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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新法上路執行實況



模範生也犯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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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懂包裝食品標示，聰明消費！



Q:在裡面看到甚麼東西?

1.它面積有多大?

2.成分裡面共標示幾
項?

3.請講出你所知道的
內容。

4.有發現覺得不一樣
的東西?



舊的!不痛不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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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罰則
第 44 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
並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登
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新登錄
：
一、違反第八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經命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8-
1食品之良好衛生規範準則GHP，8-2食品安全系統管制準則HACCP)
二、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四項或第十六條規定。(變質腐敗有害人體中
毒或含病原菌農藥殘留原料等)
三、經主管機關依第五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命其回收、銷毀而不遵行。(輸
入食品用容器、食品添加物未經查驗核准)
四、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五十四條第一項所為禁止其製造、販賣、輸入
或輸出之公告。(同上條)
前項罰鍰之裁罰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18
第 45 條
違反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或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二十八條第三項
所定辦法者，處新臺幣四萬元以上四百萬元以下罰鍰；違反
同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
鍰；再次違反者，並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其公
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
；經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新登錄。(宣稱療效廣
告不實)
違反前項廣告規定之食品業者，應按次處罰至其停止刊播為
止。
違反第二十八條有關廣告規定之一，情節重大者，除依前二
項規定處分外，主管機關並應命其不得販賣、供應或陳列；
且應自裁處書送達之日起三十日內，於原刊播之同一篇幅、
時段，刊播一定次數之更正廣告，其內容應載明表達歉意及
排除錯誤之訊息。
違反前項規定，繼續販賣、供應、陳列或未刊播更正廣告者
，處新臺幣十二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



19 第 46 條
傳播業者違反第二十九條規定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前條第一項處罰時，應通知傳
播業者及其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傳播業者自收到該通知之次日起，應即停止刊播。
傳播業者未依前項規定停止刊播違反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或第
二項規定，或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二十八條第三項所為廣
告之限制或所定辦法中有關停止廣告之規定者，處新臺幣十
二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並應按次處罰至其停止刊播
為止。
傳播業者經依第二項規定通知後，仍未停止刊播者，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外，並通知傳播業者
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相關
法規規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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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7 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
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其公司、商
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廢止
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新登錄：
一、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四條所為公告。(風險評估相關)
二、違反第七條第五項規定。(自主管理強制檢驗)
三、食品業者依第八條第三項、第九條第一項或第三項規定所
登錄、建立或申報之資料不實，或依第九條第二項開立之電子
發票不實致影響食品追溯或追蹤之查核。(來源流向追溯追蹤)
四、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或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未設置專
責衛生管理人員與專業技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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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三條所為投保產品責任保險之規定。
六、違反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第十四條所定管理辦法中有關公
共飲食場所衛生之規定。
七、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二項、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或依第二項及
第三項公告之事項、第二十四條第一項或依第二項公告之事項、第二十
六條或第二十七條規定。重申(變質腐敗有害人體中毒或含病原菌農藥殘
留原料等)
八、除第四十八條第八款規定者外，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八條所定
標準中有關食品添加物規格及其使用範圍、限量之規定。
九、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五條第二項所為之公告。(標示不實)
十、規避、妨礙或拒絕本法所規定之查核、檢驗、查扣或封存。
十一、對依本法規定應提供之資料，拒不提供或提供資料不實。
十二、經依本法規定命暫停作業或停止販賣而不遵行。
十三、違反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未辦理輸入產品資訊申報，或申報之
資訊不實。
十四、違反第五十三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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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8 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經命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
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
止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
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新登錄：
一、違反第七條第一項規定未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第二項或第三項
規定未設置實驗室。(自主管理強制檢驗)
二、違反第八條第三項規定，未辦理登錄，或違反第八條第五項規定，
未取得驗證。
三、違反第九條第一項規定，未建立追溯或追蹤系統。
四、違反第九條第二項規定，未開立電子發票致無法為食品之追溯或追
蹤。
五、違反第九條第三項規定，未以電子方式申報或未依中央主管機關所
定之方式及規格申報。
六、違反第十條第三項規定。
七、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七條或第十九條所定標準之規定。(輸入食
品用容器、食品添加物未經查驗核准)
八、食品業者販賣之產品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八條所定食品添加物
規格及其使用範圍、限量之規定。
九、違反第二十二條第四項或第二十四條第三項規定，未通報轄區主管
機關。違反(食品添加物規格及其使用範圍、限量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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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違反第三十五條第四項規定，未出具產品成分報告及輸出國
之官方衛生證明。(源頭管理)
十一、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五條之一第二項公告之限制事項
。
第 48-1 條重申(變質腐敗有害人體中毒或含病原菌農藥殘留原料
等)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中央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百萬
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並得暫停、終止或廢止其委託或認證
；經終止委託或廢止認證者，一年內不得再接受委託或重新申請
認證：
一、依本法受託辦理食品業者衛生安全管理驗證，違反依第八條
第六項所定之管理規定。
二、依本法認證之檢驗機構、法人或團體，違反依第三十七條第
三項所定之認證管理規定。
三、依本法受託辦理檢驗機關（構）、法人或團體認證，違反依
第三十七條第三項所定之委託認證管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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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9 條
有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七款、第十款或第十六條第一款行為者，
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八千萬元以下罰金。情節輕微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八百萬元以下罰金。
有第四十四條至前條行為，情節重大足以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者，處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八千萬元以下罰金；致危害人體健康者，
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二億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一億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一項、第二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
幣六百萬元以下罰金。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
行業務犯第一項至第三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
人科以各該項十倍以下之罰金。
科罰金時，應審酌刑法第五十八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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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食品是指「固定密封包裝且可延長保存時間之食品」，
在超商、超市等架上各廠牌有包裝的食品就屬此類，賣場中
用塑膠盒、保麗龍和保鮮膜包裝的生鮮、蔬菜類，僅供現場
販售的臨時性方便包裝且不具有延長保存作用，就不在包裝
食品標示規定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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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之食品驗證標章

♥認識食品標示
♥認識營養標示
♥認識散裝食品標示
♥認識牛肉原產地標示
♥認識冷凍肉品標示

♥認識健康食品標示

♥認識調和油標示

♥認識基因改造食品標示
♥認識果(蔬)汁包裝飲料標示

♥認識包裝速食麵標示

食品標示宣傳或廣告詞句涉及誇張易生誤解之標準

認識食品包裝之功能



常見之食品及餐飲驗證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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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制度與食品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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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

健康
食品



各認證的差異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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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CCP的實踐-保障食品的安全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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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 運動-(現場衛生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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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業者可由實行5S運動，藉由簡易之整理(Seiri)、整頓
(Seiton)、清掃(Seiso)、清潔(Seiketsu)、教養
(Shitsuke)等步驟，建立一個容易發現問題的環境並將其
改善，營造出符合食品良好衛生規範(Good Hygienic 
Practice, GHP)準則規定。



什麼是 GHP驗證 ?

餐飲衛生管理分級評核標章(優、良)為
鼓勵符合食品良好衛生規範

合乎(Good Hygiene Practice, GHP)準
則之優良餐飲業，繼續維持GHP規範，
藉由衛生局人員或專家學者，就餐飲業
者之烹調作業場所、員工個人衛生、廁
所衛生及用餐品質現場評核結果，評定
核發「優」或「良」標章，亦可作為提
供消費者選擇餐飲場所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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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業者良好衛生規範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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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 (103.11.7) 舊版 (89.9.7)

第一章

總則(§1-8)
•法源依據、適用對象及設廠規定、用詞定義
•場區及環境(附表一)、從業人員、設備器具等

(附表二)、倉儲管制、運輸管制、產品申訴及
成品回收等。

第一章 總則 (§1-4)

第二章 食品業者良好衛生規範一般規定(§5-6)

第二章 食品製造業 (§9-12) 第三章 食品製造業者良好衛生規範 (§7-13)

第三章 食品工廠 (§13-15) 第四章 食品工廠良好衛生規範 (§14-20)

第四章 食品物流業 (§16) 第五章 食品物流業者良好衛生規範(§21)

第五章 食品販賣業 (§17-21) 第六章 食品販售業者良好衛生規範(§22-26)

第六章 餐飲業 (§22-28) 第七章 餐飲業者良好衛生規範(§27-29)

第七章 食品添加物業 (§29-32)

第八章 低酸性及酸化罐頭食品製造業 (§33-36) 其他 •罐頭食品良好衛生規範 (90.10.31)

第九章 真空包裝即食食品製造業 (§37-39)
•真 空 包 裝 食 品 良 好 衛 生 規 範
(99.10.14)

第十章
塑膠類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製造業
之良好作業規範(§40-45)

第十一章 附則(§46)



GHP 準則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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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GHP 準則附表內容

附表一 食品業者之場區及環境良好衛生管理基準

附表二 食品業者良好衛生管理基準

附表三 食品製造業者製程管理及品質管制基準

附表四 低酸性及酸化罐頭食品製造業生產及加工管理基準

附表五 低酸性及酸化罐頭食品製造業殺菌設備與方法管理基準

附表六 低酸性及酸化罐頭食品製造業容器密封之管制基準



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制度(HACCP)
HACCP為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H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的英文縮寫，食品安全管制
系統係使用HACCP原理，藉以對整體食品製造過程進行
預防性之自主管理系統。以事前分析，從原料到產品製
造過程中的每個步驟，分析可能產生的危害，然後依危
害的機率與後果嚴重性，訂定重要管制點，有效預防控
制危害的發生，或者在危害發生時，可立即採取矯正措
施去除危害，以達到確保產品安全為目標，提升食品業
者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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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HACCP的好處

傳統食品管理與HACCP系統之比較：

 傳統食品管理著重於事後檢驗－事情發生了再行動(反應型)

 HACCP系統著重於事前監控－事情發生前的預防(預防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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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條：食品之容器或外包裝，應以中文及通用
符號，明顯標示下列事項：

一、品名。
二、內容物名稱；其為二種以上混合物時，應依其含量多寡由高

至低分別標示之。
三、淨重、容量或數量。
四、食品添加物名稱；混合二種以上食品添加物，以功能性命名

者，應分別標明添加物名稱。
五、製造廠商或國內負責廠商名稱、電話號碼及地址。國內通過

農產品生產驗證者，應標示可追溯之來源；有中央農業主管機
關公告之生產系統者，應標示生產系統。

六、原產地（國）。
七、有效日期。
八、營養標示。
九、含基因改造食品原料。
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

39

認識食品標示



完整包裝食品：意即固定密封包裝
、可擴大銷售範圍、且可延長保存
期限者，並以該等形式流通販賣，
且經拆封後無法復原者。

食安法第22條所規範之「包裝食品
」為何?



包裝 or散裝

散裝



 1.品名

 2.內容物名稱；其為二種以上混合物時，應依其含量多寡由高至低分別標示
之

 3.淨重、容量或數量

 4.食品添加物名稱；混合二種以上食品添加物，以功能性命名者，應分別標
明添加物名稱

 5.製造廠商或國內負責廠商名稱、電話號碼及地址。國內通過農產品生產驗
證者，應標示可追溯之來源；有中央農業主管機關公告之生產系統者，應標
示生產系統

 6.原產地(國)

食品應標示事項(§22)



第二十四條 ：食品添加物之容器或外包裝，應以中文及通
用符號，明顯標示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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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名。
二、「食品添加物」或「食品添加物原料」字樣。
三、食品添加物名稱；其為二種以上混合物時，應分別標明。
其標示應以第十八條第一項所定之品名或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通
用名稱為之。
四、淨重、容量或數量。
五、製造廠商或國內負責廠商名稱、電話號碼及地址。
六、有效日期。
七、使用範圍、用量標準及使用限制。
八、原產地（國）。
九、含基因改造食品添加物之原料。
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
食品添加物之原料，不受前項第三款、第七款及第九款之限制。前
項第三款食品添加物之香料成分及第九款標示之應遵行事項，由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一項第五款僅標示國內負責廠商名稱者，應將製造廠商、受託製
造廠商或輸入廠商之名稱、電話號碼及地址通報轄區主管機關；主
管機關應開放其他主管機關共同查閱。



食品添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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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標示有效日期標示

依習慣能辨明之方式標明年月日

例如：105.01.01、2016/01/01、01/01/2016(月/日/西元年)

標示應印刷於容器或外包裝之上，並依習慣能辨明之方式標明年月日。但
保存期限在三個月以上者，其有效日期得僅標明年月，並以當月之末日為
終止日。

鮮乳、脫脂乳、淡煉乳、加糖全脂煉乳、加糖脫脂煉乳、乳油（Cream）、
調味乳、發酵乳、合成乳及其他液態乳製品應加標示保存期限及保存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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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認識營養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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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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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公克（或毫升）
本包裝含 份

每份
每100公克

(或每100毫升)

熱量 大卡 大卡

蛋白質 公克 公克

脂肪 公克 公克

飽和脂肪 公克 公克

反式脂肪 公克 公克

碳水化合物 公克 公克

糖 公克 公克

鈉 毫克 毫克

宣稱之營養素含量 公克、毫克或微克 公克、毫克或微克

其他營養素含量 公克、毫克或微克 公克、毫克或微克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公克（或毫升）
本包裝含 份

每份 每日參考值百分比

熱量 大卡 % 

蛋白質 公克 %

脂肪 公克 %

飽和脂肪 公克 %

反式脂肪 公克 ＊

碳水化合物 公克 % 

糖 公克 ＊

鈉 毫克 %

宣稱之營養素含量 公克、毫克或微克 %或＊

其他營養素含量 公克、毫克或微克 %或＊

＊參考值未訂定
每日參考值：熱量2000大卡、蛋白質60公克、脂肪60公克、
飽和脂肪18公克、碳水化合物300公克、鈉2000毫克、宣稱之
營養素每日參考值、其他營養素每日參考值。

標示之格式(兩種格式擇一)

包裝食品營養標示格式（一） 包裝食品營養標示格式（二）

未滿一歲嬰兒食用之食品，應以格式(一)標示；
食品型態為錠狀、膠囊狀（不包含糖果類食品）應以格式(二)標示。

一般食品任選一種格式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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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之內容介紹—單位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公克（或毫升）
本包裝含 份

每份
每100公克

(或每100毫升)

熱量 大卡 大卡

蛋白質 公克 公克

脂肪 公克 公克

飽和脂肪 公克 公克

反式脂肪 公克 公克

碳水化合物 公克 公克

糖 公克 公克

鈉 毫克 毫克

宣稱之營養素含量 公克、毫克或微克 公克、毫克或微克

其他營養素含量 公克、毫克或微克 公克、毫克或微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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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免營養標示之包裝食品

未有營養宣稱之下列包裝食品，得免營養標示：
1. 飲用水、礦泉水、冰塊。
2. 未添加任何其他成分或配料之生鮮、冷藏或冷凍之水果、蔬菜、家畜、家禽、

蛋品和水產品。
3. 沖泡用且未含其他原料或食品添加物之茶葉、咖啡、草本植物等。
4. 非直接食用之調味香辛料、調理滷包。
5. 單方提香用之調味香辛料。
6. 鹽及鹽代替品。
7. 非直接販售予消費者之食品原料。

如欲提供營養標示，應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二十二條規
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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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1年08月09日署授食字第1011301385號
中華民國103年06月10日部授食字第103130129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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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糖食品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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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認識散裝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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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主管機關得對直接供應飲食之場所，就其供應之特定食
品，要求以中文標示原產地及其他應標示事項；對特定散裝
食品販賣者，得就其販賣之地點、方式予以限制，或要求以
中文標示品名、原產地（國）、含基因改造食品原料、製造
日期或有效日期及其他應標示事項。
國內通過農產品生產驗證者，應標示可追溯之來源；有中央
農業主管機關公告之生產系統者，應標示生產系統。
前項特定食品品項、應標示事項、方法及範圍；與特定散裝
食品品項、限制方式及應標示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一項應標示可追溯之來源或生產系統規定，自中華民國一
百零四年一月二十日修正公布後六個月施行。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第二十五條
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十六日總統令修正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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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認識牛肉原產地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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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認識冷凍肉標示

61



什麼是CAS？

CAS台灣優良農產品標章（以下簡稱CAS標章）是台灣國產農
產品及其加工品最高品質的驗證代表標幟。

管理依據：優良農產品驗證管理辦法102年1月9日修訂版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優良農產品：指國產農產品及以其為重要原料之加工品，經

依本辦法驗證合格，並於產品包裝上使用優良農產品標章者。

二、優良農產品標章：指證明經依本辦法驗證之優良農產品所使

用之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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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as.org.tw/images_B1/優良農產品驗證管理辦法102年1月9日修訂版.doc


驗證項目

一、肉品。

二、冷凍食品。

三、果蔬汁。

四、食米。

五、醃漬蔬果。

六、即食餐食。

七、冷藏調理食品。

八、生鮮食用菇。

九、釀造食品。

十、點心食品。

十一、蛋品。

十二、生鮮截切蔬果。

十三、水產品。

十四、林產品。

十五、乳品。

十六、羽絨。

十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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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廠（場）生產不同產品，應分別提出申請。但生
產(第三條所列)同一項目之產品並於相同生產線生產
者，得合併提出申請。



認識冷凍肉品標示
依市售包裝冷凍食品標示規定，包裝冷凍食品屬需加熱調理
才能供食者，需加標加熱調理條件。

「解凍肉」及「冷藏肉」販售櫃架應明顯區隔，不能混雜陳
列、販售。

標示得以卡片、標記(標籤)或標示牌(板)等形式，採張貼、
懸掛、立(插)牌、黏貼或其他足以明顯辨明之方式，擇一為
之。「解凍肉」、「冷藏肉」字樣之字體以標記(標籤)者，
三個字之長寬不得小於6公釐，其餘以其它標示形式者，單
一字體長寬不得小於2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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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凍與冷藏肉品中心溫度(CAS)

• 冷凍肉品：

應維持中心溫度為-18℃以下，以復溫解凍方式

置於冷藏或室溫之零售販賣環境下應標示「解凍

肉」。

• 冷藏肉品：

中心溫度應維持-2℃～7℃，並標示「冷藏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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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認識健康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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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健康食品

買健康食品之前，一定要:

停-想想有無需要，對健康有無幫助

看-仔細閱讀包裝上的:

標章/核准字號/警語/注意事項/建議攝取量/保健功效

聽-請教醫師或營養師等專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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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食品 VS. 保健食品?

「健康食品」原本是一日常用語（普通名詞，商業
名詞），自健康食品管理法施行後，食品一定要經
過衛生福利部審查通過後才能稱為「健康食品」。

一般食品不可標示或廣告為「健康食品」或是具有
健康食品之「保健功效」。

「保健食品」，就是一般食品，僅能做為營養補充
而已，兩者是不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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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認識調合油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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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合油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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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售包裝米粉絲產品標示規定

鮮乳保久乳調味乳乳飲品及乳粉品名及標示規
定

宣稱含果蔬汁之市售包裝飲料標示規定

已公告優先實行之三項產品~~~
103年7月1日生效(產至日期為準)



米粉品名標示規定:



八、認識基因改造食品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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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基因改造食品標示

常見市售基因改造食品原料及其加工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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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黃豆 沙拉油



豆腐 豆漿

2.玉米 玉米糖漿 玉米點心脆片

醬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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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棉花 棉籽油

4. 油菜 芥花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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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甜菜 甜菜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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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食品含基因改造食品原料標示
應遵行事項:

一、 本規定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以下稱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三項規定訂

定之。

二、 本規定所稱基因改造食品原料，指依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許可之基

因改造食品原料。 包裝食品含基因改造食品原料者，應標示「基因改

造」 或「含基因改造」字樣。

包裝食品直接使用基因改造食品原料，於終產品已不含轉殖基因片段或轉殖蛋白
質者，應標示下列之一：

(一) 「基因改造」、「含基因改造」或「使用基因改造〇〇」。

(二) 「本產品為基因改造〇〇加工製成，但已不含基因改造成分」或「

本 產品加工原料中有基因改造〇〇，但已不含有基因改造成分」。

(三) 「本產品不含基因改造成分，但為基因改造〇〇加工製成」或「本

產品不含基因改造成分，但加工原料中有基因改造〇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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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非基因改造食品原料因採收、儲運或其他因素等非故意攙入
基因改造食品原料，且其含量占該項原料百分之三以下者，
視為非基因改造食品原料；倘超過百分之三者，視為基因改
造食品原料。

四、 包裝食品所含非基因改造食品原料，其並存在有國際上已審
核通過可種植或作為食品原料使用屬基因改造者，始得標示
「非基因改造」或「不是基因改造」字樣；並得依非故意攙
雜率標示「符合〇〇(國家)標準(或等同意義字樣)」或以實
際之非故意攙雜率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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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依本規定所為之標示，其字樣應標示於品名、原料名稱之後為原則，或其他
容器或外包裝上之明顯位置，其字體長度及寬度應依下列規定：

(一) 標示「基因改造」、「含基因改造」或「使用基因改造

〇〇」須與其他文字明顯區別，字體長度及寬度不得小

於二毫米。

(二) 標示「本產品為基因改造〇〇加工製成，但已不含基因

改造成分」、「本產品加工原料中有基因改造〇〇，但已

不含有基因改造成分」、「本產品不含基因改造成分，但為

基因改造〇〇加工製成」或「本產品不含基因改造成分，但

加工原料中有基因改造〇〇」字體長度及寬度不得小於二毫米

(三) 標示「非基因改造」或「含非基因改造」之字體大小不予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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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認識果(蔬)汁標示

86

本規定適用於產品外包裝標示果蔬名稱(含品名 )
或標明果蔬圖示(樣)，且直接供飲用之包裝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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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稱含果蔬汁之市售包裝飲料標示規定

蔬果汁總含量達10%以上者，須符合下量規定:

應於外包裝正面顯示原汁含有率

由兩種以上果蔬汁混合而
成，且品名標示為蔬果汁
者

品名揭露全部蔬果名稱，
其名稱應依含量多寡由
多至少依序標示

品名未揭露全部蔬果名稱，
應於品名或正面處標示
「綜合果蔬汁」、「混合
果蔬汁」或等同字樣



宣稱含果蔬汁之市售包裝飲料標示規定

除內容物名稱外，不得標示果蔬汁或等同意義字樣

應於外包裝正面處顯著
標示

蔬果汁含量未達10%或等同
意義字樣

直接標示其原汁含有率

蔬果汁總含量未達10%以上者，須符合下量規定:



宣稱含果蔬汁之市售包裝飲料標示規定

未含蔬果汁者，須符合下量規定:

應於外包裝正面顯示「無果蔬汁」或等同意義字樣

產品品名含蔬果汁名稱者，應於品名中標示「口
味」、「風味」或等同意義字樣



如何計算原汁含有率呢？若添加濃
縮果蔬汁又如何計算？

1.原汁含有率=果蔬汁總量/產品調製量×100%

例：一瓶300mL芭樂汁，其中100%芭樂原汁率佔100mL

原汁含有率=100×100%/300 ×100%=33%

2.濃縮果蔬汁應依濃縮倍數還原至100%後，果蔬汁總量佔產品之比例作為原汁
含有率標示值。

例：一瓶300mL芭樂汁，使用250%濃縮率之濃縮芭樂汁

20mL加水而成

原汁含有率=20 × 250%/300×1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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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動腦

菊花茶、玫瑰茶、酸梅汁適不適用本規定??

答:蔬果包含:新鮮成熟的蔬果或果實。

92

非屬一般消費者認定之果
蔬種類

經醃漬、發酵之果實為原料，
再經加工調製提供風味者

如菊花、玫瑰、洛神花、
木耳、桂圓、紅棗、枸杞
等草、木本植物。

如酸梅汁、烏梅汁、話梅汁等。

本規定不包含:



十、認識包裝速食麵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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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汁牛肉麵



食品標示宣傳或廣告詞句涉及誇張
易生誤解或醫療效能之認定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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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用洗潔劑及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之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食安法第28條 )
其標示、宣傳或廣告，不得有不實、誇張或易生誤解
之情形。

食品不得為醫療效能之標示、宣傳或廣告。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特殊營養食品、易導致慢性病或不適合
兒童及特殊需求者長期食用之食品： (食安法第28條 )
得限制其促銷或廣告
其食品之項目、促銷或廣告之限制與停止刊播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產品宣傳或廣告之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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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標示不可誇大不實及醫療效能

食品標示，不可以有不實、誇張或易生誤解之情形。

食品絕對不可以有醫療效能的標示。此規定最主要的

精神是在於保護消費者，食品絕對不是藥品，為免誤

導真正有病卻不正確就醫、反而寄望「誇大不實、有

神奇功效」的食品來「治療」疾病，最後危害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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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使用於食品標示的描述

涉及醫療效能的情形：

一.宣稱預防、改善、減輕、診斷或治療疾病或特定

生理情形，如治療近視、恢復視力…等。

二.宣稱減輕或降低導致疾病有關之體內容成分，

如解肝毒、降肝脂、抑制血糖濃度…等。

三.宣稱對疾病及疾病症候群或症狀有效，如改善

更年期障礙、消渴…等。

四.涉及中藥材之效能，如補腎…等。

五.引用或摘錄出版品、典籍或以他人名義並述及醫療效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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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虛偽誇張或易生誤解情形

一.涉及生理功能者，如強化細胞功能…等。

二.未涉及中藥材效能而涉及五官臟器者，

如保肝….等。

三.涉及改變身體外觀者，如豐胸…等。

四.涉及引用本署相關字號，未就該公文之旨

意完整之引述，衛署食字第8801234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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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使用塑膠類食品餐器具時，
應注意塑膠材質及特性

1. 一般塑膠類之材質編號及分類，共分為七類。

2. 分辨方法可由容器底部或標籤上的塑膠材質回收辨識碼
辨別。

3. 使用塑膠類食品容器(具)或包裝時應注意材質為何。

4. 使用時，避免盛裝高熱或過酸之食品，導致可塑劑、雙
酚A等物質污染食品，造成食品衛生安全疑慮。

5. 消費者應正確及妥善使用各類塑膠類食品餐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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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塑膠材質、特性、常見產品及耐熱溫度101



102 使用前須注意：



認證VS驗證

認證(Accreditation)：係主管機關對某人或
某機構給予正式認可，證明其有能力執行某特
定工作之程序，如ISO9001、ISO22000、HACCP、
SQF、EUREPGAP、TGAP等標準皆為驗證。

驗証(Certification)：即對某一項產品、過
程或服務能符合規定要求，由中立之第三者出
具書面證明特定產品之程序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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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衛生規範與認證標章
 食品良好作業規範 (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簡稱GMP)

工業局，台灣食品GMP發展協會-已改為台灣優良食品TQF發展協會

 優良農產品標章 (Certified Agricultural Standards ；簡稱CAS)

農委會，財團法人台灣優良農產品發展協會執行

 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制度 (Hazard Analysis Critical Control 
Point ；簡稱HACCP)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優良服務GSP認證(good service Practice)經濟部商業司主辦，中國
生產力中心執行。

ISO 22000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健康食品認證

 良好追溯標準(Good Traceability Practice；簡稱GTP)，即GTP3.0

 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Good Hygiene for foods ；簡稱G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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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食品標章與標誌

正字標誌

校園食品標章

SNQ國家品質標章

衛生自主管理OK標章

深層海水自願性產品驗證標章

酒品認證標誌

嬰兒配方奶粉標誌

鮮乳標章

羊乳(GGM)標章

安全蔬果吉園圃(GAP)標章

屠宰衛生檢查合格標誌。

電宰衛生豬肉標誌

海宴-精致漁產品證明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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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每日鈉總攝取量

依據衛生福利部建議，成人每日鈉總攝
取量不宜超過2400毫克（即鹽6公克）。

然而，依據2005-2008年、2010-
2011年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結
果，我國各年齡層民眾的鈉攝取量都已
超過每日建議量，而且有「男多於女、
少多於老」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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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味醬料鈉含量

市面上常見的調味醬料鈉含量每一大匙

（15㏄）就高達600毫克以上，

若以用來盛放醬料的小碟子為例，半碟

（50㏄）沾醬(醬油+烏醋+豆瓣醬)

鈉含量就將近2000毫克，幾乎快要接近一天的
鈉建議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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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食品驗證
主管機關：行政院衛生福利部

擬宣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認定之保健功效者，則應依「健康食品管理
法」相關規定申請許可。

經審核通過後始得作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認定之保健功效的標示或廣告，
標章如圖。

核准通過之「健康食品」須於產品包裝上標示健康食品、核准之證號、
標章及保健功效等相關規定項目。

目前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的保健功效共計13 項，分別為：(1)調節血脂
功能、(2)免疫調節功能、(3)腸胃功能改善、(4)骨質保健功能、(5)
牙齒保健、(6)調節血糖、(7)護肝 (化學性肝損傷)、(8)抗疲勞功能、
(9)延緩衰老功能、(10)輔助調節血壓功能、(11)促進鐵吸收功能、
(12)輔助調整過敏體質功能及(13)不易形成體脂肪功能。另外，目前
中央主管機關亦有公告魚油及紅麴健康食品規格標準。

參考：保健食品產業服務網
http://www.functionalfood.org.tw/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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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食品雙軌驗證
109

產品開發

素材、配方、
形式、規格

產品功效
成分分析

(安定性)

科學實驗
驗證

(功能性)

衛福部

產品分類

醫藥中心

文件審查

健康食品
審議委員會

審查

TFDA

認證確認

第一軌申請流程：約需180日

產品宣稱範例： 經動物實驗證實有助於降低血中總膽固醇

產品開發

素材、配方、
形式、規格

產品功效
成分分析

(安定性)

醫藥中心

文件審查

TFDA

審查、檢驗
、確認

第二軌申請流程：約需60日

產品宣稱範例：本產品可能有助於降低血中總膽固醇；其功效
由學理得知，非經實驗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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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外補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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