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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食品安全委員會第32次會議議程 

 

壹、 時間：111年12月19日（一）15時30分 

貳、 地點：本府市政大樓11樓中央區吳三連廳 

參、主席：柯召集人文哲（黃委員世傑代理） 

肆、會議流程 

時間 流程 

15：20~15：30 簽到 

15：30~15：31 主席致詞 

15：31~15：42 壹、上次會議追蹤事項 

15：42~16：10 

貳、報告案【每一案報告時間5分鐘、討論時間2分鐘，共7分鐘】 

報告案1：市場 GHP 輔導成果及未來規劃（市

場處、衛生局） 

報告案2：111年夜市食品安全微笑標章成果

（衛生局） 

報告案3：學校午餐補助有機三菜一米執行成效

（教育局專案報告） 

報告案4：110年至111年食安委員會審議政策回

顧（衛生局） 

16：10~16：30 參、 頒發第4屆委員感謝狀及大合照 

16：30~16：35 肆、 臨時動議 

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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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年 GHP 輔導案

業規劃完成，將針

對新進攤商、已輔

導過攤商同步進行

衛生講習暨教育訓

練，並每季抽查各

市場各業種 5%攤

商 ， 同 時 提 供 輔

導，輔導完成均邀

請 衛 生 局 協 助 稽

查 ， 以 全 面 推 動

GHP 規範，落實於

攤商日常營業習慣

之中。 

3. 請市場處持續推動

市場落實 GHP，並

與衛生局共同規劃

112 年進場稽查機

制。 

市場處 

衛生局 

1. 為提供民眾優質的購物

環境，市場處規劃公有

市場軟硬體方面同步提

升。在軟體方面，委請

專業食安團隊協助傳統

市場提升衛生觀念及食

品從業人員自主管理知

能，以符合 GHP 規範，

包括四大面向：(1)作業

場所；(2)從業人員；(3)

設施衛生管理；(4)品保

制度。 

2. 自 108年起於 4處示範市

場（環南、南門及大龍

等 3處改建市場，以及士

東市場）建立推動模

式，110 年首度以採購案

方式辦理，選定 6處重點

輔導市場，並於完成後

辦理成果發表，感謝自

治會及攤商全力配合，

並頒發獎狀予優良攤

商，以鼓勵代替懲罰。 

3. 今（111）年更擴大辦

理，輔導市場達 34 處

（約 2,625 攤），採分項

決標、分批輔導，系統

化及漸進式提供宣導、

B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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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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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局： 

現已完成松山市場、

南松市場、中研市

場、水源市場、東門

市場、幸安市場、安

東市場、松江市場、

信義市場、錦安市

場、中崙市場、永吉

市場、永春市場、成

德市場及龍程市場共

15 處市場抽選 3%攤

商稽查作業，經初、

複查均符合規定，後

續將持續配合稽查。 

 

輔導及評核，充分協助

攤商學習規範及落實

GHP，並得以於日常營

業中自我檢視、自主管

理。輔導過程中，自治

會及攤商均全力配合，

迄 111 年 11 月底完成輔

導 1,960 攤、評核 1,958

攤（其中有 2 處市場各 1

攤因疫情於評核過程暫

停營業），預計至 111 年

底，本市 44 處販售食品

之市場輔導作業將全數

辦理完成。 

4. 112年度GHP輔導案業規

劃完畢，即將辦理採購

案，針對新進攤商、已

輔導攤商同步進行衛生

講習暨教育訓練，並每

季抽查各市場各業種 5%

攤商提供輔導，輔導完

成後邀請衛生局協助抽

查，以期攤商將衛生規

範內化成為日常營業習

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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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市場處 台北畜產運銷股份有限公

司及臺北漁產運銷股份有

限公司導入 HACCP進度： 

1. 家禽批發市場：台北畜

B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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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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畜產運銷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畜

產公司」）前於 109

年度針對本市家禽

批發市場現況推動

HACCP 之可行性進

行評估，惟評估結

果為不可行，故畜

產公司就其場域之

衛 生 管 理 等 進 行

「SSOP 建置」及

「交易模式轉型為

屠後理貨」等 2 項

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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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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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畜產公司」）前

於 109年度針對本市家禽

批 發 市 場 現 況 推 動

HACCP 之可行性進行評

估，惟評估結果為不可

行，故畜產公司就其場

域之衛生管理等進行下

述 2 項精進： 

(1) 建置 SSOP：畜產公

司已提具 SSOP 計

畫，並選任各屠宰線

衛生管理負責人，原

安排該等衛生管理人

參與 48小時之「屠宰

場肉品衛生安全管制

小組」之課程講習

（包含 18個小時基礎

課程以及 30個小時進

階課程）並取得合格

證書後，即屠宰場全

面實施 SSOP，預計

12 月安排 HACCP 協

會至場內進行 30個小

時之進階課程講習，

另針對 18小時基礎課

程部分，因該課程僅

有防檢局可開設，本

處及畜產公司已多次

與防檢局詢問於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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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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管線施工，並於

111 年 12 月符合

HACCP。 

5. 漁產大樓大樓主體

工程預計於 118年 1

月完工，已聘專家

學者協助納入規劃

HACCP。 

家禽批發市場內開設

專場之可行性，惟該

局皆表示全台屠宰場

眾多且該課程後續尚

有測驗及認證等，課

程之開設須通盤規

劃，爰無法於本市家

禽市場內開設專班，

故恐無法於 111 年 12

月 31日前完成。後續

將要求業者自行報名

並取得相關證書。 

(2) 交易模式轉型為屠後

理 貨 以 符 合

HACCP：畜產公司已

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申請 300 萬之補助款

進行屠後理貨之可行

性評估以及規劃，預

計 12 月底前出具報

告，倘若確認規劃可

行，則建物設施改善

後，未來臺北市家禽

批發市場 3 樓將可符

合 HACCP 規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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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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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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途再行研議。」。 

3. 第四區肉品批發市場：

已於 111 年 11 月底完成

營運設備及管線施工，

並請 HACCP 協會安排審

查，預計於 111 年 12 月

31 日前符合 HACCP。 

4. 漁產大樓大樓主體工程

預計於 118 年 1 月完工，

已聘專家學者協助將

HACCP 納入規劃。 

30-2 1. 「學校午餐食物內

容與營養基準」及

「食農教育從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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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委員建議

研商可行作為，並

向委員進行說明。 

2. 建議學校午餐營養

基準仍應以全國一

致標準為宜，本局

持續與委員討論說

明。另為推動食農

及營養教育，本局

執行規劃「從小田

園 到 餐 桌 食 譜 計

畫」，收集各校創意

教育局 1. 本市業於各校全面推動

小田園食農教育，結合

田園與營養教育推動校

園食育，並宣導學校午

餐使用「原食材」為原

則，透過學校營養師分

區輔導查核，督導午餐

內容，為午餐營養把

關。 

2. 本局自 104 年度起推動

「小田園教育體驗學

習」課程，111 年度高中

以下公立學校共 236校已

全數推行小田園教育，

為擴展學生食育知能，

111 年規劃「從小田園到

餐桌食譜計畫」，收集各

校午餐創意食譜於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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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譜，預計於 10 月

召開專家審查會議

後進行編輯，11 月

左右公布成果。 

博覽會中展示，並發行

電子食譜，以期實際運

用至學校或家庭餐桌，

達成食農教育向下紮根

的目標。另透過營養教

育，教導學生了解 BMI

健康體位，110 年及 111

年均由營養師工作小組

辦理校園減重比賽，培

養學生正確的飲食觀

念，112 年度持續規劃。 

31-1 臺北循環杯之食品安

全衛生管理，請衛生

局及環保局持續合作

依規劃內容辦理業者

說明及相關稽查，並

於明年度報告辦理情

形。 

環保局 

衛生局 

環保局： 

1. 行政院環保署於 111年 10

月 28 日訂定「循環（外

借）杯良好服務指引」，

其中針對循環（外借）

杯之材質/標示、清洗及

檢驗/規範等，皆要求須

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

法等相關規定，包含衛

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

署制定之「食品器具容

器包裝衛生標準」、「食

品器具容器包裝之塑膠

類材質名稱標示原則」、

「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

則」及「餐具清洗良好

作業指引」等規範。 

2. 有關本轄循環（外借）

A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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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杯查核輔導作業，由行

政院環保署函送受管制

業者設置名單予各縣市

環保局，屆時由本局配

合依上述服務指引執行

查核輔導作業。 

3. 本案執行查核過程中，

視業務需求另案協請衛

生局協助，爰建請解除

列管。 

 

衛生局： 

環保局後續如有業務需

求，本局將配合協助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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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 GHP輔導成果及未來規劃，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市場處 

說明： 

一、 公有市場 GHP 輔導緣起及歷程： 

(一) 食品安全與衛生係本府重要政策之一，食品良好衛生

規範準則（GHP）為食品業者應遵守之規範，市場處

積極於各傳統市場推動 GHP，建立攤商自主衛生管理

能力。 

(二) 108-109年於4處示範市場試行辦理，邀集衛生局、食

安專家至市場進行現勘並提供改善建議。110年首度

以採購案方式辦理，委請專業食安團隊進行GHP教育

訓練、逐攤輔導、改善後評核等機制協助攤商認識

GHP 規範重點內容，培養良好的營業習慣，建立食安

觀念並符合 GHP 規範。 

二、 110年市場 GHP 輔導案規劃及成果： 

(一) 擇定6處重點輔導市場，包括大直、西湖、長春、成

功、光復及永樂1樓，完成480攤輔導評核作業，市場

自治會及攤商均積極參與，並於年底辦理成果發表，

鼓勵優秀及進步最多之攤商，以鼓勵代替懲罰，協助

食品從業人員落實 GHP 規範於日常營業行為。 

(二) 全數完成輔導評核作業後洽請衛生局協助稽查，稽查

結果全數合格。 

三、 111年市場 GHP 輔導案規劃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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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全面推廣 GHP 至各公有市場，111年於尚未接受輔

導之34處公有市場（約2,625攤）擴大辦理，以循序

漸進方式提供宣導、輔導、改善後評核作業等，協助

攤商建立自主衛生管理知能，提供民眾安全的消費購

物環境，同時由專業食安團隊提供各市場整體評核結

果供市場處及市場自治會後續改善，以期全面提升傳

統市場食品安全與衛生。 

(二) 111年度 GHP 輔導案採複數決標，分3項辦理，4月底

前完成發包作業，由3家廠商分別承作，各階段期程

及辦理進度如下： 

1. 第一階段 （111年5月31日前）： 

(1) 專 家 會 議 ：111年4月13日 第1項 之 廠 商

HACCP協會依規定負責召開，邀集衛生局、

學者專家及市場處共同核定輔導評核表單、

流程及標準。 

(2) 輔導共識會議：111年4月29日由第1項廠商負

責召開，第2、3項廠商（分別為中華食安協

會及振泰檢驗科技公司）配合參加。 

(3) 市場評估：各項廠商依 GHP 規範完成標的市

場軟硬體整體評估。 

2. 第二階段 （111年6月1日至12月15日）： 

(1) 分為3批輔導期程：第1批6月1日至7月31日，

第2批8月1日至9月30日，第3批10月1日至12

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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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攤商接受輔導後由衛生局協助抽查：各批次

輔導期程中重點工作為辦理宣導說明會、逐

攤輔導及攤商改善後之評核作業，迄11月底

止，3項廠商共計辦理完成說明會暨教育訓

練34場次，輔導1,960攤，評核1,958攤（其

中2處市場各1攤因疫情於評核過程暫停營

業）。 

(3) 市場處6月份至9月份輔導攤數1,583攤，依約

抽選各市場接受過輔導攤商之3%，造冊後函

請衛生局協助進場稽查。 

(4) 衛生局111年配合查核29處市場抽選3%攤商

稽查作業，共計查核63攤業者，初複查均合

格（初查不合格8攤，初查不合格率12.7%）。 

四、 112年起 GHP 輔導案規劃： 

(一) 112年市場處將委請專業食安團隊以3種工作內容同步

進行之方式持續推動GHP輔導，針對新進攤商及每季

抽查市場之輔導及評核作業完成後，依輔導數量抽選

一定比例攤商進行履約查核，邀請衛生局協助稽查，

以確保履約品質： 

1. 新進攤商——培養觀念：向「新進攤商」提供衛

生講習暨教育訓練、逐攤一對一輔導、改善後評

核等完整作業。 

2. 接受過輔導之攤商——溫故知新：每月選定一行

政區擇1處市場辦理衛生講習，所有市場攤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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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新進攤商）均可自由參加。 

3. 抽查輔導、評分暨食安查核——落實 GHP 規範：

針對新進攤商及108-111年完成輔導之44處市場，

每季各抽取11處市場，向各該市場各類業種攤商

抽選5%進行「抽查評分」作業，現場向攤商說明

缺失處，提供輔導，以協助攤商將 GHP規範落實

於日常營業習慣。每季完成輔導評核作業後，請

衛生局進場依 GHP 規範抽查。 

(二) 112年起每年編列預算招標食安團隊持續輔導，爾後

年度視112年辦理狀況滾動式調整編列預算額度。 

(三) 衛生局公有市場稽查規劃： 

1. 衛生局112年將針對輔導之34處市場逐攤查核，

另每季亦配合市場處履約查核，優先抽選高風險

（新進攤商、飲食攤商）、高關注（應景食品販

售攤商等）及高違規頻率攤商（監測檢舉案高違

規頻率之攤商或市場）。 

2. 現場查獲衛生缺失者，可依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

理法第8條，命限期限改善，屆期不改善者，將

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鍰。 

主席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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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2：111年夜市食品安全微笑標章成果，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衛生局 

說明： 

一、 為響應本府市政白皮書「安心外食」篇，本府自107年

起規劃將食品安全衛生分級認證從餐廳延伸至夜市，

且有別於大型餐飲業者，夜市攤商因製作場所空間小、

食材原物料保存場所有限，為制定符合夜市之評核項

目，經邀集市場處、夜市自治會及產官學專家學者召

開專家學者會議，制定專屬夜市攤商之輔導評核標準，

首創「食品安全微笑標章」認證制度。 

二、 夜市食安微笑標章之評核項目涵括「人員衛生、製作

環境衛生、食材溯源追蹤及病媒防治」4大面向，經過

餐飲衛生專家到夜市實地逐攤逐項輔導，評核時再檢

視衛生缺失是否改善，攤商只要第1次通過評核，即獲

得微笑標章「金質獎」，第2次通過評核，則獲得「銀

質獎」，如評核2次仍未通過，則不授予標章，並加強

稽查缺失至改善完成。 

三、 初期邀請本市市場處召開會議討論本市14處觀光夜市

現況，107年擇定「寧夏夜市、士林市場、華西街夜市」

3處國際知名觀光夜市作為示範，惟推動初期，因為輔

導性質，無法規強制性，起初攤商人力、物力及時間

有限配合度不高，經衛生局派員於夜市自治會會員大

會宣導認證制度及辦理說明會邀請夜市攤商加入輔導

評核行列，經多次溝通順利完成示範夜市評核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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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標竿，後續各年度依循「溝通」、「講習」、「輔導

評核」3階段推動食安微笑標章認證制度。 

四、 107年至111年已陸續完成「華西街夜市、士林市場、

寧夏夜市、遼寧夜市、南機場夜市、雙城街夜市、大

龍夜市、延三夜市、臨江夜市、梧州街夜市、廣州街

夜市、西昌街夜市、景美夜市及饒河街夜市」等14處

夜市評核認證，即完成臺北市所有觀光夜市評核認證。

分析歷年資料，輔導之常見衛生缺失為「未穿戴整潔

工作衣帽（鞋）」、「食材直接放置地面」及「未完成食

品業者登錄或食材登錄」，經輔導後，改變製程操作習

慣及加強攤位設備、器具清潔維護，並經市場處及自

治會加強督導及協助登錄食材，均能完成改善，共計

576攤通過評核，通過率達98%，歷年缺失改善率達99%。 

五、 為鼓勵攤商落實自主管理通過評核認證，增加曝光機

會，本府衛生局每年除辦理成果發表會授證攤商代表

及頒發感謝狀予夜市自治會，推動期間，另拍攝3支行

銷影片、舉辦「微笑安心迺夜市」抽獎活動，讓民眾

參與活動時一併瞭解微笑標章特色及對食安重要性，

迄今5年度正向媒體露出共105則(電子媒體84則、平面

18則、電視3則)，觸及人士及點閱次數，共計3萬

4,249人次，未來每2年追蹤輔導評核各觀光夜市，讓

攤商能持續落實食品衛生自主管理，持續營造臺北市

衛生安全消費環境。 

主席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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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3：學校午餐補助有機三菜一米執行成效，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教育局專案報告 

說明： 

一、 政策說明：本市全面推廣學校午餐有機食材政策，供

應臺北市學生午餐新鮮、多樣、美味的有機食材，補

助228所公私立國民中小學校共16萬餘學生，自110學

年度第2學期起更首創全國學校午餐供應每週3次有機

蔬菜及1次有機米，提升學校營養午餐食材品質，並增

加有機蔬菜供應品項至19種，多樣性達全國第一。 

二、 執行成效： 

(一) 擴大有機補助每週三菜一米：兼顧家長負擔與食材品

質雙重考量下，本市自105年度起逐步補助國中小營

養午餐使用有機食材，以政策帶動校園午餐食材品質，

105學年度補助本市小學每週食用一餐有機蔬菜或有

機米，106學年度起擴大補助本市公私立國中小及特

殊學校；108學年度起改以本府產業發展局及市場處

把關之食材平臺，統一每週供應一餐有機蔬菜，自

109學年度增加補助每週各 1 次有機蔬菜及有機米，

109 年 11 月 19 日增加為每週 2 次有機蔬菜及 1 次有

機米，並於111 年 2 月 14 日再增加每週 1 次有機蔬菜，

每週合計供應 3 次有機蔬菜及 1 次有機米，持續確保

食材安全，提供安全無農藥的有機蔬菜。 

(二) 成立有機平臺連結產地：為了更快連結使用端（學校）

與生產端（菜農），教育局與產業發展局、市場處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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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輔導臺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北農

產公司」）成立「臺北市有機食材供應平臺」，供應來

自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苗栗縣、彰化縣、雲林

縣、嘉義縣、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及花蓮縣等縣

市農產，提供安全無毒的有機蔬菜及有機米，同時引

領有機農業發展，建立有機食材履歷。另為確保校園

午餐的有機食材來源可靠、穩定，持續由「有機食材

供應平臺」連結產地，統一供應校園營養午餐有機食

材，從生產栽種、理集貨包裝、截切加工、物流配送，

全程皆符合有機規範，落實查驗把關，確保食材安全。 

(三) 有機蔬菜供應品項全國最多：為推動每週供應3次有

機蔬菜，110學年度第2學期增加有機蔬菜供應種類至

19種（小白菜、荷葉白菜、黑葉白菜、小松菜、青松

菜、高麗菜、廣島菜、空心菜、油江菜、白莧菜、菠

菜、福山萵苣、蘿蔓萵苣、A 菜、山菠菜、山東大白

菜、包心白菜、山茼蒿、味美菜），以增加菜色多樣

性，提升學童接受度。 

(四) 質譜化學檢驗安心把關：平臺所供應之有機蔬菜及有

機米，皆具有有機驗證核可之證書，每週到貨至截切

廠後，經臺北農產公司抽驗人員採樣，利用質譜化學

快檢檢驗，強化校園午餐有機蔬菜品質及衛生安全管

理。 

三、 政策效益： 

(一) 本局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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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教授團隊，於111年5至6月間以網路問卷表單針對

臺北市國民中小學家長進行線上調查。 

(二) 調查結果顯示，在家長對學校午餐功能的期待方面，

超過9成5家長期望提供營養均衡且安全的飲食，超過

6成的家長期望，學校午餐能達到「教育孩子營養及

飲食知能」的功能；在家長了解與支持程度方面，超

過6成家長知道學校午餐「有機三菜一米」政策，超

過9成家長支持此項政策；其中，學校午餐委員家長、

國小學童家長，更高達6成以上表示「非常支持」。 

(三) 受訪家長普遍認同本項政策的主要效益： 

1. 供應安心、無農藥的食材，提升學校午餐的食材

品質。 

2. 支持有機產業，促進農業友善環境及資源永續利

用。 

3. 增加孩子、家長對有機蔬菜的認識與接受度。 

(四) 111 年度臺北市教育博覽會：111 年 8 月於南港展覽館

展示食農及環境教育成果，邀請本市各級學校以食農

教育及環境教育為主題，計有 32 攤位參展，主題包

括「從田園到餐桌」及「有機食材三菜一米」等，內

容呈現展現人與自然環境的友善互動，推廣健康飲食

又同時兼顧自然保護概念。 

四、 未來規劃： 

(一) 食農教育體驗：安排國中小進行有機產地參訪，讓學

生認識有機堆肥、有機栽種介紹、育苗體驗，實際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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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有機蔬菜的農地，親自摘採有機蔬菜品嚐食物天然

的鮮甜，並增進有機生態環保意識、愛護地球及培養

惜食觀念，讓更多學生認識與接觸有機農業。 

(二) 學校課程進行食農教育活動：本局透過小田園教育、

食農教育等推廣，讓學生在校享有衛生、健康午餐，

提供孩子豐富充足的營養；並經由課程推動及體驗活

動，推動健康飲食教育，培養學生健康飲食知識、尊

重生命、珍惜食物、並提升學童體力、學習力及國際

視野，促進健康。 

(三) 增加契作品項及優化烹調方法：為提升學童接受度，

請臺北農產公司增加有機契作品項，規劃增加葉菜類

以外之供應品項（如根莖類），提升有機蔬菜品質；

本局111年規劃「從小田園到餐桌食譜計畫」，收集各

校午餐創意食譜，將成果集結出版「從田園到餐桌」

食譜專輯，將創意食譜推廣至學校午餐之有機餐食。 

主席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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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4：110年至111年食安委員會審議政策回顧，報請公

鑒。 

報告單位：衛生局 

說明： 

一、 本府第4屆食品安全委員會（以下簡稱食安委員會）委

員任期2年（自110年3月7日起至112年3月6日止），迄今

共召開8次會議，討論40項議題，重要推動政策及成果

如下： 

(一) 提升臺北市公有市場環境整潔，全面符合食品良好衛

生規範準則（GHP）： 

1. 傳統市場為眾多個體攤商的集合，歷經數十年的

營運，在環境衛生及食品安全維護上須持續提升

及推動，以符合現代化的需求。為使市場全面符

合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GHP），臺北市政府

以建立示範市場逐步推廣為策略，於108-109年優

先擇定4處市場（大龍、環南、南門、士東）打

造為示範標竿，推動 GHP 並導入 HACCP 精神，

再推廣至其他市場。 

2. 110年首度以採購案方式辦理輔導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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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衛生講習及教育訓練

等前期輔導作業，使攤商瞭解 GHP等食安相關規

範重點及具體實例，並由專業輔導人員進場逐攤

輔導，改善後進行評核，協助攤商建立食安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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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衛生習慣，輔導後抽選各市場攤商供衛生局

進場稽查，110年共計480攤接受輔導，111年輔導

案擴大辦理至本市其餘34處市場，111年輔導共計

2,625攤。此外，辦理成果發表會公開表揚表現優

良及進步之攤商，以獎勵代替處罰，鼓勵落實

GHP 於日常營業中。 

(二) 督導本市肉品食安管理，提升後市場監測抽驗件數，

並於食材登錄平台建置「肉品專區」揭露肉品萊克多

巴胺檢驗及輸入等資訊，保障市民知與選擇的權利： 

1. 衛生福利部公告修正動物用藥殘留標準新增豬肉

萊克多巴胺殘留容許量，並公告包裝、散裝及直

接供應飲食場所應標示豬肉及豬可食部位原料原

產地，自110年1月1日起施行。因應中央放寬肉品

萊克多巴胺標準政策，本市提升後市場監測抽驗

件數，110年至111年抽驗結果如下： 

(1) 110年：規劃抽驗500件肉品，110年抽驗共計

548件肉品，其中472件檢驗21項乙型受體素，

307件豬肉，138件牛肉，8件羊肉，19件禽類，

檢驗結果均符規定。 

(2) 111年：規劃抽驗300件肉品，截至111年11月

30日，抽驗321件肉品，其中267件檢驗21項

乙型受體素，161件豬肉，91件牛肉，1件鹿

肉，14件禽類，檢驗結果均符規定。 

2. 食材登錄平台建置「肉品專區」揭露肉品萊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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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胺檢驗及輸入等資訊，保障市民知與選擇的權

利： 

(1) 「肉品稽查抽驗專區」：於110年3月完成建置，

定期揭露本市豬肉及牛肉產品原料原產地

（國）標示查核及抽驗結果供民眾查覽，截

至111年11月30日已揭露15,776筆資料（標示

15,207筆、抽驗569筆）。 

(2) 「進口肉品專區」：基於源頭管理原則， 110

年7月29日完成專區建置「進口肉品專區」以

公開本市豬肉進口業者進口肉品相關資訊，

並於110年8月16日正式公告執行，截至111年

11月30日共24家本市豬肉進口業者已於平台

上線共計460件產品，148件檢驗報告，源自9

國家（美國11件，西班牙247件，加拿大105

件，荷蘭36件，丹麥46件，法國6件，英國4

件，義大利4件，芬蘭1件）。 

(三) 督導臺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供應臺北市消費地區

高品質、高價值蔬果，由3層面進行蔬果品質把關： 

1. 改善批發市場到貨蔬果結構，管控格外品進場，

避免影響優質蔬果價格，並推動產地自主送驗，

使合格蔬果可優先拍賣，以提升好貨占比，穩定

市場蔬果品質與價格。此外，提高產銷履歷蔬果

進場比例，目標占批發市場總供應量至10%，111

年截至11月已達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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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分級包裝三化（精進蔬果分級標準及包裝規格、

推廣新式包裝紙箱、機械化搬運）及冷鏈到貨延

長蔬果貯架壽命，提升蔬果品質： 

(1) 精進蔬果分級標準及包裝規格：主要交易品

項約160種，110年12月前已配合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農糧署修訂近50項。111年預計修訂15-

20品項，截至111年9月已完成6品項，11月召

開會議新增9品項評定作業。 

(2) 推廣新式包裝紙箱：設計冷鏈專用紙箱，訂

定示範品項（甘藍、鳳梨），遴選示範合作供

應單位，並列入績優供應人評分，以優先拍

賣做為誘因。 

(3) 機械化搬運：未來搭配增設低溫卸貨區、貨

品輸送設備、規劃預約交易貨品進出貨作業

區及流程。 

(4) 蔬果冷鏈到貨：鼓勵產地端採後處理，預冷

後即進行分級包裝，並於批發市場端推動塑

膠籃取代紙箱，提升冷藏效率。 

3. 推動標章、檢驗合格蔬果之優先媒合預約交易，

採用預約交易將更能自產地源頭把關蔬果品質，

並給予農友合理蔬果價格與穩定通路，進而朝向

生產高品質、高價值農產品。 

(四) 推動110-111年食品安全行銷： 

1. 110年度食安行銷：承接106年至109年臺北食品安



23 

 

全週系列活動，110年度改變以往規劃以年度帶狀

行銷為策略，規劃4大主題「食在透明」、「食在好

玩」、「食在把關」及「食在安心」並增加5項跨局

處食安五環主題式串連全年度行銷活動，共9場食

安行銷活動及宣傳包含「公告本市年度臺北市食

品安全條例6大新政策」記者會、與市場處合辦

「市場管理衛生人員大搜查」政令宣導活動及

「微笑安心迺夜市」抽獎活動、「4要3專2相好」

懶人包、食材登錄平台之「肉品資訊秀出『萊』

自由選擇沒煩惱」燈箱及影片刊登、與產業局合

辦「3章1Q 食在讚」政令宣導活動、與教育局合辦

「午餐吃什麼~有『機』可循」四格漫畫證件比賽、

「夜市微笑標章授證」記者會及「臺北食時安心 

食安五環成果策展」（食安五環策展因應疫情延至

111年辦理），媒體露出共54則，另統計本案活動官

網共有53,670人次瀏覽。 

2. 111年度食安行銷：111年延續110年「臺北食時安

心理念」，同樣規劃4大主題「食在透明」、「食在

好玩」、「食在把關」及「食在安心」，向民眾宣導

本市食品安全政策。111年共3場食安行銷活動及宣

傳，包含「公告本市年度臺北市食品安全條例新5

大新政策」記者會、食材登錄平台成果發表會宣

傳「星級旅館附設自助餐廳業者」登錄食材來源

等資訊於「飯店 buffet 專區」、夜市微笑標章達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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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推動14處觀光夜市目標成果發表並頒發14處夜

市自治會感謝狀，感謝共同為民眾把關食品安全，

共計媒體露出61則。 

二、 感謝委員於本屆歷次會議共同審議本市食安政策，並

於會議中踴躍提出建言，如針對校園食材內容等議題

提供專業意見，另亦對本府衛生局辦理食品中毒案件

訴訟案件給予專業指導，維護市民食品安全貢獻良多。

本府第5屆食品安全委員任期起訖日期預計自112年3月

7日至114年3月6日止，後續將彙整第5屆委員候選人資

料，召開遴選會議遴選第5屆委員。 

主席裁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