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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研討會由美國農業部動植物檢疫署國際服務部門（APHIS International Services）

召集，並聯合該署獸醫服務部門（Veterinary Services）與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區

域辦公室於 107 年 7 月 17 日至 19 日假日本東京大學彌生校區共同舉辦，此次參與國

家包括美國、日本、韓國、臺灣、柬埔寨、馬來西亞、緬甸、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及

越南等 11 國，研討會重點在基於 OIE 陸生動物法典區域化與場域化（zoning and 

compartmentalization）的相關規範，建立並實施有效的家禽疾病控制策略，並促進國際

貿易，由與會國分享最新研究結果與實施經驗並建立共識，我國亦受邀於本次研討會

以臺灣家禽疾病監控為題進行專題報告，同時藉此次會議就各相關進出口動物產品檢

疫議題直接與各國進行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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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本次研討會由美國農業部動植物檢疫署國際服務部門（APHIS International Services）

召集，並聯合該署獸醫服務部門（Veterinary Services）與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區域

辦公室假日本東京大學彌生校區共同舉辦，邀請東協各國、日本、韓國、臺灣與美國等

有關家禽健康方面之政府監督部門與相關學者專家出席，本次研討會重點在基於 OIE

陸生動物法典區域化與場域化（zoning and compartmentalization）的相關規範，建立並實

施有效的家禽疾病控制策略，由與會國家代表分享最新研究結果與實施經驗並建立共

識，我國受邀於本次研討會以台臺灣家禽疾病監控為題進行專題報告，亦同時藉此次

會議就各相關進出口動物產品檢疫議題直接與各國進行研商。 

 

貳、過程 

本次研討會參與人員，經奉核准由本局施副局長泰華率動物防疫組周副組長曉梅

與陳技正慶宗於 7 月 16 日至 19 日出席與會，所需經費其中 1 人由美國 APHIS 支付，

其餘 2 人經農委會核定同意支應。此外，當時正在 OIE 亞太區域代表處研習之林月屏

科長亦出席本次研討會。參與研討會過程如下： 

一、與會國家與代表：此次美國、日本、韓國及我國皆由首席獸醫官及常任代表率員出

席，並邀請東協國家柬埔寨、馬來西亞、緬甸、菲律賓、新加坡、

泰國及越南等共 11 個國家代表與會。 

二、研討會行程：（研討會議程詳如附錄） 

（一）7 月 16 日：自松山機場搭機前往日本東京羽田機場，並前往主辦單位安排之住

宿飯店。 

（二）7 月 17 日： 

1. 由 OIE 亞太區代表簡介 OIE 規範中有關家禽健康、疾病預防及區域化與場

域化定義等內容。 

2. 分別由臺灣及韓國以家禽疾病預防、監測與控制為主題，說明各自國家之

實施經驗與成果，我國由本局動物防疫組周曉梅副組長進行專題演講，並

獲得與會國家熱列提問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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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與會之東協國家分別簡介各自國家家禽飼養現況、疾病控制策略與防疫

困境。 

（三）7 月 18 日： 

1. 安排參訪日本國家動物衛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ite of Animal Health），聽

取該所新城病及高病原性禽流感檢測流程簡報。 

2. 由美國農業部獸醫官進行專題報告，介紹美國家禽健康防疫體系的建立與

施行，與美國對於高病原性禽流感處置、區域化監控與生物安全措施。 

（四）7 月 19 日： 

1. 由日本農林水產省獸醫官進行專題報告，介紹日本家禽疾病監測系統對家

禽及野鳥的實施情形，與該國實施區域化後與各國輸出入家禽及家禽產品

的現況。 

2. 由美國 OIE 代表 Dr. John Clifford 進行專題報告，介紹 OIE 規範中區域化

與場域化的相關規範，說明美國實施區域化的現況與實施區域化對於貿易

的重要性，並導入場域化的概念，以達到疾病控制、產業永續與國際貿易

順利進行。 

3. 由美國、日本、臺灣、韓國及 OIE 亞太區代表進行圓桌會談，主辦單位感

謝我國對於該會議之重視，並邀請我國施副局長泰華以首席獸醫官暨 OIE

常任代表身分擔任共同主持人，除分享家禽疾病防控經驗外，亦經由其他

國家的提問進行相關議題討論。 

三、進行雙邊協商： 

   充分利用議程休息時間，就以下防檢疫相關議題與相關國家進行面對面協商： 

（一）與日本研商旅客自日本攜帶牛肉進入我國及從我國攜帶肉品至日本之相關檢疫

通關程序；日本首席獸醫官亦邀請我國農委會副主委前往進行臺日雙邊畜禽防

疫政策交流並將安排與該國農部副部長會面。 

（二）與韓國洽詢認可我國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為韓國海外認可實驗室之審查進度，

韓國首席獸醫官當即以電話聯繫韓國食品醫藥品安全部（Ministry of Food and 

Drug Safty），並承諾會於近期回復（107 年 7 日 24 日韓方即通知我國農業藥物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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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試驗所已獲韓國認證）；另洽談韓國農部欲派員至我國參訪口蹄疫及禽流感執

行成果及經驗交流事宜。 

（三）與新加坡研商協助我國廠商輸出鮮蛋至星國相關事宜，及該國欲派員至我國參

訪流浪動物收容等執行情形之行程安排。 

（四）協助家畜衛生試驗所與泰國接洽該國專家來臺交流事宜。 

（五）與美國初步研商該國近來新城病疫情防控策略與因應相關疫情該國禽類產品輸

入我國之相應檢疫條件，及我國輸出觀賞鳥至美國之相關檢疫流程，相關議案

將於臺美雙邊會談中提出。 

四、與各國防疫經驗交流摘要： 

（一）依據 OIE 陸生動物衛生法典，所謂區域（Zone/Region）定義為須經官方公布，且

由官方獸醫機關所認定的所有天然的、人工或法律上的分界線所區隔出的地理

範圍，如州界及縣界等；所謂場域（Compartment）定義為須經由官方公布，且

由官方獸醫機關所認定包括生物安全、有效區隔、建立溯源系統等必要條件之

飼養管理與教育訓練體系，如同一企業所轄各牧場的經營模式，亦稱為獨立生

物安全體系。 

（二）區域化（Zoning/Regionalization）即是以地理條件為區隔，通常針對單一疾病為之，

如劃定案例場半徑 3 公里監測範圍、公告特定疫病之疫區或非疫區等；場域化

（Compartmentalization）是以具生物安全計畫的飼養管理體系為區隔，可適用於

多種疫病的防控，無論實施區域化或場域化，其目的皆是為了疾病的控制與促

進國際貿易，兩者關係可大略視為：場域化即是區域化加上生物安全體系。有關

場域化的實施可於 OIE 網站查詢相關參考資訊 http://www.oie.int/en/standard-

setting/overview/application-of-compartmentalisation/。 

（三）經由和各國與會代表對於禽流感防控的實施經驗與相關措施的交流結果，盤點

我國目前禽流感的防疫措施，大致與美國、日本及韓國相同，顯示我國對於禽流

感之方向尚與國際相符合，如：強化邊境管制、實施禽場主動監測、以撲殺補償

鼓勵農民通報、於冬季候鳥過境期間實施強化監測措施、案例場周邊劃定管制

區、以撲殺銷毀之策略防控高病原性禽流感、視疫情發展狀況實施禁運措施及

案例場復養前先通過哨兵家禽試驗等。 

http://www.oie.int/en/standard-setting/overview/application-of-compartmentalisation/
http://www.oie.int/en/standard-setting/overview/application-of-compartmentali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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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日、韓等國一致認同禽流感是藉候鳥傳入國內，故皆長期實施野鳥及候鳥監

測計畫，並且亦一致強調人員及車輛是禽流感傳播之重要媒介，實施良好的生

物安全措施是有效解決之道。 

（五）各國可資借鏡之疾病防控措施： 

1. 推行特定（高風險）水禽場於冬季停養措施，可減少在候鳥過境期間，鴨隻於

無臨床症狀之情形下傳播禽流感病毒，並達到降低飼養密度的目的，有效降

低禽流感發生之風險（韓國）。 

2. 將風險程度劃分為藍、黃、紅等燈號警戒，再分別依警戒燈號設定不同等級之

防疫措施，可使有限資源依疫情嚴峻程度調用，也提供防疫人員依循整備（韓

國）。 

3. 飼養業者配合政府實施必要措施者，給予評價額 100％撲殺補償（美國、日本）。 

4. 家禽離開飼養場所後，不經理貨場直接運往屠宰場，使於屠宰場攔截禽流感

案例時有利於溯源（菲律賓）。 

5. 飼養業者實施場域化生物安全體系，藉由企業化的經營、完善的教育訓練及

有效的防疫管理措施等預防重大家禽疫病發生，並促進國際貿易（美國、泰

國）。 

 

參、心得及建議 

一、有關在屠宰場發現罹病家禽後的有效溯源，綜合各國經驗仍以不經理貨直接進

入屠宰場的方式為佳；另外美國提出確實執行禽場定期檢測，確保上市家禽皆

處於健康情形，即能徹底解決溯源問題。由此可知經由源頭的適當管理可澈底

防範末端可能衍生的不可預期狀況，我國的禽流感防疫自當參酌國際經驗，由

飼養端的牧場生物安全硬體設施做起，逐漸改善目前不利於疫情防控的產銷環

境，方可澈底清除國內現有的禽流感病毒，並建立一個有能力迅速清除境外傳

入病毒的環境。 

二、以美國家禽企業為借鏡，我國家禽產業應被賦予清除家禽疫病及保障民眾食品

安全的社會企業責任，無法與時俱進的飼養模式和動輒依賴政府補助的消極態

度，將持續消耗政府大量人力物力而無助於疾病防治。 



 
 

8 
 

三、我國土雞產業已成商業規模，和其他與會各國相比，屬於我國特有之家禽產業，

但是在相同的國際貿易 OIE 規範之下，土雞產業的產銷模式如未能整合與改善，

如家禽理貨場活禽分級模式、活禽跨縣市運輸屠宰、少量多批次出雞等，將會因

疫情持續發生，而壓縮我國禽鳥類及家禽產品之國際貿易空間。 

四、我國幅員狹小，難以如同大部份歐美國家以區域化的模式（以州或省等一級行

政區劃定疫區）使其他國家接受我國的防疫區隔，但是加入整體生物安全條件

的場域化模式，應是我國可以努力的方向，即便只藉此提升我國家禽產業之整

體生物安全規格，亦是對家禽疫情防控有所助益。 

五、就各國經驗而言，高病原禽流感藉由候鳥行經路線傳播已是定論，鑒於疫病傳

入勢難避免，已有國家依循 OIE 區域化或場域化的規範，進行家禽及家禽產品

的國際貿易，我國亦應借鏡這些國際經驗，早日建全國內產業體質及生物安全

措施，鼓勵家禽業者以宏觀的眼界使國內家禽產業邁向國際化。 

六、本次會議各國出席代表對於動物防檢疫政策皆具有相當程度之決策權，與會人

員直接與多國代表進行雙邊會談，對於本局動植物防檢疫業務及拓展國際貿易

顯有直接的助益，爾後相當類型之國際會議或研討會仍建議積極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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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圖 

 

 

圖 1. 與會國代表於東京大學彌生校區會場前合影。 

 

圖 2. 本局動物防疫組周副組長曉梅於研討會中進行專題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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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與美國進行雙邊會談。 

 

圖 4. 我國 OIE代表施副局長泰華受邀共同主持圓桌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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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 

2018 家禽健康研討會議程 Avian Health Workshop Working Age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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