變化等）；(6)食品進

口過程中發現的其他異常情況。

FDA也評估使用先進技術強化國內食品管理與

安全評估，善用人工智慧、區塊鏈、物聯網 (IoT)等

創新技術，建立數位化、可追蹤的監管系統以強化

食品溯源與食品安全。FDA有一項先導計畫便是運

用 AI與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技術強化 FDA

在港口的審核機制，以確保進口食品符合美國的食

品安全標準。另針對食源性病原體的問題，FDA運

用 GenomeTrakr網絡進行食源性 (Foodborne)病原

體 (Pathogen)的基因組定序，並將完成的基因體序

列 (Genomic sequence)與收集到的病原體地理位置

等資訊上傳至可供開放存取的資料庫。GenomeTra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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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的目的是建立永續的公眾健康實驗室網路，運

用全基因體定序 (WGS)調查食源性疾病爆發事件，

確認包括食品、處理程序、農場經營方式、地理區

域等真正的致病原因，並避免更多人受到波及。

（二）歐盟

歐 洲 食 品 安 全 局 (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EFSA) 發布 2020發展策略，設定目標以

可信賴的科學來建構食品安全體系，將串連數據與

平台，增益食品的資訊品質，向風險管理部門提供

科學建議，並強化與公眾溝通以及整合成員國間合

作。

歐盟國家對於有機農業發展十分重視，為了

提升有機食品可溯性，2017 年 4 月歐洲審計院

(European Court of Auditors, ECA)發布有機食品

電子追溯系統，降低追蹤進口有機食品的門檻，

提升對於市場內有機產品的可追溯性。另外，針對

農藥殘留監測，則是結合歐盟統籌控制計畫 (EU-

Coordinated Control Programme, EUCP) 以及國家型

控制計畫 (National Control Programmes, NP)，由歐

盟各會員國進行農藥殘留監測，隨機抽樣重要食物

品項進行監測，每年針對 10~12 種食物進行分析，

會員國分配應執行之樣本數匯報 EFSA，須自行負

擔預算，每三年一循環，可提供風險管理者可靠依

據，用於設計未來農藥殘留監測計畫及目標設定。

2020年 4月發布 2018年食品農藥殘留統計報告，

對所有報告國的結果進行分析，在分析的 91,015個

樣品中，95.5%的樣品低於最大殘留容許量 (MRL)。

針對產品成分標示的真實性，愛爾蘭食品安全

局 (FSAI)與廠商 Identigen合作，採用 NGS定序技

術，可以 Non-targeted的篩選技術主動識別食品中

的所有成分及其生物來源，可幫助監管機構針對潛

在的食品欺詐或誤導性標籤進行查核，以保護消費

者權益與食用安全。FSAI從愛爾蘭保健食品商店和

超市中篩選出 45種植物性食品和食品補充劑，其中

14種食品被檢查出未於標示聲明的植物成分，也有

部分產品未包含標示的植物成分。

（三）日本

日本政府近年針對機能性食品的標示制度進行

法制改革，擴大機能性標示範圍至一般食品，業者

於預定販賣日的前 60天，必須備齊申請書、食品安

全性、機能性等相關資料提交給消費者廳後，可宣

稱健康功效，並標示產品中含有促進健康的機能性

成分（例如：膳食纖維、膠原蛋白等），可分為加工

食品（補充品型態）、加工食品（非補充品型態）以

及生鮮食品等三種食品類型。

日本政府期望在安全性確認、科學證據支持以

及適當標示產品資訊的前提下，提供給消費者有關

食品機能性功效的資訊，使消費者能選購符合自身

需求的產品，同時也希望透過機能性標示的解禁，

增加國民食用對身體有益的食品，除了活絡保健食

品市場之外，一方面也達到促進國民健康的效益。

（四）新加坡

新加坡有超過九成食物從國外進口，新加坡政

府於 2019年宣布新加坡食品局將負責落實「3030

願景」，確保在 2030年出產的農產品能滿足國人

30%的營養需求。食品業為新加坡增長最迅速的領

域之一，占國內生產總值的 1%。新加坡科技研究局

(A*STAR)與新加坡食品局、新加坡國立大學、南洋

理工大學和以農業科學聞名全球的荷蘭瓦赫甯恩大

學合作，推進替代蛋白質和農業生物科技等先進技

術，於實驗室裡培植「人造肉」。

此外，淡馬錫控股在 2015~2019年內也投資食

品相關項目，包括：(1)Impossible Foods：研發植物

蛋白製成的牛肉新創公司；(2)Perfect Day Foods：研

發非動物蛋白的乳製品；(3)Sustenir Agriculture：新

加坡本地的草莓垂直農場；(4)Apollo Aquaculture：

新加坡本地的高樓垂直海產養殖。

另 外， 國 際 糖 尿 病 基 金 會 (International 

Diabetes Foundation)公布資料顯示，2017年每 7個

新加坡成年人中，就有一名是糖尿病患者，且肥胖率

自 90年代以來就持續增長。因此 2016年新加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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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宣布「向糖尿病宣戰」，近年逐步展開減糖行動，

新加坡衛生部於 2019年公布擬要求含糖飲料導入強

制性營養標示，根據產品內容物的糖、脂肪含量等

面向進行評級，在包裝上進行健康分級標示，方便

消費者選擇。

（五）	泰國

2015年，泰國政府曾調查發現泰國人平均每天

攝取約 26茶匙的糖，超出世界衛生組織建議每日攝

取量的 4倍，來源多半是含糖飲料，故從 2017年開

始對含糖飲品徵稅，成為了亞洲第一個對含糖飲品

徵稅的國家。泰國政府把徵收分為四階段，逐段調

漲，第二階段從2019年10月1日起到2021年9月底，

每 100毫升含有 10到 14克糖的飲料，稅將從原先

的 50分泰銖加倍到 1泰銖；每 100毫升含有 14到

18克糖的飲料，稅將從原先的 1泰銖加倍到 3泰銖；

每 100毫升含有 18克以上糖的飲料，稅將從原先的

1泰銖加倍到 5泰銖。每 100毫升含有 6克以下糖

分的飲料則免徵含糖稅。

此外，泰國食品藥物管理局擬針對基改食品及

相關標示訂定相關規範；含有或由基改食品製成食

品，包含植物、微生物、動物性食品等，未通過安全

性評估，將禁止在泰國生產、進口及銷售。

結論與建議

近年重大食安事件層出不窮，全球化使食品安

全問題變得更為複雜，管理層面須包括國際法規

調和與貿易往來之各環節，否則某一地點出現的食

品汙染，可能影響到另一個國家的消費者健康，食

品安全風險預測和即時預警更顯得重要。食品安全

應從農場到餐桌全方位管理做起，生產端包括國內

農場、國際輸入源頭、食品製造與加工廠、運輸通

路、販賣與餐飲，甚至包括近年興起之外送平台服

務運送等，皆屬於食品安全之管理範疇，顯示食品

安全管理所涉入之專業領域、行業類別及從業人員

多源且複雜，需倚賴新技術進行管理，例如人工智

能處理大數據、區塊鏈和產品追蹤、全基因組定序

等創新技術，建立客觀之風險評估機制，以提升管

理效能並改善食品安全性。

各國政府關切之食品安全風險，包括食源性病

原體汙染、進口食品查驗、食品溯源、農藥殘留等，

在聯合國國際組織（如WHO、FAO）和美國等皆已

開始透過數據平台整合協助進行管理，例如WHO

建置食品安全合作平台，整合食品添加物數據庫、

農藥數據庫、食品汙染物數據庫、長期個人食品消

費數據庫等，透過多個數據來源，可即時獲取關鍵

數據，以預先做出預警和相關管理決策，提升食品

安全管理之效率，建議在建置食安相關資訊系統的

同時，應先完備數據品質標準，以強化數據資料之

品質，增強風險管理分析之正確性。

此外，針對產品成分標示攙偽假冒等問題，愛

爾蘭食品安全局與廠商合作，採用 NGS定序技術，

幫助監管機構針對潛在的食品欺詐或誤導性標籤進

行查核，同樣在產品標示部分，日本則是針對食品

的機能性標示進行法制改革，期望在安全性確認、

科學證據支持以及適當標示產品資訊的前提下，擴

大機能性標示範圍至一般食品，提供給消費者有關

食品機能性功效的資訊，以增加國民食用對身體有

益的食品並活絡保健食品市場。同樣針對民眾健康

議題的管理政策，還包括東協國家的減糖政策，如

新加坡、泰國等，紛紛提出針對含糖飲料徵稅等減

糖行動，甚至在新加坡擬要求含糖飲料導入強制性

營養標示，在包裝上進行健康分級標示，方便消費

者選擇。最後，針對未來糧食需求大增的問題，新

加坡政府積極透過新技術開發新興食品及生產技

術，如人造肉，在新興食品的管理法規也必須及時

更上科技變動的腳步。

本文探討國際食品安全管理政策趨勢，供國內

施政策略規劃參考，期盼能依據國內需求，健全國

內食品安全鏈之管理機制，提升管理效能，並結合

相關部會、產官學研、公協會及消費團體等，共同攜

手合作，以實現「食」在安心的優質環境。

劉依蓁  台灣經濟研究院  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  副研究員 

AgB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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