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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食品安全委員會第30次會議議程 

 

壹、 時間：111年6月20日（一）下午4時0分 

貳、 地點：線上會議 

參、主席：黃委員世傑 

肆、會議流程 

時間 流程 
15：40~16：00 簽到 

16：00~16：01 主席致詞 

16：01~16：15 壹、上次會議追蹤事項 

16：15~16：55 

貳、報告案【每一案報告時間6分鐘、討論時間4分鐘，共10分鐘】 

報告案1：農藥檢驗不合格率無法有效降低原因分

析暨精進作為（市場處） 

報告案2：校園午餐原食材使用規範（教育局） 

報告案3：本府參加行政院「111年獎勵地方政府落

實推動食安五環改革政策計畫」評比期

中管考（衛生局、產業局、教育局及環

保局） 

參、專案報告【每一案報告時間6分鐘、討論時間4分鐘，共10分鐘】 

111年台北國際食品展覽會食安五環參展規劃 

（衛生局、產業局、教育局、環保局） 

16：55~17：00 

肆、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1：訂定臺北市「學校午餐食物內容與營

養基準」 

臨時動議2：食育從學童擴及全民是有關食安之教

育和推展至營養午餐食譜之實際 

17：0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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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上次會議追蹤事項 

列管 

編號 
列管事項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 

處

理 

等

級 

完

成

期

限 

22-1 逐年推動公有市場符

合 GHP之規範： 

1. 市場攤商 GHP 查核

以獎勵代替處罰，

願意配合者給予獎

勵，建立獎勵制度

先建立樣版，若違

規率降到5%以下，

再進行強制改善。 

2. 111年以複數決標方

式招標食安輔導團

隊將尚未輔導的34

處市場一次輔導完

畢。市場處於111年

2月16日邀集各業者

就市場輔導交換經

驗及意見，並徵詢

業者投標意願，刻

辦理採購案作業。 

 

衛生局： 

衛生局已於111年2月

17日收到大直、永

樂、光復市場輔導紀

錄，除成功中繼市場3

月18日開幕後將另安

排稽查時間外，其餘

市場規劃完成期限及

市場處 

衛生局 

市場處 

1. 為提升公有市場食品販

售從業人員自主衛生管

理知能，市場處自108年

起持續推動市場攤商符

合 GHP規範： 

(1) 108-109年建立環南、

南門、大龍等改建市場

及士東市場共4處示範

市場。 

(2) 110年首度辦理 GHP 輔

導案勞務採購，擇定6

處重點輔導市場 (西

湖、大直、長春、光

復、永樂1樓、成功臨

時攤棚)，由食安團隊

逐攤進行輔導評核，協

助攤商建立食安觀念，

以獎勵代替處罰，並於

110年12月10日辦理年

度成果發表會，公開表

揚優良及進步攤商，為

後續輔導提供示範及鼓

勵作用。 

2. 111年度以分項複數決標

方式擴大辦理 GHP 輔導

案，將尚未接受輔導的

34處市場(約2,800攤)全

B 111 

/12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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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 

編號 
列管事項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 

處

理 

等

級 

完

成

期

限 

稽查進度如下： 
市場

名稱 
GHP查核結果 

光復

市場 

已於111年3月10

日稽查，31攤均

合格。 

大直

市場 

共稽查64攤，初

查合格61攤，限

期改善3家。預

計3月17日前完

成複查。 

成功

市場 

預計4月上旬辦

理。 

永樂

市場 

已於111年3月9

日稽查，55攤均

合格。 

西湖

市場 

已110年12月4日

稽查，96攤均合

格。 

長春

市場 

已111年1月13日

稽查，24攤均合

格。 
 

數輔導完畢： 

(1) 經評估各輔導團隊量

能，依市場所在行政區

分為3項，分別決標予

HACCP 協會、中華食安

協會及振泰檢驗科技公

司。 

(2) 本案期程規劃如下： 

a. 第一階段 (5月 31日

前 )：召開專家會

議、共識會議，完成

標的市場軟硬體整體

評估。 

b. 第二階段(6月1日至

12月15日)：分3批次

(6月1日至7月31日、

8月1日至9月30日及

10月1日至12月15日)

辦理宣導說明會、逐

攤輔導及攤商改善後

之評核作業。 

c. 第三階段(12月16日

至12月31日) ：提送

成果報告書。 

(3) 已於4月13日邀集學者

專家與衛生局召開專家

會議，經討論後核定輔

導評核表單、流程及標

準，並於4月29日召開

輔導共識會議，本案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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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 

編號 
列管事項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 

處

理 

等

級 

完

成

期

限 

導團隊刻陸續辦理宣導

說明會及教育訓練。 

 

衛生局 

3. 衛生局已完成西湖市

場、大直市場、長春市

場、永樂市場、光復市

場及成功市場共 6處市

場， 380攤逐攤稽查作

業，稽查結果如下： 
市場 

名稱 

GHP 

查核結果 
攤位數 

光復 
合格 

111.3.10 
31攤 

大直 
合格 

111.3.18 
64攤 

成功 
合格 

111.4.27 
110攤 

永樂 
合格 

111.3.9 
55攤 

西湖 
合格 

110.12.4 
96攤 

長春 
合格 

111.1.13 
24攤 

合格攤位數總計 380攤 

 

4. 因應疫情嚴峻，衛生局

稽查人力多投入支援防

疫業務，今年將先協助

市場處完成34處公有市

場 GHP輔導案之履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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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 

編號 
列管事項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 

處

理 

等

級 

完

成

期

限 

(抽查攤位總數3%)，並

於明年(112年)再進場逐

攤稽查，本案府簽已於

111年4月29日奉核。 

25-4 本 府 機 關 應 推 動

HACCP 之未完成場域

及工作期程： 

1. 家禽批發市場：畜

產公司前已於111年

2月22日請中央畜產

會協助檢視 SSOP，

該 會 表 示 內 容 尚

可，惟應請市場內

業者試行後依實際

作 業 情 形 進 行 修

正，後續將依業者

反映並修正後推及

全場實施。另有關

HACCP，畜產公司已

請 HACCP 協會針對

該場進行通盤評估

後出具報告書，並

視評估結果辦理後

續事宜。 

2. 第 二 家 禽 批 發 市

場：屬應符合 HACCP

之場域，已於105年

9月取得 HACCP 資

格。 

市場處 1. 家禽批發市場：畜產公

司前已於111年2月22日

請中央畜產會協助檢視

其所提具之 SSOP，該會

表示其內容尚可；惟中

央畜產會建議14條屠宰

線針對 SSOP 自行選任衛

生管理負責人，故畜產

公司於111年4月13日要

求所有屠宰業者實施該

SSOP，並要求各屠宰線

提交其衛生管理負責人

名冊俾利後續安排相關

課程。惟各屠宰線皆表

示須俟疫情趨緩方可提

供名單，預計各線衛生

管理負責人完成受訓後

則可全面實施 SSOP。另

至 HACCP 部分，目前公

司朝「屠後理貨」方式

規劃，若評估可行並執

行後，未來臺北市家禽

批 發 市 場 3 樓 可 符 合

HACCP規範。 

2. 第二家禽批發市場：屬

應符合 HACCP 之場域，

B 111 

/12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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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 

編號 
列管事項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 

處

理 

等

級 

完

成

期

限 

3. 第三區肉品批發市

場：已於110年5月5

日 提 報 市 長 室 會

議，決議「同意第

三肉品批發市場依

規劃先行拆除，後

續 用 途 再 行 研

議。」 

4. 第四區肉品批發市

場：預計111年4月

完成搬遷，營運先

期設備及管線預計

於111年9月完工，

預計111年11月符合

HACCP。 

5. 魚產大樓大樓主體

工程預計於118年1

月完工，已聘專家

學者協助納入規劃

HACCP。 

已於105年9月取得 HACCP

資格。 

3. 第三區肉品批發市場：

已於110年5月5日提報市

長室會議，決議：「同意

第三肉品批發市場依規

劃先行拆除，後續用途

再行研議。」。 

4. 第四區肉品批發市場：

預計111年9月完成營運

先期設備及管線施工，

並 於 111 年 11 月 符 合

HACCP。 

5. 魚產大樓大樓主體工程

預計於118年1月完工，

已聘專家學者協助納入

規劃 HACCP。 

28-1 1. 請衛生局持續定期

報 告 肉 品 抽 驗 結

果，並將牛肉納入

抽驗品項。 

2. 有關現有豬肉及豬

可食部位萊克多巴

胺動物用藥殘留標

準對人體健康長期

影響，已於第29次

衛生局 1. 衛生局自110年至111年5

月 27日已抽驗 676件肉

品，其中492件檢驗21項

乙型受體素，320件豬肉

（209件國產及111件進

口），156件牛肉（13件

國產及143件進口），5件

羊肉（進口），10件禽類

（國產），1件鹿肉（進

口），檢驗結果均符合規

A 111 

/12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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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 

編號 
列管事項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 

處

理 

等

級 

完

成

期

限 

會議報告。 定，後續將參考進口及

國產占比、歷年抽驗產

品國別並依實際肉品供

應情形調整抽驗國別件

數。 

2. 有關現有豬肉及豬可食

部位萊克多巴胺動物用

藥殘留標準對人體健康

長期影響，已於111年3

月21日食品安全委員會

第 29次會議報告案報

告。 

3. 111年5月13日憲法法庭

111年憲判字第 6號判

決，行政院宣告本市食

品安全自治條例第9條之

1無效之釋憲案合憲。 

29-1 關於農產品農藥檢查

不合格比例偏高，請

衛生局、市場處、臺

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

公司進市長室會議報

告，列管1個月。 

衛生局 

市場處 

衛生局 
1. 109-111年1月抽樣本市

1,070件生鮮蔬果檢驗殘

留農藥，不合格 127件

(不合格率11.9%)，查食

藥署近5年蔬果殘留農藥

不 合 格 率 介 於 9.4-

13.0%，尚在監控值內。

惟111年1月份不合格率

偏高(23.1%)，持續進行

監測。 

2. 本局111年1月抽樣52件

生鮮蔬果，12件不合格

A 111 

/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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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 

編號 
列管事項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 

處

理 

等

級 

完

成

期

限 

產品產地（進口5件、國

產7件，不合格品項以草

莓佔不合格件數25%最高

(皆為進口)。分析食藥

署邊境111年1-3月31件

與衛生局3件草莓殘留農

藥不合格，其檢出值尚

符合日本規定，惟不符

合我國規定。本局抽驗

不合格資訊已回饋食藥

署作為邊境查驗風險管

控參考，該署於111年3

月30日已通知各地衛生

局加強後市場草莓抽

驗，另自111年2月21日

針對日本進口草莓，邊

境採取逐批查驗措施6個

月，後續視查驗情形另

行評估管制措施是否延

長，並要求日本政府提

供書面資料，說明不符

合原因之改善或預防措

施。 

3. 本案已於111年4月29日

於市長室晨會報告。 

4. 統計111年1月至5月生鮮

蔬果抽驗殘留農藥不合

格率為11.1％，尚在監

控值內。 

 



9 

 

列管 

編號 
列管事項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 

處

理 

等

級 

完

成

期

限 

市場處 
5. 本案已於111年4月27日

向市長報告；另要求農

產公司全面檢討農藥檢

驗要點，增訂相關具體

稽核機制，並於5月16日

核備該要點，主要修正

內容摘述如下： 

(1) 將報廢處理程序明列，

俾利遵循。 

(2) 建立不合格供應人名

單，增設該名單電腦警

示功能，倘有到貨立即

抽驗；當日不合格者，

所有進場蔬果「延後拍

賣」。 

29-2 校園午餐應儘量使用

原食材，請教育局討

論後續如何規範及執

行方式。 

教育局 已於111年5月13日北市教

體字第1113051068號函，

重申學校午餐應使用「原

食材」為原則及菜單審核

規範，函知學校依循辦

理，本案將於本次會議報

告案2報告。 

A 111 

/5 

/20 

 

註：A：完成   B：執行中   C：計畫中   D：無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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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報告案 

報告案1：農藥檢驗不合格率無法有效降低原因分析暨精進作

為，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市場處 

說明： 

一、 農產公司批發市場蔬果抽驗分成一般蔬果抽驗及高風

險蔬果抽驗，一般蔬果抽驗成果如下：不合格率從

7.7%降至 5.6%，已明顯改善。 

表1 108年9月至110年12月一般蔬果抽驗數據統計 

年度 抽驗組(件)數 合格組(件)數 不合格組(件)數 不合格率 

108(9/21 起) 978 903 75 7.7% 

109 5,821 5,458 363 6.2% 

110 5,161 4,874 287 5.6% 

總計 11,960 11,235 725 6.1% 

二、 高風險蔬果抽驗係針對高風險、高關注度暨政府單位

來函要求重點加強抽驗之品項，啟動加強抽驗專案，

如芹菜、青蔥、豆菜類等不合格率較高之農產品及甘

藍、蘿蔔、包心白菜、茼蒿等季節性農產品，針對以

上農產品抽驗成果如下：以芹菜為例，農產公司 109 年

7 月執行「芹菜加強抽驗專案」，到貨全面抽驗，一個

月內不合格率從 16%降至 2%，後持續降至 0%。整體

也從 18.5%降至 8.3%，效果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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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08 年 9 月至 110 年 12 月高風險蔬果抽驗數據統計 

年度 抽驗組(件)數 合格組(件)數 不合格組(件)數 不合格率 

108(9/21 起) 92 75 17 18.5% 

109 4,439 4016 423 9.5% 

110 7,565 7002 563 7.4% 

總計 12,096 11,093 1,003 8.3% 

備註：針對芹菜、青蔥、豆菜類、甘藍、蘿蔔、包心白菜、茼蒿加強

抽驗統計。 

三、依抽驗數據顯示，蔬果具有區域性，並由主要幾間共

同運銷團體供應，故不合格蔬果的改善及輔導可從產

地宣導及加重共同運銷團體之把關權責著手。 

四、承上，農產公司為能更進一步改善批發市場進場蔬果

之不合格率，提出多項精進作為： 

(一) 每月將違規用藥數據函予農政單位： 

將不合格果菜之違規用藥數據函予農政單位，以利農

政單位針對作物及農藥進行容許量及可用範圍調整。 

(二) 赴產地進行宣導： 

    提倡「產地自主檢驗，合格再採收」，且經自主檢驗之

蔬果可於北農優先拍賣，至 110 年 8 月起至今，於全

台共計執行 22 場次。 

(三) 建立不合格供應人名單： 

增設該名單電腦警示功能，倘有到貨立即抽驗；當日

不合格者，所有進場蔬果「延後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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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加重共同運銷團體之把關權責： 

1. 落實共同運銷單位自主檢驗，如違規次數過高者，列

加強抽驗名單，限期改善，否則處以延後拍賣；表現

優異之供應社場於年底表揚大會公開表揚，並另訂優

先拍賣辦法。 

2. 促請中央修正「農民團體共同運銷輔導獎勵監督辦

法」，將農藥自主送驗列為考核重點，持續違規之供

應單位不予補助或暫停其運銷業務。 

主席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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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2：校園午餐原食材使用規範一案，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教育局 

說明： 

一、 依據111年3月21日臺北市政府食品安全委員會第29次

會議楊玲玲委員提案，建議本市規範校園午餐應儘量

使用原食材，減少加工品，以顧及學生營養健康。 

二、 依學校衛生法第23條第1項規定：「學校供應膳食者，

應依據中央主管機關所定學校午餐食物內容及營養基

準，以及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所定國人膳食營養素參考

攝取量提供衛生、安全及營養均衡之餐食，實施健康

飲食教育，並由營養師督導及執行。」 

三、 本市為校園午餐食材把關，從食材選擇、驗收管理及

查核皆訂有規範。除食材採用三章一 Q國產溯源食材，

食材來源皆須於校園食材登錄平臺公開以供查驗及溯

源，另訂有「臺北市午餐標準作業流程」及午餐契約

範本供學校依循，在食材需求、驗收、烹調、運輸過

程等訂有管理機制；另透過學校親師監督、地方及中

央食安查核等複核機制維護品質，有效防止不合格食

材進入校園。 

四、 依教育部訂定「學校午餐食物內容與營養基準」，提供

均衡營養之菜色，其中原食材與加工品相關規定如下： 

(一) 主食增加全榖雜糧類攝取，全穀雜糧類替代品(甜不

辣、米血糕等)，不得超過2份/週。 

(二) 提高魚類（包括各式海鮮）供應，魚、肉類半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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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丸類、蝦捲、香腸、火腿、熱狗、重組雞塊

等），不得超過1份/週。 

五、  教育局已於111年5月13日北市教體字第1113051068

號函，重申學校午餐應使用「原食材」為原則及菜單

審核規範，函知學校依循辦理。 

六、 午餐內容稽核機制： 

(一) 菜單設計之審查制度：由學校及廠商營養師依教育部

訂定之「學校午餐食物內容與營養基準」，依據各年

齡層學生飲食營養需要，設計規劃午餐菜單內容，按

月送學校午餐供應委員會(包含1/2以上家長委員)共

同審定，家長均可反映食材要求與期待予廠商，共同

把關本市學校午餐品質。 

(二) 營養師輔導訪視：本局每年訂有營養師輔導訪視計畫，

協助督導學校午餐供應情形，依「臺北市午餐標準作

業流程」訂定之菜單設計注意事項，提供各校食品營

養與餐飲衛生之專業諮詢，111年預計輔導464場次。 

(三) 校園食材登錄平臺公開資訊：學校每日將供應菜色、

食材其標章（示）登錄及肉品原產地至校園食材登錄

平臺，並提供具視覺化的菜色照片資訊，讓家長更清

楚孩童午餐內容。 

主席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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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3：111年食安五環強化方案期中管考及辦理結果，報

請公鑒。 

報告單位：衛生局、產業局、教育局、環保局 

說明： 

五、 計畫之強化方案說明： 

(一) 第一階段：本府參與行政院「111 年獎勵地方政府落

實推動食安五環改革政策計畫」於強化方案第一階段

計畫書評比，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11 年 4 月 25 日農授

糧字第 1110216245號函公布評選結果榮獲六都計畫書

評比獎助比率 0.9，共計獲得新臺幣 2,033 萬 1,000 元

獎勵金，可先行提領 813 萬 2,000 元（40%）。 

(二) 第二階段：應於 111年 7月 1日(五)前繳交期中報告，

俟中央審查確認達各項管考點後，再撥入 1,219 萬

9,000 元(60%)。 

六、強化方案第 1 階段獎勵金(40%)分配如下： 

單位 考評分數 配分比率(%) 金額(千元) 

衛生局 215 43% 3,496 千元 

產業局 180 36% 2,928 千元 

教育局 75 15% 1,220 千元 

環保局 30 6% 488 千元 

總計 500 100% 8,132 千元 

七、因應國內COVID-19疫情升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11

年 5 月 17 日函知期中管考點調整共 12 項指標(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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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八、各局處強化方案之行動方案執行進度(如附件 2)： 

(一) 已達標之行動方案 

局處 行動方案 總計 

1.衛生局 2-1 落實追溯追蹤制度 

2-2 強化登錄管理 

2-3 強化食品業者標示符合規定 

2-4 強化餐飲衛生管理知能推廣 

2-5 強化食品製造業者自律管理 

2-6 落實第二級品管驗證制度 

3-1 加強查驗高風險及高關注產品 

3-2 食品安全案件通報聯繫作業管控 

3-3 強化校園午餐作業場所衛生安全

管理 

3-4 提升地方檢驗效能 

4-1 落實嚴查，違規重罰 

4-3 違規食品廣告落實依「食品安全

衛生管理法第四十五條規定廣告

處理原則」(以下簡稱處理原則)裁

處 

17 項 

2.產業局 1-2 監控市售動物用藥品品質及違法

查緝取締 

2-7 推動農作物有害生物綜合管理

9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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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M)政策 

2-10 輔導未登記食品工廠 

3-5 加強農畜水產品用藥監測 

5-1 推動食農教育計畫 

3.教育局 5-2 營造安全健康之學校飲食環境，

落實中央抽查、地方督導及學校

自主管理機制 

5-3 培訓午餐相關人員專業素養，提

升校園餐飲衛生、營養及安全品

質 

2 項 

4.環保局 1-3 預防具食安風險疑慮化學物質流
入食品鏈 

2 項 

九、為使各項列管項目於能精準達標，已於 111年 6月 6日

完成府內交叉評核作業，預計於 111 年 7 月 1 日(五)函

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全數指標皆達期中管考點。 

主席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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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11年獎勵地方政府落實推動食安五環改革政策計畫」強化方案-期中管考點修正對照表 

食安五

環 

行動方案  權管部

會  

需地方政府執行之

工作項目  

指標  管考點  管考點  

(修正後)  

第一環 

源頭控

管 

1-3 預防具

食安風險疑

慮化學物質

流入食品鏈  

環保署  1-3-1 稽查 28 種

（35 項）具食安風

險疑慮毒性化學物

質運作業者 

1-3-1-1 自 111 年

1 月 1 日起統計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稽查 28 種

（35 項）具食安

風險疑慮毒性化

學物質運作業者

達各縣市列管家

數 

自 111 年 1 月 1 日起統

計至 111 年 6 月 30

日，稽查 28 種（35

項）具食安風險疑慮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業

者達各縣市列管家數

35%。 

自 111 年 1 月 1 日起

統計至 111 年 6 月 30

日，稽查 28 種（35

項）具食安風險疑慮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業

者達各縣市列管家數

25%。 

1-3-2 化工原料業者

輔導訪查 

1-3-2-1 自 111 年

1 月 1 日起統計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化工原料相

關業者輔導訪查

家次達到環保署

提報家數  

自 111 年 1 月 1 日起統

計至 111 年 6 月 30

日，化工原料相關業

者輔導訪查家次達到

環保署提報家數

35%。 

自 111 年 1 月 1 日起

統計至 111 年 6 月 30

日，化工原料相關業

者輔導訪查家次達到

環保署提報家數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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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環 

重建生

產管理  

2-1 落實追

溯追蹤制度  

衛福部  2-1-1 配合追溯追蹤

政策實施，確認食

品業者電子發票使

用率  

2-1-1-2 應建立食

品追溯追蹤管理

系統之食品輸入

業者電子發票使

用率，且該等業

者係經財政部認

定須開立統一發

票者，提升其電

子發票使用率 

於 111 年 6 月 30 日，

經公告應建立食品追

溯追蹤管理系統之食

品輸入業者電子發票

使用率，且該等業者

係經財政部認定須開

立統一發票者，各縣

市須確認其開立電子

發票之家數達本年度

欲達滿分所需目標數

之 50%以上。 

於 111 年 6 月 30 日，

經公告應建立食品追

溯追蹤管理系統之食

品輸入業者電子發票

使用率，且該等業者

係經財政部認定須開

立統一發票者，各縣

市須確認其開立電子

發票之家數達本年度

欲達滿分所需目標數

之 25%以上。 

2-2 強化登

錄管理  

 

衛福部 2-2-1 確認食品製造

業非登系統資料正

確性，輔導食品業

者完成登錄  

 

2-2-1-1 確認食品

製造業於非登不

可系統上登載之

類別、應實施一

級品管、

HACCP、衛管人

員、專技人員等

資訊之正確性；

輔導轄內食品物

流業者辦理食品

業者登錄  

 

於 111 年 6 月 30 日，

以具有工廠登記之食

品業者為母數，確認

食品業者實際生產製

造之類別及其應符合

之規定落實情形；另

輔導具商業、公司或

工廠之食品物流業辦

理食品業者登錄，各

組別完成率請參照下

表：  

組別 完成率 

第一組 5% 

第二組 25% 

取消期中管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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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組 90% 
 

2-3 強化食

品業者標示

符合規定  

 

2-3-1 針對標示違規

業者輔導其了解標

示規定，並追蹤後

續改善情形  

 

2-3-1-1 輔導標示

違規業者參與相

關標示說明會  

 

於 111 年 6 月 30 日，

確實掌握轄區標示違

規業者總家數，且

「轄區標示違規業者

參加食品標示說明會

之出席率」達 50%，

始達績效管考點。  

【備註】如該轄區標

示違規業者總家數為

零，應提供 111 年之

管理輔導措施，始達

績效管考點。  

於 111 年 6 月 30 日，

確實掌握轄區標示違

規業者總家數，且

「轄區標示違規業者

參加食品標示說明會

之出席率」達 30%，

始達績效管考點。  

 

2-3-1-2 針對標示

違規業者，追蹤

改善情形  

 

2-4 強化餐

飲衛生管理

知能推廣  

 

衛福部 2-4-1 辦理衛生講習

課程及推動餐飲衛

生分級評核  

 

2-4-1-1 餐飲衛生

講習課程推廣率  

 

111 年 1 月 1 日至 111

年 6 月 30 日，辦理衛

生講習，直轄市至少 2

場，非離島縣市至少 1

場；離島縣市至少完

成規劃辦理衛生講習

之規劃案 1 家。 

直轄市完成規劃辦理

衛生講習之規劃案 2

案；非離島及離島縣

市完成規劃辦理衛生

講習之規劃案 1 案。  

(辦理衛生講習課程之

場數，新增採認：親

自至業者營業處所進

行講習，每完成 15 家

次業者，亦得採計為

辦理衛生講習 1 場

次。修正本計畫「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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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6-績效方案指標及

評分標準」備註事項)  

2-4-1-2 餐飲衛生

管理分級評核推

廣率  

 

111 年 1 月 1 日至 111

年 6 月 30 日，實際完

成餐飲衛生管理分級

評核，直轄縣市至少

80 家，非離島縣市至

少 30 家，離島縣市至

少 3 家。  

111 年 1 月 1 日至 111

年 6 月 30 日，實際完

成餐飲衛生管理分級

評核，直轄市至少 30

家，非離島縣市至少

10 家，離島縣市至少

3 家。  

2-5 強化食

品製造業者

自律管理  

 

衛福部 2-5-1 查核督導食品

製造業者配合政

策，落實一級品管

及追溯追蹤等自主

管理制度  

 

2-5-1-1 轄內應實

施一級品管及追

溯追蹤系統之食

品製造業者完成

率  

 

111 年 1 月至 6 月底前

完成查核轄內經公告

應實施食品安全監測

計畫、強制檢驗及追

溯追蹤等之食品製造

業者達 50%，並將稽

查結果登錄於PMDS系

統，本項直接依據

PMDS系統資料考核。  

111 年 1 月至 6 月底前

完成查核轄內經公告

應實施食品安全監測

計畫、強制檢驗及追

溯追蹤等之食品製造

業者達 35%，並將稽

查結果登錄於PMDS系

統，本項直接依據

PMDS系統資料考核。  

第三環

加強查

驗  

 

3-1 加強查

驗高風險及

高關注產品  

 

3-1-1 配合中央規劃

辦理指定項目之查

核抽驗，並將結果

依期限登錄回報於

PMDS系統  

3-1-1-1 辦理中央

指定專案及後市

場監測計畫抽驗

時效及填報資料

正確率  

於 111 年 1 月至 6 月底

前完成食藥署指定專

案稽查，期中管考即

時正確完成件數達

90%以上。  

於 111 年 1 月至 6 月

底前完成食藥署指定

專案稽查，期中管考

即時正確完成件數達

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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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強化校

園午餐作業

場所衛生安

全管理  

 

3-3-2 查核轄內國

中、小學自設廚房

作業環境安全衛生

管理並抽驗半成品

及成品  

3-3-2-1 學校自設

廚房午餐成品及

半成品之抽驗合

格率  

 

111 年 1 月 1 日至 111

年 6 月 30 日地方政府

稽查抽驗進度達成目

標數之 50%。  

 

111 年 1 月 1 日至 111

年 6 月 30 日地方政府

稽查抽驗進度達成目

標數之 35%。  

 

3-5 加強農

畜水產品用

藥監測 

農委會  

 

3-5-2 辦理畜禽產品

藥物殘留監測 

3-5-2-1 各地方政

府執行養畜禽場

用藥安全監測達

成率  

111 年 1-6 月抽驗件數

達成率至少 50%以上

(抽驗達成率＝(已抽驗

件數/年度目標件

數)×100％)。  

111 年 1-6 月抽驗件數

達成率至少 40%以上

(抽驗達成率＝(已抽驗

件數/年度目標件

數)×100％)。  

第四環 

加重 

廠商責

任  

 

4-2 暢通檢

警調政風聯

繫合作管道  

 

衛福部 4-2-1 透過衛福部

「食安廉政工作小

組」，統籌協調相關

部會及各地方政府

政風機構共同執行

「食安情資蒐集運

用」及「食安稽查

會同參與」2 項任務  

4-2-1-1 「食安稽

查會同參與」及

「食安情資蒐集

運用」  

 

由各執行機關達成所

提計畫書中自訂「數

據績效」之目標件數

50%。(資料統計期

間：111.1.1~111.6.30)  

 

取消期中管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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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強化方案指標及管考點達成情形 

食

安

五

環 

行動方案 
權管

部會 

需地方政府執行

之工作項目 
指標 管考點 

辦理情形 

(含達成日期、實際達成度) 

第

一

環 

源

頭

控

管 

1-1 

建構農藥流

向管理及追

蹤查核機制 

農委

會 

1-1-1 

輔導農藥業者開

通使用農藥銷售

管理 POS 系統 

1-1-1-1 

各地方政府轄區內農

藥販賣業者使用農藥

銷售管理 POS 系統或

採 Web Service 介接之

開通比率 

配合農藥購買實名制法規於 110 年

1 月 7 日預告，並於 110 年 7 月 1

日實施，地方政府已於 110 年上半

年辦理相關輔導工作，統計 POS

系統或採 Web Service 介接之開通

比率至 110 年 8 月初平均已達

82%，相較 109 年底已成長 25%，

本項不設立管考點。 

 

1-1-2 

督導農藥業者落

實農藥產銷資料

定期陳報作業 

1-1-2-1 

各縣市轄區內農藥販

賣業者定期陳報率及

對未陳報業者裁罰之

比率 

鑑於各地方政府近二年持續加強輔

導農藥販賣業者定期陳報情形，

110 年上半年陳報率平均已達 98%

以上，本項不設立管考點。 

 

1-2 

監控市售動

物用藥品品

農委

會 

1-2-1 

市售動物用藥品

品質監控 

1-2-1-1 

地方政府執行防檢局

補助辦理市售動物用

藥品抽驗監控達成率 

地方政府執行市售動物用藥品上半

年度抽驗目標數達成率達 80％以

上。 

資料統計期程：111.1.1~111.6.30。 

達成/統計日期：111.1.1~111.5.20  

1. 執行市售動物用藥品上半年度抽

驗目標數 2 件，達成 2 件，達成

率 100 ％ (須達 80%以上)。 

進度：□符合 □落後 ☑超前 



24 

 

食

安

五

環 

行動方案 
權管

部會 

需地方政府執行

之工作項目 
指標 管考點 

辦理情形 

(含達成日期、實際達成度) 

質及違法查

緝取締 

1-2-2 

查緝取締違反動

物用藥品管理法

案件 

1-2-2-2 

防檢局指定追查之違

法案件追查回報及裁

罰完成率 

地方政府對上半年度指定追查案件

之回報率達 80%以上。 

 

資料統計期程：111.1.1~111.6.30。 

達成/統計日期：111.1.1~111.5.20  

1. 於指定追查案 10 件中，本府對

於違反動物用藥管理法相關規定

者，完成裁罰 8 件，辦結回報率

達 80 %。(須達 80%以上) 

進度：☑符合 □落後 □超前 

1-3 

預防具食安

風險疑慮化

學物質流入

食品鏈 

環保

署 

  

1-3-1 

稽查 28 種（35

項）具食安風險

疑慮毒性化學物

質運作業者 

1-3-1-1 

自 111年 1月 1日起統

計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稽查 28 種（35

項）具食安風險疑慮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業

者達各縣市列管家數 

自 111 年 1 月 1 日起統計至 111 年

6 月 30 日，稽查 28 種（35 項）具

食安風險疑慮毒性化學物質運作業

者達各縣市列管家數 25%。 

達成/統計日期：111.1.1~111. 5.24  

1. 本市管稽查 28 種（35 項）具食

安風險疑慮毒性化學物質運作業

者列管 250 家，已查核 142 家，

達列管家數 56.8%。 

進度：□符合 □落後 ☑超前 

 

1-3-2 

化工原料業者輔

導訪查 

1-3-2-1 

自 111年 1月 1日起統

計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化工原料相關業

者輔導訪查家次達到

環保署提報家數 

自 111 年 1 月 1 日起統計至 111 年

6月 30日，化工原料相關業者輔導

訪查家次達到環保署提報家數

25%。 

達成/統計日期：111.1.1~111.5.24  

1. 化工原料相關業者輔導訪查家次

環保署提報 250 家，已訪查 142

家次，達 56.8%。 

進度：□符合 □落後 ☑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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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安

五

環 

行動方案 
權管

部會 

需地方政府執行

之工作項目 
指標 管考點 

辦理情形 

(含達成日期、實際達成度) 

  1-3-3 

對業者辦理化學

物質及食品安全

教育宣導活動 

1-3-3-1 

自 111年 1月 1日起統

計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對化工原料相關

業者辦理化學物質及

食品安全教育宣導活

動1場次（不限定宣導

活動形式） 

本項不規劃期中管考點。  

  1-3-4 

辦理校園或社區

化學物質及食品

安全教育宣導活

動 

1-3-4-1 

自 111年 1月 1日起統

計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辦理校園或社區

化學物質及食品安全

教育宣導活動 2 場次

（不限定宣導活動形

式） 

本項不規劃期中管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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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安

五

環 

行動方案 
權管

部會 

需地方政府執行

之工作項目 
指標 管考點 

辦理情形 

(含達成日期、實際達成度) 

第

二

環 

重

建

生

產

管

理 

2-1 

落實追溯追

蹤制度 

衛福

部 

2-1-1 

配合追溯追蹤政

策實施，確認食

品業者電子發票

使用率 

2-1-1-1 

應建立食品追溯追蹤

管理系統之食品製造

業者電子發票使用

率，且該等業者係經

財政部認定須開立統

一發票者，提升其電

子發票使用率 

於 111年 6月 30日，經公告應建立

食品追溯追蹤管理系統之食品製造

業者電子發票使用率，且該等業者

係經財政部認定須開立統一發票

者，各縣市須確認其開立電子發票

之家數達 50%以上。 

達成/統計日期：111.1.1~111.5.20  

1. 本市應開立電子發票食品製造業

者共計 36 家，共計 22 家食品製

業者已開立 111 年電子發票，達

成率為 61%。 

進度：□符合 □落後 ☑超前 

 

2-1-1-2 

應建立食品追溯追蹤

管理系統之食品輸入

業者電子發票使用

率，且該等業者係經

財政部認定須開立統

一發票者，提升其電

子發票使用率 

於 111年 6月 30日，經公告應建立

食品追溯追蹤管理系統之食品輸入

業者電子發票使用率，且該等業者

係經財政部認定須開立統一發票

者，各縣市須確認其開立電子發票

之家數達本年度欲達滿分所需目標

數之 25%以上。 

達成/統計日期：111.1.1~111.5.20  

1. 本市應開立電子發票食品輸入業

者共計 2,075 家，共計 520 家食

品輸入者已開立 111 年電子發

票，達成率為 25%，達本年度欲

達滿分所需目標數之 50%。 

進度：☑符合 □落後 □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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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安

五

環 

行動方案 
權管

部會 

需地方政府執行

之工作項目 
指標 管考點 

辦理情形 

(含達成日期、實際達成度) 

2-2 

強化登錄管

理 

衛福

部 

2-2-1 

確認食品製造業

非登系統資料正

確性，輔導食品

業者完成登錄 

2-2-1-1 

確認食品製造業於非

登不可系統上登載之

類別、應實施一級品

管、HACCP、衛管人

員、專技人員等資訊

之正確性；輔導轄內

食品物流業者辦理食

品業者登錄 

本項取消期中管考點。  

2-2-1-2 

其他食品業者登錄推

廣率 

111 年 1 月 1 日至 111 年 6 月 30

日，輔導未完成登錄食品業者(物

流業者除外)完成登錄，非離島縣

市至少 10家，離島縣市至少 2家。 

達達成/統計日期：111.1.1~111.5.20  

1. 輔導未完成登錄食品業者(物流

業者除外)1,497 家完成登錄 

進度：□符合 □落後 ☑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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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安

五

環 

行動方案 
權管

部會 

需地方政府執行

之工作項目 
指標 管考點 

辦理情形 

(含達成日期、實際達成度) 

2-3 

強化食品業

者標示符合

規定 

衛福

部 

2-3-1 

針對標示違規業

者輔導其了解標

示規定，並追蹤

後續改善情形 

2-3-1-1 

輔導標示違規業者參

與相關標示說明會 

於 111年 6月 30日，確實掌握轄區

標示違規業者總家數，且「轄區標

示違規業者參加食品標示說明會之

出席率」達 30%，始達績效管考

點。 

【備註】如該轄區標示違規業者總

家數為零，應提供 111 年之管理輔

導措施，始達績效管考點。 

達成/統計日期：110.7.1~111.5.20  

1. 本市標示違規業者總家數計

153 家，已函請業者至「臺北 e

大」網站完訓食品標示線上課

程，目前出席 90 家，出席率為

59%。 

進度：□符合 □落後 ☑超前 

2-3-1-2 

針對標示違規業者，

追蹤改善情形 

2-4 

強化餐飲衛

生管理知能

推廣 

衛福

部 

2-4-1 

辦理衛生講習課

程及推動餐飲衛

生分級評核 

2-4-1-1 

餐飲衛生講習課程推

廣率 

111 年 1 月 1 日至 111 年 6 月 30

日，辦理衛生講習，直轄市完成規

劃辦理衛生講習之規劃案 2 案；非

離島及離島縣市完成規劃辦理衛生

講習之規劃案 1 案。 

達成/統計日期：111.1.1~111.5.20  

1. 已規劃本年度至少 20 場食品衛

生管理講習課程，且於 6 月 30

日前辦理 2 場次。 

進度：□符合 □落後 ☑超前 

2-4-1-2 

餐飲衛生管理分級評

核推廣率 

111 年 1 月 1 日至 111 年 6 月 30

日，實際完成餐飲衛生管理分級評

核，直轄縣市至少 30 家，非離島

縣市至少 10 家，離島縣市至少 3

家。 

達成/統計日期：111.1.1~111.5.20  

1. 已完成餐飲衛生管理分級評核 

32 家。 

進度：☑符合 □落後 □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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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安

五

環 

行動方案 
權管

部會 

需地方政府執行

之工作項目 
指標 管考點 

辦理情形 

(含達成日期、實際達成度) 

2-4-1-3 

餐飲業訂席、外燴

（辦桌）服務定型化

契約推廣率 

111 年 1 月 1 日至 111 年 6 月 30

日，實際完成輔導家數，直轄市至

少 4 家，非離島縣市數至少 2 家；

離島縣市實際完成輔導家數至少 1

家。 

達成/統計日期：111.1.1~111.5.20  

1. 已於 111 年 1 月 18 日函請轄內

20 家業者提供「訂席、外燴 (辦

桌)服務定型化契約」範本 1 份供

本局查核，已收到 14 家業者回

函，針對其提供之定型化契約依

查核表進行查核，已查核 5 家業

者，待業者修正並函復本局後完

成備查。 

進度：☑符合 □落後 □超前 

 

2-5 

強化食品製

造業者自律

管理 

衛福

部 

2-5-1 

查核督導食品製

造 業 者 配 合 政

策，落實一級品

管及追溯追蹤等

自主管理制度 

2-5-1-1 

轄內應實施一級品管

及追溯追蹤系統之食

品製造業者完成率 

111 年 1 月至 6 月底前完成查核轄

內經公告應實施食品安全監測計

畫、強制檢驗及追溯追蹤等之食品

製造業者達 35%，並將稽查結果登

錄於 PMDS 系統，本項直接依據

PMDS 系統資料考核。 

達成/統計日期：111.1.1~111.5.20  

1. 本市應符合一級品管級追溯追

蹤之製造業者共計 33 家，已查

核 26 家，完成率 78.8%。 

進度：□符合 □落後 ☑超前 

 

2-6 

落實第二級

品管驗證制

度 

衛福

部 

2-6-1 

確保公告類別食

品業者實施第二

級品管驗證 

2-6-1-1 

對轄區內未通過驗證

業者應進行後續處辦 

111 年 1 月至 6 月期間，轄區衛生

局每月 5號前至 PMDS點選匯出公

告應取得驗證工廠清單，進行後續

管理，並繳交食藥署，共計 6 張。 

達成/統計日期：111.1.1~111.5.20  

1. 本轄須通過驗證業者 5 家，均

已完成驗證，已達成驗證家數

100%。 

進度：☑符合 □落後 □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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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安

五

環 

行動方案 
權管

部會 

需地方政府執行

之工作項目 
指標 管考點 

辦理情形 

(含達成日期、實際達成度) 

2-7 

推動農作物

有害生物綜

合管理(IPM)

政策 

農委

會 

2-7-1 

推廣農作物有害

生物綜合管理策

略及方法 

2-7-1-1 

各地方政府以自有經

費、主管計畫或指定

計畫經費聘用儲備植

物醫師，聘用期間及

完成輔導指定農民人

次 

為鼓勵各地方政府以自有預算經費

聘用儲備植物醫師，本項不設立管

考點。 

 

2-7-1-2 

各地方政府轄區農民

依友善環境農業資材

補助作業方式申領生

物防治資材 

鼓勵地方政府推廣農民使用生物防

治資材，本項不設立管考點。 

 

2-7-2 

輔導農民正確用

藥，生產安全農

產品 

2-7-2-1 

各地方政府盤點需輔

導之作物及農民資料 

地方政府盤點彙整擬於 111 年針對

轄區重要栽培作物進行安全用藥及

IPM 輔導之作物與農民資料 50-70

位（須包含於 109~111 年作物經檢

出芬普尼、加保扶及普硫松不合格

達成/統計日期：111.1.1~111.5.20  

1. 針對轄區重要栽培作物進行安

全用藥及 IPM 輔導之作物種

類：計有草莓、山藥、茶葉、

桶柑、綠竹筍等 5 種。 

2. 針對上述作物種類擬定 64 位農

民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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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安

五

環 

行動方案 
權管

部會 

需地方政府執行

之工作項目 
指標 管考點 

辦理情形 

(含達成日期、實際達成度) 

案件之所有農民），於期中報告檢

附彙整資料。 

2-7-2-2 

各地方政府對不合格

案件裁罰率及進行農

民安全使用農藥與作

物 IPM 等輔導達成率 

本指標係統計整年度執行情況，故

不設立期中管考點。 

 

2-8 

輔導國產水

產品建立溯

源標識系統 

農委

會 

2-8-1 

輔導水產品經營

業者導入溯源及

標示制度  

2-8-1-1 

轄內水產品經營業者

導入溯源及標示制度 

指標統計 110 年 1 月 1 日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執行期間新增戶數，考

量水產品經營業者導入溯源及標章

(示)制度需有一定之輔導及驗證時

間，爰不設立期中管考點。 

臺北市無需辦理。 

2-9 

推動學校午

餐採用國產

可溯源食材 

農委

會 

、教

育部 

2-9-1 

輔導學校午餐採

用國產可溯源食

材 

 

2-9-1-1 

推動學校午餐採用國

產可溯源食材比率 

本指標係統計整年度執行情況，故

不設立期中管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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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安

五

環 

行動方案 
權管

部會 

需地方政府執行

之工作項目 
指標 管考點 

辦理情形 

(含達成日期、實際達成度) 

註: 

本項工作於地方

政府係由教育單

位執行，農政單

位協助取得國產

可溯源食材。 

2-9-1-2 

推動學校午餐使用有

機和產銷履歷食材情

形 

 

2-10 

輔導未登記

食品工廠 

經濟

部 

2-10-1 

109 年 3 月 20 起

輔導未登記食品

工廠取得特定工

廠登記 

2-10-1-1 

各縣市政府輔導未登

記食品工廠核准納

管、取得特定工廠登

記之家次 

1. 於 N+6 月前，依照本評分標準

累計得分需達到第 1 組 30 分、

第 2 組 20 分、第 3 組 10 分。 

2. 分組資訊： 

(1) 第 1 組：新北市、桃園市、

台中市、彰化縣、台南市、

高雄市。 

(2) 第 2 組：台北市、宜蘭縣、

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

屏東縣、新竹市、新竹縣、

苗栗縣、嘉義市、花蓮縣。 

達成/統計日期：109.3.20~111.5.20  

1. 輔導本市列管之未登記工廠完

成納管申請計 13 家次；輔導取

得特定工廠登記計 30 家次。 

進度：□符合 □落後 ☑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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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安

五

環 

行動方案 
權管

部會 

需地方政府執行

之工作項目 
指標 管考點 

辦理情形 

(含達成日期、實際達成度) 

(3) 第 3 組：基隆市、台東縣、

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 

第

三

環

加

強

查

驗 

3-1 

加強查驗高

風險及高關

注產品 

衛福

部 

3-1-1 

配合中央規劃辦

理指定項目之查

核抽驗，並將結

果依期限登錄回

報於 PMDS 系統 

3-1-1-1 

辦理中央指定專案及

後市場監測計畫抽驗

時效及填報資料正確

率 

於 111 年 1 月至 6 月底前完成食藥

署指定專案稽查，期中管考即時正

確完成件數達 50%以上。 

 

達成/統計日期：111.1.1~111.5.20  

1. 中央指定專案： 

(1) 即時正確完成率 100%【應

完成 10 項專案，實際完成

10 項專案】。 

(2) 不合格案件裁處罰鍰率

100%【實際裁處罰鍰件數

2 件/依法應裁處罰鍰件數

2 件 x100%】。 

2. 後市場監測計畫： 

(1) 本府衛生局配合衛生福利

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執行之

蔬果農產品農藥殘留、禽

畜水產品藥物殘留、食品

中真菌毒素監測、食品中

重金屬監測計畫，共計抽

驗 222 件，均已鍵入

PMDS。 

(2) 不合格案件裁處罰鍰率

100%【實際裁處罰鍰件數

0 件/依法應裁處罰鍰件數

0 件 x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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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安

五

環 

行動方案 
權管

部會 

需地方政府執行

之工作項目 
指標 管考點 

辦理情形 

(含達成日期、實際達成度) 

(3) 抽驗不合格案件已依限處

辦，即時正確完成率 100%

【11/11*100%=100%】。 

進度：□符合 □落後 ☑超前 

3-2 

食品安全案

件通報聯繫

作業管控 

衛福

部 

3-2-1 

落實查驗不符規

定食品資訊系統

之通報 

3-2-1-1 

依中央所訂時限通報

達成情形 

111 年 2 月 1 日至 111 年 6 月 30 日

發布涉查驗不符規定新聞稿之

TIFSAN 通報達成情形(未通報則數

小於 2 則) 

達成/統計日期：111.1.1~111.5.20  

1. 已至 TIFSAN 通報 15 則，未通

報 0 則。 

進度：☑符合 □落後 □超前 

3-3 

強化校園午

餐作業場所

衛生安全管

理 

衛福

部 

3-3-1 

查核供應學校午

餐之團膳業者，

積極確認業者落

實作業環境及其

產品安全衛生管

理 

3-3-1-1 

強化團膳業者查核頻

率 

111 年 6月 30日地方政府稽查抽驗

進度達成應稽查次數及應抽驗件數

之 50%。 

※本項考評指標之考評期程係配合

學校午餐實際供應期程設定，原則

上以 111年 6月 30日為期中考評資

料截止計算時間。 

達成/統計日期：111.1.1~111.5.20  

1. 上半年查核 8 家本市供應學校

午餐之團膳業者，共計稽查 18

次及抽驗 15 件。 

2. 已達成每學期每業者稽查 1 次

及抽驗 1 次，其中 80%以上業

者稽查 2 次及抽驗 2 件。 

進度：□符合 □落後 ☑超前 

3-3-1-2 

團膳業者供應學校午

餐之抽驗合格率及

GHP 複查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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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安

五

環 

行動方案 
權管

部會 

需地方政府執行

之工作項目 
指標 管考點 

辦理情形 

(含達成日期、實際達成度) 

3-3-2 

查核轄內國中、

小學自設廚房作

業環境安全衛生

管理並抽驗半成

品及成品 

3-3-2-1 

學校自設廚房午餐成

品及半成品之抽驗合

格率 

111 年 1 月 1 日至 111 年 6 月 30 日

地方政府稽查抽驗進度達成目標數

之 35%。 

達成/統計日期：111.1.1~111.5.20  

1. 午餐半成品及成品抽驗合格率

=(抽驗合格件數 54 件/實際抽驗

件數 54 件)*100% 

進度：□符合 □落後 ☑超前 

3-3-2-2 

學校自設廚房 GHP 複

查時效 

111 年 1 月 1 日至 111 年 6 月 30 日

地方政府稽查 GHP 初查不合格案

件數，均於限改屆期後 2 周內(以

日曆天計算)完成複查。 

達成/統計日期：111.1.1~111.5.20  

1. GHP 複查時效(限改屆期後兩周

內(以日曆天計算)完成 GHP 複

查業者家數 7 家/GHP 初查不合

格業者家數 7 家) X 100% 

 

進度：☑符合 □落後 □超前 

3-4 

提升地方檢

驗效能 

衛福

部 

3-4-1 

落實檢驗業務在

地化，提升地方

檢驗效率，通過

衛福部食藥署實

驗室認證，確保

衛生局檢驗品質

及能力 

3-4-1-1 

提升檢驗效能 

111 年 1 月 1 日至 111 年 6 月 30 日

完成計畫書訂定之專責項目期中應

完成之檢驗件數。 

達成/統計日期：111.1.1~111.5.20  

1. 本案期中管考點於 6 月 30 日完

成專責項目之檢驗件數，目標

件數為 268件，目前執行 229件

檢驗結果均於時效內，達成率

為 85.44%。 

2. 6 月份預計送達之 23 件中藥製

劑中重金屬及 16 件協助新竹市

衛生局檢驗農藥殘留等樣品，

將於 6 月 30 日前完成檢驗並上

傳結果至 LIMS 系統內完成結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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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安

五

環 

行動方案 
權管

部會 

需地方政府執行

之工作項目 
指標 管考點 

辦理情形 

(含達成日期、實際達成度) 

  

進度：☑符合 □落後 □超前 

3-5 

加強農畜水

產品用藥監

測 

農委

會 

3-5-1 

辦理蔬果農藥殘

留抽驗(含學校午

餐蔬果抽驗) 

3-5-1-1 

執行農產品農藥殘留

抽驗達成率 

111 年 1-6 月抽驗件數達成率至少

30%以上 (抽驗達成率＝(已抽驗件

數/年度目標件數)×100％)。 

達成/統計日期：111.1.1~111.5.20  

1. 抽驗達成率 47.7%【已抽驗件

數 226 件/年度目標件數 473 件

=47.7%】 

進度：□符合 □落後 ☑超前 

3-5-2 

辦理畜禽產品藥

物殘留監測 

3-5-2-1 

各地方政府執行養畜

禽場用藥安全監測達

成率 

111 年 1-6 月抽驗件數達成率至少

40%以上(抽驗達成率＝(已抽驗件

數/年度目標件數)×100％)。 

達成/統計日期：111.1.1~111.5.20  

1. 111 年臺北市執行養畜禽場用

藥安全監測目標數為 2 場(件)，

分別為牛奶及雞肉各 1 件。 

2. 抽驗件數達成率 100%【已抽驗

件數 2 件/年度目標件數 2

件)×100％】 

進度：□符合 □落後☑超前 

3-5-3 

辦理學校午餐及

團膳畜禽食材抽

驗 

3-5-3-1 

學校午餐畜產食材抽

驗件數達成率 

111 年 1-6 月抽驗件數達成率至少

80%以上。(各地方政府依農委會

畜牧處分配 111 年 1-6 月底目標件

數為依據) 

達成/統計日期：111.1.1~111.5.20  

1. 已依照本府分配之各學校機

關、團膳供應業者期程辦理

「111 年各縣市辦理學校午餐

畜產食材抽驗」，全年度總件

數為蛋類 6 件、禽肉 19 件以及

畜產製品 41 件，全年度總件數

為 66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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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安

五

環 

行動方案 
權管

部會 

需地方政府執行

之工作項目 
指標 管考點 

辦理情形 

(含達成日期、實際達成度) 

2. 抽驗件數達成率 100 %【實際

檢驗件數 33 件/6 月底目標檢驗

件數 33×100％】 

進度：□符合 □落後 ☑超前 

3-5-4 

辦理上市前水產

品藥物殘留監測 

3-5-4-1 

上市前水產品藥物殘

留監測規劃抽驗達成

率 

上市前養殖水產品動物用藥抽驗需

配合收成時間調整，考量各縣市養

殖物種有所差異，爰不設立期中管

考點。 

 

第

四

環 

加

重

廠

商

責

任 

4-1 

落實嚴查，

違規重罰 

衛福

部 

4-1-1 

加強查辦標示違

規案件 

4-1-1-1 

依裁量性行政規則裁

處之比率 

本項由地方政府繳交 111 年 1 月至

6 月底前處辦案件之標示違規裁罰

清冊，交由食藥署審查。 

 

達成/統計日期：111.1.1~111.5.20  

1. 依裁量性行政規則裁處之比率

100%【依裁量性行政規則處辦

件數 95 件/查獲標示違規應辦

理裁處罰鍰件數 95 件 x100%】 

進度：☑符合 □落後 □超前 

4-2 

暢通檢警調

政風聯繫合

作管道 

衛福

部 

4-2-1 

透過衛福部「食

安 廉 政 工 作 小

組」，統籌協調

相關部會及各地

方政府政風機構

4-2-1-1 

「食安稽查會同參

與」及「食安情資蒐

集運用」 

取消期中管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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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安

五

環 

行動方案 
權管

部會 

需地方政府執行

之工作項目 
指標 管考點 

辦理情形 

(含達成日期、實際達成度) 

共同執行「食安

情資蒐集運用」

及「食安稽查會

同參與」2 項任

務 

4-3 

違規食品廣

告 落 實 依

「食品安全

衛生管理法

第四十五條

規定廣告處

理原則」 (以

下簡稱處理

原則)裁處 

衛福

部 

4-3-1 

查獲應依食品安

全衛生管理法第

四十五條規定裁

罰之違規廣告案

件，需按公告之

處理原則處辦。 

4-3-1-1 

違規食品廣告依食品

安全衛生管理法第四

十五條規定裁處之案

件按「處理原則」處

辦之比率 

111 年 1 月 1 日至 111 年 6 月 24 日

違規食品廣告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

法第四十五條規定裁處之案件按

「處理原則」處辦之比率達 60%以

上。 

達成/統計日期：111.1.1~111.5.10 

1. 依中央公告之「食品安全衛生

管理法第四十五條規定廣告處

理原則」處分共 123 件，於裁

處書繕明罰鍰額度計算方式並

副知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

署(123 件/123 件 x100% =100% 

進度：☑符合 □落後 □超前 

第

五

農委

會 

5-1-1 

辦理食農教育培

5-1-1-1 

完成辦理培訓課程或

1.各縣市完成 2 場培訓課程或行銷

宣導活動之規劃(含預定時間、

達成/統計日期：111.1.1~111.5.20  

1. 已完成 2 場培訓課程或行銷宣導

活動之規劃，辦理說明如下: 

(1) 食農教育宣導人員養成培訓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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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安

五

環 

行動方案 
權管

部會 

需地方政府執行

之工作項目 
指標 管考點 

辦理情形 

(含達成日期、實際達成度) 

環 

全

民

監

督

食

安 

5-1 

推動食農教

育計畫 

訓課程、行銷宣

導活動及縣市政

府人員教育訓練 

行銷宣導活動前期作

業場次 

 

地點、參與人數、活動或課程內

容)。 

2.提供預計參與宣導人員訓練名單

(農業局處及教育局處各 1 位以

上)。 

 

資料統計期程：110.11.1~111.6.30 

程：預計於 7 月上旬假木柵區

農會舉辦，預計參與培訓人員

共 20 人，課程時數 3 小時，說

明食農與休閒的關聯，增加食

農教育宣導人員製作體驗教

案。 

(2) 社區及企業食農教育行銷宣導

說明會：預計於 9 月下旬假本

市臺北市農會舉辦，預計參與

人數為 30 人次，課程時數 2 小

時，認識標章農產品及行銷宣

傳本市農場食農教育體驗活

動。 

進度：☑符合 □落後 □超前 

5-1-1-2 

各縣市政府辦理食農

教育工作主辦人員參

加農委會或所屬農業

改良場辦理食農教育

宣導人員訓練人次 

成/統計日期：111.1.1~111.5.20  

1. 本府產業局林采晴及教育局鄧

雅文各 1 位業於 111 年 3 月 30

日參加農委會辦理食農教育宣

導人員訓練課程 6 小時。 

進度：□符合 □落後 ☑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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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安

五

環 

行動方案 
權管

部會 

需地方政府執行

之工作項目 
指標 管考點 

辦理情形 

(含達成日期、實際達成度) 

5-2 

營造安全健

康之學校飲

食環境，落

實 中 央 抽

查、地方督

導及學校自

主管理機制  

教育

部 

5-2-1 

依 據 學 校 衛 生

法，教育主管機

關應會同農業及

衛生主管機關定

期抽查學校餐飲

衛生，每學年至

少一次 

5-2-1-1 

110-2 學年度至 111-1

學年度學校午餐發生

食品中毒校數占比 

1. 所屬公立國民中、小學無發生午

餐食品中毒事件；或發生午餐食

品中毒事件時，依「教育部校園

食品事件處理作業標準說明書」

辦理校安通報，並如期函復「辦

理及督導所轄學校後續處理及改

善情形表」。 

2. 依據衛福部資料及本部校安通報

系統、國教署函文辦理。 

3. 計算期程：計畫執行起始日至

111 年 6 月 30 日止。 

達成/統計日期：111.2.11~111.5.20  

1. 本市學校通報疑似食品中毒共

2 件，確認食品中毒事件共 0

件。 

2. 本年度於 111 年 3 月至 12 月，

辦理本市學校跨局處食安查

核。 

進度：☑符合 □落後 □超前 

5-3 

培訓午餐相

關人員專業

素養，提升

校園餐飲衛

教育

部 

5-3-1 

主管機關應辦理

學校午餐相關人

員之衛生、健康

飲食等訓練、進

修及研習；學校

5-3-1-1 

110-2 學年度至 111-1

學年度辦理學校午餐

相關人員參加衛生、

健康飲食等講習、進

修及研習情形 

1. 110-2學年度至111-1學年度教育

主管機關應辦理學校午餐相關人

員衛生、健康飲食等講習、進修

及研習場次至少 1 場。  

2. 佐證資料：出席人員名冊或簽到

表。  

達成/統計日期：111.1.21~111.5.20  

1. 已於 111 年 4 月 11 日-5 月 6 日

辦理一場線上「111 年度臺北

市政府教育局學校餐飲衛生督

導人員講習」。 

2. 110-2 學年度至 111-1 學年度辦

理學校午餐相關人員每校至少

1 人參加餐飲衛生、健康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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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安

五

環 

行動方案 
權管

部會 

需地方政府執行

之工作項目 
指標 管考點 

辦理情形 

(含達成日期、實際達成度) 

生、營養及

安全品質  

餐飲從業人員每

學年應參加衛生

（健康飲食）講

習至少 8 小時。  

5-3-1-2  

學校餐飲從業人員

110-2 學年度至 111-1

學年度應參加衛生(健

康飲食)講習至少 8 小

時 

3. 辦理期程：自計畫起始日起至

111 年 6 月 30 日止。 

等講習、進修或研習人數比率 

100 %【縣市所屬公立學校辦理

午餐相關人員參加餐飲衛生、

健康飲食等講習、進修或研習

校數 238 家/縣市所屬公立學校

辦理午餐總校數 238 家】 

進度：☑符合 □落後 □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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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專案報告 

111年台北國際食品展覽會參展規劃，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衛生局、產業局、教育局、環保局 

說明： 

一、 衛生局持續以「資訊透明」、「市民參與」及「安心外

食」三大面向行銷臺北市食品安全政策及成果，並延

續「臺北食時安心理念」，111年以4大主題「食在透

明」、「食在好玩」、「食在把關」及「食在安心」規劃

宣導活動，包括：3月28日已舉辦「食品安全自治條例

5大新政策」記者會、4月至6月「臺北食安知識王及超

集食安心」串連活動、6月「臺北食時安心，食安五環

策展」、8月「食材登錄平台成果發表活動」及10月

「夜市微笑標章成果發表會」。 

二、 本次「臺北食時安心，食安五環策展」訂於111年6月

22日(三)至6月25日(六)之第32屆臺北國際食品展(南

港展覽館2館4樓)辦理，以跨局處合作方式，聯合食安

五環執行團隊本府教育局、環境保護局、產業發展局

及本市市場處共同展示食品安全政策推動及宣導成果，

也將食安五環的理念融入現場闖關活動，讓食安政策

變得好玩有趣，各局處展出主題如下： 

(一) 衛生局：「臺北食安大食記」認識餐飲衛生分級評核

認證及夜市食安微笑標章。 

(二) 教育局：「校園食材真安心」推動校園午餐使用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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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Q及有機食材成果。 

(三) 「廚寶化身有機肥，餘您逗陣來做伙」田園城市及有

機肥料推廣成果。 

(四) 產業局：「農民市集食在安心」在地農產品三重把關

安全機制。 

(五) 市場處：「當令蔬果最安全」化學質譜快篩及實名制

推動成果。 

三、 本次主題館展場除上述各局處闖關活動區外，規劃於

111年6月24日(五)上午11時30分辦理主舞台活動，由

本府黃副市長及各局處代表出席與參展民眾互動，敬

邀食安委員蒞臨指導。活動亦規劃小舞台區及外部公

(協)會攤位區，邀請食品業者、台北農產運銷股份有

限公司、台北市餐盒食品商業同業公會等一同參加，

透過小舞台活動問答、攤位有獎徵答等方式，吸引民

眾參與，寓教於樂，宣傳本府推動及食品業界執行食

品衛生安全政策成果。 

四、 因應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變化，本次展場現場闖

關遊戲等互動，規劃以零接觸方式執行(如：手機 QR-

CODE 掃碼填答、關主統一介紹及抽選題目帶動問答

等)，並於展覽區域設置備有額溫槍、酒精等防疫措施，

以確保參展民眾衛生安全。 

主席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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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1：訂定臺北市「學校午餐食物內容與營養基準」，

提請討論。 

提案人：楊玲玲委員 

說明： 

一、 111 年 3 月 21 日臺北市政府食品安全委員會第 29 次會

議，建議本市規範校園午餐應儘量使用原食材，減少

加工品，以顧及學生營養健康。查教育局已於 111年 5

月 13 日北市教體字第 1113051068 號函，重申學校午

餐應使用「原食材」為原則及菜單審核規範，函知學

校依循辦理。這只是治標，應考慮如何減少人力提供

專業各校容易參酌之法則。 

二、 北市重視學生食品營養及安全，除重申學校午餐應使

用「原食材」為原則外，應依教育部「學校午餐食物

內容與營養基準」，以去蕪存菁訂定臺北市「學校午

餐食物內容與營養基準」才是上策。 

建議：敬請邀請專家學者訂定台北市「學校午餐食物內容與

營養基準」 

主席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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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2：食育從學童擴及全民是有關食安之教育和推展至

營養午餐食譜之實際，提請討論。 

提案人：楊玲玲委員 

說明：食育是「習得飲食相關知識及食品的選擇能力，以及

培育國人實踐健全飲食生活之能力」；而追隨國際推動

「食育」的腳步，是食安的軟實力。 

建議：教育局是否有在推動執行至營養午餐之實際。敬請教

育局報告到目前執行之情況以及未來之計畫。特別是

學校之營養餐食之實際執行情況。 

主席裁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