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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食品安全委員會
組織架構及其執行情形



大綱

 設置背景

 委員會成立歷程

 委員會任務

 委員會組成

 委員會組織

 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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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背景

 食品流通、國際化

 新型食品危害物質的出現

 腸出血型大腸桿菌、Prion
 新穎技術之開發，如基改食品

 狂牛症(BSE)事件(2001年9月)
 食品安全基本法

 國民健康為優先

 以科學為基礎推動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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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風險分析系統的歷程

 於內閣府設立獨立的食品安全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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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事件

2001.09 首起BSE感染確認

2001.11 成立BSE調查委員會

2002.04 BSE調查委員會提出調查報告書，並建議應建立風險評
估的機制及成立風險評估機關

2002.06 內閣會議提出應設置食品安全委員及制定食品安全基本
法

2003.02 向國會提出食品安全基本法

2003.05 食品安全基本法公布

2003.07 食品安全基本法施行，並設立食品安全委員會



委員會任務

 執行以科學為基礎的風險評估

 必須從客觀的、中立的、公正的角度進行以保護消
費者健康

 執行食品安全風險溝通

 依據風險評估的結果或科學上的發現

 與風險管理機構分開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ies (MAFF, 農林水產省) 
 Ministry of Health, Labor and Welfare (MHLW, 厚生勞働省)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MOE, 環境省)
 Consumer Affairs Agency (CAA, 消費者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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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

 食品安全委員會

 專家調查會及工作小組

 秘書處

6圖一、食品安全委員會之組織



委員會組成

 7 名委員 (常任4 名)

 專家領域

 包括公共衛生、藥物代謝與藥理學、微生物學、毒
理學、烹飪學、健康風險溝通、食品化學等。

7



專家調查會及工作小組

 12 個專家調查會及5個工作小組

 專門委員共 233 名

 來自大學、公立研究機構或其他組織

 執行風險評估約2,000件(截至2015.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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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調查會

企劃(緊急應變、溝通) 污染物質

添加物 微生物、病毒

農藥 黴菌毒素、自然毒素

動物用醫藥品 基因改造

器具、容器包裝 新穎食品

肥料、飼料 營養成分

工作小組

添加物營養成分

加熱生成之丙烯醯胺

抗生素

高濃度甘油二脂類

保健食品

放射性物質食品



添加物專門調查會專門委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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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

 職員約120 名
 63名常任職員、39名技術顧問及15名臨時聘用助理。

 處長、副處長、風險溝通官、情資分析官

 兩個評估科、情資與公共關係科

 整理風險評估所需科學資料

 與風險管理機構溝通

 執行風險溝通

 檢討新的風險評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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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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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委員會之工作內容

 風險評估

 研究調查

 風險溝通

 蒐集食品安全資訊

 國際合作

 食品安全期刊

12



食品安全基本法第十一條

 In formulating policies to ensure Food safety,
assessment shall be made for each policy on the
effects that potentially harmful biological,
chemical, or physical agents likely to be contained
in Food, or conditions under which Food is likely to
be placed, have on human health, through the
ingestion of the Food, provided that this shall not
apply to the following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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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safety Basic Act, 2003)



風險評估

 風險評估原則

 依據科學證據

 微生物、化學及其他食品中之風險物質

 風險評估之啟動

 風險管理單位之要求 (requests from risk managers)
 自我評估 (self-tasking risk assessment)

 近期評估的項目

 厚生勞働省要求之BSE, Okadaic acid, Advantame等
 由食安委員會自行評估之食品中有機砷的評估

14註:Advantame為一種甜味劑



風險評估案件數超過 2,000 件
類別 申請件數 評估完成件數

添加物 167 162
農藥 1045 794
動物用醫藥品 526 498
化學物質、污染物質 65 61
器具、容器包裝 16 12
微生物、病毒 16 16
Prion 68 51
黴菌毒素、自然毒素 10 10
基因改造食品 242 229
新穎性食品 83 82
肥料、飼料等 202 148
其他 11 9
總計 2,451 2,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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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調查

 研究補助

 每年選定7～8個主題，研究時間2年。

 提供風險評估所需之科學性資料。

 例如飲食攝入arsenosugers 及 arsenolipids之研究

 簽約型調查計畫

 每年選4～6個主題。

 調查、蒐集、分析風險評估所需之數據。

 例如調查食品中伏馬菌素(fumonisin)含量

 新風險評估方法之開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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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溝通

 針對風險評估結果之風險溝通活動

 召開會議與消費者團體、媒體交換意見

 網頁、季刊、小冊子、電子雜誌、臉書、部落格等

 食品安全科普認識活動

 自2013年起辦理系列風險分析研討會

 由食安委員講授食品科學

 食品安全熱線/電郵

 03-6234-1177(週一至週五 10:00-17:00/節日除外)
 提供消費者詢問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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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委員會之風險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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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食品安全資訊

 掌握目前食品安全問題

 蒐集對消費者健康不利之資訊

 食品中危害物質之調查

 海外風險評估報告等

 綜整並分享風險管理機構

 包括厚生勞働省(MHLW), 農林水產省(MAFF)等
 發布於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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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合作

 定期與國外風險評估機構舉辦會議

 更新資訊及交換意見

 BfR, FDA, EPA, Health Canada
 簽訂合作備忘錄(ＭoC)、每年輪流召開會議

 EFSA, FSANZ, ASAE(葡萄牙), ANSES等

 致力於發展國際合作

 參與 FAO/WHO 專家委員會

 邀請國外專家舉辦專題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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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ANZ(澳洲紐西蘭食品標準安全局）
ASAE (葡萄牙經濟與食品安全局)
ANSES (法國食品環境職業健康局）



食品安全國際期刊

 The Official Journal-Food Safety
 2013 年創刊

 季刊

 全文英文

 Open-access 電子期刊

 傳遞食品安全科學與技術

 促進風險評估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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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郵件: nickcheng@fd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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