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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次考察主要係由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會同衛生福利部、科技部、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與本部(國際貿易局及工業局)等單位中負責食品產業之相關同仁，赴日本東京，

考察該國對食品安全管理及風險評估之分工及現況，藉由該國在面臨食品安全風暴

時，如何在組織人員及法規上進行調整，並吸取該國在食品安全風險管理、風險溝通

及追溯追蹤管理之經驗，以及雲端科技之使用現況，同時透過事先妥善地安排與日本

內閣府食品安全委員會、內閣府消費者廰、厚生勞動省醫藥生活衛生局，以及農林水

產省生產局、食料產業局、消費安全局等食品安全管理相關政府高階管理代表進行意

見交換，了解日本在食品安全及食品產業管理上的做法，以及如何對業者及消費者進

行政策溝通，對於我國政府未來面臨日趨複雜的國際及國內食品安全事件處理、食品

追蹤追溯管理以及消費者對食品安全意識日益高漲之因應，頗有值得借鏡之處。 

 



 

 3

目次目次目次目次 

壹、目的------------------------------------------------------------------------------------------------  4 

貳、行程安排及團員名單---------------------------------------------------------------------------  5 

參、考察紀要------------------------------------------------------------------------------------------ 11 

肆、心得及建議事項---------------------------------------------------------------------------------- 22 

伍、致謝------------------------------------------------------------------------------------------------- 23 

陸、參考資料------------------------------------------------------------------------------------------- 23 

 



 

 4

壹壹壹壹、、、、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次赴日本東京考察目的主要係食品安全為近年來我國面臨之重要管理課題，我

國與日本同為食品原料多仰賴進口、消費者食安意識日益高漲，且兩國飲食文化交流

頻繁之下，借鏡日本面臨食品安全如狂牛症、福島輻射汙染事件等風暴時，如何在組

織人員及法規上進行調整，並吸取該國在食品安全風險管理、風險溝通及追溯追蹤管

理之經驗，足以作為我國參考並事先作為因應。 

本次訪日本時間為 2016 年 4 月 26-29 日，由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會同衛生福利

部、、科技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與本部(國際貿易局及工業局)等單位中負責食品產業

之相關同仁，赴日本東京，同時透過事前審慎提出食安管理相關提問，安排與日本內

閣府食品安全委員會、內閣府消費者廰、厚生勞動省醫藥生活衛生局，以及農林水產

省生產局、食料產業局、消費安全局等食品安全管理相關政府高階管理代表進行交流

已及面對面意見交換，了解日本在食品安全及食品產業管理上的做法，以及如何對業

者及消費者進行政策溝通，對於我國政府未來面臨日趨複雜的國際及國內食品安全事

件處理、食品追蹤追溯管理以及消費者對食品安全意識日益高漲之因應，頗有值得借

鏡之處，且藉由與相關代表交換意見，以學習日本經驗，作為我國食品產業管理與方

向調整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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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行程行程行程行程安排安排安排安排及團員名單及團員名單及團員名單及團員名單 

一一一一、、、、行程安排行程安排行程安排行程安排：：：：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行程行程行程行程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地點等地點等地點等地點等））））    

4/26(二) 

12:55 搭乘 CI-220 抵羽田機場   

14:40 飯店 check in   

15:10 自飯店出發   

16:00-17:00 

拜會內閣府食品安全委員會(小森食品安全委員会

事務局總務課長、高木國際調整専門官、補佐 1

名，共 3 名) 

交流協會(港区六

本木 3-16-33 青葉

六本木ビル 7 樓) 

宿泊 Villa Fontaine 六本木飯店 

港区六本木 1-6-2

泉ガーデン、

03-3560-1110 

4/27(三) 

  自飯店出發   

10:00-12:00 
拜會厚生勞働省(山本医薬生活衛生局基準審査課

長，最多 8 人) 

交流協會(地址同

上) 

14:00-15:30 
拜會內閣府消費者廳(○○消費者政策課長開頭致

意，3 課の補佐人員，最多 8 人) 
同上 

16:00-17:00 

拜會農林水產省並就日本農業進口容許量交換意

見(生産局園藝作物課園藝流通加工對策室東野室

長、佐藤補佐、中田係長，其中 2 人) 

同上 

宿泊 Villa Fontaine 六本木飯店   

4/28(四) 

09:45 自飯店出發   

10:00-11:00 

拜會農林水產省並就｢食品循環資源再生利用等促

進法律｣交換意見(河合食料産業局食品産業環境

対策室長+1 人，共 2 人) 

交流協會(地址同

上) 

11:15-12:15 
拜會農林水產省並就｢牧畜関係｣交換意見(関谷消

費安全局畜産安全管理課課長補佐，共 1 人)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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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5:00 
拜會農林水產省並就｢米之可追溯性｣交換意見(溝

口消費安全局課長補佐，共 1 人） 
同上 

15:30-16:30 
拜會農林水產省並就｢牛之可追溯性｣交換意見(溝

口消費安全局課長補佐，共 1 人） 
同上 

宿泊 Villa Fontaine 六本木飯店   

4/29(五) 

09:00 工作檢討會議   

12:00 自飯店出發   

14:35 搭乘 CI-221 自羽田機場出發   

宿泊 Villa Fontaine 六本木飯店   

交流協會東京本部齊藤陽子:03-5573-2600 轉 13 

駐日本代表處王瑞豐手機:080-6604-1495 

 

二二二二、、、、團員團員團員團員名單名單名單名單：：：：    

機關機關機關機關////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職稱職稱職稱職稱    職等職等職等職等    業務職掌業務職掌業務職掌業務職掌    

行政院 

食品安全辦公

室 

康照洲 

（團長） 
主任 

國立臺灣大學教授派

兼行政院食品安全辦

公室主任比照 14 職等 

綜理跨部會食品安全相

關協調 

行政院 

食品安全辦公

室 

徐麗嵐 諮議 9 職等 
食品安全相關跨部會協

調溝通 

行政院 

食品安全辦公

室 

陳威銘 諮議 7 職等 
食品安全相關跨部會協

調溝通 

衛生福利部食

品藥物管理署

食品組 

鄭維智 
簡任技

正 
10 職等 

督導食品輸入管理、食

品業管理及餐飲衛生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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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食

品藥物管理署

食品組 

林信堂 
研究技

師 
比照 10 職等 

食品安全風險評估研

究、風險評估諮議會 

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農業藥物

毒物試驗所殘

毒管制組 

徐慈鴻 組長 10 職等 
農作物毒物殘留監測及

風險評估 

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動植物防

疫檢疫局動物

防疫組藥品管

理科 

陳英豪 技正 9 職等 
上市前動物用藥品管理

及稽查 

經濟部工業局 

民生化工組食

品醫藥科 

李佳峯 科長 9 職等 
食品、生技及製藥工業

技術開發與輔導 

經濟部國際貿

易局貿易服務

組 

李佳書 秘書 9 職等 

農產品、食品、菸酒等

貨品及 CITES 之輸出入

管理及簽證、疫情及食

品衛生安全事件業務 

科技部生命科

學研究發展司 
黃婷花 

生命科

學司 

副研究

員 

比照 11 職等 

食品科學學科相關專題

研究計畫之推動審議補

助及管考 

 

三、日方接待名單日方接待名單日方接待名單日方接待名單：：：：    

日期 機關單位

(省庁) 

主要出席

人員 

職稱 業務職掌 

２６

日 

内閣府食内閣府食内閣府食内閣府食

品安全委品安全委品安全委品安全委

員会事務員会事務員会事務員会事務

局局局局    

    ※※※※食品安全委員会事務局組織規則食品安全委員会事務局組織規則食品安全委員会事務局組織規則食品安全委員会事務局組織規則をごをごをごをご参照参照参照参照くださくださくださくださ

いいい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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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総務課 小森雅一 課長 委員長の官印及び委員会印の保管に関すること。 

・局務の総合調整に関すること。  

食品安全基本法 （平成十五年法律第四十八号）第二

十一条第二項 に規定する意見に関すること。 ・国際

関係事務の取りまとめを行うこと。 ・食品摂取によ

る重大な健康被害に係る緊急時対策の企画及び立案

並びに関係行政機関その他関係者との連絡調整に関

すること。 ・前述ほか、局務で他の所掌に属しない

ものに関すること。  

 高木恵美 国際

専門

官 

・国際関係事務の取りまとめに関すること 

・食品の安全性の確保に関する国際機関等との連絡

調整に関すること 

 ○評価第

一課 

廣岡亮介 課長

補佐 

○評価第１課と評価第２課の所掌事務で食品健康影

響評価の調整に関すること 

○両課の所掌事務で食品健康影響評価に関する年間

計画の策定に関すること 

○両課の所掌事務で他の所掌に属しないものに関す

ること 

●評価第１課の業務 

一、次に掲げる事項に関する食品健康影響評価に関す

ること（他課の所掌に属するものを除く。）。 

イ 食品添加物に関する事項 

ロ 農薬に関する事項 

ハ 器具及び容器包装に関する事項 

ニ 化学物質及び汚染物質に関する事項 

ホ イからニまでに掲げるもののほか、人の健康に悪

影響を及ぼすおそれがある要因又は状態であって化

学的なものに関する事項 

二 食品安全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第一項第六号 に規定

する科学的調査及び研究に関すること。  

●評価第２課の業務 

次に掲げる事項に関する食品健康影響評価に関する

事務（総務課及び情報・勧告広報課の所掌に属するも

の並びに前条第二号に掲げる事務を除く。）をつかさ

どる。  

一  動物用医薬品、動物用医薬部外品及び動物用医療

機器に関する事項  

二  飼料及び肥料に関す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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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微生物、ウイルス及び寄生虫に関する事項  

四  プリオンに関する事項  

五  かび毒及び自然毒に関する事項  

六  新開発食品（食品衛生法 （昭和二十二年法律第

二百三十三号）第七条第一項 及び第二項 に規定する

ものをいう。）及び特定保健用食品（健康増進法に規

定する特別用途表示の許可等に関する内閣府令 （平

成二十一年内閣府令第五十七号）第二条第一項第五号 

に規定するものをいう。）に関する事項  

七  遺伝子組換え技術を応用して製造される食品、食

品添加物及び飼料に関する事項  

八  上記に掲げるもののほか、危害要因等であって生

物学的又は物理的なもの（農薬を除く。）に関する事

項  

２７

日 

厚生労働厚生労働厚生労働厚生労働

省省省省    

   

 ○医薬生

活衛生局

基準審査

課 

山本史 課長 ・食品等及び洗浄剤の衛生に関する規格又は基準に

関すること。 

・農薬が含まれ、又は付着している食品の飲食に起因

する衛生上の危害の防止に関する規格又は基準に関

すること。 

・栄養成分を補給し、又は特別の保健の用途に適する

ものとして販売の用に供する食品に関すること（公衆

衛生の向上及び増進に関することに限る。）。 

・食品及び添加物の衛生に関する輸出検査の基準に

関すること。 

・食品等(組換え DNA 技術その他の新たな技術によ

り製造又は加工された食品等に限る。)の衛生に関す

る規格又は基準に関すること。 

２７

日 

内閣府消内閣府消内閣府消内閣府消

費者庁費者庁費者庁費者庁    

   

 ○消費者

政策課 

○消費者

安全課 

○表示對

策課 

(標示) 

鈴木一広 課長 ・基本的な政策等の企画・立案、推進（消費者基本計

画等） ・国際関係業務 

・関係府省庁との政策調整・消費者事故に関する情

報の集約、分析、発信（財産分野） 

・消費者安全法に係る「隙間事案」（財産事案）の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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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日 

農林水産農林水産農林水産農林水産

省省省省    

   

 ●生産局

園芸作物

課 

○園芸流

通加工対

策室 

東野昭浩 室長 ●園芸流通加工第 1 班  

野菜・果実の流通の増進、改善、加工業務用需要対策 

●園芸流通加工第 2 班  

野菜製品・加工原料野菜・果実製品の生産・流通の

増進・改善、野菜製品・果実製品の輸出入に関する調

整・調査  

●園芸消費促進班  

野菜・野菜製品・果実・果実製品の消費の増進・改

善、野菜・野菜製品・果実・果実製品の食育に関する

こと  

●輸出促進班  

野菜・果実の輸出入に関する調整、輸出の増進  

   管洋平 係長 上記のうち、輸出促進班を担当  

野菜・果実の輸出入に関する調整、輸出の増進  

２８

日 

●食料産

業局 

           

○食品産

業環境対

策室 

河合亮子 室長 食品リサイクル法や容器包装リサイクル法に関する

企画、調整 

 ●消費安

全局 

        

○畜水産

安全管理

課 

関谷辰郎 課長

補佐 

動物等医薬品等の基準の設定、情報の収集等に関する

こと 

 ○消費者

行政・食

品課食品

表示・規

格監視室 

溝口武志 課長

補佐 

米トレーサビリティ法に関する企画・調整 

 ○畜水産

安全管理

課 

渡辺由香 課長

補佐 

牛の個体識別情報に関する調査、監視及び改善指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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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考察紀要考察紀要考察紀要考察紀要 

一一一一、、、、2016201620162016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22226666 日日日日與內閣府食品安全委員會就與內閣府食品安全委員會就與內閣府食品安全委員會就與內閣府食品安全委員會就「「「「日本食品管理之整體架構及機關日本食品管理之整體架構及機關日本食品管理之整體架構及機關日本食品管理之整體架構及機關」」」」

進行交流進行交流進行交流進行交流((((主講者主講者主講者主講者：：：：事務局小森雅一課長事務局小森雅一課長事務局小森雅一課長事務局小森雅一課長等等等等))))    

1. 日本因發生出血性大腸桿菌 O-157、牛海綿狀腦病（BSE）等食品事件，日本政府

為重建民眾信心，因此推動建立以科學為基礎、公正中立的食品安全委員會，負責

風險評估。因此，日本在 2003 年建立新的食品安全管理系統，以風險分析為基礎，

透過科學分析風險，並根據評估結果採取必要措施。前述風險分析包括風險評估、

風險管理及風險溝通，依據食品安全基本法，其中負責風險評估的機關，為在內閣

府下成立的食品安全委員會（Food Safety Commission）；而風險管理機關，包括厚生

勞働省、農林水產省、環境省或消費者廳，則依據風險評估結果採取適當措施及規

範，進行管理。而這些單位透過相互交流，再告知消費團體與媒體，以達成風險溝

通的目的。 

2. 食品安全委員會的組織成員目前包括有由國會任命的委員 7 位及 17 個專門調查會

的專門委員 233 位(由學者專家兼任，原則上開會 1 次/月，有開會才領取日支及交

通費)，委員會設有事務局，負責行政事務人員約 120 位。上述 17 個專門調查會是

針對食品中的成分(包括添加物、農藥、動物用藥、包裝容器、微生物、汙染物、病

毒、狂牛症、真菌毒素、天然毒素、基因改造食品、新開發食品等)進行風險評估。

此外，風險溝通亦是十分重要的任務，食品安全委員會聯合其他機關定期與媒體及

消費者團體進行意見交換。不僅在平面媒體定期出版食品安全刊物或專刊，同時也

會在網站、Facebook 等發布最新消息，以科學的思維方式讓民眾了解食品安全，以

期降低消費者的疑慮。 

3. 當發生食品安全緊急事件時，由內閣府消費者廳擔任緊急應變指揮中心，接收來自

食品安全委員會及厚生勞働省、農林水產省、環境省或其他風險管理機關所通報之

資訊，並向內閣府負責消費者及食品安全之大臣報告，必要時召開「緊急對策本部」

及「消費者安全情報總括官會議(局長級)」，消費者廳並聯合前述風險評估及風險管

理機關，將所有情報提供給日本民眾，包括消費者、生產者、加工業者、流通業者、

販賣業者及報關業者等。內閣府食品安全委員會透過國內外科學資訊的蒐集，負責

進行評估、提出勸告或提供建言等。厚生勞働省及農林水產省等風險管理機關，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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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執行管理措施。食品安全委員會的工作之一是針對危害進行風險鑑定評估，並

將評估後的風險提供給農林水產省及厚生勞働省。由農林水產省及厚生勞働省進行

後續之風險管理。至於標示管理則由消費者廳主導。 

4. 食品安全委員會係依據科學證據進行風險評估，以確保民眾健康為目標，至於經濟

影響評估則由風險管理機關負責。有關中央與地方之分工，風險評估主要由中央單

位內閣府食品安全委員會負責，地方政府並不會進行風險評估，而是負責風險管理

的職務。食品安全委員會與地方政府每年會舉行 1 至 2 次的座談，進行意見交換，

而地方政府的職員間每年也會舉行 10 次左右的溝通會議。 

5. 食品安全管理體系包含從農場到消費端的每一環節，為確保從農場到餐桌的食品安

全，食品生產的上游階段由農林水產省管理，下游階段由厚生勞働省管理，兩機關

定期舉行溝通交流會議，相互協調。 

 

 

 

 



 

 13

二二二二、、、、2016201620162016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22227777 日與日與日與日與厚生勞動省医薬生厚生勞動省医薬生厚生勞動省医薬生厚生勞動省医薬生活衛生局活衛生局活衛生局活衛生局就就就就「「「「日本食品日本食品日本食品日本食品安全及衛生相關風險安全及衛生相關風險安全及衛生相關風險安全及衛生相關風險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進行交流進行交流進行交流進行交流((((主講者主講者主講者主講者：：：：基準審査課山本史基準審査課山本史基準審査課山本史基準審査課山本史課長課長課長課長等等等等))))    

1. 日本於 2001 年發生狂牛症事件後，厚生勞働省與農林水產省召開檢討會，經過協

調，提議成立獨立的風險評估機構。2003 年完成食品安全基本法之立法程序，並依

據該法成立食品安全委員會，厚生勞働省及農林水產省都參與食品安全委員會的成

立過程。食品安全委員會之成員除編制內之成員，也會由農林水產省及厚生勞働省

借調人員。厚生勞働省的審議會由外部專家及國立研究所成員組成，可能會發生與

食品安全委員會的專門委員重複的情形，但法規並未規定不可重複，而在實際運作

上會儘量安排不要出現專家重複的情形。 

2. 日方對受輻射汙染之食品及飲用水之管制，係依據食品安全委員會的評估及參考國

際規範，厚生勞働省定有管制標準。如有發現大規模產品超標，會採行整批廢棄或

該地區禁止出貨等處分。 

3. 日本食品添加物都需依列表規定使用，如有新申請的食品添加物項目，則由業者提

供數據，再將數據交由食品安全委員會進行風險評估，並依結果設定 ADI 及管理標

準。日本不論雞肉或雞蛋，均訂有動物用藥物殘留標準，而肉雞可以使用的動物用

藥，蛋雞不一定可以使用，有關動物用藥品之使用，是由農林水產省制訂相關使用

規定。至於國外進口產品部分，為避免阻礙貿易，必要時由厚生勞働省對進口產品

制訂進口容許量。食品安全法訂有食品添加物基準，同一種食品添加物因含水量不

同而有多種型式，如基準只允許使用二水硫酸鈣，則依法不可使用無水硫酸鈣。 

4. 有關基因改造食品的核准與否，由食品安全委員會就個別申請案進行審議，將審議

結果提供給厚生勞働省參考。而食品安全委員會審議的基因改造食品資訊透明公

開，外界可瞭解進度及結果。 

5. 對於罐頭之殺菌設備或殺菌條件之確效，日本並沒有指定第三方機構進行評估。日

本之食品製造業者，必須由都、道、府、縣許可，並滿足規定的條件後才可進行此

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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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2016201620162016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22227777 日與內閣府消費者日與內閣府消費者日與內閣府消費者日與內閣府消費者廳廳廳廳就就就就｢｢｢｢對消費者基本的政策對消費者基本的政策對消費者基本的政策對消費者基本的政策、、、、計劃及推動計劃及推動計劃及推動計劃及推動，，，，以及以及以及以及

面對消費者事故時情報的蒐集分析及政策調整面對消費者事故時情報的蒐集分析及政策調整面對消費者事故時情報的蒐集分析及政策調整面對消費者事故時情報的蒐集分析及政策調整｣｣｣｣交換意見交換意見交換意見交換意見((((((((主講者主講者主講者主講者：：：：消費者政策課消費者政策課消費者政策課消費者政策課鈴木鈴木鈴木鈴木

一広課一広課一広課一広課長長長長等等等等))))    

1. 日本食品標示法係 2015 年 4 月正式實施，係藉由食品衛生法、JAS 法、健康增進

法等 3 法統一而成。內容包括食品標示、保存方法等。食品期限一般僅標示賞味

期限或消費期限，上述期限僅會標示一種，如超過期限皆不可食用。且規定標示

皆使用日語(包括進口產品)。此外， 製造地須標示包括工廠地址(標示至地址門

號，但可省略前面都、道、府，如註明「崎玉縣」及代表人(公司須標示名稱、個

人須標示姓名，進口品亦同)。比較特別的是，為避免標示地址之複雜性，日本國

內產品可標示「製造所固有記號」，該記號須向消費者廰提出，如該產品有 2 個以

上製造廠則須共同標示，例如:市售包裝飲料標示「製造所固有記號」記載 WJ/MM，

表示該產品有 2 個製造廠址)；如屬輸出產品則依出口國家之規定。 

2. 食品業者如違反規定，日方表示為確保消費者安全，需正確標示，違反者會要求

業者改善；且為避免再犯，行政機關訂有罰則。此外，若未標示攝取方法，導致

危害事件，可要求停業、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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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消費者廰於 2009 年成立，主要負責風險溝通(係食安委員會成立 6 年後才成立)，

食安跨部會組成中，消費者廰多擔任司令台角色，且每年定期內部溝通，如局長

級每年 1-2 次、課長層級及承辦人員層級原則上亦有定期會議。我方詢問，消費者

廰如遇到網路散播食品安全疑慮，會如何闢謠?日方表示，首先，會運用科學證據，

找異議者溝通，此外，也印製許多宣導品進行溝通；例如:福島核電事件後，印製

15 萬份日文宣導手冊，英文版亦放在網站上宣導，使民眾不排拒福島產品。 

 

 

 

 

 

 

 

 

食品標示賞味期限及「製造所固有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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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2016201620162016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22227777 日與農林水產省就日與農林水產省就日與農林水產省就日與農林水產省就｢｢｢｢日本農業進口容許量日本農業進口容許量日本農業進口容許量日本農業進口容許量｣｣｣｣交換意見交換意見交換意見交換意見((((生産局園芸作生産局園芸作生産局園芸作生産局園芸作

物課園芸流通加工対策室東野昭浩物課園芸流通加工対策室東野昭浩物課園芸流通加工対策室東野昭浩物課園芸流通加工対策室東野昭浩室長室長室長室長等等等等))))    

1. 日方代表向我方代表表示日本進口農藥產品遭我方要求藥效相關試驗似有商議之

必要，我方表示台日雙方可在科技及學理上多做交流討論，未來也可考量雙方在食

品及農產品有交流合作平台，進行實質之討論。 

2. 日本會針對農藥、添加物、戴奧辛等進行市場調查，除編列預算調查外，也會從收

集地方相關監測資料，公布於厚生勞働省網頁，復依據調查結果作為 ADI 或 TDI

訂定之參考，及實施風險管理。當發生食品安全事件時，日本已有機制會立即與相

關機關進行橫向聯繫，惟目前並沒有如台灣建立食品雲之資訊連結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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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2016201620162016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與日與日與日與農林水產省就農林水產省就農林水產省就農林水產省就｢｢｢｢食品循環資源再生利用等促進法律食品循環資源再生利用等促進法律食品循環資源再生利用等促進法律食品循環資源再生利用等促進法律｣｣｣｣交換意見交換意見交換意見交換意見((((食食食食

料産業局食品料産業局食品料産業局食品料産業局食品産業環境対策室産業環境対策室産業環境対策室産業環境対策室河合亮子河合亮子河合亮子河合亮子室長室長室長室長))))    

1. 日本食品回收法係 2000 年制定，2007 年修正，由 6 個部會負責，但以農林省、環

境省為主；其中涉及之食品關聯產業包括食品製造業、食品卸賣業(流通業)、食品

小賣業及外食產業等；該法令欲解決問題之優先順序為來源減量、再使用、熱回

收的再生利用等。食品廢棄物每年大於 100 噸需定期申報；如違反申報規定，將

處以罰金，但目前還未有處以罰金之案例。登錄制度之重點並非在賣場等銷售端

廢棄物之減少，而是在前端製造等生產端即減少食品廢棄物，而達到整體食物廢

棄物之減少。 

2. 日本推行減少食品浪費計畫(No-food loss project)，如超市或販賣店申請，可免費提

供識別標識，一般來說，如僅是標籤印錯或包裝外盒之損害，可提供食物銀行使

用；如食物超過消費期限或賞味期限，因有衛生安全之疑慮，所以不能食用。康

主任問是否有機制防止回收物回流至食品中?日方表示一旦發生問題，農林水產省

及環境省會緊急到業者廠內去看，原則上商品及垃圾會有顏色區別，正研擬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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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2016201620162016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與日與日與日與農林水産省就農林水産省就農林水産省就農林水産省就｢｢｢｢動物用醫藥品之管理與使用之確保動物用醫藥品之管理與使用之確保動物用醫藥品之管理與使用之確保動物用醫藥品之管理與使用之確保｣｣｣｣交換意見交換意見交換意見交換意見((((消消消消

費安全局畜水産安全管理課課長補佐関谷辰郎費安全局畜水産安全管理課課長補佐関谷辰郎費安全局畜水産安全管理課課長補佐関谷辰郎費安全局畜水産安全管理課課長補佐関谷辰郎))))    

1. 日本之農家須有獸醫師之處方，才可購買抗生素；農家使用者須有使用紀錄，即登

載到帳簿上。如萬一有動物用藥品或抗生素殘留時，可追蹤到當初之使用劑量。 

2. 我方提問在日本獸醫師使用動物用藥品，因不夠用，會使用人藥品來用嗎?日方表

示，獸醫師本身有裁量權，不會限制獸醫使用。但須由獸醫師判斷係屬不得已情況，

且最後藥物殘留量也有規定。一般來說，抗生素需處方才能購買，在一般的藥局及

零售店等獲許可之販賣店才有販賣，醫師及獸醫師是專家，具有購買及使用之權

利，但農家不被允許。 

3. 有關畜水產品之市場監測，原則上由厚生勞動省負責，包括國內產品、進口品；屠

宰後及市場販售才有動物藥殘留問題。因為牧場上還在養殖階段，應無殘留問題，

僅有使用藥物之狀況。我方提問，在日本如有肉品殘留問題會不會追蹤到農戶過量

使用動物藥品？日方表示會追蹤問題出在哪裡；目前日本之抗藥性低會盡量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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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2016201620162016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與日與日與日與農林水産省就農林水産省就農林水産省就農林水産省就｢｢｢｢米的可追溯性米的可追溯性米的可追溯性米的可追溯性｣｣｣｣交換意見交換意見交換意見交換意見((((消費安全局消費者行消費安全局消費者行消費安全局消費者行消費安全局消費者行

政食育課食品表示規政食育課食品表示規政食育課食品表示規政食育課食品表示規格監視室課長補佐溝口武志格監視室課長補佐溝口武志格監視室課長補佐溝口武志格監視室課長補佐溝口武志))))    

1. 米的產銷履歷及流通監視是因日本發生自國外進口劣質米，轉賣成食品用途而引

起大問題，還好沒人員健康受到損傷。這些受農藥、黴菌或放久變質的米，原本

進口係降級，當作黏稠劑使用而非食用，卻被賣給燒酒及米的加工業者，但在追

查原因時，從進口至販賣端過程不順利，使消費者失去信心。因此，在 2009 年針

對米製品訂立法律規定。此外，米在日本是唯一可 100%自主之產品。 

2. 米追溯規定包括如下:米從生產、加工、銷售、輸入等過程，需記錄並維持 3 年。

交易及販售對象須讓消費者知道；產品包括精米、糙米、米加工品(如米麴)、麻糬、

味林等)。對象為所有米的加工、販賣業者。規定內容為:品名、產地、進出貨日期，

交易對象要記錄。惟一例外，米當飼料不需註明產地。在日本，約有 600 個職員

監視米的流通。違反者會要求其限期改善及指導，進一步可公告網站、勒令改善、

嚴重者罰款(但還未有處罰案例)。我方問，日本外界是否有修訂或放寬米產銷履歷

之聲浪?日方表示並無此反應，但當初導入時、法規制定前，對中小企業進行許多

溝通，且施行上先從有規模業者、及具有發票或販賣證明等先行，因為這些廠商

亦要報稅，如此可減少阻力。我方問，米次級品如用來做黏稠劑是否需放入米履

歷中?日方表示，過期品等，原則上會放入履歷中，且使用履歷後，如黴菌汙染等

米廢棄物就不容易發生。 

3. 我方提問日本規定如國產米與進口米混合時，須標示來源國及百分比，相關規定

是否受到跨太平洋夥伴協議（TPP）會員國關切或有意見?日方回答，當時 TPP 並

無反對意見。日本也有消費者反應其他食品也加入履歷，但投入之官方及業者成

本大，因此，除米外，多建議業者自行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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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2016201620162016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與農林水産省就日與農林水産省就日與農林水産省就日與農林水産省就｢｢｢｢牛的可追溯性牛的可追溯性牛的可追溯性牛的可追溯性｣｣｣｣交換意見交換意見交換意見交換意見((((消費安全局畜水産安消費安全局畜水産安消費安全局畜水産安消費安全局畜水産安

全管理課課長補佐渡邊由香全管理課課長補佐渡邊由香全管理課課長補佐渡邊由香全管理課課長補佐渡邊由香】】】】    

1. 日本牛的履歷，從牧場、屠宰場、零售、特定料理提供業者等過程，即每隻牛隻在

耳標上皆有號碼(個體識別番號)，屠宰時，所有牛隻皆會抽取肉片，約 1%進行 DNA

鑑定；肉片會貯放 3 年，俾便未來有問題時，可進行 DNA 鑑定。且會留下紀錄，

非常嚴格。牛履歷係 2004 年適用，當時即導入 DNA 鑑定，其目的係避免防偽作假。 

2. 每隻牛隻在耳標上皆有 10 位碼的個體識別番號，販售的肉品包裝上皆應出現識別

碼，傳統市場之小型販賣業者也須標示識別碼。如混和不同牛隻包裝之牛肉，也須

標示識別碼(可標示至 50 組號碼)。另牛內臟及牛舌等，不列入履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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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九、、、、全團團員在交流全團團員在交流全團團員在交流全團團員在交流協會門口合影協會門口合影協會門口合影協會門口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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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心心心心得及建議得及建議得及建議得及建議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本次赴日本東京進行考察作業，整個活動行程安排緊湊，藉由主辦單位及日本政

府行政部門事先之妥善安排，包括我方事先研擬欲拜訪之部門及欲了解之題綱及問

題，日本則排定交流協會場地以減少分別拜訪各部門交通往返時間，並請日方負責各

主管職務之高階文官至交流協會場地，雙方進行面對面問答及交流討論。此外，本次

考察為避免對於交流內容有所遺漏，經過團員討論及合作，將 2 天半共 8 場會議交流

討論的內容臚列重點， 並經由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彙整成「赴日本考察食品安全風

險評估運作機制 問答集」(如參考資料 1)，期能將現行我方及日方關注焦點進行呈現。 

   經由本次考察活動中，與日本食安相關管理部門之交流及討論下，了解日本政府各

管理層面的思維及運作情形、面臨突發食安問題時如何與民眾進行溝通、如何事先進

行科學數據之分析與蒐集，以爭取民眾支持並維護人民健康。初步獲致心得與建議如

下： 

一、 應強化及完整建立國內食品風險評估機制： 

日本因發生牛海綿狀腦病（BSE）等食品事件，日本政府為重建民眾信心，因此推

動建立一獨立之風險評估機關，且將層級提升至內閣府下，成立食品安全委員會，

定位為以科學的、公正中立的單位，即透過科學分析風險，並根據評估結果採取

必要措施。其餘既有之風險管理機關，包括厚生勞働省、農林水產省、環境省或

消費者廳，則依據風險評估結果採取適當措施及規範，進行管理。反觀近年來國

內三聚氰胺奶粉、塑化劑、劣質油脂等食安事件頻傳，嚴重打擊國人對食品安全

的信心；可藉重日本的經驗進行改善，考量設立一專責機構，或考量強化既有如

食安辦公室之機制，負責統整、協調各部會的風險評估結果。透過組織之彈性調

整如日本食品安全委員會、消費者廰之設立，以妥善規劃並及早因應未來相關食

安議題。 

二、 聚焦重點品項，進行源頭管控： 

此次日本農林水産省特別針對｢米的可追溯性｣及｢牛的可追溯性｣進行說明，可謂

落實從農場端(種植農民、牛養殖戶)到中游端(米加工、屠宰場)到消費者端(零售、

特定料理提供業者等)。如米及米加工產品之追溯從生產、加工、銷售、輸入等過

程，皆需記錄並維持 3 年。如牛的追溯從牧場開始，即在每隻牛耳上標示號碼，

並在屠宰時抽取肉片，導入 DNA 鑑定、履歷管理、條碼管控等科學方式。可謂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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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許多人力及資源，以避免防偽作假，重拾消費大眾對該類食品的信心。但日方

也表示雖然有消費者反應其他食品也加入履歷，但投入之官方及業者成本實在太

大，因此，現階段僅能集中資源針對米及牛肉，進行源頭管控及完整之追溯機制， 

其餘品項則建議業者自行推動。 

三、 運用科學證據及工具，強化風險管理： 

食品安全委員會的組織成員除了由國會任命的委員 7 位外，另有由日本各地 233

位學者專家組成之 17 個專門調查會定期進行開會，並針對關切之食品安全議題進

行科學性、公正性之資料蒐集與分析，透過科學證據之蒐集與評估，減少民眾之

疑慮與不必要之恐慌。如日本生牛肉事件、福島輻射事件等，亦透過科學性驗證，

重拾民眾對日本牛肉及農產品之信心。 

四、 普及食品教育，強化消費者溝通： 

有關食品安全委員會進行風險評估之結果等資訊，均會公開於網站，強調以科學

為依據的評估結果公開化、透明化，並製作淺顯易懂之文宣小冊子，強化食品之

教育與溝通。如因應福島輻射事件，即製作一系列簡單易懂的”食品與放射能 Q&A”

日文小冊 15 萬本，及英文版之網站訊息，以教育及向社會大眾宣導正確的觀念。 

 

 

伍伍伍伍、、、、致謝致謝致謝致謝 

本次承蒙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管理會 MOST 104-3114-Y-510-023「食品雲

GTP 產業推廣服務計畫」補助，及本部(局)長官之支持，得以與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

衛生福利部、科技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本部國際貿易局等單位共同赴日本東京考

察。在日本期間感謝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郭副代表仲熙、政務部張部長淑玲、王

秘書瑞豐等之協助與安排，以及全程王秘書瑞豐辛勞且精準地擔任翻譯官，俾使考察

行程得以順利進行，謹此謝忱。 

 

陸陸陸陸、、、、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 

一、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彙集「赴日本考察食品安全風險評估運作機制 問答集」。 

二、日本的食品安全行政與食品安全委員會的任務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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