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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促進中日雙方畜產業界互惠交流，建立日本及臺灣畜產業更深

厚的友誼，中央畜產會與日本農畜產業振興機構約定 2017 年 6 月於

東京舉行第八次友好交流會議，設定研討議題包括「日本畜產品供給

以及政策的動向」、「臺灣畜禽產品出口及品質管理策略」。另由日

本農畜產業振興機構協助安排，拜會日本禽流感防疫中央及地方機關，

包括日本農林水產省動物衛生課、國立研究開發法人農業・食品產業

技術總合研究機構動物衛生研究部門(NIAH)以及千葉縣中央家畜保

健衛生所，就日本對禽流感防疫的政策及措施交流。另拜訪獨立行政

法人農林水產消費安全技術中心(FAMIC)，瞭解檢驗及認驗證制度，

期能借日本的長處，並強化與日本農畜產業永續交流之管道。 

    訪日團於本（106）年 6 月 6 日至 6 月 9 日訪問日本，由中央畜

產會黃金城董事長領隊，成員有邱創進執行長、王旭昌副執行長、陳

聰賢組員等四人，全程由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戴德芳秘書陪同，王清

要秘書亦抽空陪訪，另由日本農畜產業振興機構以公務車或租車接送，

並僱用翻譯隨行，四天三夜緊湊行程，如原先規劃時程順利完成。 

    日本農畜產業振興機構由宮坂亘理事長率領近藤康子副理事長、

小林博行總括理事、瀬島浩子調查情報部長、木下雅由調查情報部審

查役及木田秀一郎調查情報部員等人與會，交流會議於熱烈討論下圓

滿閉幕。於訪問過程中瞭解日本農林水產省動物衛生課的禽流感疫情

處置措施及防疫政策、動物衛生研究部門(NIAH)生物實驗室業務及病

毒檢測技術、千葉縣中央家畜保健衛生所地方防疫機關主要業務及疫

情處置措施，以及獨立行政法人農林水產消費安全技術中心(FAMIC) 

執行認驗證及檢驗業務經驗。此行本會也提出與日方建立重大疫病如

禽流感及口蹄疫等年度交流會議，建立禽流感區域防疫概念，並強化

臺日間畜牧獸醫界的友誼與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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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與日本農畜產業振興機構交流

一、考察目的 

(一)辦理本年度高層拜訪活動 

(二)日本畜牧產品品牌建立與品質系統

1. 品牌建立

(1)品牌建立流程

(2)國內產品的品牌化與產品差異性(地區化特色、特殊品牌、品質指

標)

(3)消費者教育與消費信心建立

2. 品質系統

(1)JAS、GAP、HACCP、GMP對生產流程的導入

(2)品種、飼養管理、飼料或添加物特性

(3)產品標示規範

(三)日本擬修法引入外國農業專業技術人員之政策進度與規劃

1. 政策執行進度

(1)政策沿革

(2)勞力開放作業進度(國內輿論、國會)

(3)執行效益

2. 外國勞力管理

(1)聘僱條件執行方式

(2)與研習生制度差異

(3)是否可能推廣至非國家戰略特區

二、交流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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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動係黃董事長與邱執行長任內首次與振興機構交流，也是宮坂理

事長任內第二次互訪活動，雙方同感於兩國間地緣相近，且諸多農牧政策相

似，在面對境內產業狀況及各國際議題變化，雙方有必要持續互訪，透過不

同議題的意見交流及產業與市場經驗深度討論，期能協助政府達成政策目

標。 

為謀求日本農畜產品的穩定供應及其國內消費安全，振興機構依法成立，

業務以畜產(肉牛、肉豬、酪農)、蔬菜、砂糖及澱粉為主，涉及範圍占全國

農業產值 65%左右(2014年約 7兆日圓)，協助政府執行生產者經營穩定、供

需調整及價格穩定、緊急對策以及資訊收集和提供。 

在日本畜牧生產動向方面，2016年養豬農戶約 4,800戶，頭數約為 931

萬隻，近年持續緩慢下降，豬肉批發價格雖維持高水平，但生產業者高齡化

引起勞力不足，同時畜牧業廢水排放標準的提升使經營條件變得嚴苛。國產

約占總供給五成，進口則以美國、加拿大、丹麥等國為主，近期從西班牙進

口也逐漸增加。振興機構執行的養豬經營安定對策(豚マルキン)中，訴求市

價及生產平衡，當粗收益低於生產成本時，補貼其差額的八成，資金則由振

興機構及養豬農家出資各半定存來支應。目前也正推動經營安定對策的法制

化，用以替代原有指定食肉價格安定制度；產業團體也正檢討 check off

制度(近似我國產業服務費)的可行性，並逐步推導法制化，期望未來提升國

產豬肉使用，如學校營養午餐使用國產豬肉的次數提升。 

肉雞近年飼養與需求成正比而穩定成長，大規模飼養為其大宗；受需求

持續增加，進口量與生產量都持續提升，國內生產占總供給六成五，其餘幾

乎都進口自巴西，因此今年三月發生之巴西食安問題也在日本引起相當的騷

動。在蛋雞生產中，飼養戶數為 2,440戶，總隻數約為 1億 3,500萬隻左右，

目前飼養規模在 10萬隻以上的業者，飼養量已超過總體七成。日本雞蛋自

給程度約為 96%，以新鮮可供生食的品質作為基準。目前由農林水產省主導

對全國養雞團體實施雞蛋的經營安定對策，當雞蛋價格下跌時，政府以基準

價格(目前設定 165日圓/kg)為基礎補貼差額，同時也對生產成績來進行獎

勵，利用雞群更新和空舍延長來調整生產量以達安定效果。 

在肉牛飼養中，2016年約 5.2萬戶，飼養量約 248萬頭。同樣受相關

業者高齡化影響，飼養戶和飼養數都持續減少。國產牛肉占總供給量四成，

其餘以澳洲和美國進口為主，國內生產量中和牛與雜交或乳用種各占一半。

肉牛經營安定對策(牛マルキン)目前由振興機構負責，和養豬經營安定對策

(豚マルキン)理論相同，由政府制定保證基準價格及合理化目標價格作為基

礎衡量津貼。 

為促進畜產業者的競爭力，農林水產省近年政策方針包含：強化團體收

益能力(規模擴大、減少成本、提升附加價值)，協助農戶提升必要設施，考

量人力不足，就產業特性進行分工化。擴大和牛生產及確保乳用子代牛，就

和牛繁殖作業進行補助，並提升ICT設備的引入來協助生產，如智慧型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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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對經營輔助的資金政策，令生產者經營壓力減輕。依不同產品進行輸出

策略的研擬，透過分切及料理技術的推廣，使畜產品及對應料理更容易向海

外宣傳。 

日本政府積極蒐集目標國家情報以研擬產品策略，宣揚日本產食材以及

日式料理(和食)的優異品質，並透過海外販售據點，促進日本農產品的出口

提升。就整體農產品出口來看，日本政府除了在對海外宣傳的投入，同時也

積極提升自有生產力及品質以謀求競爭力強化。 

談到其國內農產品品牌的建立，日本政府積極打造農畜產品的產地品牌，

農林水產省以生產者概要、飼料及飼養方式等特徵作為品牌基礎來指導，目

前經公告的牛肉品牌共有 327個，豬肉有 415個。品牌化的過程透過 6次產

業化、地理性標示保護制度(GI法)、GAP及 JAS等政策打造兼具高附加價值

與可靠品質的專有品牌，同時令海內外消費者理解農產特色。2014年 6月，

日本開始實行地理性標示保護制度，使國內產品在符合既定品質標準時得以

標示地理性標示於市面流通，該標示為地區性共有財產，該地區生產者皆可

使用，截至本年 5月 26日， 22個地方單位共登錄了 35個產品，其中牛肉

有 4項(前澤牛、米澤牛、特產松本牛及神戶牛)。 

在畜產品 GAP的推行，2017年 3月 31日由日本 GAP協會策定公布「JGAP

家畜•畜產品｣，以乳牛、肉用牛、豬、肉用雞和蛋雞五品項為對象，就農

產營運、食品安全、畜牧衛生、環境保全、勞工安全、人權尊重及動物福祉

等項目，與其他 JGAP適用相同基準進行審查及認證。近期在國會審議中的

JAS法中，以制定、推廣多樣化農產品 JAS規格，準備和國際通用的認證標

準為主軸。將現有 JAS 規格對象由原有的產品品質擴大，納入製程、管理方

式、測定及分析方法的規格，充實既有規格以利企業和生產者進行提案。同

時為對應新的 JAS規格，進一步設立符合國際標準化機構(ISO)程序之認證

流程，並透過農林水產消費安全技術中心(FAMIC)的作業促使 JAS規格成為

符合國際適用之認證。 

在農業外籍勞力議題，係透過內閣主導之國家戰略特別區域法(經查 6

月 16日國會已通過修正，預計 9月施行)，擬於特定區域引入於母國大學農

業科系畢業或已於日本完成技能實習之外國勞力，為現有外國人技能實習制

度之改良，引入勞力受地方農業協會指導及勞務派遣，得支領與日本人同等

或以上之報酬。 

在我方回應日方有關臺灣畜禽產品出口及品質管理策略部分，我國畜產

品於亞洲區的出口為以熟食加工品(日本、香港、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及清真

認證產品(馬來西亞)為主，在美洲區以加工蛋品(皮蛋、鹹蛋)為主。在畜產

品品質管理部分，以藥物殘留監測及屠宰檢查為基礎，所有畜禽上市前均經

過獸醫師屠宰衛生檢查，以提供消費者衛生安全之畜禽產品。近年為能有效

追溯傳統市場販售端之畜禽產品來源，更針對國產牛肉、雞蛋、豬肉、羊肉

等產品進行追溯制度建立，並推廣國產標章(牛肉、羊肉及鮮奶)提供民眾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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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選購國產品。出口畜禽產品大部分均有 HACCP、ISO22000驗證，目前也推

動 Global GAP期能與國際接軌；國內部分則推廣臺灣優良農產品標章(CAS)

及臺灣良好農業規範(TGAP)，同時於校園飲食推動 4章 1Q認證，包含：吉

園圃安全蔬果標章 2.0、產銷履歷農產品標章、CAS臺灣優良農產品標章、

CAS有機農產品標章以及生產追溯 QR code，提供消費者可追溯性的安全生

產資訊。在有機畜產品部分，目前僅通過雞蛋、雞肉、奶粉等產品項目。 

 

三、心得 

臺日雙方在畜產品品牌化過程中，以生產者概要、飼料及飼養方式等特

徵作為品牌基礎的概念相近，惟日本幅員較我國廣闊，再添加地理性標示保

護制度(GI)和其他品質政策提升品牌附加價值，與歐盟地區 GI制度或傳統

食物認證制度(Traditional Speciality Guaranteed)相似，不僅於國內地

區成為附加價值的參考，亦是推動出口時以地區品牌在海外提升知名度的手

法。讓產品於海內外不再是單打獨鬥的展示自我，而是傾全國榮譽為國內產

品增值的助力。 

在面臨國內生產下降，且對國外進口的依賴上升，日本政府透過各種經

營支援措施穩定生產條件與品質，藉由 6次產業化及產業分工的推行，提升

就業環境以及維持自給程度，連結農林水產省對養豬產業振興計畫的中心思

想，促進國內循環經濟式生產，減輕對進口的仰賴，強化自有生產力與附加

價值的提升可謂相輔相成，實為我國借鏡之處。 

在農業外國勞力的引進，隨議案的通過，今年九月也將正式於經濟戰略

特區施行，相較過去的技能實習制，於特區內的新制有助於外籍勞力工作權

益的提升，在專業、大規模農業生產區域應有一定效益，日本政府內閣成員

亦有不排除未來逐步開放特區外施行的看法，然而其國內保守意見對於開放

勞力仍有相當反彈，新制尚有觀察空間。在產業現代化、自動化的發展過程

中，勞力係不分國界必然面臨的問題，目前通過的制度以專業、即戰力為訴

求，同為農業老年化的我國亦有相當困境，如何在產業轉型過程同時滿足即

時勞力需求，實為兩難。 

自2010年起，本會與振興機構的定期友好交流機制歷經逐年需求變遷，

從產銷調節政策、國際貿易協定、加工產品進出口流程到防疫經驗交流，透

過振興機構也將交流觸角延伸至其他日本產官學界，未來也將逐步擴展各相

關畜牧領域的交流合作，期許能持續為國內農業政策執行及兩國產業間交流

盡一份心力。 

四、建議 

國內產業近年推動品牌化不遺餘力，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可謂多點開花，

品牌化過程中提升附加價值，促進令人安心、品質安全的畜禽產品生產、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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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消費市場選擇我國優良產品，並與進口產品做出區隔，提昇國產品的競爭

力，同時配合政府 6次產業化的推動，應能帶領產業現代化的改革，政府及

民間研究機關也應積極投入畜禽產品改良的研究並公布生產業者，根據需求

的多樣化促進新商品的開發。 

受農村人口外移、農業人口老化的影響，我國畜牧業近年持續建請政府

主管機關考量引進外籍勞力之可能性，惟農業目前開放專業外籍人士僅獸醫

相關，一般勞力僅漁業及屠宰業，尚未開放直接投入畜牧生產的即時勞力。

查日本政府推動經濟戰略特區改革時，係參考地方生產組織對農忙時引入具

專業技術或完成實習資格者之建議，我國農業生產同樣受季節性缺工影響，

主管機關亦於近年投入農業專業技術團試辦計畫，經農業專業技術訓練培訓

農業師傅、農務士等專業人員，此舉不僅紓解勞力缺口，亦有提升國內就業

機會，值得期許未來擴大施行，然現有規劃服務區塊偏重於農糧生產的農忙

期，在賡續性的畜牧生產也應逐步投入對應規劃，或依現有酪農實習計畫改

良，配合技術訓練，穩定生產品質，改善畜牧業生產條件。在國內尚未開放

外籍勞力時，畜牧產業亦須自主提升生產現代化、自動化的改革，循序漸進

解決人力問題，切勿因一時紓解勞力缺口而降低了生產品質。 

我國近年受颱風及極端氣候影響，在葉菜類及蔬果品項容易於短期內劇

烈震盪，然振興機構協助日本政府執行之產業調節及經營安定對策亦涵蓋蔬

菜業務，此節建議我國農糧署所司部門透過中央畜產會與日方進行交流，就

政策經驗進行討論，期能為我國農業生產建立穩定經營制度。 

本會與振興機構定期交流機制迄今邁入第八年，對海外畜牧產業的交流

日益頻繁，應利用現有交流機制積極拓展討論議題面向，因應產業需求探詢

各產業交流機會，且將歷年交流資訊系統化保存並分享與產業同仁，同時會

內應積極培養語言人才以及經驗的傳承，促使本會職能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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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與農研機構動物衛生研究部門交流 

一、考察目的 

(一)瞭解禽流感病毒檢測技術 

1. 紅血球凝聚抑制反應試驗(HI試驗) 

2. H5及 H7(亞型)的特異基因檢測 

3. 其他檢測技術 

(二)瞭解生物實驗室業務內容 

1. 動物衛生試驗及藥品、血清研究 

2. 其他畜牧傳染病支援業務 

3. 其他食品相關檢驗技術 

 

二、交流過程 

筑波市國立研究開發法人農業・食品產業技術總合研究機構（National 

Agriculture and Food Research Organization，NARO，簡稱農研機構），

依其組織可分食農經濟推進、種苗管理、生物系特定產業技術研究支援、地

區農業研究(北海道、東北、中央、西日本、九州沖繩)、果樹茶葉研究、蔬

菜花研究、畜產研究、動物衛生研究、農村工學研究、食品研究、生物機能

利用研究、次世代作物開發研究、農業技術革新工學研究、農業環境變動研

究、高度解析中心、遺傳資源中心等部門，係農林水產省整合所屬之國內農

業試驗研究機關成立的綜合研究中心，主辦農業、食品產業相關技術(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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蠶絲相關技術)以及特定生物產業技術的實驗與研究業務，同時對相關技術

進行改良。 

本次拜訪所屬的動物衛生研究部門(National Institute of Animal 

Health，NIAH)，其主要業務為動物衛生之相關技術、試驗與疾病預防治療

之研究開發，畜禽專用之血清與藥品開發與分配，動物衛生相關研究、鑑定

與宣導業務，功能與我國淡水家畜衛生試驗所相近，且過往曾有合作，檢驗

項目亦受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指定為參考實驗室。 

動物衛生部門協助農林水產省與環境省(與北海道大學、鳥取大學同受

指定為案例確診單位)進行野鳥監控，在 2016年起的 HPAI被認定由候鳥傳

導，傳播途徑遍布日本海區域及飼養場周圍水域等高風險區域，依環境省「野

鳥における高病原性鳥インフルエンザに係る対応技術マニュアル(野生鳥

類高致病性禽流感應對技術手冊)｣指示，地方機關於 10月至 4月期間(10

月為全國統一檢查，其後 2月進行一次)定期採取野鳥糞檢驗(每個研究點約

100個糞便樣本)及年間定期回收野鳥屍體之氣管與泄殖腔拭子(疫情爆發

時加強採樣)，或依環境省指示採取環境樣本，同時依應變等級設置野鳥重

點監視區域(以樣本分離出禽流感病毒的發生地方圓 10公里為基礎)，各地

採樣時先以簡易測試進行檢測，若為陽性則將檢測材料(拭子)傳送至環境省

指定案例確診單位進行進一步檢測，若簡易測試為陰性，再將測試材料送往

環境省指定的基因檢查機關，再次測出為陽性者則送至指定案例確診單位，

若否則結案。 

在疫病期間，動物衛生部門接受各地樣本後，以血球凝集素

（Hemagglutinin，HA）及神經氨酸酶(Neuraminidase，NA亞型)、基因序

列、病毒分離等檢測，進行病例最終鑑定，並將案例通報農林水產省(野鳥

部分通報環境省)，由其通報 OIE。比對近期病毒案例，至少四種病毒株同

時於韓國被檢測出，然而近期 H5N6相對過往 H5N1病原性較弱。日本鴨隻飼

養場較少（本次疫情中僅 2案例），與臺灣鴨場感染後持續帶原影響鄰近區

域不同，由於境內肉雞飼養朝大規模化發展，飼養密度低的環境有助鎖定目

標以掌握傳播速度。 

在我方回應動物衛生研究部門的部分，2017年高雄臺商禽流感病例為

境外移入(中國)，該案例於 1月 25日返國，確診後隔離治療並追蹤接觸人

員(共 108人次)，醫療單位每日回報病例治療狀況予疾管署管制中心，然而

我國於 2017年家禽場流感案例無 H7N9，尚無人禽間互傳風險。我國衛生單

位亦針對相關作業人員進行健康監控：對於作業人員或雞場人員有感染禽流

感之虞時進行抗病毒藥之預防性投藥。作業人員事前接種人流感疫苗，避免

人禽流感病毒基因重組。作業人員及其家人須進行自我健康管理，有流感症

狀、呼吸道疾病或眼睛感染症狀者應主動通報衛生局(法定傳染病監視通報

系統、傳染病問卷調查管理系統)。針對作業人員及動物防疫人員進行血清

學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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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 

本次討論到今年在日本及韓國的 H5N6禽流感疫情結果大不同，共同的

結論是 1.日本百姓對疫情通報非常守法，鷄隻稍有異常就通知獸醫檢查，

這也是教育的問題，所以日本與臺灣同只爆發 12場 H5N6就結束，而韓卻發

生一波又一波的疫情，甚至到現在六月份疫情尚未結束。2.日本國內很少養

鴨場，所以病毒帶原的問題較少，而臺灣有太多的鴨場，案例場清淨過程中

可能受保毒禽類反覆感染，日本多數案例為鷄隻，只要感染症狀都很明顯也

容易清除，日方也認為這是較幸運之處。3.日本的養鷄場規模較大，因此飼

養密度較臺灣低，傳播速度較易掌握，臺灣密度較高易於傳播。 

事實上日本動物衛生研究部門的研究比我國家畜衛生試驗所深入，我國

相關部門應加強與其溝通交流。另討論到口蹄疫及豬瘟，日本已完全清除此

二病毒，提及平常是否有做抗體監測，該部門回應完全沒有，在無抗體情况

下若有此二病，一定會非常嚴重，所以不用監測。就鄰國的經驗也應作為後

續我國疫情清除策略的擬定參考。 

四、建議 

在疫情爆發期間，投入人力與檢驗設備的齊全是防疫措施及效率的重要

環節，在面對疫情大量爆發時，除具備對應人力外，亦需有緊急調配方案，

臺日同為鳥遷徙影響區域，在過境帶來的各種傳播病隨病毒異變或來源種類

不同，需要投入更多專業技術資源。在日本入侵路徑依野鳥及家禽各自由環

境省及農林水產省訂定處置措施，農研機構動物衛生研究部門在其中皆擔任

確診檢驗單位，然而在野鳥疫情處置則與與北海道大學(獣医学研究科微生

物学教室)、鳥取大學(鳥由来人獣共通感染症疫学研究センター)分攤檢驗

壓力，同時針對病毒資訊建立公開資料庫提供參考，入侵路徑、疾病出現與

監視體制的研究，國內部門或可適度研討與畜牧獸醫相關校系合作分攤流行

病學調查與檢驗工作，提升投入研究專門人才，並與國際接軌以擴大防疫網。 

延續動物衛生部門與我國家畜衛生試驗所的研究交流，兩國間應定期就

防疫檢測技術等議題交流，將研究成果分享於產官學界，提升我國防疫意識

以強化產業防護網。 

下半年在我國舉開之雙邊防疫政策交流研討會中，擬邀請動物衛生研究

部門的專家來臺與會，分享日本畜禽疾病診斷經驗與我國畜牧防疫從業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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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農林水產省消費安全局動物衛生課交流 

一、考察目的 

(一)日本禽流感疫情處置相關措施 

1. 疫情處置 

2. 通報系統(時效性、稽查點) 

3. 疫情分級機制 

(二)農民支援 

1. 復養政策(空場消毒、復養資格) 

2. 資金支援(撲殺補償、保險制度、互助金) 

3. 畜產品產銷支援(消費信心重建、價格安定策略) 

(三)流行病學調查 

1. 執行單位(動物防疫機關、學校、專門研究機構) 

2. 調查內容(病毒入侵途徑、案例場、野地、病毒資訊) 

(四)防疫資訊宣達 

1. 教育訓練、防疫演習 

2. 資訊報導業務 

(五)防疫政策交流 

 

二、交流過程 

在日本四十七個都道府縣中，共 170個家畜保健衛生所，合計約 2,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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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獸醫，依據其家畜傳染病預防法之規範，每年將對農場施行定期檢查、生

產狀況諮詢，若不合相關規範標準且未於期限內改善，對政府監控畜牧傳染

病未即時通報者，則依法罰緩，甚至面臨無法補償的狀況。在日本境內，對

特定畜牧傳染病的處置方針分作，預防：於農場遵守嚴格的衛生生產條件、

邊境管制；早期應對：監控疫情狀況(主、被動)、早期偵測與通報；疫情抑

制：病畜撲殺、消毒、移動管制及環境檢測，各畜牧品項皆以農林水產省動

物衛生課建立之飼養衛生管理基準強化農場生物安全體系。 

在禽流感預防方面，分作野鳥監控、強化生產者團體間聯繫、各地家畜

保健衛生所對轄內家禽的監控(初期檢測與症狀通報)、強化農場生物安全體

系(抑制病原傳播)、邊境檢查(疫)以及鄰近國家的疫病爆發資訊的蒐整周知。

每年固定由農林水產省定期至各地方政府做防疫研討，年間進行 400 餘場次

的研習及實務演練(人車消毒、掩埋流程等)。在日本撲殺禽隻屍體依各地條

件不同，採掩埋及燒燬處置。 

在地方政府接獲疫情通報時，除周知疑似場半徑三公里內之飼養場，亦

配合警察、自衛隊等單位進行移動管制及設置檢查點。在農林水產省公告案

例確診後，保健衛生所也會進行區域內的檢測，並進行媒體的通告。在 2004

年疫情爆發時，京都地區曾有案例場遭受匿名通報指稱其隱匿家禽異常死亡

狀況，並持續有活雞與雞蛋流入市面，在當時官方公布通報場資訊時，許多

媒體從業人員突破管制進行鄰近區域採訪，更甚至出動直升機進行拍攝，不

僅造成周遭區域恐慌，也間接提升疫病傳播可能，該案例場前場主夫婦知情

不報引起各方嚴厲指責，相關單位甚至暗示追究其刑事責任，導致該夫婦飽

受輿論壓力後自縊身亡(請參閱淺田農產相關事件)，案例場主後續依其家畜

傳染預防法未盡通報義務乙節，遭判刑確認(求刑一年，緩刑三年)，農場經

10



營連帶影響下，於隔年申請農場破產倒閉，令人不甚唏噓。據此經驗，在日

本政府修正通告過程中將保護個人資料以防洩漏，避免媒體相關人士自行採

訪而造成疫情蔓延的可能，並禁止自行前往疫區採訪，須由農林水產省統一

發布訊息(對案例場敘述僅公布所在地、飼養品項、飼養規模)，避免資訊混

亂造成社會恐慌。 

在民風嚴謹的日本境內，畜牧業者除依法定規範生產外，同儕壓力亦相

當大，彼此監督，主動通報效率相當高，讓政府即時掌握疫情傳播的狀況並

迅速應對撲滅，實乃近年間疫情均能有效控制之根本。 

2016年 11月迄今，日本境內發生 H5N6確診場數為 12場，共計撲殺 167

萬隻家禽，以肉雞和蛋雞為主。去年十一月，安倍總理大臣針對此次疫情指

示，全國農戶應做好各預警及應變措施以防範 HPAI傳布、集中蒐集各感染

案例資訊、農林水產省和相關部會應緊密配合、施予必要措施並提供社會大

眾準確即時的疫情訊息。 

疫病發生時，農林水產省將支付全數撲殺隻數的補償額，在移動管制間

所受到的銷貨損失，也由農林水產省和地方政府比例各半補償。在案例場重

新引進禽隻的流程中，經過密集的全面消毒後(撲殺後間隔一週，施行三次

以上的農場消毒)，由動物衛生研究部門（NIAH）進行環境的檢查(禽舍地板、

牆壁、天花板等處之採樣以進行病毒分離檢查)，同時引入哨兵雞檢測(每禽

舍原則配置 30隻以上，引入起 14日後進行臨床檢查、病毒分離與血清檢查)

整體環境是否清淨後，由動物衛生課發布是否准予復養。復養流程中，農林

水產省及振興機構也備有緊急措施給予經營者支援，對農戶的經濟支援，除

了補貼外，也包含保險制度及貸款支援。 

交流過程中，我方亦回應我國防疫政策以及撲殺後屠體處置措施，在強

化預警機制中，依家禽場風險高低加強主動監測，監控化製數量與屠宰衛生

檢查異常情形以追蹤，強化邊境檢疫與走私查緝，密切注意候鳥遷徙路徑與

海外疫情資訊，加強家禽業者與獸醫師教育宣導，提供畜牧業及防疫人員流

感疫苗接種，向民眾宣導禽肉與蛋品熟食及衛生安全習慣養成且勿接觸禽鳥

或屍體。在防疫因應機制中，各地方政府依據「H5、H7亞型禽流感防治措

施」督導家禽場改善硬體設施，並與中央政府聯合稽查；持續推動禽蛋燻蒸

證明及運輸車輛及裝載箱籠清洗消毒等措施，並配合家禽健康證明書、地方

防疫人員採樣監測以及獸醫師於屠宰前後的屠宰衛生檢查強化禽場健康狀

況查察；鴨隻經檢測陰性始得上市屠宰，加強查驗家禽健康證明書及鴨場檢

驗報告；提升跨部會協調機制，保持聯繫管道暢通，與地方政府整備轄內人

力、物資、動物撲殺及屍體處理量能進行編組規劃，密切監測相關從業人員

健康狀況，在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狀時，主動通報衛生機關以協助就醫。在動

物屍體處置措施，依據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之規定，可以燒燬、掩埋或化製

等方式處理，惟環境因素影響，現行以燒燬或化製為優先處理方式。 

動物衛生課熊谷法夫課長強調，日本政府擬定 2020年前達成 1兆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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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農產出口實績並非僅有日本國內的努力，而是整個亞洲鄰近區域互相的支

援才可能達成，對於各國間疾病和飼養的交流更是不可或缺。 

三、心得 

臺日兩國對疫情處置措施相近，防疫首要在疫情早期與飼養者之通報機

制建立，目前日本主動通報撲殺是全額補償，而未主動通報導致疫情擴散則

依其「家畜傳染病預防法｣施予必要罰則。日本處於候鳥遷移重要位置，幾

乎每年都有 HPAI，但都能有效清除，關鍵在於主動通報。 

禽流感每年透過候鳥自西伯利亞地區經日韓輾轉入侵我國家禽業，在這

次 H5N6的疫情中，韓國案例場較多，日本與我國現為 12起案例。比起本次

H5N6的疫情處置，在我國 2015年的 H5N2千場以上的案例爆發，不僅處理

速度慢，更亦造成經濟及產業結構的影響。我國養鴨場數量相較日本高出甚

多，每年又受約 25萬隻候鳥遷徙過境影響，疫期的延長或是病毒的變異皆

容易造成國人的不安，能和鄰近國家的防疫單位增進交流是相當好的經驗，

也希望農委會所司單位未來和日方進行疾病資訊定期交流。 

在其他畜牧疾病議題，我國政府期許能依序清除口蹄疫及豬瘟，近三年

已無發現口蹄疫活毒，今年向 OIE申請通過非疫區，預計明年七月停止施打

疫苗，針對日本已完成清淨狀態的經驗是我國值得加強交流的區塊。 

 

四、建議 

本次交流探得日本畜牧戶對政策的高配合度係近年疫病迅速控制的基

礎，同時受其主管機關與振興機構的支援，農戶在平時或疫病發生時可受到

經營安定策略、緊急對策、全額撲殺補助、移動管制損失補助及經營貸款支

援的保護，相對我國在疫病未發生時，以自由市場機制令產業自主管理，疫

情發生時，提供部分撲殺補助、移動管制損失補助與經營貸款支援，或依案

例需求啟動專案補助，相較而言我國較日方少了農戶經營安定的協助，以我

國豬肉、禽肉的高自給程度，市場狀況容易受疫情等突發狀況形成淺盤經濟

效應，過多的補助或價格抑制易形成干涉市場，或有市場機制破壞之危殆，

主管機關應衡量國內各畜牧產品市場機制，並參考各國穩定價格政策，推導

適合我國環境的經營安定政策。 

與日方初步達成共識，日後日本農林水產省動物衛生課及筑波的動物研

究部門及農畜產業振興機構願意與我國農委會畜牧處、防檢局、家畜衛生試

驗所及中央畜產會加強深入溝通及分享疫情資訊及防疫政策經驗。 

擬於今年 10月在臺灣舉辦專家意見交流，日本專家願意提供他們口蹄

疫撲滅過程與經驗，以及每年撲滅禽流感的經驗，希望我國專家能從這樣的

交流過程中得到該國經驗與處理疫情的態度。我國應更積極與各國專家交流，

藉此提升國家能見度與角色，此節請防檢局、畜衛所及中央畜產會積極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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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與農林水産消費安全技術中心交流 

一、考察目的 

(一)該中心業務目的與沿革 

1. 該技術中心成立目的及發展沿革 

2. 該中心是否曾整併其他業務機構 

(二)該中心現有執行業務 

1. 該機構現有認驗證項目及輔導業務為何 

2. 作為 JAS制度認證機關，如何就國內食品安全把關 

3. 該機構於肥料、農藥、飼料、食品(原產地)等檢驗業務與檢驗技術為

何 

4. 在肥料規格及飼料分析等基準建立流程 

5. 與 OIE/ISO/Codex合作機制為何 

 

二、交流過程 

獨立行政法人農林水產消費安全技術中心（Food and Agricultural 

Materials Inspection Center，FAMIC，以下簡稱技術中心）本部位於埼玉

市，為保護消費者利益，技術中心針對農林水產品及食品、飲料類和油脂類

的品質與標示進行研究和分析，同時針對農業資材進行檢驗，包含肥料、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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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飼料、飼料添加物以及土壤改良資材，以確保農業生產的安全及品質的

優化。隸屬於農林水產省，並受其委託進行飼料、肥料及食品的抽樣檢查，

包含各種毒素、有害物質及 BSE檢驗，分析樣品是否達到法定安全標準及食

品標示規範。 

 

在食品標示檢驗中，以穩定同位素及 DNA技術進行產品檢測，是確認成

分標示與產地差異重要途徑。技術中心在檢查農產品原產地標示時，除進行

DNA實驗的數據判定，同時以生產者資訊或進口商社提供之產品相關資訊佐

證判斷，所檢驗之 DNA特徵也將記錄於資料庫，作未來檢驗追蹤比對使用。 

本會亦有使用穩定同位素檢驗技術進行豬肉原產地特徵研究，但尚有待

突破之處，經討論或有可能受原產地飼料成分影響，如：臺美皆以玉米為飼

料主配方，在檢驗中難以區隔差異，臺歐間產品可透過檢驗區隔，推測可能

是歐洲飼養方式以小麥為主成分，因此產生差異；以肉豬而言，全球普遍飼

養品種並無太大差異，日方亦認同飼料因素或為研究突破點。 

在肥料的微生物含量，日本有肥料相關的法律，但並未規範用量標準，

一般而言也難以追蹤掌握，就生物肥料而言，部分產品含有 EM菌(Effective 

Microorganisms,有用微生物群)，土壤改良劑中，少部分使用 VA菌

(Vesicular-Arbuscular)。 

在 JAS業務方面，目前以品質、成分、性能標準化的規格為主，另有生

產方式標準化的規格以及流通方式標準化的規格(目前雖有規範，但仍無通

過品項)，JAS標章不限於國內產品原料，業主若有需求可提出驗證申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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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原料），通過即可掛上 JAP標章於產品上，然而僅有 JAS標章，其販售價

格和一般產品其實無明顯差異，有機產品價格約為一般產品 1.5倍，在取得

有機產品標章前，須先完成 JAS驗證。市面上 JAS產品是針對單一商品進行

檢驗，不包含追溯性，其生產資訊另行登錄於其他系統，在市場上出現疑慮

時另有可追溯的資訊。 

在飼料檢驗實驗室檢驗過程中，技術中心依據農林水產省訂定之「飼料

及び飼料添加物の成分規格等に関する省令｣分析飼料及飼料原料是否合乎

標準，進行 ELISA及 PCR等檢測。目前日本政府規定不得於牛用飼料中混入

骨粉，在豬、雞用飼料則可。飼料原料須通過農林水產省認可單位的檢驗才

可使用，若為人食用的原料，則須通過厚生勞動省認可單位檢測才可使用。

若需使用基改飼料原料，則須通過食品安全委員會特殊述明的條件。實驗室

中目前可分析出 6種黴菌以及 132種農藥的殘留。在檢驗過程中，飼料約有

1-2%含有沙門桿菌，以動物性蛋白為多，國內外的樣品皆有驗出。 

在放射性檢查實驗室，技術中心除本部外尚有仙台、神戶兩處放射性檢

查實驗室，每年接收農林水產省 120-130件樣本進行檢測，每次實驗約 2,000

秒可得檢測數據，就農林水產省採集之飼料(飼料部分亦有送往日本科學飼

料協會檢測)、肥料以及汙泥樣本測試，樣本皆來自於國內，近年雖曾有東

日本大震災事件發生，但送到技術中心的檢測並無超標紀錄。 

在食品產地實驗室進行農作物產地檢測中，透過鍶(Strontium, Sr)的

穩定同位素含量比例來進行判定，農作物生產過程中自土壤吸取養分，而各

地土壤中 Sr-87與 Sr-86含量比例不同，透過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分析儀(二

重收束型誘導結合プラズマ質量分析裝置，HR-ICP-MS)分析，若與對照組雷

同的土壤結構，則配合其他金屬含量檢測數據，以判定產地特徵與食品標示

是否相符。 

在成份檢查(食品標示)實驗室中，以蜂蜜純度檢測為例，利用花蜜來源

植物(C3、C4類植物)固碳方式的差異，分析碳同位素(C-12、C-13)存在比

例以判斷蜂蜜添加糖的可能。在鰻魚產地的檢測中，透過 ICP-AES/ICP-MS

等分析儀器，就檢測樣本所含標的元素濃度(可檢測到 10ppt的精細程度)

來判定國產品與進口品差異，然而判定結果仍有邊緣地帶，仍需輔佐其他諮

詢完成檢驗。 

目前技術中心與 OIE的合作是在有害重金屬、黴菌以及農藥殘留的檢測，

受農林水產省委託檢驗國內市場從原料到加工成品的樣本，並無接受民間委

託。受農林水產省的委託樣品，主要對麥、玉米以及馬鈴薯等飼料原料進行

檢測。 

 

三、心得 

本次拜訪的技術中心係日本飼料、肥料等農業資材以及食品檢驗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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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農林水產省委托進行全國抽樣檢查，包含各種毒素及有害物及 BSE檢驗，

其中對於不同來源農產品的原產地確認更是我國可借鏡的，例如過往自越南

進口之農產品可能含有來自中國產品的分析，應為我國同領域檢驗技術的重

要參考經驗。 

該技術中心業務領域自土壤、農業生產、加工流通販售乃至消費端皆有

觸及，在我國相似檢驗機關則分屬不同部門；本會於屏東的技術服務中心亦

有相似機能，然而從屬農林水產省的技術中心得專職於委託檢驗，不另接受

民間檢驗案件，顯見其在資源充裕條件中，仍有餘力進行技術開發，本會在

財務自主的先決條件下，一方面需要自行開拓客源，在技術提升的部分，目

前仍須和學校團體進行研究合作或相關政府單位的科技計畫委託執行。 

四、建議 

為配合農委會加強進口及國產雞肉及豬肉區隔之措施，自 2013年本會

與臺灣大學及中興大學等專家進行以粒腺體 β- 羥基醯輔酶 A 去氫酶 

（ β-hydroxyacyl-CoA dehydrogenase, HADH）活性鑑別方法(簡稱酵素法)

之研究，次年亦制定對應檢驗方法(雞肉與豬肉) 並將列入 CAS 驗證產品之

檢測項目及國家標準，2015年起亦投入穩定同位素測試雞肉、豬肉、牛奶

等產地判定之研究。以設備而言，本會亦有日本技術中心具備之研究環境，

未來仍須持續加強與學界或跨國合作，提升自有檢驗技術。 

建議本會技術服務中心未來有效利用進駐農業生物科技園區的機會與

資源，仿效日本技術中心多元且縝密的業務執行，打造本會檢測實力。本次

赴日係本會首次造訪技術中心，未來在穩定的交流機制中，尚有許多合作空

間，期許未來在不同的交流活動中，可提升同仁於業務執行的思維，妥善盤

整現有資源以開創本會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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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與千葉縣中央家畜保健衛生所交流 

一、考察目的 

(一)地方防疫機關(家畜防疫員)主要業務與疫情處置措施 

1. 疫情發生等級如何判定 

2. 不同等級狀況，地方政府與家畜防疫員作業及通報流程 

3. 採樣判定後發動處置及處置權限 

4. 患畜、疑畜處置(移動管制、人道撲殺、屍體處理、銷毀) 

(二)檢測技術 

1. 採樣後檢測流程 

2. H5及 H7(亞型)的基因檢測(PCR及 RT-PCR) 

3. 血清抗體檢查 

4. 病毒分離檢查 

5. 其他檢測流程 

 

二、交流過程 

千葉縣內共有四處家畜保健衛生所(中央、北部、東部及南部)，隸屬於

千葉縣政府，四所獸醫合計約 60人，負責縣內約 1,500戶畜禽牧場。2010

年，中央家畜保健衛生所負責縣內 136戶乳牛戶（約 6,500頭），53戶肉牛

戶（約 850頭），16戶養豬戶（約 25,800頭），29戶蛋雞戶（約 140萬隻，

肉雞未統計），所內 22名獸醫所執行業務相當繁重，包含佐倉分所特有之病

性檢驗，但仍努力維持和農戶的緊密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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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家畜保健衛生所設庶務課、衛生指導課及防疫課。衛生指導課負責

家畜衛生指導、家畜改良指導、動物用藥指導與監督、獸醫體系整備、畜產

品相關物料的安全性確保(農藥殘留檢測等業務)、環境安全與改良。在防疫

課部分，進行法定監視傳染病的檢查(回報)、病性鑑定(疾病、死因及其他

急性疾病分析)以及輸出入畜牧產畜禽的檢查。蒐集各項有關影響經濟發展

的傳染疾病情報、協助農戶施行疫苗及防疫策略的擬定，防疫業務中，進行

法定監視傳染病的回報、透過場區檢查、病性鑑定、分析中毒或死亡原因及

其他急性疾病的分析，特別是禽流感、口蹄疫、霍亂等疫病。 

佐倉分所隸屬於中央家畜保健衛生所，分所內分病理生化學課及細菌病

毒課，主要業務為病性鑑定(縣內僅此分所執行本業務)、斃死牛 BSE檢查、

疫病調查及預防業務及飼養衛生技術的宣導。 

本次交流重點的禽流感疫情在日本四階段分級來應對，第一級為鄰國發

生，第二級為國內發生，第三級為鄰縣發生，第四級為縣內發生，由平日應

對措施逐步強化。 

保健衛生所在禽流感發生前的平時對策：1.平時積極蒐集鄰近諸國的疫

病發生情報，立即通報國內外疫情現況，以傳單或其他宣導方式，去年在中

央家畜保健衛生所便發行了 26次宣導，透過情報提供來提升轄內區域防疫

意識。2.防治病原體侵入農場，農戶出入須進行人車消毒，徹底遵守法定飼

養衛生管理基準，保健衛生所一年至少會進行一次突擊檢查，一旦發生異常，

將持續輔導至改善為止。3.異常家禽徹底通報，飼養者回報之每週死亡隻數

以及家禽異常死亡通報，保健衛生所藉此及早把握生產異常，千葉縣以傳真

為主要通報方式，電話回報為輔。4.境內主動監控，在平時選定境內 12戶

蛋雞農場進行每月一次檢查，在 5-10月禽流感好發期間追加另 32場家禽農

場，以鄰近有水域的場次進行優先選定，其餘依地區分布以及農戶意願選定；

同時掌握縣內病毒入侵狀況，10-3月就縣內的湖沼水域野鳥、候鳥是否帶

原的檢查，自 2006年迄今，檢查了 6,684件樣本(野鳥糞)，但只有 2014

年 11月時分離出兩件 H5N8亞型病毒株。5.整備發生疫病時的動員機制，縣

內每年都會就防疫作業從事者動員名簿進行整備，在禽流感疫情發生時可動

員約千人進行防疫處置，其分配為縣內農業局約 600人，其他部會約 400

人，人員將定期進行全縣或各轄區的研修。6.防疫作業從事者的實務演練，

縣內每年進行數次對從事者的演習訓練，病禽處置、燒燬掩埋處置、場內消

毒等訓練，同時縣內防疫對策本部及各保健衛生所將定期補充相關防疫耗材，

保有足以應對 6萬隻疫情的耗材庫存。 

在禽流感疫情發生時的對應：1.保健衛生所接受死亡異常通報後立刻前

往農場確認臨床狀況，進行簡易式檢測後，若檢測為陽性，則進一步取氣管

及肛門拭子樣本等必要病性鑑定之樣本送至佐倉分所作 PCR檢測，向縣級畜

產課通報並請疑似農場進行管制。2.在佐倉分所中進行 A型流感病毒檢查

(PCR)，呈現陽性者則依法定防疫指針進行後續措施。3.縣級畜產課接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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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通報後，向縣級農林水產部長以及知事(地方首長)進行報告，向中央政府

以及各家畜保健衛生所周知，著手防疫對應措施，成立對策本部的設置。當

病毒分離成疑似病例時：1.由佐倉分所製作病性鑑定材料，病毒接種之胚胎

蛋以及尿囊腔液送至動物衛生研究所進行後續檢測，檢測過程中，全國各保

健衛生所將會各自建立資料庫進行追蹤，除卻含有個人資料、地區農家資訊

外，其他訊息由全國互通。2.由縣級畜產課通知中央政府及鄰近縣府，議定

國境內限制移動的範圍，由中央政府向各媒體進行發布訊息。3.由保健衛生

所通知案例場與移動管制區域內的農場，與案例場所在鄉鎮區域的行政組織

協調，選定消毒站設置並進行報告。在動物衛生研究所通知縣級畜產課病例

確診時：1.由畜產課進行必要單位的通報，在主要幹線道路進行消毒站的設

置，公告移動限制的設立。2.保健衛生所通報案例場鄰近畜牧生產者，依防

疫指針對案例場之患畜、疑似患畜、撲殺處分、汙染物品處分、案例場消毒

的指示，並與縣級畜產課合作將境內感染途徑進行流行病學的調查。3.以案

例場境內之保健衛生所設立現場對策本部，就總務廣播、病性鑑定、發生地

緣、評價(撲殺前)、撲殺處分(通報後 24小時內撲殺完畢)、燒燬掩埋(72

小時內完成)、消毒、檢診、追蹤、移動管制等業務進行分工。4.由縣級、

現場對策本部和縣級健康福祉部確保現場作業從業人員的安全性。 

疫病發生時在案例場及一般農場的應對：1.案例場接受縣知事所發布之

撲殺處理命令書後，於 24小時內完成撲殺，在撲殺前進行撲殺家禽的評價，

於 72小時內完成疑似家禽屍體的燒燬掩埋(時限係以平飼肉雞 5~10 萬隻，

籠飼蛋雞 3～6 萬隻的飼養規模為基礎設定)，汙染品(禽蛋、種蛋、排泄物、

鋪料、飼料及其他可能汙染品)的焚毀或掩埋，案例場禽舍的消毒(以每週間

實施 3 次以上的禽舍消毒)。移動限制的範圍與期間係與農林水產省動物衛

生課協議而設定，禁止限制區域內的活禽、死禽、蛋、飼養管理器材、飼料

及糞便等會傳播禽流感病原的物品移出，限制區域內的家禽屠宰場、GP中

心(分級包裝)及孵化場將暫停營運。移動限制範圍的設置在高病原性爆發時，

以案例場半徑三公里為範圍，若有持續蔓延可能，則可延伸至半徑十公里或

以上，若為低病原爆發，則以案例場半徑一公里為原則範圍，若有持續蔓延

可能，則可延伸至半徑五公里或以上。 

在完成前述防疫措施後，於移動限制區域內的農家進行環境檢查，家禽

等臨床檢查，死禽之病毒分離與血清抗體檢查，以判定區域內是否完成疫病

發生後應有處置，並於十日後再進行環境的清淨性檢查，再經 21天進行是

否解除移動限制的檢查，縣級畜產課在勘驗發生狀況與環境清淨性的確認狀

況後，與農林水產省動物衛生課協議，宣告移動限制區域解除，原則在三個

月內完成。 

 

三、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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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與千葉縣家畜保健衛生所與地方第一線防疫獸醫師進行交流，深入

探討日本防疫人員與養禽戶的溝通及主動通報的執行效率，由過程可知自防

疫前之各狀況預擬及運作機制相當縝密，飼養戶與防疫人員互動良好，值得

臺灣借鏡，由基層建立的穩定回報機制，也正是其得以迅速控制疫情的最大

助力。 

日本飼養戶須每週填報產蛋率、死亡率，表格可用政府提供者，也可使

用自己的表格，因此地方防疫單位從產蛋數及死亡數很容易從提供的數據了

解轄區內家禽健康狀況，這也是能掌握快速主動通報的關鍵。掌握速效通常

就能降低傳播，而日本的百姓通常也是很配合的，這值得我們參考。 

就診斷技術及速度上，日本同意除 PCR下放給地方防疫單位外，連接種

SPF蛋並採尿囊腔液做 HA試驗也同意地方防疫單位執行。這點雖可提高檢

驗速度，但以我國狀況尚有商榷餘地。 

當發生重大疫情時，千葉縣可動員的公務員超過 1000名，其中農業局

的員額約600名優先動員，縣政府有權動員協助防疫，在接受既定基本訓練，

確實於防疫過程中成為即時戰力。 

四、建議 

我國防疫措施中以可疑病例、採樣及監測候鳥排遺監測為主，而日方所

採取的生產狀況監測是更為積極的預防措施，若能施行於我國或可改善飼養

端隱匿病情狀況，且藉由農戶生產狀況的關切，更能增進地方防治單位與農

戶的緊密聯繫，提升對疫情發生可能的掌握。相較於日本，我國在鴨隻飼養

密集程度相當高，鴨隻於疫情爆發期間，受其保毒特性，容易在復養監測過

程中引起反覆感染，我國自近年疫情爆發影響，逐步推動非開放式禽舍飼養

模式，期能提升生產環境的生物安全性，若可投入生產狀況的監控，有望於

疫情初期即能迅速掌握傳播速度。 

地方防疫機關在採集樣本後，送至家禽保健中心四區檢驗室作 PCR流程

近似於日本在保健衛生所的檢測作為，然而我國可容許檢測量僅少數實驗室

分攤，若遇疫情大量爆發時，必要檢測器具與檢測耗材需有一定安全庫存用

量，我國主管機關及地方政府應適時評估各畜牧疾病因應耗材的庫存準備以

備不時之需。 

在我國公務機關組織員額固定下，難以如同日本在縣內緊急動員千名人

力投入疫情應變作為，但仍可有效利用村里組織人員或產業團體人力，並在

平時排定應對措施演訓課程，整備應變人力以應不時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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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董事長訪日行程表
 (2017 年 6 月 6 日-6 月 9 日) 

地區：東京都、埼玉縣、千葉縣、茨城縣

成員：黃金城董事長、邱創進執行長、企劃組王旭昌組長、陳聰賢組員、

駐日代表處經濟組戴德芳秘書 

日期 時間 日程 場所

6月 6日 
(星期二) 

09：10 
13：10 

搭乘：日航 JL096/CI9220 
臺北時間 09:10 啟程 
→東京時間 13:10 抵達

臺北松山機場 
東京羽田機場 

13：40 
15：00 

車程前往高尾山/(雨備：Tokyo Sky Tree) 

15：00 
18：00 

高尾山參訪/(雨備：Tokyo Sky Tree) 東京都八王子市 

18：15 
19：00 

晚餐 

20：15 住宿 
品川王子飯店 
東京都港區高輪 4-10-30 

6 月 7 日 
(星期三) 

09:10 飯店出發 品川王子飯店 

09：30 
12：00 

高層互訪交流 
交流議題： 

1. 農畜產業振興機構業務簡介
(ALIC 報告)

2. 日本畜產品供給以及政策的動向
(ALIC 報告)

3. 臺灣畜禽產品出口及品質管理策略
(NAIF 報告)

4. 其他 

農畜產業振興機構(ALIC) 東
京都港区麻布台 2-2-1 麻布
台ビル 

12：00 
12：40 

午餐 農畜產業振興機構 

12：40 
14：00 

前往農研機構 

14：00 
16：00 

農研機構動物衛生研究部門訪問(NARO) 
1.瞭解禽流感病毒檢測技術
2.瞭解生物實驗室業務內容

農研機構動物衛生研究部門 
茨城県つくば市観音台3-1-5 

18：30 
21：00 

晚餐(迎賓宴，ALIC 主辦) 
北大路虎ノ門茶寮 
東京都港区虎ノ門 3-17-1 
TOKYU REIT 虎ノ門ビル 1F 

21：00 住宿 品川王子飯店 

6 月 8 日 
(星期四) 

09：40 飯店出發 

10：00 
12：00 

農林水産省消費安全局動物衛生課訪問
(MAFF) 
1.日本禽流感疫情處置相關措施
2.防疫政策交流

農畜產業振興機構 

午餐 農畜產業振興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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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 
14：00 

前往農林水産消費安全技術中心 

14：00 
17：00 

農林水産消費安全技術中心訪問(FAMIC) 
1.該中心業務目的與沿革
2.該中心現有執行業務
3.該中心認驗證制度、檢驗技術與作業流
程，於日本國內食品安全及 JAS 制度的關
聯

農林水産消費安全技術中心
本部 
埼玉県埼玉市中央区新都心
2-1 埼玉新都心合同庁舎検
査棟

19：00 
20：30 晚餐(回禮宴，本會主辦) 

赤坂飯店 
東京都港区赤坂 3-10-1 対翠
館ビル 3.4F 

21：00 住宿 品川王子飯店 

6 月 9 日 

(星期五) 

08：40 飯店出發 

10:00 
12:00 

千葉県中央家畜保健衛生所訪問 
1.地方防疫機關(家畜防疫員)主要業務
2.瞭解疫情處置措施

千葉県中央家畜保健衛生所 
千葉県千葉市花見川区三角
町 656 

12:50 
15:20 

午餐 東京 Sky Tree Town 

18：15 
20：55 

搭乘：日航 JL099/CI9223   
東京時間 18:15 啟程 

→臺北時間 20:55 抵達 

東京羽田機場 
臺北松山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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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人員一覽表 

一、 本會及代表處成員 

中央畜產會：黃金城董事長、邱創進執行長、企劃組王旭昌組長、陳聰賢組員 

臺北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戴德芳秘書、王清要秘書 

隨行翻譯：劉艾茹 

二、 日方人員： 

1. 6 月 6 日下午 高尾山健行/Tokyo Sky Tree 參觀(雨備)

小林 博行 総括理事(Mr. Kobayashi) 

木下 雅由 調査情報部審査役(Mr. Kinoshita) 

木田 秀一郎 調査情報部員(Mr. Kida) 

2. 6 月 7 日上午 於農畜産業振興機構(交流會議)

宮坂 亘 理事長(Mr. Miyasaka) 

近藤 康子 副理事長(Ms. Kondo) 

小林 博行 総括理事(Mr. Kobayashi) 

瀬島 浩子 調査情報部長(Ms. Sejima) 

木下 雅由 調査情報部審査役(Mr. Kinoshita) 

露木 麻衣 調査情報部調査役(Ms. Tsuyuki) 

木田 秀一郎 調査情報部員(Mr. Kida) 

青沼 悠平 調査情報部員(Mr. Aonuma) 

3. 6 月 7 日下午 拜訪農研機構動物衛生研究部門(NARO)

西藤 岳彦    越境性感染症研究領域長(Mr. Saitou) 

横山 隆 企画管理部長 

横山 理惠子  企画管理部企画連絡室 行政連携調整役(Ms. Yokoyama) 

4. 6 月 7 日晚上 農畜產業振興機構迎賓宴

宮坂 亘 理事長(Mr. Miyasaka) 

近藤 康子 副理事長(Ms. Kondo) 

小林 博行 総括理事(Mr. Kobayashi) 

瀬島 浩子 調査情報部長(Ms. Sejima) 

木下 雅由 調査情報部審査役(Mr. Kinoshita) 

木田 秀一郎 調査情報部員(Mr. Kida) 

戴德芳秘書 

王清要秘書 

5. 6 月 8 日上午 拜訪農林水産省消費安全局動物衛生課(MAFF)

熊谷  法夫    動物衛生課  課長(Mr. Kumagai) 

栗栖 輝光 課長補佐(Mr. Kurisu) 

菊池 栄作 課長補佐(Mr. Kikuchi) 

谷    義人    課長輔佐(Mr. Tani) 

6. 6 月 8 日下午 拜訪農林水産消費安全技術センター本部(FAMIC)

木村 眞人 理事長（挨拶のみ）(Mr. Kimura) 

朝倉 健司 理事（総合調整・食品等検査担当）（挨拶のみ）(Mr. Asakura) 

山本 実 理事（評価・肥飼料検査担当）( Mr. Yamam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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鈴木 広明 企画調整部 国際課 課長(Mr. Suzuki) 

柳沢 幸夫 企画調整部 広報室 室長(Mr. Yanagisawa) 

石川 聖文 規格検査部 規格検査課 主任調査官(Mr. Ishikawa ) 

櫻庭 隆司 表示監視部 表示指導課 課長(Mr. Sakuraba) 

原田 伸一 表示監視部 表示指導課 主任調査官(Mr. Harada) 

高橋 賢 肥飼料安全検査部 肥料管理課 課長(Mr. Takahashi) 

石橋 隆幸 肥飼料安全検査部 飼料管理課 課長(Mr. Ishibashi) 

松﨑 学 肥飼料安全検査部 飼料鑑定第一課 課長(Mr. Matsusaki) 

橋本 亮 肥飼料安全検査部 飼料鑑定第二課 課長(Mr. Hashimoto) 

藤河 淳子 企画調整部 国際課 主任調査官（事務担当）(Ms. Fujikawa)  

7. 6 月 8 日晚上 本會回禮宴

熊谷  法夫    農林水産省 消費・安全局動物衛生課(Mr. Kumagai) 

栗栖 輝光 課長補佐(Mr. Kurisu) 

宮坂 亘 理事長(Mr. Miyasaka) 

小林 博行 総括理事(Mr. Kobayashi) 

瀬島 浩子 調査情報部長(Ms. Sejima) 

木下 雅由 調査情報部審査役(Mr. Kinoshita) 

木田 秀一郎 調査情報部員(Mr. Kida) 

8. 6 月 9 號上午 千葉県中央家畜保健衛生所(佐倉分所)

高橋 岩雄 所長(Mr. Takahashi) 

原   普   次長（佐倉分所）(Mr. Hara) 

松本 敦子   細菌ウイルス(virus)課長(Ms. Matsumoto) 

大坪 岳彦 上席専門員(Mr. Ootsubo) 

木下 智秀 病理生化学課長(Mr. Kinosh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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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東京食肉市場周圍 東京食肉市場外觀 

  

與振興機構交流 宮坂理事長致詞 

  

黃董事長致詞 與振興機構交換紀念品 

  

與振興機構交換紀念品 交流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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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林總括理事說明日本政策動向 進行本年度交流活動 

  

進行本年度交流活動 王副執行長說明我國品質策略 

  

雙方進行熱烈討論 雙方進行熱烈討論 

  

拜訪動物衛生研究部門 與動物衛生研究部門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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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取研究部門業務內容 與研究部門合影 

  

傳統市場內專買玉子燒的店面 廚師現場料理玉子燒 

 

 

傳統市場中具冷藏設備的肉販 與農林水產省動物衛生課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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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禽流感處置措施 交流禽流感相關政策 

  

與農林水產省動物衛生課交流 拜訪農林水産消費安全技術中心 

  

拜訪農林水産消費安全技術中心 與農林水産消費安全技術中心交流 

  

介紹農林水産消費安全技術中心業務 參訪技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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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E相關檢測試劑(kit) 參訪放射性檢測實驗室 

  

於市面採集之飼料原料樣本 解說樣本檢測流程 

  

參訪同位素檢測實驗室 參訪有害物質檢測實驗室 

  

與中央家畜保健衛生所交流 與中央家畜保健衛生所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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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衛生所實驗設備 參訪衛生所實驗設備 

  

參訪衛生所實驗設備 參訪衛生所實驗設備 

  

參訪衛生所解剖室 衛生所之焚燒設備 

  

解說大型家畜移入檢驗流程 解說大型家畜移入檢驗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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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7 . 6 . 7

報告人：王旭昌組長

臺灣畜禽產品出口及品質管理策略

大綱

 臺灣出口之畜產品產值與出口至日本之畜產品項

 臺灣畜產品出口策略與品質管理策略

 消費需求與品質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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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臺灣出口之畜產品產值

越南, 235,050

中國大陸, 

178,767

香港, 106,579

日本, 83,196

大韓民國, 

43,318

印尼, 37,412

美國, 24,283

加拿大, 1,898

其他國家, 

179,538

單位：千美元

禽肉、豬肉產品
皮製品、羽毛
飼料副產品

禽肉、豬肉產品、皮製
品、羽毛、飼料副產品

豬肉產品、禽肉產品
乳品、羽毛、皮製品

乳品、畜禽產品、
皮製品、羽毛乳品、羊毛與動物毛、

羽毛

皮製品、羽毛

羽毛、加工蛋品

羽毛、乳品、人造油

2016年臺灣出口至日本畜產品品項

重量(公噸) 價值(千美元

活畜禽及肉類 496 2,656
畜禽雜碎 0 4

乳品 6 14
羽毛 1,760 55,393
羊毛及其他動物毛 1,206 16,819
皮及其製品 5,058 2,090
養蜂業產品 21 1,597
種蛋 0 4
畜油脂 138 161
人造食油及起酥油 7 32
畜-飼料用副產品 1,623 653
其他畜產品 682 3772.864

重量(公噸) 價值(千美元

活畜禽及肉類,豬 152 1,130

活畜禽及肉類,牛 118 216

活畜禽及肉類,雞 1 3

活畜禽及肉類,其
他產品 225 1307

合計 496 2,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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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畜產品出口策略

 亞洲區：
 日本：以熟食加工品為主。
 香港：以熟食加工品為主。
 新加坡：以熟食加工品為主。
 馬來西亞：以加工肉品及清真認證產品為主。

 美洲區：
 美國：以加工蛋品(皮蛋、鹹蛋)為主。

臺灣畜產品品質管理

藥物殘留監測、屠宰檢查

傳統市場追蹤追溯、豬肉、雞蛋、羊肉

HACCP
CAS、TGAP

ISO22000
Global GAP

國產家畜禽，牛肉、羊肉、鮮奶標章

有機畜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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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殘留監測、屠宰檢查

 畜禽藥物殘留監測措施：
 農委會主掌畜牧場監測畜禽用藥情形及輔導農民安全用藥。
 衛福部於市場抽驗市售產品，查核販售業者及食品業者。

 所有畜禽上市前均經過獸醫師屠宰衛生檢查，提供消
費者衛生安全之畜禽產品。

傳統市場追蹤追溯：牛肉、雞蛋、豬肉、羊肉

 仍有相當比例的消費者習慣於傳統市場選購畜禽產
品，為能有效追溯傳統市場販售端之肉品來源：
 2012年建構國產牛肉追溯系統。
 2015年9月起全面推動散裝雞蛋溯源標示管理制度。
 2016年建置國產生鮮豬肉追溯資訊網。
 2017年起逐步推動羊隻追溯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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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產標章：牛肉、羊肉、鮮奶標章

 針對國產市占率較低的品項如肉牛、肉羊等，另推動
國產牛肉、羊肉標章，提供民眾辨識選購國產品。

與國際接軌：ISO22000、Global GAP、HACCP

 ISO 22000：參照HACCP的原理，並融合GMP(食品良好操作
規範)與GHP(食品良好 衛生規範)的精神。

 Global G.A.P.：全球良好農業生產規範。

 HACCP：Hazard Analysis & Critical Control Points，危害分析
重要管制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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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TGAP(1/2)

 CAS臺灣優良農產品標章(Certified Agricultural 
Standards)，
 原料以國產品為主。
 衛生安全符合要求。
 品質規格符合標準。
 包裝標示符合規定。

CAS 標章驗證品項

肉品 食米 蔬果汁 醃漬蔬果

蛋品 生鮮截切水果 即時餐食 釀造食品

乳品 水產品 冷藏調理食品 點心食品

羽絨 生鮮食用菇 冷凍食品 林產品

CAS、TGAP(2/2)

 臺 灣 良 好 農 業 規 範 （ Taiwan Good Agriculture Practice,
TGAP）：指農產品之產製過程，依照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
標準化作業流程及模式進行生產（含初級加工及屠宰）作業，
有效排除風險因素，降低環境負荷，以確保農產品安全與品
質之作業規範。應包含下列項目：
 生產流程圖。
 風險管理表。
 查核表。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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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畜產品

 有機農產品：符合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有機規範，並
經依本法規定驗證或進口經審查合格之農產品。不得
使用化學農藥、化學肥料、動物用藥品或其他化學
品。
 國內生產：於國內生產、加工、分裝及流通過程均需符合有機

規範。
 國外生產：需有經我國公告核可之該國認證機構驗證，並經我

國中央主管機關審查。

 目前通過有機畜產品驗證品項：雞蛋、雞肉、奶粉。

國內學校要求的認證：4章1Q

 4章
 吉園圃安全蔬果標章2.0

 產銷履歷農產品標章
 CAS臺灣優良農產品標章
 CAS有機農產品標章

 1Q
 生產追溯QRcode 

62



2017/6/27

8

臺灣畜產品的出口品質管理

 出口畜禽產品大部分均有HACCP、ISO22000驗證，另
目前也推動global GAP。

 出口品項仍以羽毛(經CAS驗證)為最大宗，畜禽產品
較少。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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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s From NARO

• For prevention of HPAI, do industries conduct 
surveillance on the parts where government or local 
government cannot cover in order to defend 
themselves?

• We heard that HPAIV of H7N9 type, which entered 
from the continent, has already infected humans in 
Taiwan.

① Do you have any cases that the virus infected poultry?
② Do you have any measures to prevent infection of 
HPAIV and LPAIV of H7N9 from human to poultry?
• Has H5HPAIV of 2012‐13 North American type, which 
was existing before, disappeared?

Question 1

• 牧場端主動通報，儘早發現可疑案例，即時處
置以降低疫情傳播的風險

• 提高禽場的生物安全規格，避免不同週齡雞隻
混養、縮短雞隻出清時間，水禽避免與候鳥接
觸

• 強化禽場基礎設施及生物安全操作，朝具有生
物安全基礎防護之非開放式禽舍飼養，搭配門
禁管制、人車消毒等軟體生物安全措施

• 依「防範家禽流行性感冒（H5、H7 亞型）緊
急應變措施手冊｣辦理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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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1

• 鴨隻應經檢驗禽流感陰性，始得上市屠宰。
檢驗陰性者由中央畜產會4區家禽保健中心
或家畜衛生試驗所發給檢驗報告，檢附該
檢驗報告者始能上市屠宰，檢驗報告效期
為14天。

• 加強禽蛋燻蒸證明之查核，加強家禽健康
證明書及鴨場檢驗報告查驗。

Question 2

• 2017年高雄臺商病例為境外移入，1月25日返國->確診
後隔離治療->追蹤接觸人員(共108人)->每日回報病例
治療狀況予疾管署管制中心

• 2017年禽場案例無H7N9
• 衛生單位進行相關作業人員之健康監控：
（一） 對於作業人員或雞場人員有感染禽流感之虞時進
行抗病毒藥之預防性投藥。
（二） 作業人員事前接種人流感疫苗，避免人禽流感病
毒基因重組。
（三） 作業人員及其家人須進行自我健康管理，有流感
症狀、呼吸道疾病或眼睛感染症狀者應主動通報衛生局
(法定傳染病監視通報系統、傳染病問卷調查管理系統)
（四） 針對作業人員及動物防疫人員進行血清學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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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3

• 2017年禽場案例以H5型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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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s from MAFF

• There are continuous outbreaks of AI in Taiwan. 
Could you let us know the policy on prevention?

• Especially, we would like to know how you are 
going to manage disposal of culled fowl by 
burying or other ways in limited area.

• （鳥インフルエンザが継続的に発生しているが）
今後どういう方針で防除を進めていくのか。

• 殺処分後の埋却等処理について、国土が限られ
る中でどう対応しているかについては、是非伺い
たい。

Question 1‐強化預警機制

• 依禽場風險高低，以逢機採樣方式加強主動監測。
• 監控化製場化製數量及屠宰衛生檢查異常情形回溯追蹤。
• 強化邊境檢疫及走私查緝執行。
• 密切注意冬季候鳥遷徒路徑上游國家及國外等疫情資訊。
• 加強家禽產業相關業者及獸醫師教育宣導。
• 提供禽畜業及動物防疫相關人員公費流感疫苗接種，避

免病毒重組造成跨物種感染。
• 提醒民眾勿接觸禽鳥或隨意撿拾禽鳥屍體，食用雞、鴨、

鵝及蛋類要熟食，處理生禽肉或蛋時應清洗乾淨，並落
實洗手等個人良好衛生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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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1‐提升防疫因應機制

•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H5、H7亞型禽流感防治措施」公告，督導禽
場依期程改善禽舍硬體設施，並與中央政府組成聯合稽查小組，加強稽查。

• 透過3道把關程序，強化禽場建康狀況查察：
第1道：由特約獸醫師檢查家禽健康良好後，簽署「家禽健康證明書」。
第2道：由所在地動物防疫人員配合採樣監測、疫情調查等執行現場家禽健康
狀況查察。
第3道：家禽運至屠宰場時，由屠宰衛生檢查獸醫師執行屠前及屠後檢查。

• 持續推動「禽蛋燻蒸證明」與「運輸車輛及裝載箱籠清洗消毒措施」等措
施，以降低疫病傳播的風險。

• 與直轄市、縣（市）政府盤點轄內人力、物資、動物撲殺及屍體處理量能等
進行編組、規劃及沙盤推演，預為因應可能發生之疫情。

• 提升跨部會協調機制，保持聯繫管道暢通。
• 密切監測發生禽流感疫情之禽場人員及執行撲殺/清場作業相關工作人員健康

情形，若出現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狀，應主動通報地方衛生機關，以協助就
醫。

Question 1

• 牧場端主動通報，儘早發現可疑案例，即時處
置以降低疫情傳播的風險。

• 提高禽場的生物安全規格，避免不同週齡雞隻
混養、縮短雞隻出清時間，水禽避免與候鳥接
觸。

• 強化禽場基礎設施及生物安全操作，朝具有生
物安全基礎防護之非開放式禽舍飼養，搭配門
禁管制、人車消毒等軟體生物安全措施。

• 依「防範家禽流行性感冒（H5、H7 亞型）緊
急應變措施手冊｣辦理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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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1

• 獸醫師在屠宰衛生檢驗過程發現時，第1時
間立即將可疑的同批屠體凍存，避免流入
市面。

• 啟動來源場的回溯機制，對來源進行管制、
檢查及檢驗，以確認可疑案例，即時處置，
降低疫情傳播的風檢。

Question 1

• 鴨隻應經檢驗禽流感陰性，始得上市屠
宰。檢驗陰性者由中央畜產會4區家禽保健
中心或家畜衛生試驗所發給檢驗報告，檢
附該檢驗報告者始能上市屠宰，檢驗報告
效期為14天。

• 加強禽蛋燻蒸證明之查核，加強家禽健康
證明書及鴨場檢驗報告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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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2

• 依據「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之規定，動
物屍體可以燒燬、掩埋或化製等方式處
理，但有鑒於土地之取得、附近居民之抗
議、環境、地下水與掩埋後續之管理等
等，都是日後嚴重之課題，因此以燒燬或
化製列為大量動物屍體之優先處理模式。

Question 2

無感染人類之家禽流行性感冒之動物屍體，認定為一
般事業廢棄物：

• 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之規定，防疫人員之指
示，行燒燬、掩埋或委託代清除、處理，並進行消
毒及其他必要處置。

• 地方環保機關於接獲農政機關請求支援時，應立即
安排運往轄內之都市垃圾焚化爐進行焚化處理。

• 如該發生疫情轄區內無都市垃圾焚化爐，則該管環
保機關應立即協調鄰近縣市環保機關，俾送往距離
最近之都市垃圾焚化爐進行焚化處理，相關縣市環
保機關應予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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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2

• 動物屍體若屬有感染人類之虞部分，則應
認定為感染性事業廢棄物，地方環保機關
應協助農政機關送往經環保機關核可且具
有效消滅病毒焚化設施之甲級廢棄物處
理、清理機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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