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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的概念，正在改變

這些年來，「食品安全」概念已擴大

至「食品防護（Food Protection」）

層面；涵蓋食品品質、食品安全、食

品造假與食品防禦等面向。

※本頁資料來源：台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



食品防護的背景

‧2001年美國發生了911恐怖事件，

該次事件造成了嚴重經濟損失；也

因如此，美國政府認為食品業也可

能成為恐怖組織的攻擊目標，故隔

年即簽訂<生物防恐法>確保食品安

全和供應，而”食品防護計畫 ”就

是其中一項。

‧2011 年由美國總統 歐巴馬簽屬

通過的美國食品安全現代法 （Food 

Safety Modernization Act)，亦將食品

防護的概念放入食品安全計畫中，

由此可見食品防護的重要性。



概念區別

• 關聯性-目的相同：都是為了防止食品污染，避免因此造成人身傷害。

• 區別：

• 1)重點不同：食品安全計畫著重於預防食品受到”偶然”、”意外”的污染，可根據

加工類型合理預測

• ；而食品防護計畫著重於防止食品遭到蓄意的污染

• 2)可預測程度不同：食品安全計畫預防的偶然的污染是可以合理的預測出來，而

食品防護計畫防止遭到蓄意的污染、破壞者是有一定的目標；通常是不合常理

的而且是很難預測的。



概念區別-相關案例比較



概念區別
• 食品安全(Food Safety) ：偶然/意外污染 可根據加工類型合理預測

• 食品防護(Food Defense) ：蓄意污染、破壞者是有一定的目標

• 案例比較說明：

汙染源應該是來自工廠的噴霧乾燥塔。 調查結果為工廠臨時工蓄意攻擊。



台灣社會實際新聞案例-



台灣社會實際新聞案例-

• 2005年 毒蠻牛事件

• 1992年 麥當勞爆炸案

• 2018年 貝納頌針孔事件

超商員工因心情不好覺得無聊而犯案對企業有恐嚇取財目的



安全的產品包裝很重要-早期的飲料包裝



產品包裝

• 避免使用散裝包裝

• 一次性的包裝設計

• 應具有啟封辨識性



建立防護的目的-減少蓄意攻擊造成的風險



當趨勢來襲，食品業者做了甚麼?



※本頁圖片引用 USDA教育訓練教材



‧最低限度的背景調查
‧入職後的身份識別
‧特定區域的身份管制

※本頁部分圖片引用 USDA教育訓練教材



‧最低限度的背景調查
‧入職後的身份識別
‧特定區域的身份管制

‧使用公司電腦進行的每一筆交易、
對外聯繫郵件都明確留存、備份

‧訪客入廠前須說明到訪原因
‧出示身份證件

‧訪客進到工廠內部須由廠方人員
陪同，不得任意走動

※本頁圖片引用 USDA教育訓練教材



‧員工離職後須立即繳回識別証、
制服等公司所有文件

‧外來的運輸車輛入廠前須確認車
輛及運輸人員的身份

‧運輸車輛時確認車輛為保持上鎖
狀態

‧定期檢視工廠對外門窗之完整性、
及管制鑰匙是否保存良好

※本頁圖片引用 USDA教育訓練教材



‧所有原物料的進貨符合採購計畫，
並符合驗收規範後才能入廠

‧緊急照明、監視器皆能正常運作
‧倉儲空間的儲存位置有圖表繪製，
並能清楚對應

‧工作服為全套連身服
‧無口袋設置。

※本頁部分圖片引用 USDA教育訓練教材



加強人員的防護觀念-演練、通報

‧陌生人 ‧陌生的物品



“食品防護”不在只是口號-
是潮流也是趨勢

• 各國際食品安全認證系統多已將”食品防護”納入其條文規範中；儼然成為新的
食品安全指標。



結語
•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前副局長David Acheson曾經表示：

• 風險管控的概念：食品不會零風險！資源須正確分配。

• David認為：「在食品防禦、食品安全管理的花費上，兩者的發生機率與危害程
度是不相同的，食品防禦所針對的事件發生機率低，事件卻會造成嚴重結果。

• 風險的管控措施會與成本息息相關，管控措施的增加會提升產品的成本。因此，
管控需要找到合適的平衡點。David強調，台灣人常追求「食品零風險」，但這
樣的概念是不可能實現的，消費者應該要有正確的認知。 」

2005年間造成1死2傷、引發社會恐慌的毒蠻牛案，最高法院合議庭支持台中高
分院更五審見解，認為被告王進展惡性重大，判決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確
定。
最高法院未判王進展死刑理由，主要是認為王進展在保力達公司生產的「蠻牛」
及「保力達Ｂ」飲料下毒後，還在瓶身貼上「我有毒Poison請勿喝」字樣，及
毒性骷髏頭圖樣，顯示他無殺人故意，因此未處極刑。

刑法 第272條 普通殺人罪：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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