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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猪肉及其製品」是國人主要肉類食品來源，每人每年消費量約 40 公斤，已是國人動物性蛋

白質和脂肪攝取最大來源，其品質與安全與國人健康息息相關，養猪產業相關的各種問題，歷來

格外受到社會各界重視。 

農委會及經濟部為了讓民眾感覺可以「吃得安心與心安」，從民國 70 年起即開始推動電宰衛

生猪肉，之後陸續推動優良肉品（CAS）標章、食品良好作業規範（GMP）、台灣生鮮猪肉（TFP）、

屠宰衛生合格章、屠宰衛生猪肉標章等 6種認證（標章）。從已公佈可查之預算資料，政府花在這

些認證的經費累計已超過 20 億；但台灣民眾的食肉安全有因此更安全無虞嗎？對供給人類肉品的

經濟動物，ㄊㄚ們的基本動物福利，有因此更獲保障嗎？ 

以下簡介上述六種猪肉認證的內容及弊端── 

1. 電宰衛生猪肉：業者只要將猪送到公立及農會系統肉品市場屠宰，都可拿到此認證，並獲頒

一塊「電宰衛生猪肉標章」掛牌，可掛在攤前。標章名稱中的「電宰」二字，完全不表示猪

有經過人道的「電擊致昏」程序，證據可經由本會在 2000 年及 2007 年公布的調查影片中得

知！全台 21 個縣市（台北市、基隆市無肉品市場 ）27 個公立屠宰場，有超過七成的業者以

極盡殘虐動物的方式來屠宰。因此這個標章可以說：連「電宰」都做不到，更談不上其他「人

道屠宰」方法。且參與推動本標章的機關，本身就違反人道屠宰法規多年，政府睜一隻眼閉

一隻眼，官商聯手欺騙社會大眾，讓民眾混淆，以為看到此標章，就代表他買的猪肉是經過

電擊屠宰的！卻不知道他所買的猪肉，是虐殺猪隻而來的恐怖肉品！此外，此標章更無法證

明業者賣的猪肉不會混入病死猪(詳見下文)。 

2. 優良肉品（CAS）：業者需向 CAS 優良農產品發展協會申請，經過書面、現場審查，認證項目

包含猪肉及其加工食品。CAS 各類產品驗證基準，大多只管末端食品加工階段是否符合衛生

安全，對於原料肉來源，只要求來自合格屠宰場。至於這些申請合格的屠宰場是否有符合人

道屠宰法規，則沒有嚴格規範。且對於原料肉查核機制鬆散，以致過去就曾出現不肖業者混

入病死猪或私宰猪肉等情形，這些問題猪肉被加工製成香腸、排骨、水餃等，輕易就蒙混過

關！ 

3. 食品 GMP 認證：業者需向台灣食品良好作業發展協會申請，經過書面、現場審查，以加工食

品為主。僅注重猪肉加工產品之品質，對於原料肉的要求僅需合格屠宰場及經獸醫檢查通過，

只要提得出合格屠宰證明即可，問題和優良農產品(CAS)如出一轍。 

食品 GMP 認證規範加工食品安全，優良食品 CAS 同樣對肉品加工產品也有所規範。同一種畜

牧產品，分別由不同政府單位推動施行驗證，卻缺乏有效連結，各自為政，經費又重複投入，

疊床架屋，浪費公帑。 

4. 台灣生鮮猪肉（TFP）：肉攤必須為各縣市家畜肉類商業同業公會會員才能參加，通過後可獲

得農委會補助購買冷藏設備。其認證內容除了「在台灣生鮮猪肉 TFP 肉攤販賣」外，其他和

農委會防檢局推動的「屠宰衛生合格章」相同。雖標榜有溫控運輸、冷藏販賣，但實際根本

不是那麼回事，完全是官商聯手欺騙者消費者，且浪費人民納稅錢！ 

5. 屠宰衛生合格章：依據畜牧法規定，只要是合法屠宰場，政府均會派屠宰衛生檢查獸醫師進

駐，猪隻屠體必須經駐場獸醫師檢查合格才能蓋上此章。但獸醫師只管屠體衛生安全，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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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宰是否人道。最近雲林肉品市場長期販賣「病死猪」被揭發，檢警發現「防檢局獸醫師未

依規定駐線」。 

6. 屠宰衛生猪肉：標章圖樣與「電宰衛生猪肉」相同，不僅沒有法源，農委會長期補助產業團

體推動「混淆不清」的認證，等於是拿納稅人的錢誤導消費者。 

綜合研究結果發現，這 6種猪肉認證，存在的根本問題為（參見次頁表 1）： 

一、半數認證不具法律基礎 

二、查核形式化，缺乏第三公正稽查單位 

三、各個認證之間疊床架屋 

四、動物福利規範完全交白卷（應包含在內的法律要求，卻不在認證規範內） 

五、成效不彰，浪費公帑 

本會研究建議如下： 

一、整合各種認證，建立基準線：所有畜牧產製品的生產規範均應符合現行法律 

與畜牧產製品相關的現行法規包含畜牧法（畜牧場登記、屠宰衛生檢查）、環保法規（廢污水

排放）、食品法規（藥物殘留標準、冷藏鍊）、動物保護法（基本動物福利標準—飼養、運輸、驅

趕、繫留、保定、致昏、宰殺）、其他（飼料添加物標準）等。農委會應協調各相關單位，整合各

種認證規範，並建立符合現行法律的基準線。 

二、應訂立屠宰場管理條例 

經濟動物之運輸、銷售（拍賣）及屠宰最容易造成動物緊迫，也是各種動物或人畜共通疾病交

叉感染，造成防疫、肉品安全漏洞的關鍵。應訂立專法，詳為規範。所有認證均應符合此基本法

規！ 

三、挹注經費研究動物福利具體措施及政策 

政府應整合疊床架屋的認證，並將節省下來的經費用於研究及訓練，研究並教導業者如何落實

經濟動物福利：例如設施改善 -- 動物運輸、裝卸載、繫留、驅趕、保定、致昏、屠宰軟硬體設

施等；畜牧行政措施或產銷系統改善 – 建立屠宰場評鑑、分級制度，廢除活體拍賣、改為屠體

交易等；推廣消費者教育– 鼓勵購買動物福利友善肉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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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一塊猪肉，六種認證的內涵比較【O表示有規範  X 表示毫無規範】 

行政管理 經濟動物福利維護 衛生安全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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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分項說明 

一、電宰衛生猪肉 

標章 電宰衛生猪肉 

推動時間 民國 70 幾年開始，90 年以後幾乎沒有核發認證1。

法規 無法源依據 
 

政策(計畫) 無具體資料 

預算 無具體資料 

參與推動 

機關 

一、中華民國肉品市場發展協進會：推動機關 

二、公立及農會系統肉品市場（中華民國肉品市場發展協進會會員）： 

核發標章 

認證內容 

將猪送到公立及農會系統肉品市場屠宰的業者，都可拿到此認證，肉品市場協進會

頒發一塊壓克力製的「電宰衛生猪肉標章」掛牌，肉商可掛在攤位前。申請此認證

的，大都是傳統市場攤商，也有少部分是超級市場。 

監督方式 

一、為避免有些攤商掛著「電宰衛生猪肉」牌子，卻賣不在指定場合屠宰的私宰猪

肉，肉品市場每日會再發一張「電宰衛生肉品證明單」（有屠體編號），由攤商

保留以供查緝人員核對猪隻來源。 

二、該認證對所謂查緝人員組成方式、查緝頻率等，並無明確規定，也從未看到定

期公布查緝結果。 

認證廠家 

中華民國肉品市場發展協進會的成員，是由公立及農會系統肉品市場組成，目前應

有 27 家屠宰場加入。這些肉品市場各自都可核發電宰衛生猪肉標章，認證家數無

從得知。 

認證產量 無數據公開 

認證產值 無數據公開 

問題 

一、這個由公立及農會系統肉品市場所推動的「電宰衛生猪肉」標章，只要猪是在

這些場所屠宰，攤商就可以申請標章。其最大的用意，只是為了讓肉攤可以證

明其所販賣的猪肉不是來自私宰場，而是來自這些縣市政府或農會所經營的屠

宰場。標章名稱中的「電宰」二字，完全不表示猪有經過人道的「電擊致昏」

程序，只是指屠宰過程有使用電動掛勾、輸送帶……等電動機械工具。證據可

經由本會在 2000 年及 2007 年公布的調查影片中得知！據本會 2007 年最新調

查證據發現，全台 21 個縣市（台北市、基隆市無肉品市場 ）27 個公立屠宰

場，共有 72 條屠宰線，有超過七成的業者以極盡殘虐動物的方式來屠宰，除

了宜蘭縣、高雄縣鳳山區肉品市場旗山分場、花蓮縣、金門縣、金門縣烈嶼鄉、

苗栗縣等 6 處有電宰外，其餘共有 14 個縣市的肉品市場，其屠宰方式 100%

皆不人道。這些現象政府不是不知道，也正透過肉品市場協進會、肉商公會、

彰化肉品市場、南投肉品市場、台中肉品市場等單位嘗試改善，但還是有少數

市場擔心屠宰業反彈或放棄租用場地，影響收入，而不願意配合落實！  

二、一個標章的推行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法源依據、政府執法單位依據法源執法、同

時並有第三公正單位的稽核系統。但參與推動本標章的機關，本身就違反人

道屠宰法規多年，政府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官商聯手欺騙社會大眾，讓民眾

                                                 
1 實施時間是根據彰化縣肉品市場人員說法，他表示不知道其他肉品市場是否還繼續核發此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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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淆，以為看到此標章，就代表他買的猪肉是經過電擊屠宰的！卻不知道他

所買的猪肉，是虐殺猪隻而來的恐怖肉品！ 

三、最後再看這個標章唯一僅存的目的：為避免有些攤商掛著「電宰衛生猪肉」牌

子，卻賣不在指定場合屠宰的私宰猪肉，肉品市場每日會再發一張「電宰衛

生肉品證明單」（有屠體編號），由攤商保留以供查緝人員核對猪隻來源。但

許多肉攤一天賣的猪不只一隻，屠體在被分切後，根本很難證明是否就是從

屠宰場買來的那隻猪，真等到有查緝人員出現時，所能做的也只是檢查有無

電宰證明單而已。 

 

 
在各地傳統市場內，很容易看到肉攤掛有「電宰衛生猪肉」標章的

招牌，但這個標章卻是由官商聯手欺騙社會大眾，因為多數參與推

動本標章的機關—各縣市肉品市場，本身就違反人道屠宰法規多

年，它完全無法保障民眾所買的肉品是經人道屠宰而來，也無法杜

絕不肖業者將私宰肉品混雜其中販賣。 

 

  
肉品市場宣稱每日會再發一張「電宰衛生肉品證明單」（有屠體編號），由攤商保留以供查

緝人員核對猪隻來源。但許多肉攤一天賣的猪肉不只一隻，屠體在被分切後，根本很難證

明是否就是從屠宰場買來的那隻猪；也就是說，若有業者混入病死猪肉販賣，縱有查緝人

員檢查電宰證明單，也根本無法證實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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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優良食品（CAS）認證 

標章 優良食品（CAS）--肉品；「優良肉品」 

推動時間 民國 78 年（1989） 
 

法規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CAS 優良農產品標誌作業要點」（78.5.20 公告；87.10.29 修

正），此為優良食品（CAS）最初推動依據，屬於行政命令；直到 92.2.7 公告「農

業發展條例」第 27 條修正條文後，依據該條第 3 項規定「前項農產品、農產加工

品之證明標章驗（認）證相關作業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依此農委會制訂

「優良農產品證明標章認證及驗證作業辦法」，行政院在 93.12.15 公告施行，優良

食品（CAS）標章始有法源依據。 

政策(計畫) 

 優先試辦：為了要以認證標章提昇產業，並讓消費者有選購依據，農委會於

75 年即試辦「優良肉品標章」。 

 編列預算推動：例如「97 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單位

預算－加強優良農產品管理」項目。 

 嘗試整合：農委會官員表示，由於推行的證明標章過多，消費者不易辨識，而

嘗試以 CAS 優良農產品標章來整合相關證明標章。其中國產優良黑毛猪、好畜

圃（HACCP）、台灣珍猪、花蓮網室猪整合時間預估五年，而「台灣生鮮猪肉」

預估所需時程要 10 年2。 

 改弦更張：2007 年 6 月農委會主委又宣稱，目前市面上的 CAS 優良農產品標

章，從 2010 年起，將全面轉換為 UTAP 優良農產品（肉品）標章3。 

預算 

 

一、據農委會畜牧處提供立法院預算中心資料顯示4，優良食品（CAS）標章的預算

分成「驗證經費」、「推廣經費」二部分。「驗證經費」從 85 至 96 年共編列 1

億 1,708 萬元；「推廣經費」因 91 年後，改由產業界經費辦理，農委會不編列

預算，故僅有 85～90 年間資料，共編列 2597.2 萬元。此外，部分推廣經費是

由農委會輔導處編列，用來推廣優良農產品，無法單獨區分出 CAS 部分，故未

納入計算。 

二、但實際上，在農委會補（捐）助民間團體及個人資料中，91～93 年資料未公

布，94～96 年雖有公布資料，但僅有 94 年度有列出補助 CAS 計畫費用，94

年度資料如下： 

  1.農委會補助財團法人 CAS 優良農產品發展協會5，共計 1,325.1 萬元： 

推廣 CAS 優良農產品：470 萬元（2005.3） 

加強 CAS 媒體宣傳：376 萬元（2005.6） 

提昇 CAS 驗證行政效率與品質：479.1 萬元（2005.7） 

  2.農委會補助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6： 

加強 CAS 優良肉品品質衛生安全之抽驗及追蹤管理計畫：940 萬元（2005.3）

三、從中央政府總預算—農委會 97 年度單位預算發現： 

  1.農委會畜牧處之「加強台灣優良農產品管理」計畫編列 3,458 萬元，全數用

來委託民間團體辦理加強 CAS 標章及 CAS 優良食品之監督與管理；加強 CAS 

                                                 
2 ＜CAS 優良食品證明標章制度推動現況＞，林子清，農委會畜牧處食品加工科科長。2004，「商標法制發展學術研

討會」。 
3 「農產品驗證標章啟動 安全農業邁入新紀元」，農委會新聞稿。96.6.14。 
4 此為立法院預算中心提供立法委員賴幸媛國會辦公室資料，96.12.24。 
5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補（捐）助民間團體及個人資料 93 年～97 年第 1 季 http://www.coa.gov.tw/view.php?catid=8445 。 
6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補（捐）助民間團體及個人資料 93 年～97 年第 1 季 http://www.coa.gov.tw/view.php?catid=84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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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良肉品品質與衛生安全之抽驗及追蹤管理；辦理 CAS 優良農產品推廣工作

及各式展售促銷活動。7 

根據上述三項資料統計，農委會從 85 年到 97 年間，針對優良食品（CAS）標章的

預算(包含驗證、推廣)，估計至少編列 2億 1354 萬元。 

參與推動 

機關 

一、行政院農委會：主管機關、認證機關 

二、財團法人 CAS 優良農產品發展協會：標章驗證的行政機構及推廣業務。 

（以前名稱為財團法人中華 CAS 優良食品發展協會，96 年 4 月更名改制） 

三、中央畜產會：標章驗證的技術機構、推廣宣導機構、技術輔導機構（肉品部分）

認證內容 

一、CAS 標章所認證的是以國產「農水畜林」為主原料之產品及其加工品，目前分

成 16 類，其中與猪肉相關的有肉品類、冷凍食品類、冷藏調理食品類、即時

餐食類（例如盒餐、飯糰、壽司…），每類產品都有各自驗證基準。 

二、以肉類驗證基準為例，內容分成廠區環境、廠房設施、設備及包裝材料、製程

管理、品質管制、衛生管理、運輸管理、管理人員資格、其它，以及各項肉品

類（例如冷藏及冷凍猪肉、火腿熱狗、培根臘肉、中式香腸…）之品質規格及

標示規定。 

三、CAS 各類產品驗證基準，大多只管末端食品加工階段是否符合衛生安全，對於

原料肉來源，只要求來自合格屠宰場。至於這些申請合格的屠宰場是否有符合

人道屠宰法規，則沒有嚴格規範。其對於原料肉的相關規定如下： 

  1.肉類項目驗證基準規定「分切場之原料肉（屠體）應在合格屠宰場屠宰，

經屠宰衛生檢查合格，並在低溫下運輸，或是經由優良肉品廠分切之大塊

肉。加工場之原料肉應為經產銷履歷農產品驗證或優良農產品驗證之肉

品。（4.1.1.）」但肉類產品又細分成猪肉、火腿熱狗……等，在各自的品

質規格及標示規定中，又要求「供製原料肉之毛猪，應於主管機關認可之

屠宰場屠宰，並經屠宰衛生檢查合格，且經優良農產品驗證現場審核小組

現場評核者。」 

  2.冷凍食品項目驗證基準中，只規定「使用之原材料應符合相關之衛生標準

或規定，並可追溯來源。畜產冷凍食品使用之禽畜肉原料應為經優良農產

品驗證之品項。」（5.3） 
  3.冷藏食品項目驗證基準中，只規定「使用之原料畜肉應由主管機關認可或許

可進口之屠宰場或廠商提供。」（5.3） 
  4.即食餐食項目驗證基準中，完全未提到原料肉來源的規定，也無查驗機制，

讓不肖廠商有漏洞可鑽。 
四、肉類產品全程應採低溫控制（由於冷凍食品、冷藏食品販賣階段都有冷凍（藏）

設備，故僅指出肉類項目），其驗證基準提到： 

  1.原料肉：屠體或部位肉運輸中，應分別使用清潔衛生之冷藏或冷凍運輸工

具輸送，冷藏車溫度應維持在 5℃以下，冷凍車溫度應維持-18℃以下。

（7.1） 
  2.成品：在運輸中，應分別使用清潔衛生之冷藏或冷凍運輸工具輸送，冷藏

車溫度應維持在 5℃以下，冷凍車溫度應維持在-18℃以下。（7.2） 
  3.販賣場所設置規定冷凍肉應存放於冷凍櫃內，肉品溫度應維持在-18℃以

下，櫃內清潔，並設有溫度計。（9.1.2.1） 

  4.販賣場所設置規定冷藏肉應存放於冷藏櫃內，肉品溫度應維持在 7℃以

下，櫃內清潔，並設有溫度計。（9.1.2.2） 

五、無藥物殘留 

  1.抗生素物質（初檢）  抑制圈≦12.0 ppm 

                                                                                                                                                                          
7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中華民國 97 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單位預算」，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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羥四環素、氯四環素、四環素、脫氧羥四環素黴素  總和≦2.0 

泰黴素≦2.0 ppm 

青黴素 0 IU/g 

氯黴素不得檢出 ppb 

  2.磺胺一甲氧嘧啶、磺胺二甲氧嘧啶、磺胺一甲嘧啶、磺胺奎林、其他磺胺總

和≦0.1 ppm 

  3.乙型受體素（俗稱瘦肉精） 不得檢出 

監督方式 

一、中央畜產會執行年度查核及突擊檢查，是否符合 CAS 標準。 

二、產品檢驗工作分別由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及國立台灣大學畜產系肉品實驗

室執行。檢驗內容包含微生物、一般成分、藥物殘留、食品添加物官能性質、

產品標示等。 

三、每個月之 CAS 產品檢驗結果均需經「產品檢驗結果審查會議」監督。 

認證廠家 
生產 CAS 猪肉產品的廠商有 46 家，其中只生產冷凍猪肉及冷藏猪肉的有 16 家，只

生產加工猪肉產品的 16 家，其餘 14 家兩者皆有生產。（見附錄二） 

認證產量 

根據農委會養猪產業管理及現況調查表顯示，以 94 年為例，經 CAS 認證工廠所生

產之生鮮猪肉計 25 萬公噸，只佔當年度猪肉供應量 91 萬多公噸（約 950 萬頭猪）

之 27.61％。
8以當年屠宰猪隻頭數換算，CAS 認證肉品來源約為 262 萬頭猪。也就

是說，一個政策推了將近二十年，花了無數中央預算，其市佔成效比率卻不到 3

成。 

認證產值 

95 年 CAS 優良農產品總產值 421 億 2317 萬 3 千元，其中肉品產值為 265 億 2100

萬元，占 63％。若以 95 年畜產產值約 1,181 億元來看，CAS 肉品產值約佔全部畜

產產值的 22.4％。 

問題 

一、優良肉品項目，幾乎將全部重點放在肉品安全衛生上，完全忽略動物福利的

問題。雖然 CAS 猪肉強調要電動屠宰，但在其書面資料並未規定要經「電擊

致昏」程序，更無規定要符合動物福利或人道屠宰。就本會瞭解，許多通過

CAS 認證的廠商，其屠宰方式同樣為不人道屠宰。 

二、缺乏對原料肉來源的稽查機制──所謂的「工作評核小組」只作末端篩檢，

依據工廠評等，小組每年只到工廠抽驗 2～6次而已；對於原料肉的來源，只

需有合格屠宰場的屠宰衛生檢查證明（1次/批）即可，並無追蹤猪肉來源的

設計，尤其針對非一貫化作業、只做猪肉加工的工廠，其原料猪肉來源，更

無法建立追溯及有效的稽查方式，以致過去就曾出現不肖業者混入病死猪或

私宰猪肉等情形，這些問題猪肉被加工製成香腸、排骨、水餃等，輕易就蒙

混過關！ 

二、依據今（97）年 1月 16 日公告施行的動物保護法修正法條，未來經濟動物的

運輸、拍賣、繫留、屠宰都要符合動物福利，未來 CAS 認證內容應儘速納入

人道運輸、拍賣、繫留、屠宰的規定。 

三、推動近 20 年，認證猪肉產品數量比例成長有限，品質要求更是原地踏步。且

農委會幾乎每年補助 CAS 優良農產品發展協會 1 千多萬元「宣導」，透過各種

公關活動、置入性行銷等手段，結果 CAS 肉品市佔比率極低，社會大眾卻還以

為，台灣幾乎所有猪肉都已是「優良肉品」。不僅大型超市，如「家樂福」（「優

選台灣生鮮」猪肉）強調 CAS，甚至連在傳統市場買的「溫體肉」都是! 

 

                                                 
8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聲復審計部教育農林審計處查核 95 年度財務收支審核通知事項辦理情形。

http://www.coa.gov.tw/files/web_articles_files/12543/2170.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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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優良食品（CAS）肉品驗證基準—冷藏與冷凍猪肉品質規格及標示規定」：在

超市販售之驗證產品，其標示應包括廠商名稱及電話。但照片中頂好超市販售的冷

藏猪肉，在包裝盒上都沒有看到標明是哪家生產廠商的名稱及電話，只在架上標示

「優良肉品‧新鮮配送—採用 CAS 廠供應猪肉…」字樣，明顯違反了 CAS 產品標示

的規定。 

超市業者自行分切包裝、販售的冷藏肉品，是否可能來自傳統市場肉攤，甚至可能

來自非法的屠宰場？消費者無法從包裝上判斷。 

據查證，該超市並不是 CAS 認證肉品的廠商
9
，雖然未直接使用ＣＡＳ標章，但宣

稱猪肉來自 CAS 廠商，是否屬於濫用 CAS 標章，等同違法？認證單位的稽查如何取

信於民？ 

 
 
 

                                                 
9 參見【附錄二】生產 CAS 豬肉之廠商名錄（中央畜產會網站 2008.07.10 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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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頂好超市販售的另一種冷凍肉

品，可在包裝盒上看到「生產廠商」

名稱字樣。但同樣不見規定應印上

的「電話」。 

據查名單，家樂福為通過 CAS 認證的廠商，因此家樂福所賣的

肉品包裝盒上可見「家福股份有限公司 政府授證 優良肉品」

等字樣。 

 

依據「優良食品（CAS）肉品驗證基準 9.1.2.2 規定：「冷藏肉應存放於冷藏櫃內，肉品溫度應維

持在 7℃以下，櫃內清潔，並設有溫度計。」但這家位在傳統市場內的猪肉攤，將肉品暴露在室溫

中販賣（上圖左），完全不符合 CAS 規定，攤位上卻掛著 CAS 標章（上圖右），明顯違法，欺騙消

費者，卻不見有人取締，凸顯 CAS 稽查機制之不足。該業者表示，猪肉從上游冷凍工廠買來後，

就不再冷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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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食品良好作業規範（GMP）認證 

標章 食品 GMP 認證（本報告只針對肉類食品加工部分）

推動時間 民國 78 年（1989） 

法規 

一、食品衛生管理法第 20 條第 1項
10，及第 33 條（罰

則）11。 

二、食品良好作業規範。 
 

政策(計畫) 

一、78 年經濟部工業局參考美國食品藥物檢驗局（FDA）制訂之 GMP 法案及歐洲、

日本等先進國家之食品管理制度，而設定食品 GMP 認證制度，同年開始推行食

品良好作業規範，採用自願認證方式。12 

二、94 年將 HACCP 條文融入食品 GMP 通則，提高認證要求，追求更高的產品衛生

安全與品質標準。13 

預算 

一、95 年度： 

經濟部工業局的「食品領域科技發展中程綱要計畫」編列 4,862.3 萬元，包含

3項子計畫，其中 2項是和食品 GMP 認證相關，分別為「一般食品 GMP 認證及

技術輔導暨穀類及糖類食品 GMP 認證計畫」、「食品 GMP 推廣計畫」，由於預算

書內容未列出每項子計畫預算，因此無法確定用來推動食品 GMP 認證的預算有

多少。 

二、96 年度：經濟部工業局網站未公開此年度預算，無法得知。 

三、97 年度： 

經濟部工業局的「食品工業技術輔導與推廣計畫」編列 4,379.7 萬元，包含 2

項子計畫，其中 1項「食品工業優質化輔導與推廣計畫」目的在推動 GMP 認證

及相關訓練，由於預算書內容未列出子計畫預算，因此無法確定用來推動食品

GMP 認證的預算有多少。 

參與推動 

機關 

一、經濟部工業局：主管機關 

二、食品良好作業規範（GMP）認證體系推行委員會：推動單位、認證機關。成員

包含經濟部工業局（召集單位）、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經濟部商業司、經濟部

中小企業處、行政院衛生署食品衛生處、行政院農委會畜牧處、食品工業發展

研究所、中華穀類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台灣食品 GMP 發展協會、消費者團體

等。 

1.食品 GMP 現場評核小組：成員包含經濟部工業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行政

院衛生署食品衛生處、行政院農委會農糧處單位代表各 1人，及相關學者 1

～4人。 

2.食品 GMP 技術委員會：由召集單位遴聘政府相關單位代表、專業執行機構代

表、認證廠商代表及學者專家擔任。 
三、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中華穀類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受委託之認證執行機構

（即驗證機關）。 

四、台灣食品良好作業發展協會：服務、諮詢及顧問機構 

認證內容 一、應具備相關登記證及證書送台灣食品良好作業發展協會及 GMP 認證執行機構書

                                                 
10 食品衛生管理法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食品業者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食品或食品添加物

之作業場所、設施及品保制度，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食品良好衛生規範，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食品業別，

並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食品安全管制系統之規定。」 
11 食品衛生管理法第 33 條規定第 20 條第 1 項，可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一年內再次違反者，並

得廢止其營業或工廠登記證照。 
12 台灣食品 GMP 發展協會網站 http://www.gmp.org.tw/maindetail.asp?id=102  
13 台灣食品 GMP 發展協會網站 http://www.gmp.org.tw/maindetail.asp?id=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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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審查。 

二、審查通過，再安排現場評核（現場評核小組）、產品檢驗（認證執行機構），其

結果經推行委員會秘書處確認、簽約，由推行委員會授證，台灣食品良好作業

發展協會代發 GMP 證書。 

1.現場評核：需符合現行食品有關法令、食品工廠 GMP 通則及有關之專則規

定。各類產品專則為評核基準，例如肉類加工品工廠—「肉類加工食品工廠

良好作業規範專則」，其內容包含廠區環境、廠房及設備、機械設備、組織

人事、製程管理、品質管制、倉儲運輸、標示等。 

2.產品檢驗：應符合食品 GMP 技術委員會訂定之產品檢驗項目及標準；應符

合申請工廠之廠內成品規格；標示與內容物相符，標示方法符合食品 GMP 通

（專）則。 

三、由於GMP認證對象主要是加工食品類，就肉類加工品部分，「原料肉」的來源是

不能忽略的一環，該認證對於原料肉的規定如下： 

1.肉類加工食品工廠良好作業規範專則規定「原料肉應新鮮而無污臭，並由政

府所認可之屠宰場所屠宰，且經獸醫人員作屠前屠後檢查合格而適合人類食

用者。（9.2.1）」至於來自於廠外的肉類半成品或成品只要求符合衛生條件

（9.2.3），要求廠商自行建立其原材料供應商之評鑑及追蹤管理制度

（10.3.1），每批原料須經品管檢查合格（10.3.2）。 

2.冷凍食品工廠良好作業規範專則僅規定「原料畜肉應由主管機關認可或許可

進口之屠宰場提供（9.2.1）。」 

3.冷藏調理食品工廠良好作業規範專則、罐頭食品工廠良好作業規範專則：對

原料肉來源未特別規定，只要求廠商應建立其原材料供應商之評鑑及追蹤管

理制度，並詳訂原料及包裝材料之品質規格、檢驗項目、驗收標準、抽樣計

畫（樣品容器應予適當標識）及檢驗方法等，並確實實行。（10.3.1） 

四、藥物殘留：肉類加工食品工廠良好作業規範專則規定，原料肉進廠前應要求殘

留藥物（磺胺劑、抗生素及農藥）應符合法定標準（9.2.3）。 

監督方式 

認證工廠應接受認證執行機構的追蹤查驗（包括現場查核及產品抽驗）
14。其追蹤

查驗結果，應按月報請推行委員會備查，有關取消工廠或產品之認證資格與認證標

誌之使用權等重大決策時，需報請推行委員會核備。 

認證廠家 

一、肉類加工品廠商 4家
15，如下： 

1.立大農畜興業股份有限公司冷凍食品廠肉類加工生產線 

2.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新市廠肉品廠肉類加工生產線 

3.新力香食品有限公司肉類加工食品生產線 

4.臺鑫食品冷凍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肉類加工生產線。 

二、其他冷凍食品、冷藏調理食品、罐頭食品，也有猪肉加工食品，例如味王股份

有限公司豐田廠罐頭生產線（咖哩猪肉，香菇肉粳…），聯夏食品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屏東廠罐頭生產線（香菇肉醬、東坡肉…）。 

認證產量 肉類加工品共有 35 項產品，但產量不詳，產值不詳。16 

認證產值 肉類加工品共有 35 項產品，但產量不詳，產值不詳。 

                                                 
14 食品 GMP 追蹤管理要點 http://www.gmp.org.tw/Downloads/138-附件 07 食品 GMP 追蹤管理要點.pdf  
15 台灣食品 GMP 發展協會網站的「食品 GMP 認證產品查詢」http://www.gmp.org.tw/searchact.asp。 
1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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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一、食品 GMP 認證是規範加工食品安全，因此僅注重猪肉加工產品之品質，對於

原料肉的要求僅標明「政府所認可之屠宰場所屠宰，且經獸醫人員做屠前、

屠後檢查合格適合人類食用
17」──也就是說，這個認證只管猪在哪裡屠宰，

只要提得出合格屠宰證明，至於是用什麼方法屠宰？是否合法？有落實稽核

制度嗎？則不在認證的重點裡。據肉品加工 GMP 廠商表示：他們購買原料肉

進廠，會要求原料廠提供屠宰前後證明文件、藥物殘留檢驗、肉品檢驗報告

等。因此，當 GMP 評核小組查驗時，通常是察看猪肉原料廠商提供給 GMP 廠

商的屠宰證明文件、藥物殘留檢驗、肉品檢驗報告…等書面資料，並不會實

際到猪肉原料廠察看，完全依賴廠商自行對原料廠的評鑑追蹤。此項工作可

嚴謹、可鬆散，全憑廠商良心，若無第三稽查機制從源頭把關，這種評核方

式只是流於形式。顯見政府及推動每一種肉品認證單位的心態，都只管美化

「某一端」，而缺乏系統的有效稽核制度。 

二、根據今（97）年 1 月 16 日公告施行新修的動物保護法，經濟動物的運輸、拍

賣、繫留、屠宰都要符合基本動物福利。因此 GMP 認證內容該如何將這些基本

的法規納入並有效稽核，而非僅是要求在政府認可之屠宰場屠宰，則是一大考

驗。 
三、食品 GMP 認證規範加工食品安全，優良食品 CAS 同樣對肉品加工產品也有所規

範。同一種畜牧產品，分別由不同政府單位推動施行驗證，卻缺乏有效連結，

各自為政，經費又重複投入，疊床架屋，浪費公帑。 

 

 
這個品牌的香腸共有食品 GMP、CAS 及 ISO 三種認證。但原料

肉的來源，是否就確保人道、衛生、安全無虞了？ 

 

                                                 
17 引用自食品 GMP 認證體系規章彙編(全冊)中的「肉類加工食品工廠良好作業規範專則」第 9.2.1 點 
http://www.gmp.org.tw/Downloads/161-18 肉類加工食品專則.p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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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灣生鮮猪肉（Taiwan Fresh Pork ，TFP） 

標章 台灣生鮮猪肉（Taiwan Fresh Pork ，TFP） 

推動時間 民國 87 年（1998） 

法規 

一、「台灣生鮮猪肉標章使用管理辦法」，屬行政命

令。 

二、無法源依據 
 

政策(計畫) 

一、87 年為建立台灣猪肉品牌及形象，因應加入 WTO 衝擊並與進口猪肉有所區隔，

由產官學各界共同組成的「台灣生鮮猪肉推廣委員會」評選出「台灣生鮮猪肉」

證明標章。當時行政院農委會也表示，將擬定標章的使用管理辦法，將此標章

授權「中華民國家畜肉類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使用。18但截至 97 年 5

月止，在農委會網站及公報資料中，都找不到任何關於此標章的使用管理辦法。

二、「台灣生鮮猪肉」證明標章的構圖，是以猪隻體型烙印 TFP 三個字，即「Taiwan 

Fresh Pork」的縮寫，而上下兩片外圓紅色代表生鮮溫暖之意，中間白色代表

台灣生鮮猪肉的新鮮、好吃、衛生、安全。19 

三、95 年中華民國家畜肉類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曾經辦過「台灣生鮮猪肉

（TFP）料理五燈獎大賽」，指導單位為：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台北市政府、高

雄市政府、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等；協辦單位則為：台北市家畜肉類商業同業

公會、高雄市家畜肉類商業同業公會、台北市烹飪餐飲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

烹飪餐飲商業同業公會等，其目的為「促進生鮮猪肉消售量，帶動養猪產業發

展」云云。
20 

預算 

農委會94～96年度補助中華民國家畜肉類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計畫經費（條列

如下），因農委會並未提供細部資料，無法得知其中用來推動「台灣生鮮猪肉TFP」

實際比例。 

一、94年度： 

  肉品運銷現代化計畫： 217萬元 

  提升養猪產業產銷效率：51萬元 

二、95年度： 

  肉品運銷現代化計畫：222.1萬元 

三、96年度： 

  輔導毛猪共同運銷與肉品運銷現代化計畫：127.7萬元 

機關 
一、行政院農委會：授權機關、經費補助 

二、中華民國家畜肉類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核發標章機關 

認證內容21 

一、在政府許可之屠宰場所屠宰且經衛生檢查合格，留有紀錄可查核。 

二、經由獸醫師進行屠前檢查及抽血檢驗藥物殘留合格。 

三、屠後經獸醫師進行內臟與屠體檢查，合格者始得放行銷售。 

四、生鮮屠體運輸過程符合衛生安全條件，並由吊掛式運輸車配送。 

五、販賣環境及從業人員均保持清潔與衛生。 

                                                 
18 87 年 4 月 12 日自由時報第 19 版，與進口豬肉區隔，「台灣生鮮豬肉」標章問世。

http://www.tlri.gov.tw/Info/News_Detail.asp?RID=4484  
19 87 年 4 月 12 日自由時報第 19 版，與進口豬肉區隔，「台灣生鮮豬肉」標章問世。

http://www.tlri.gov.tw/Info/News_Detail.asp?RID=4484 
20 高雄市烹飪餐飲商業同業公會網站 http://cakcmall.cakc.org.tw/cakc/front/bin/ptlist.phtml?Category=100079  
21 參考 TFP 宣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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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在台灣生鮮猪肉 TFP 肉攤販賣。 

監督方式 

一、據中華民國家畜肉類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人員表示：他們會組成查核小

組，每年查核二次，每次約花費一個多月。查核的方式就是將全台有申請 TFP

標章的肉攤巡視一遍。巡視的內容就是看肉攤有沒有將肉品放在冷藏櫃內銷

售。該公會人員表示：這樣的查核方式不僅次數少，且逐區的地毯式查核，馬

上就會走漏風聲，攤商早就準備好了等查核人員上門，哪有不通過的道理？查

完後攤商是否確實使用冷藏設備，就看業者自律了。22 

二、對於猪隻屠體由屠宰場運到市場是否以低溫運送，則無查核機制。 

認證廠家 約 300 多家。23 

認證產量 300 多家猪肉攤，若每攤日售以 2頭計，每年約銷售 21 萬隻。 

認證產值 無具体資料 

問題 

一、為了因應加入 WTO，以便跟進口冷凍猪肉抗衡而推動的「台灣生鮮猪肉」標章，

無異是農委會與家畜肉類商業同業公會聯手愚弄社會大眾、浪費全民納稅錢的

一項政策。就其認證內容的六個項目來看，除了第六點──「在台灣生鮮猪肉

TFP 肉攤販賣」外，其餘五點要求，不僅是畜牧法的基本規範，就連食品衛生

法規裡也都有相關的規範要求。官方與業者隨便將肉攤「包裝」一下，搞個「台

灣生鮮猪肉推廣委員會」，編列預算去推動，從 87 年至今已逾十年，全台約

5,800 個「獸肉攤」裡，卻只認證了 300 多家；如果這個政策是重要的，能夠

提升台灣肉品現代化的水準，為何大部分的肉攤不願加入；換言之，肉攤對於

這個擺明了只是「包裝」、「虛有其表」政策的理解是「換湯不換藥」──一樣

賣溫體肉，既然賣溫體肉，何需冷藏設施？而政策推行至今，另外五千多家沒

有加入「TFP」認證的肉攤，政策面有對他們採取任何措施嗎？政府一方面推

動 CAS 冷藏冷凍肉品，希望讓台灣的肉品銷售，能真正達到衛生安全，一方

面卻又在選票壓力下，不敢有積極作為改變傳統肉攤與民眾對溫體肉的迷思，

如此誤導民眾，進退失據的政策，不知道還要拖多久才會「從善如流」？ 

二、傳統市場的肉攤，其猪肉來源幾乎都來自各地公立肉品市場，據本會自 2000

年到 2007 年的調查證據發現，全台 21 個縣市（台北市、基隆市無肉品市場 ）

27 個公立屠宰場，共有 72 條屠宰線，有超過七成的業者以極盡殘虐動物的方

式來屠宰，原因在於肉商長久以人道屠宰影響肉品品質為藉口，讓猪飽受殘虐

與痛苦！且猪隻拍賣、運輸、繫留過程也都不符合動物福利。這些現象政府不

是不知道，也正透過肉品市場協進會、肉商公會、彰化肉品市場、南投肉品市

場、台中肉品市場等單位嘗試改善，但還是有業者，以影響肉鬆、肉絨品質為

由，不願意配合改善！  

三、所謂 TFP 猪肉認證，與「屠宰衛生合格章」相較，其實只是要求肉攤加裝冷藏

櫃、屠體必須冷藏運輸，實務上卻又做不到。無異一個疊床架屋的認證。 

 

                                                 
22 據 2008.05.08 訪談紀錄。 
23 據 2008.05.08 訪談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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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民國 87 年時任農委會主委的彭作奎，親自上陣為只做外觀包裝、美化的「台灣生鮮猪

肉」標章宣傳。這個標章內容就如同其文宣中所寫的那麼簡單，一樣賣溫體肉，只是換包裝！而

且連強調「生鮮」最重要的冷藏櫃、運輸冷藏車都未明確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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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屠宰衛生合格章 

標章 屠宰衛生合格章 

推動時間 89 年 10 月 4 日正式公告（2000） 
 

法規 
一、畜牧法第 32 條第 4 項規定訂定24。擅自變更、偽造、未標示必須依據該法第

3825、39 條26罰則辦理。 

政策(計畫) 

一、畜牧法於民國 87 年 6 月 24 日經立法院三讀通過、由總統公布施行後，屠宰衛

生檢查業務規範於該法之「畜禽屠宰管理」專章。90 年 1 月 1 日起農委會動

植物防疫檢疫局全面接辦屠宰衛生檢查業務，並委託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陸續

聘僱屠宰衛生檢查獸醫師執行實務檢查工作。 

二、每一屠宰場均編置屠宰衛生檢查獸醫師主任一名，並依各場之屠宰量配置屠宰

衛生檢查獸醫師若干名，負責執行屠宰衛生檢查業務。這些人員均受其轄區防

檢局所屬各分局（基隆、新竹、台中、高雄等 4個分局）之肉品檢查課指揮及

調派。 

三、89 年 10 月 4 日正式公告「屠宰衛生檢查合格標誌」，於各合法屠宰場正式使

用。凡經屠宰衛生檢查合格的猪隻，猪皮均蓋有檢查合格標誌供消費者辨識。

預算 

農委會防疫局歷年編列屠宰衛生檢查業務預算： 

一、91 年：23,583.1 萬元 

二、92 年：30,231.8 萬元 

三、93 年：36,812.7 萬元 

四、94 年：29,794 萬元 

五、95 年：31,150.2 萬元 

六、96 年：30,025.2 萬元 

機關 

一、行政院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畜禽屠宰管理之主管機關 

二、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屠宰衛生檢查獸醫師約聘 

三、台灣動物科技研究所：辦理屠宰衛生檢查獸醫師訓練 

認證內容 一、屠宰衛生檢查規則第 8～12 條 

監督方式 
一、屠宰衛生檢查獸醫師駐場，對每一頭屠宰猪隻作屠前及屠後檢查，凡經檢查不

合格的屠體或內臟均予以廢棄銷燬。 

認證廠家 
一、合格屠宰場都有屠宰衛生檢查獸醫師進駐，依據農委會防疫局網站公布屠宰場

登記證書核發名單（97.7.8 更新），其中公私立有屠宰猪隻的屠宰場共 61 家。

認證產量 

依據防檢局統計，96 年通過「屠宰衛生合格章」的猪共有 8,767,746 頭。若以當

年猪隻屠宰量 9,447,143 頭來推算，96 年猪隻通過屠宰衛生合格章的比例為 92.8

％。 

認證產值 因為屠宰猪隻均需通過屠宰衛生合格檢查，故猪隻供應屠宰產值幾乎可視為「屠宰

                                                 
24 畜牧法第 32 條第 4 項：「經檢查為合格之屠體及內臟或其包裝容器，應標明屠宰衛生檢查合格標誌、屠宰場編號

及屠宰日期，始得運出屠宰場；其合格標誌及標明方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25「違反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將未經屠宰衛生檢查或經檢查為不合格之屠體或內臟供人食用或意圖供人食用而分

切、加工、運輸、貯存或販賣者。」、「擅自變更或偽造第三十二條第四項所定之屠宰衛生檢查合格標誌者。」將處

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26 「違反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不依屠宰衛生檢查獸醫師或檢查人員之指示，為銷燬、化製或其他必要之處置者。」、

「屠宰場未依第三十二條第四項規定，於經檢查合格之屠體、內臟或其包裝容器標明相關事項者。」將處新臺幣三

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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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合格章」之認證產值。以 96 年為例，猪隻供應屠宰產值為 571 億 7,411 萬元，

占全國畜牧業總產值 45.75%，居冠。27 

問題 

一、「肉品衛生檢查獸醫師」僅執行肉品衛生檢查，並不監督是否人道對待動物，

對於絕大多數屠宰作業毫無致昏過程，或致昏是否有效並不過問。而繫留、驅

趕、屠宰時的虐待猪隻問題，造成猪隻因緊迫導致肉品品質不佳，也非其業務

範圍。 

二、依據今（97）年 1 月 16 日公告施行新修的動物保護法，經濟動物的運輸、拍

賣、繫留、屠宰都要符合動物福利，因此屠宰衛生合格章的審核內容，當然也

必須符合動物保護法，將人道運輸、拍賣、繫留、屠宰等相關規定儘速納入規

範。 
三、屠宰廠內獸醫的肉品檢驗，僅是對屠後的內臟及屠體進行「目視檢查」，以一

個屠宰場平日配置 1-2 個獸醫師，每天需在三至四小時的屠宰時間內，「看」

完數十、或數百頭猪隻屠體和內臟，與家禽屠宰線相比，數量相對少很多，但

工作環境差、通常都在深夜值勤、若認真執法會被指為「擋人財路」，甚至飽

受身心安全的威脅，許多獸醫師根本就只能「看心安－安慰自己而已」。 

四、雲林肉品市場長期販賣「病死猪」最近被揭發，民眾該如何相信政府的認證標

章-- 「檢警發現動檢局獸醫師未依規定駐線」28；而這些被賣出的猪隻屠體，

如果沒有「屠宰衛生合格章」又如何能更夠運出場外販賣？ 

 

 
屠宰場內，工作人員在經獸醫師檢查合格的猪隻屠體上，印上屠宰衛生合格標誌（見左圖），但這個合格標

誌，不保證猪被運輸、繫留、驅趕與屠宰同樣也是「合格」，沒有遭受巨大痛苦與虐待的。圖右是每天在各

公立肉品市場上演的「虐殺猪隻」情形，這些猪的「屠體」幾乎都可以被蓋上「屠宰衛生合格章」！ 

                                                                                                                                                                          
27 96 年畜牧農情概況分析 http://www.coa.gov.tw/view.php?catid=13922 。 
28 中國時報，97 年 7 月 26 日，A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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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屠宰衛生猪肉 

    「屠宰衛生猪肉」標章圖樣與「電宰衛生猪肉」相同（見第一種認證），僅一字之差，嚴格說

來，它並非官方資料上出現的「認證或標章」。但因出現在有行政院農委會以及中央畜產會掛名的

2008 年月曆上，不知是月歷印錯，還是真有其認證標章，已明顯誤導消費者。 

    此外，同樣的標章樣式（如下圖），在南投縣肉品市場的產品文宣裡，名稱則又變為「安全衛

生猪肉」！掛名「指導單位」同樣有行政院農委會，另外還有南投縣政府。 

    是屠宰？還是電宰？還是安全？亦或通通都不是！ 

 

明明見農委會推廣的是「電宰衛生猪肉」標章，怎麼在 2008 年農委會、中央畜產會寄來的月曆上，看

到變成「屠宰衛生猪肉」標章？並透過月曆宣傳！----請問農委會，到底哪一個標章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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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同樣這隻猪的圖樣，在南投縣肉品市場的產品文宣裡，名稱又變成「安全衛生猪肉」！掛名「指

導單位」的有農委會和南投縣府。----請問農委會，到底哪一個標章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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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問題分析 

政府從民國 70 幾年即開始推動電宰衛生猪肉，之後又陸續推動優良肉品（CAS）、食品良好作

業規範（GMP）、台灣生鮮猪肉（TFP）、屠宰衛生合格章、屠宰衛生猪肉標章，要消費者購買猪肉

時要認明這些認證（標章）。但本研究發現，這 6種猪肉認證，存在多項問題： 

一、半數認證不具法律基礎 

「猪肉認證」不同於「猪肉品牌」，原因在於認證系統應有法律基礎，並依法制訂各類驗證機

構之驗證程序、追蹤查驗程序、標章使用辦法及生產規範（驗證基準）等，以確保認證系統的公

正性。但是目前只有優良肉品（CAS）、食品 GMP 認證、屠宰衛生合格章，有法源及相關罰則；台

灣生鮮猪肉（TFP）則僅有推動辦法屬於行政命令，其他電宰衛生猪肉、屠宰衛生猪肉更是毫無法

源依據。（見表 2） 

尤其是電宰衛生猪肉、屠宰衛生猪肉，連標章名稱都可任意改變，毫無公信力可言，農委會

補助產業單位推動這些「混淆不清」的認證，是以納稅人的錢誤導消費者。 

【表 2】一塊猪肉，六種認證。半數無法源。 

認證項目 法源 規範重點 

電宰衛生豬肉 無  

優良肉品（CAS） 農業發展條例 畜牧產銷 

食品 GMP 認證 食品衛生管理法 食品加工 

台灣生鮮豬肉（TFP） 無（僅有推動辦法）  

屠宰衛生合格章 畜牧法 屠宰衛生 

屠宰衛生豬肉 無  

二、缺乏第三公正單位稽查，流於形式 

認證除了需要法源基礎外，更重要的是有第三公正單位負責稽核。但是這 6 種認證均無第三

公正單位稽查，認證的後續追蹤、查核，流於形式，無法發揮功效。例如民眾印象最深的優良農

產品（CAS）猪肉，卻曾發生販售系統混入病死猪肉事件。問題在於優良農產品（CAS）只做末端

篩檢，對於原料肉的來源，只需具備合格屠宰場的屠宰衛生檢查證明（1次/批）即可，無確定猪

肉來源的機制；另外，本會還發現在傳統市場無冷藏設備的肉攤，居然還掛著優良農產品（CAS）

認證招牌販賣猪肉。顯示 CAS 光靠業者自律及現場評核小組抽檢，根本不能發揮監督的功效。 

食品 GMP 認證的猪肉加工廠，對於原料肉的要求也只是「經政府所認可之屠宰場所屠宰，且

經獸醫人員做屠前、屠後檢查合格適合人類食用29」，同樣無追蹤猪肉來源的機制。 

                                                 
29 引用自食品 GMP 認證體系規章彙編(全冊)中的「肉類加工食品工廠良好作業規範專則」第 9.2.1 點

http://www.gmp.org.tw/Downloads/161-18 肉類加工食品專則.p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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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電宰衛生猪肉為了證明猪肉出自於合格屠宰場，每日會發一張「電宰衛生肉品證明單」（有

屠體編號），但許多肉攤一天賣的猪不只一隻，屠體在被分切後，難以證明是否就是從屠宰場買來

的那隻猪，就算有查緝人員來查，能做的也只是檢查有無電宰證明單而已，無實質意義。 

連農委會防疫檢疫局所推動的「屠宰衛生合格章」也出包！雲林肉品市場長期販賣「病死猪」

最近被揭發，民眾該如何相信政府的認證標章代表「衛生、安全、人道」-- 「檢警發現動檢局獸

醫師未依規定駐線」、「頭部沒有＂敲擊＂痕跡」30；而這些被賣出的猪隻屠體，如果沒有「屠宰

衛生合格章」又如何能更夠運出場外販賣？ 

三、各個認證之間疊床架屋 

例如由農委會補助產業團體--中華民國肉品市場發展協進會推動的「電宰衛生猪肉」，除要求

猪肉來源為「合格屠宰場」、需經「獸醫師檢查合格」外，認證內容幾乎等同於農委會防疫檢疫局

推動的「屠宰衛生檢查合格標誌」，何必多此一舉。而補助中華民國家畜肉類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

合會推動的「台灣生鮮猪肉（TFP）」認證，與「屠宰衛生合格章」相較，其實只是要求肉攤加裝

冷藏櫃、屠體必須冷藏運輸，實務上卻又做不到。無異另一個疊床架屋的認證。 

食品 GMP 認證主要規範加工食品安全，但優良農產品（CAS）也包含肉類加工品，同一種畜牧

產品，分別由不同政府單位推動施行驗證，各自為政，經費卻重複投入，浪費公帑。 

四、動物福利規範完全交白卷 

依據今（97）年 1月 16 日公告施行新修的動物保護法，經濟動物的運輸、卸載、繫留、驅趕、

保定、致昏、刺血（宰殺）都要符合動物福利。 

但在這 6 種認證中，沒有 1 種認證規範要求應符合人道運輸、拍賣、繫留、屠宰。即使是優

良肉品（CAS）、食品 GMP 認證，都僅將重點放在肉品安全衛生上，其書面資料並未規定要經「電

擊致昏」程序，更無規定要符合動物福利或人道屠宰。許多通過優良肉品（CAS）認證的廠商，其

屠宰方式並無法保證合乎「人道屠宰」。 

甚至連農委會防檢局所推動的屠宰衛生合格章，其「肉品衛生檢查獸醫師」僅執行肉品衛生

檢查，並不監督是否人道對待動物，對於絕大多數屠宰作業毫無致昏過程，或致昏是否有效並不

過問。而繫留、驅趕、屠宰時的虐待猪隻問題，造成猪隻因緊迫導致肉品品質不佳，也非其業務

範圍。（參見表 1） 

據本會自 2000 年到 2007 年的調查證據發現，全台 21 個縣市（台北市、基隆市無肉品市場 ）

27 個公立屠宰場，共有 72 條屠宰線，有超過七成的業者以極盡殘虐動物的方式來屠宰，這些非

人道屠宰猪肉大多供應到傳統市場，也就表示消費者到傳統市場買到不管是「電宰衛生猪肉」、「台

灣生鮮猪肉（TFP）」、「屠宰衛生合格章」的猪肉，基本上都是屬於非人道屠宰猪肉。 

這些現象政府不是不知道，也正透過肉品市場協進會、肉商公會、彰化肉品市場、南投肉品

市場、台中肉品市場等單位的協助嘗試改善，但還是有業者，以影響肉鬆、肉絨品質為由，不願

意配合改善！也有少數市場經營高層市場擔心屠宰業反彈或放棄租用場地，影響收入，而不願意

配合落實！  

                                                 
30 中國時報，97 年 7 月 26 日，A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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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效不彰，浪費公帑 

上述種種認證亂象，不僅通過認證的猪肉產品數量比例成長有限，且通過的產品根本無法保

障民眾的食肉安全及動物福利；從民國 70 幾年至今，推動近 20 年，已耗費超過 20 億人民納稅錢。

從有公布資料的優良肉品（CAS）來說，農委會幾乎每年補助 CAS 優良農產品發展協會 1千多萬元

「宣導」，透過各種公關活動、置入性行銷等手段，結果優良肉品（CAS）市佔比率不到三成，社

會大眾卻還以為，台灣幾乎所有猪肉都已是「優良肉品」！而農委會從 87 年開始補助中華民國家

畜肉類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推動「台灣生鮮猪肉（TFP）」，至今已逾十年，全台約 5,800 個「獸

肉攤」裡，卻只認證了 300 多家。 

種種現象都顯示弊端重重，監察院應＂馬＂上介入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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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政策建議 

根據本研究分析，本會建議如下： 

一、整合各種認證，建立基準線：所有畜牧產製品的生產規範，均應符合現行法律 

農委會首要之務應儘速要求，現行各項認證都將人道運輸、拍賣、繫留、屠宰等規定納入。

並協調府內或府際相關單位，彙整統合各種認證，根據現有法律，建立各項畜牧產製品認證規範

內容的基準線。以畜牧、環保、動物福利和肉品安全衛生而言，至少應包括下列各項： 

 畜牧法：畜牧場登記、屠宰衛生檢查 

 環保法規：廢污水排放 

 食品法規：動物用藥殘留標準、冷藏鍊 

 動物保護法：基本動物福利標準（飼養、運輸、驅趕、繫留、保定、致昏、宰殺） 

 其他：飼料添加物標準…等。 

基準線建立之後，農政單位可依社會發展程度，民眾環保或動物福利意識，逐步建立超過基

準線以上，各個等級的品質認證標準。例如：動物福利友善畜牧（不使用母猪夾欄、蛋雞不使用

格子籠等）、有機畜牧…。 

標準以上，才有不同品質等級可言；有明確清楚可分的品質等級，根據不同認證規格的品牌，

才能建立不同的市場利基。有市場利基，透過消費者、生產者、行銷者，以及認證輔導、認證、

稽核、監督機構的共同努力，市場秩序與倫理方能建立。 

二、應訂立屠宰場管理條例 

經濟動物之運輸、銷售（拍賣）及屠宰最容易造成動物緊迫，也是各種動物或人畜共通疾病

交叉感染，造成防疫、肉品安全漏洞的關鍵。應訂立專法，詳為規範。 

三、挹注經費研究動物福利具體措施及政策 

政府應整合疊床架屋的認證，並將節省下來的經費用於研究及訓練，研究並教導業者如何落實

經濟動物福利：例如設施改善 -- 動物運輸、裝卸載、繫留、驅趕、保定、致昏、屠宰軟硬體設

施等；畜牧行政措施或產銷系統改善 – 建立屠宰場評鑑、分級制度，廢除活體拍賣、改為屠體

交易等；推廣消費者教育– 鼓勵購買動物福利友善肉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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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生產 CAS 猪肉之廠商名錄（中央畜產會網站 2008.07.10 更新） 

 CAS 編號 廠商 產品種類 

1 第 010100 號 
台灣農畜產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冷凍猪肉、中式香腸、西式香腸、培 根、西式火腿、

肉酥、調理肉製品 

2 第 010200 號 立大農畜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式香腸、西式火腿、西式香腸、培 根、冷凍猪肉、

冷藏猪肉 (大分切產品)、調理肉製品 

3 第 010300 號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式香腸、西式火腿、培 根 

4 第 010500 號 佳味香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調理肉製品、裹粉(及/或) 裹麵肉品 

5 第 010700 號 滋味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中式香腸、西式火腿、肉 酥、肉 絨、肉乾、臘肉、

培根、調理肉製品 

6 第 010800 號 富豐國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西式火腿、西式香腸、培根 

7 第 011000 號 雅勝冷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冷藏猪肉、冷凍猪肉 

8 第 011500 號 新東陽股份有限公司 中式香腸、培 根、西式香腸、西式火腿 

9 第 011700 號 
津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埤頭

廠 

冷凍猪肉、冷藏猪肉、中式香腸、培根、西式香腸、

調理肉製品 

10 第 0119 號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宜蘭

酒廠 
中式香腸 

11 第 012600 號 
台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屏東

酒廠 
中式乳化型肉品、調理肉製品 

12 第 012700 號 萬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冷藏猪肉、冷凍猪肉 

13 第 013000 號 源益農畜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冷凍猪肉(附皮)、培根、中式香腸、西式香腸、西式

火腿、調理肉製品 

14 第 013100 號 普惠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冷凍猪肉 

15 第 013200 號 中國青年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冷藏猪肉 

16 第 013500 號 和榮意食品有限公司 冷藏猪肉、冷凍猪肉、 

17 第 013600 號 富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西式火腿、西式香腸、中式香腸、培根、調理肉製品

18 第 013700 號 
台鑫食品冷凍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冷藏猪肉、冷凍猪肉、肉 酥、肉絨、調理肉製品 

19 第 013800 號 瑞輝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培根、西式香腸 

20 第 013900 號 佳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式香腸、西式香腸、培 根、調理肉製品、西式火腿

21 第 014000 號 青映食品冷凍股份有限公司 冷藏猪肉、冷凍猪肉 

22 第 014300 號 峰榮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冷藏猪肉、冷凍猪肉 

23 第 014500 號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冷藏猪肉、冷凍猪肉、冷藏猪肉（黑毛猪） 

24 第 014600 號 芬芳烹材股份有限公司 冷凍猪肉、 

25 第 014700 號 
台灣糖業股份有限公司畜殖

事業部 
中式香腸、肉酥、貢丸、佳格代工生產 

26 第 014900 號 華鮮冷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調理肉製品 

27 第 015000 號 美淇食品有限公司 冷凍猪肉、 

28 第 015200 號 香里食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冷藏猪肉、冷凍猪肉、中式香腸、肉酥 

29 第 015300 號 囿福有限公司 肉 乾、肉酥 

30 第 015400 號 台全珍猪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冷凍猪肉 

31 第 015600 號 信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冷藏猪肉、冷凍猪肉、培 根、西式香腸、裹粉及（或）

裹麵肉品、調理製品、中式乳化型肉品、中式香腸、

西式火腿、台糖委託 OEM 產品 

32 第 016300 號 復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冷藏猪肉、冷凍猪肉 

33 第 017000 號 
嘉一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屏

東廠 
冷藏猪肉、冷凍猪肉、中式乳化型肉品、調理肉製品

34 第 017400 號 韋祥企業有限公司 臘肉、中式香腸、肉乾、肉酥 

35 第 017500 號 紅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培根、西式火腿、西式香腸 

36 第 017800 號 嘉一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冷藏猪肉、冷凍猪肉、肉酥、肉乾、中式香腸（冷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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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式香腸（冷凍）、臘肉 

37 第 017900 號 裕毛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冷藏猪肉(白毛猪、大麥猪)、 

38 第 018300 號 香村食品有限公司 肉酥、肉乾 

39 第 018500 號 味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猪肉酥 

40 第 018600 號 泰安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冷藏猪肉、冷凍猪肉 

41 第 018700 號 保億冷凍食品有限公司 
冷藏猪肉(附皮產品)、冷凍猪肉(附皮產品)、中式香

腸、培根 

42 第 018900 號 
大潤發流通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冷藏猪肉 

43 第 019100 號 佳格食品有限公司 肉酥 

44 第 019300 號 家福股份有限公司 冷藏猪肉、冷藏猪肉(黑毛猪) 

45 第 019500 號 源欣興農畜食品有限公司 冷凍猪肉、調理肉製品 

46 第 019700 號 永源有限公司 冷凍猪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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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相關法規條文整理： 

畜牧法 

第 29 條 屠宰供食用之猪、牛、羊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家畜、家禽，應於屠宰場為之。但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情形者，不在此限。 

前項屠宰應申請中央主管機關派員執行屠宰衛生檢查；其檢查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屠宰衛生檢查之申請程序、申請時應檢具之文件及停止屠宰檢查之情形，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中央主管機關應自行或委託財團法人或經訓練合格之執業獸醫師執行前項屠宰衛生檢查。

前項受託之檢查業務，應受中央主管機關之監督考核，其從事此項受託工作之檢查、檢驗

及簽發證明文件之人員，就其辦理受託工作事項，以執行公務論，分別負其責任。 

中央主管機關為執行第二項屠宰衛生檢查，應編列預算。但派員執行屠宰衛生檢查超過政

府機關規定上班時數時，應訂定收費標準，向屠宰場收取屠宰衛生檢查費用。 

第 30 條 申請設立屠宰場，應報請所在地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工

業及環境保護主管機關會勘，合格後發給屠宰場登記證書；其應檢具之文件、程序、審查

程序、同意設立文件之核發與期限、會勘之申請與審查、屠宰場登記證書之核發及應登載

之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屠宰場之設立應符合屠宰場設置標準；其設置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工業及環境

保護主管機關定之。 

屠宰場屠宰家畜、家禽時，應符合屠宰作業準則；其作業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30- 1 條 屠宰場登記後，如因故必須停工未達一個月者，應於停工五日前，填具停工復工報告書，

報請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屠宰場登記後，如因故必須停業一個月以上而未滿一年者，應於停業十日前，填具停業報

告書，送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備查。復業時，應於復業十日前填

具復業申請書，並檢具第二十九條第三項規定之文件，送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核轉

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始得復業。 

屠宰場登記後，因故歇業，應填具歇業報告書，連同屠宰場登記證書，送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註銷之。 

屠宰場停業滿一年以上者，視為歇業，應將屠宰場登記證書繳銷；其不繳銷者，由中央主

管機關逕予公告註銷之。 

第 31 條 為保護消費者權益，主管機關得派員進入屠宰場或其他建築物，檢查屠宰設施及屠宰作

業，所有人或管理人無正當理由，不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規避、妨礙或拒絕前項之檢查者，主管機關得強制執行檢查。 

第一項檢查人員執行任務時，應出示身分證明文件。 

第 32 條 未經屠宰衛生檢查或經檢查為不合格之屠體、內臟，不得供人食用或意圖供人食用而分

切、加工、運輸、貯存或販賣。 

前項屠體、內臟之所有人或管理人，應依屠宰衛生檢查獸醫師或檢查人員之指示，予以銷

燬、化製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第一項之屠體、內臟，除經證明為非供人食用者外，推定為供人食用或意圖供人食用。 

經檢查為合格之屠體及內臟或其包裝容器，應標明屠宰衛生檢查合格標誌、屠宰場編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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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宰日期，始得運出屠宰場；其合格標誌及標明方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動物保護法 

第 9 條 運送動物應注意其食物、飲水、排泄、環境及安全，並避免動物遭受驚嚇、痛苦或傷害。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動物種類，其運送人員應經運送職前講習結業，取得證書，始得執

行運送業務。 

前項運送人員經運送職前講習結業並執行業務後，每二年應接受一次在職講習；其運送人

員講習、動物運送工具、方式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0 條 對動物不得有下列之行為： 

一、以直接、間接賭博、娛樂、營業、宣傳或其他不當目的，進行動物之間或人與動物間

之搏鬥。 

二、以直接、間接賭博為目的，利用動物進行競技行為。 

三、以直接、間接賭博或其他不當目的，而有虐待動物之情事，進行動物交換或贈與。 

四、於運輸、拍賣、繫留等過程中，使用暴力、不當電擊等方式驅趕動物，或以刀具等具

傷害性方式標記。 

五、於屠宰場內，經濟動物未經人道昏厥，予以灌水、灌食、綑綁、拋投、丟擲、切割及

放血。 

六、其他有害社會善良風俗之行為。 

第 12 條 對動物不得任意宰殺。但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不在此限： 

一、為肉用、皮毛用，或餵飼其他動物之經濟利用目的。 

二、為科學應用目的。 

三、為控制動物群體疾病或品種改良之目的。 

四、為控制經濟動物數量過賸，並經主管機關許可。 

五、為解除動物傷病之痛苦。 

六、為避免對人類生命、身體、健康、自由、財產或公共安全有立即危險。 

七、收容於動物收容處所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場所，經通知或公告逾七日

而無人認領、認養或無適當之處置。 

八、其他依本法規定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由。 

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禁止宰殺前項第一款之動物。 

任何人不得因第一項第一款所定事由，有下列行為之一： 

一、宰殺犬、貓或販賣其屠體。 

二、販賣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禁止宰殺動物之屠體。 

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准許認領、認養之動物，不包括依第八條公告禁止飼養或輸入之動

物。但公告前已飼養或輸入，並依第三十六條第一項辦理登記者，准由原飼主認領。 

第 13 條 依前條第一項所定事由宰殺動物時，應以使動物產生最少痛苦之人道方式為之，並遵行下

列規定： 

一、除主管機關公告之情況外，不得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宰殺動物。 

二、為解除寵物傷病之痛苦而宰殺寵物，除緊急情況外，應由獸醫師執行之。 

三、宰殺收容於動物收容處所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場所之動物，應由獸醫師

或在獸醫師監督下執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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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宰殺數量過賸之動物，應依主管機關許可之方式為之。 

中央主管機關得依實際需要，訂定以人道方式宰殺動物之準則。 

經濟動物之屠宰從業人員，每年應接受主管機關辦理或委託辦理之人道屠宰作業講習。 

 
食品衛生管理法  

第 10 條 販賣之食品、食品用洗潔劑及其器具、容器或包裝，應符合衛生安全及品質之標準；其標

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備註：動物用藥殘留標準依據此條文訂定。】 

第 13 條 屠宰場內畜禽屠宰及分切之衛生檢查，由農業主管機關依畜牧法之規定辦理。 

運出屠宰場之屠體、內臟或分切肉，其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輸

入或輸出之衛生管理，由主管機關依本法之規定辦理。 

第 20 條 食品業者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食品或食品添加物之作業場所、設

施及品保制度，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食品良好衛生規範，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

食品業別，並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食品安全管制系統之規定。 

食品業者之設廠登記，應由工業主管機關會同主管機關辦理。 

食品工廠之建築及設備，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工業主管機關所定之設廠標準。 

 
農業發展條例 

第 27 條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種用動植物、肥料、飼料、農藥及動物用藥等資材，應分別訂定規格及

設立廠場標準，實施檢驗。 

為提升農產品及農產加工品品質，維護消費者權益，中央主管機關應推動相關產品之證明

標章驗（認）證制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