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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國際風險分析學會（Society for Risk Analysis，簡稱 SRA）成立於西元 1980 年，該

學會自 1981 年持續至今出刊「Risk Analysi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為風險分析領域

極具領導指標性的學術期刊。SRA 定期在每年 12 月第二周舉辦研討會，今（2019）年

5 月 6-8 日在南非開普敦舉辦三年一度的 SRA 第 5 屆世界風險大會（SRA Fifth World 

Congress on Risk），並與環境毒理學和化學學會非洲分會（Society of Environmental 

Toxicology and Chemistry，SETAC Africa）主辦 2019 年第 9 屆雙年度 SETAC 非洲會議。 

今年度世界風險大會主題訂為「發展與韌性（Development and Resilience）」，大會

吸引來自美國多個州、芬蘭、法國、非洲、日本、中國等國家的政府部門、世界衛生組

織、業界、學術界、非政府組織發表風險分析（風險評估、風險管理、風險溝通、風險

相關政策）最新研究方向與方法新視野。此趟會議我與美國環保署副助理署長 Dr. Nancy 

Beck 碰面，更與美國環保署高級顧問 Dr. Abdel-Razak Kedry、華盛頓大學 Alison C. 

Cullen 教授、康乃爾大學兼現任 SRA 會長 Katherine A. MeComas 教授、Argonne 國家

實驗室 Dr. Margaret M. MacDonell、日本產業技術綜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員 Dr. Kyoko 

ONO 多位專家學者進行風險評估教育教材、風險評估人員認證、風險評估種子師資培

訓、國外制度推行經驗之意見交換。 

參加國際風險盛會，最大的收穫是熟悉認識國際重量級人物，俾利建立拓展國際

合作外，還能短時間內快速汲取當前全球風險分析發展現況，並有機會在世界舞台上

彰顯我國環保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的能見度。此趟令人驚豔的南非學習之旅，對本署

未來建立風險評估教育教材與認證制度推動與國際接軌有很大的助益與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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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國際風險分析學會（Society for Risk Analysis，簡稱 SRA）成立於西元 1980 年，

該學會自 1981 年持續至今出刊「Risk Analysi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為風險分析領

域極具領導指標性的學術期刊。SRA 定期在每年 12 月第二周舉辦研討會，今（2019）

年 5 月 6-8 日在南非開普敦舉辦三年一度的 SRA 第 5 屆世界風險大會，是第一次在發

展中地區舉行的世界風險大會，並與環境毒理學和化學學會非洲分會（Society of 

Environmental Toxicology and Chemistry，SETAC Africa）主辦 2019 年第 9 屆雙年度

SETAC 非洲會議。 

SRA 世界風險大會，曾於比利時布魯塞爾（2003 年）、墨西哥瓜達拉哈拉（2008

年）、澳洲雪梨（2012 年）、新加坡（2015 年）舉行，吸引來自各國代表、相關政府組

織、業界、學術界、非政府組織參與。2019 年風險世界大會主題訂為「發展與韌性

（Development and resilience）」，主要目標有以下幾點：「促進對全球關注風險問題的對

話和教育」、「分享對於分析方法、決策流程和制定的見解」、「分享風險評估、管理和溝

通方面的進展」、「促進風險分析相關團體組織和個人間的聯繫」以及「促進教育機會並

將科學知識推廣到其他地區」。 

針對我國推動國家化學物質政策綱領，以「有效管理化學物質，建構健康永續環

境」為願景，執行「國家治理、降低風險、管理量能、知識建立與跨境管理」5 大施政

目標與 23 項推動策略，其中針對「制定化學物質管理行動方案」、「建立化學物質風險

及危害評估機制與工具，防範與緩解化學物質對健康與環境之危害」、「健全化學物質登

錄制度，落實化學物質流向與追蹤查核管制」，「建置國家級檢驗單位與檢驗標準，強化

檢驗與勾稽能力」，「推動國際關注之新興污染物質環境調查」、「強化企業社會責任，導

正媒體與利害相關者對危害化學物質之認知」、「配合國際化學物質管理相關公約，執行

國際協定」、「管理化學物質跨境運輸」以及「積極參與國際性化學物質管理相關組織與

會議」等策略，是圍繞「風險分析」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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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分析是決策過程中重要的工具之一，用以評估科學數據中的不確定性，避免

錯誤決策所造成的損失。爰此，本署出席國際風險盛會，快速瞭解當前全球風險分析發

展現況、新興資訊蒐集、研究趨勢、風險分析方法及其應用知識，特別是借鏡國際以風

險為基礎的化學物質管理策略與作法。此外，汲取國外風險評估認證推行經驗、拓展國

際合作、接軌風險評估教育教材與風險評估人員認證制度，為此趟出國計畫的重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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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會過程 

會議地點在開普敦國際會議中心舉行（圖 1），每日會議上午 8:30 至 10:00 大會

特定安排 3 位特別演講（keynote），3 天的會議，我全程參與聆聽 9 場特別演講（圖 2）。

第 1 天第 1 場次由美國環保署副助理署長 Dr. Nancy Back 揭開序幕，我特提早於會場

與Dr. Nancy Back會面，並代本署化學局謝局長向Dr. Nancy Back 問候（圖3）。Dr. Nancy 

Back 演講主題為「Risk and Resilience at the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Chemical Regulatory Policy（美國環境保護署風險和韌性：化學品監管政策）」（圖 4），

演講要點: 

（一） 美國「弗蘭克勞滕伯格 21 世紀化學物質安全法案」 （Frank R. Lautenberg 

Chemical Safety for the 21st Century Act）為毒性物質控制法（Toxic Substance 

Control Act, TSCA）的最新修正案。 

（二） USEPA 既有化學物質清單約 40,000 種，目前針對 10 種既有化學物質進行風險

評估，40 種既有化學物質優先評估名單，在 2020 年開始評估。USEPA 每年約

收到 800 種的新化學物質資料。美國 EPA 的 TSCA 相關的工作人員大約為 250

位。 

（三） 依據物質的使用條件，採用以風險為基礎方法（risk-based approach），並同時

評估化學物質的危害（hazard）和暴露（exposure），以進行化學物質暴露風險

的確認（risk determinations）。USEPA 進行健康與環境之危害及暴露評估，其評

估的族群，涵蓋工作者、消費者、一般民眾、易感族群。而環境評估，涵蓋水

體環境。 

（四） 化學品監管的首要目標是減少化學品對人體和環境產生不合理的風險（reduce 

unreasonable risk）。因此，化學品帶來的益處、在經濟上的影響、對於小企業和

創新的衝擊，以及替代品的成本及效益都須考慮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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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農藥在銷售或分銷之前，必須在 USEPA 註冊，於「聯邦殺蟲劑、殺真菌劑及滅

鼠劑法」註冊時，申請人必須表明根據規範使用農藥「通常不會對環境造成不

合理的不利影響」。農藥的風險評估需進行人體健康風險評估（一般民眾、孕婦、

嬰幼兒、兒童、勞工），以及環境宿命與生態風險評估（植物、鳥類、無脊椎動

物、魚類及哺乳動物）。 

（六） 任何農藥的使用需考量對經濟、社會及環境成本及其效益，以避免對人體或環

境造成任何不合理的風險。另根據美國聯邦食品藥物和化妝品法（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 FDCA），任何不符合標準的食品中使用農藥，而產生

的農藥殘留會對人類造成飲食的風險也需考慮在內。 

（七） 針對化學品之效益及替代品評估，提及替代品評估（alternatives assessment），

需瞭解對整體農藥市場的衝擊。而效益評估（benefits assessment），需瞭解農藥

成份提供的價值。至於衝擊評估（impact assessment），則需瞭解化學品管制之

潛在經濟影響。 

（八） USEPA 以風險為基礎及韌性管理方式重點：確保化學品及農藥的安全性及可用

性來保護大眾健康及生態環境。另外，也極力讓所有的社區、個人、企業及州、

地方及部落管理機構都能獲取足以有效參與管理人類健康及環境風險的正確化

學物質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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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會議上午 10:30 由高達 14 至 24 個不同主題之平行口頭演講，至下午 16:50

結束，會場亦有海報展。第一天上午聆聽重點，還包括 Calidris Environment BV 的 Dr. 

Annegaike Leopold，演講主題「Endocrine Disruptors: What do we know? What do we not 

know? How to we communicate about this? （內分泌干擾物質：我們知道什麼？我們不

知道什麼？我們應該如何溝通呢？）」（圖 5），演講要點:  

（一） 1980 年代開始，人們已意識到內分泌干擾物質可能對環境產生不良的影響，進

而公眾及政治上的關注亦隨之增加。相關文獻指出:在非洲的水域發現有持久性有

機污染物、重金屬及雙酚 A；在非洲水域中雙性的鯰魚，亦暴露於含有雌性激素

-壬基苯酚的環境；非洲水域 DDT 噴灑區域的淡水魚也發現了雙性的特性。 

（二） 在過去 15 年中，歐洲、美國及日本已展開了相關的研究，且由 OECD 彙整全面

的測試（如：體內（in vivo assay）、體外（in vitro assay）等）計畫。 

（三） 針對內分泌干擾物質的風險溝通，以社區為基礎所介入的內分泌干擾物質風險溝

通工作，相較於由外人所規範制定的措施更為成功。而在科學家的角色上，需意

識到公眾不易區分危險與風險、決定如何針對不確定性進行溝通、意識主題可能

存在的偏見及發展溝通的策略等。科學家可以協助社區層級的互動、精心的制定

溝通的策略及傾聽公眾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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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下午聆聽重點，也包括美國華盛頓大學 Alison C. Cullen 教授，演講主題: 

「Gender-associated Differences in Risk Attitudes and Perceptions Among Farmers in Mali（馬

里農民的風險態度和感知與性別相關的差異）」（圖 6），演講要點: 

（一） 過去研究顯示男性和女性的風險態度是不同的，因此可能會用不同的方式感知

風險。 

（二） 研究調查馬里 6 個區域（Gao, Kayes, Koulikoro, Mopti, Segou 及 Sikasso）內的單

親或雙親的異性家庭，觀察性別與工作傷害（work injury）、極端天氣（more 

extreme weather）、社區關係（weaker community relationships）、過多債務

（increasing level of debt）、缺乏購買者（lack of buyers at the market）及戰爭/衝

突（war/conflict）6 種風險認知的關聯性。利用回歸分析，調整基本人口學因子

（年齡、教育、健康、財富、時間貧窮、兒童、地理區域）及態度相關因子，

結果顯示性別與風險認知之間的關聯，排除地理區域的干擾因子下，除極端天

氣外，女性表達了更多關注；然而，當統計模式調整地理區域這項干擾因子時，

與性別的關聯基本上不存在，因為性別角色和態度會因應地理區域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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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晚上我亦參加風險分析學會南非分會成立大會（圖 7），這也是首次在開

發中國家舉辦風險世界大會的原因。SRA 世界風險大會，演講主題橫跨了系統性風險

分析與新興韌性理論、災害風險評估、風險評估模式發展、糧食-能源-水資源安全相關

議題、災害與關鍵基礎設施相依性之探討、全球性巨災風險等豐富議題。第二天和第三

天，除聆聽各場口頭演講外，並主動認識美國環保署高級顧問 Dr. Abdel-Razak Kedry 

（圖 8）、華盛頓大學 Alison C. Cullen 教授 （圖 9）、康乃爾大學兼現任 SRA 會長

Katherine A. MeComas 教授 （圖 10）、Argonne 國家實驗室主管 Dr. Margaret M. 

MacDonell （圖 11），及日本產業技術綜合研究所 Dr. Kyoko ONO 主任研究員（圖 12）

交換意見，並宣傳我國環保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成立願景與推動策略。第三天重頭戲，

為臺灣大學吳焜裕教授，演講主題:「Significance of Risk Assessor Certification（風險評

估人員認證的重要性）」，演講要點: 

（一） 在美國 1983 年，國家研究委員訂定風險評估及管理的架構，以科學的方法參與

決策過程、風險分析及風險治理，主要利用現有的科學資訊在公共政策上作出

決策。 

（二） 在臺灣，也將健康風險評估應用於環境衛生相關的政策，但在過去 10~20 年間，

健康風險評估受到公眾極大的爭議與不信任。為了強化與公眾的信任，有必要

改進風險溝通的相關工作。 

（三） 尋求最佳促進科學與政府之間伙伴關係的機制，此機制確保政府的管理是依據

最佳可取得的科學數據及判斷，重要的管理上的決定伴隨著不可避免的利益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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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中應保持科學數據及判斷的完整性。 

（四） 健康風險評估的局限性包括：不完整的數據、不足的證據、缺乏知識、無法完

整描述過程以及有限的資源。在健康風險評估上的不確定性包括：評估過程的

假設、情境、模式、參數及缺乏知識。 

（五） 風險管理者決策的混淆包括：可能不知如何依據多份風險評估報告做決策及不

知道決策的局限性等。 

（六） 建議健康風險評估人員應先取得認證的原因包括：風險分析領域非常多樣、評

估方法已日趨成熟、應要有整合多種科學資訊的能力以及應廣泛的使用合理的

科學做決策，以尋求環境及食品安全政策的一致性。 

（七） 風險評估人員認證的重要性為：確保風險評估人員能夠適當的選擇和整合科學

的資訊，並且確保能在必要的時候做出適當的假設，以及能夠評估其假設的影

響。而健康風險評估中使用的科學資訊應對公眾透明，且應充分對健康風險評

估中的不確定性和局限性做清楚的描述，以便為公眾和風險管理者提供信息。

風險評估人員認證制度可重新獲得公眾的信任，以實現有效的風險溝通，而風

險管理者也可以意識到在不確定性下制定的政策的局限性。 

（八） 健康風險評估是一項專業，建立認證體係是為了鑑定在這個領域的專業人士的

資格。認證也是為了確保能進行具有科學依據的健康風險評估，從而實現有效

的風險溝通和具有科學基礎可執行的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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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天由台灣風險分析學會協助，安排 2 場次非正式討論活動，分別與美國環保

署高級顧問 Dr. Abdel-Razak Kedry，針對長期合作風險評估教材以及種子師資交換意

見；以及與日本產業技術綜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員 Dr. Kyoko ONO，針對日本風險分析學

會 2019 年 6 月底新書「風險科學百科全書」出版的歷程進行實務經驗深度交流分享，

作為本署編撰風險評估教材很棒的學習經驗。出國行程表如下表： 

 

日  期 工 作 內 容 概 要 

108.05.04-05 啟程，搭機前往南非開普敦 

108.05.06-08 參加第 5屆世界風險大會，開普敦國際會議中心舉行 

108.05.09 與美國環保署研究與發展辦公室國家環境評估中心 Dr. 

Abdel-Razak Kadry，以及日本國立研究開發法人産業技術

綜合研究所 Dr. kyoko ONO 交流化學物質風險分析認證

制度與教育教材 

108.05.10-11 返程，搭機返回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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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與建議 

    第 5 屆世界風險大會吸引有來自美國多個州、日本、非洲、芬蘭、法國、中國等

國家的政府部門、業界、專家學者、非政府組織、世界衛生組織參與，令我眼界大開。 

SRA 提供交換風險分析和風險解決問題的資訊、想法及機會，促進個人和組織之間的

理解及專業合作，推動發展風險分析及其相關應用知識，並鼓勵應用風險分析方法來

解決實際面臨之種種問題，推進風險分析研究和教育領域的最新進展，有機會參加這

樣盛大的國際會議，備感榮幸（圖 13）。 

這次的會議，最大的收穫是熟悉認識國際重量級人物，俾利建立後續長期國際合

作外，各演講者的專業領域涵蓋不同跨學科和多學科分野，藉由不同的觀點來分別詮

釋風險分析，提高管理風險和培養社會韌性方面的知識和實踐。風險分析教育和風險

評估人員認證推動，是改善風險和韌性的實踐與應用，以促進社會永續發展。風險評

估基礎教育教材，以及如何推動風險評估人員認證成為國人信賴的認證機構、制度或

資格，也是此趟會議請益的核心任務。此趟階段性交流成效良好，實屬難得之國際交

流機會，成果之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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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臺灣未來將推行風險評估教育教材、風險評估種子師資培訓、風險評

估人員認證，建議可拓展與美國馬里蘭大學、美國華盛頓大學，或日本產業技術綜合研

究所機構合作，汲取國外制度成功推行之經驗，並結合國內相關專業組織力量，以逐步

建構我國專業風險評估人員及其實質影響力。值得一提，南非開普敦會議餐點或是當地

都是使用紙吸管（圖 14），國內對塑膠吸管政策正採取行動，並規劃全面禁用的時程。

限用塑膠吸管的政策，已經逐漸成為世界趨勢。                                                                                                                                            

 

 

 



16 
 

四、附錄 

附錄一、大會議程 

附錄二、會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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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Lorraine Maltby；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nimal and Plant Sciences,  
      Sheffield University. 
主題：Risk and Resilience in Chemical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A European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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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Dr. Sohel Saikat；Programme Officer, Quality Systems and Resilience 

Technical Lead: DFID Tackling Deadly Diseases in Africa Programme 
(TDDAP) and KOICA Quality and Resilience in Ethiopia and Liberia 
Project UHC and Health Systems Cluster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主題：Health System Resilience – A Shared Need for Tackling Emergencies and 
Safe Health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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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Niladri Basu;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Natural Resource Sciences 

and the School of Human Nutrition, McGill University 
主題：The Lancet Commission on Pollution and Health: Findings, One Health 

Perspectives and SETAC/SRA Opport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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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Titus Mathe; Eskom 
主題：Can What Eskom has Done Recently, Help Find a Remedy for the Current 

Challenges, Including Preparing for the Next Cycle of Load Shed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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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Cummings CL；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主題：Frontiers of Risk Communication: Grand Challenges for Communication of 

Emerging Bioscience Issues. 

  

  
 
講者：Thomas-Benjamin Seiler；RWTH Aachen University 
主題：Change the Game for Environmental Research-Activities to Support Science 

and Risk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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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Annegaaike Leopold；Calidris Environment BV 
主題：Endocrine Disruptors: What do we know? What do we not know? How to 

we communicate about this? 

  

  
 
主講人：Cummings CL；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主題：Secondary Risk Theory: Empirical Foundations for a new Theory of Risk 

Perce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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