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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瞭解並搜集各先進國家對於輸入食品邊境查驗之管理實務，完善我國之

食品輸入查驗管理及實務作法，113年度擇定日本進行考察輸入食品邊境查驗政

策及管理實務。該國輸入食品管理與查驗之主管機關為「厚生勞働省」(Ministry 

of Health, Labour and Welfare, MHLW)，並依據日本食品衛生法每年制定輸入食品

監視指導計畫，採取輸出國管理措施、輸入時管理措施及國內管理措施，以確

保輸入食品安全。本次之參訪行程包含，邊境查驗制度法規與實務交流、保稅

倉庫查驗觀摩(包含食品輸入查驗說明)，以及參訪横濱檢疫所-輸入食品檢疫檢

查中心之各檢驗項目運作模式。本次參訪提供精進輸入食品查驗管理模式之方

向，值得我國效法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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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為瞭解並搜集各國對於輸入食品邊境查驗之管理實務，本次前往日本進行

考察交流。以2023年為例，日本與我國皆以農產品為輸入重量最多之產品，其

管理模式與制度(輸出國管理措施、輸入時管理措施及國內管理措施)，可提供

我國參考。又「橫濱檢疫所」於2023年10月進駐橫濱新港聯合政府大樓，具該

國最先進分析儀器、廣泛的理化學檢驗、微生物學檢查等設備，除有食品進口

檢疫流程外，並統一執行該國檢疫所之食品檢驗業務，值得我國觀摩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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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行程及成員

一、 行程安排
日期 行程 地點

113年11月27日 邊境查驗制度法規與實務交流 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

113年11月28日 1. 横濱檢疫所-食品輸入查驗

說明

2. 查驗現場實務交流與觀摩

3. 參觀橫濱檢疫所-輸入食品

檢疫檢查中心

1. 橫濱新港聯合政府大樓

2. 橫濱麗藏株式會社橫濱物

流中心（保稅倉庫）

二、 我方成員名單
代表機關 職稱 姓名

衛生福利部

食品藥物管理署

科長 李啓豪 

專員 施鈞傑

專員 葉展均

技士 謝豐澤

三、 日方接待成員名單
代表機關 職稱 姓名

厚生勞働省 

健康．生活衛生局

食品監視安全課

輸入食品安全對策室

專門官 ーノ瀬 史成 

專門官 矢川 雅崇

係員 古川 俊介

厚生勞働省 

横濱檢疫所 
所長 大森 豊绿 

厚生勞働省 

横濱檢疫所 

輸入食品檢疫檢查中心

中心主任 原田 誠

厚生勞働省 

横濱檢疫所 

食品監視課

課長 岩城 誠

厚生勞働省 

横濱檢疫所 

輸入食品檢疫檢查中心

統括檢查官 右京政補

厚生勞働省 

横濱檢疫所 
管理官 青木 岳

厚生勞働省 

横濱檢疫所 

食品監視課

專門官 片山ゆり 

厚生勞働省 

横濱檢疫所 
解析係長 田村 広太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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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察紀要

一、 邊境查驗制度法規與實務交流

(一) 日本食品輸入情形

日本糧食自給率逐年下降，在令和5年(2023年)其糧食自產率下降至

61%，故進口日本的食品量也逐年上升，2023年輸入重量達2,987萬噸，申

請案件數達235萬件，如圖一。以進口重量計，輸入最多的為蔬菜、水果

圖一、日本糧食自給率及食品輸入情形(摘錄日方簡報)

圖二、 2023年日本食品輸入類別佔比(摘錄日方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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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農產食品及農產加工食品，約1,925萬噸，其次為肉乳等畜產食品及畜

產加工食品約350萬噸，水產食品及水產加工食品則約191萬噸，如圖二，

主要出口國為美國、中國、法國及泰國等。

(二) 輸入食品的監視系統

分為「輸出國管理措施 (輸出国対策)」、「輸入時管理措施 (輸入時対

策)」及「國內管理措施 (国内対策)」3大部分，如圖三，分述如下： 

圖三、日本輸入食品管理制度(摘錄日方簡報)

1. 輸出國管理措施

由厚生勞働省透過駐輸出國之外交單位，將相關法規標準周知輸出國，

並藉由雙邊諮商、輸出國查核、說明會辦理及協助輸出國建立檢驗技

術等方式，使該國出口產品之生產、製造及加工等管理符合日本相關

規定。出口至日本產品，透過輸出國認證及出口前檢查等方式，確保

各批產品於出口前符合日本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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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實施監視指導計畫執行細項及日本食品衛生法依據法條，如圖四：

圖四、年度輸入食品監視指導計畫訂定依據(摘錄日方簡報)

2. 輸入時管理措施

銷售或商業用途進口日本的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用器具容器和包

裝及玩具都需要向厚生勞働省提出輸入申請，由厚生勞働省轄下的檢

疫所就申請內容審查及查驗，合格產品進入日本當地市場，不合格產

品則退運、廢棄或轉非食品用，輸入不合格案件會進行統計，以做為

實施監視指導計畫的參考依據，監視指導計畫每年進行一次規畫。

席間詢問日方厚生勞働省出席代表，是否有在輸入審查或查驗時，確

認產品包裝標示符合相關規定，日方表示在輸入時主要核對產品貨證

相符，標示成分等與申請內容一致，因食品標示等規範已移交予日本

消費者廳轄管，如有標示相關疑義，將通報相應都道府縣政府管理單

位(相當我國地方衛生局)，由該單位進行後續處理。

3. 國內管理措施

合格輸入產品進入日本當地市場後，則由各都道府縣政府實施監視指

導計畫，確認產品符合相關規定，如有不合格資訊則會回饋厚生勞働

省，以做為每年監視指導計畫的訂定參考依據。另外，各都道府縣政

府亦有執行食品安全風險溝通的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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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日本受理食品輸入查驗單位、員額及措施

1. 受理食品輸入查驗單位及員額

受理食品輸入報驗業務共有32個檢疫所，其中，6個檢疫所有簡易實驗

室(檢查課)，2個檢疫所有設置檢驗中心進行輸入食品檢驗，部分食品

檢驗由厚生勞働省認證的檢驗單位進行，2023年員額共422名，如圖五。 

圖五、日本受理食品輸入查驗單位分布圖(摘錄日方簡報)

2. 輸入業者輸入前諮詢措施(輸入者に対する輸入前相談) 

目前有13個檢疫所本所設有輸入食品諮詢室

(https://www.mhlw.go.jp/topics/yunyu/soudan/)，輸入業者可以向檢疫所申

請輸入前諮詢，可以減少食品在輸入查驗時不合格的情形，2023年申

請輸入前諮詢案件數為1萬3千餘件，品項為2萬3千餘件，經統計諮詢

時發現不符日本相關規定佔比約1.74%，諮詢後，輸入時不符日本規定

的比例約0.03%，日方認為有降低不合格案件數的成效。另查本次參訪

橫濱檢疫所食品輸入前諮詢表(事前相談票)，如附件1，輸入業者於諮

詢前需依該表備有相關產品資訊，向檢疫所預約諮詢時間，相關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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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及注意事項如該所網址：

https://www.forth.go.jp/keneki/yokohama/04_import/06/index.html。

3. 輸入時查驗方式及現況

日方現行食品邊境查驗方式可為指導檢查、監視檢查(モニタリング検

査)、強化監視檢查(モニタリング検査強化)、檢查命令及輸入禁止，

如圖六，2024年輸入申請案件數約235萬件，檢查命令件數約6萬2千餘

件，監視及強化監視檢查件數約5萬餘件，指導檢查則近8萬6千件，總

計檢驗數約20萬件，約佔申請案件數8.5%，檢驗不合格案件數為763件，

約佔檢驗件數0.03%。

圖六、輸入食品查驗方式及2024案件概況(摘錄日方簡報)

(1) 指導檢查

輸入業者的自主管理，日方依該類別食品的常見違規態樣如農藥、

食品添物等，要求輸入業者需定期進行相應的檢驗，包括第1次輸

入，輸入業者需在日方認證相關檢驗單位進行檢驗，並提供相關

檢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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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監視檢查(モニタリング検査) 

由前一年的輸入檢驗結果、國內外食品安全事件的監視，每年制

定相應的監視指導計畫，依據計畫內容進行輸入案件的抽中檢驗，

相關檢驗費用由國家負擔，抽中的案件不用等待檢驗合格，即可

放行。

(3) 強化監視檢查(モニタリング検査強化) 

若輸入之食品類別在來源國有發生食品安全事件，或該類產品在

監視檢查時有不合格情形，則會進入強化監視檢查，檢驗費用仍

由國家負擔，抽中的案件不用等待檢驗合格，即可放行。

(4) 檢查命令

當來源國該食品類別有危害民眾健康事件或可能者(如：腸出血性

大腸桿菌 O157、黃麴毒素等)，或在指導檢查、監視檢查、強化監

視檢查及輸入後稽查有違反法規之可能性較高者(如：農藥殘留或

動物用藥)，將要求輸入業者在輸入時逐批進行查驗，檢驗費用由

輸入業者負擔，在查驗合格後始能放行。在確定不輸入違規食品

的情況下，例如在輸出國制定防止再次發生的措施等，檢查命令

就可解除，如圖七。

圖七、日本檢查命令可能態樣及解除方式(摘錄日方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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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輸入禁止

特定來源國或特定製造者生產的食品，若判定有重大危害食品安

全的情況，可以採取禁止輸入的措施。

日 方 食 品 輸 入 相 關 措 施 均 發 布 於 厚 生 勞 働 省 網 頁

(https://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kenkou_iryou/shokuhin/yunyu_ka

nshi/index.html)，近年之監視指導計畫亦有公開於前揭網頁項下，其中2024

年計畫內容如附件2 (第16頁)，可以從其中取得相關資訊。

(四) 食品輸入後的管理措施

1. 各都道府縣管理單位會依據其地方特性，制定相應的監視指導計畫，包

括至販售店面抽樣檢驗及對所轄輸入業者進行自主管理的稽查，確認產

品及業者符合相關規定。

2. 厚生勞働省邊境查驗不合各案件會提供相關資訊予各都道府縣管理單位，

必要時，會與都道府縣合作進行產品回收。各都道府縣執行其監視指導

計畫，若發現有不符規定的產品，亦會回饋厚生勞働省。 

二、 横濱檢疫所-食品輸入查驗說明及保稅倉庫查驗 

113年11月28日拜訪橫濱檢疫所，日方首先進行檢疫所簡介及日本的食品

輸入查驗簡報，如圖八。

圖八、於橫濱檢疫所會議室簡報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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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橫濱檢疫所隸屬於厚生勞働省，目前日本13個主要海港和機場（小樽、仙

台、成田機場、東京、橫濱、新潟、名古屋、大阪、關西機場、神戶、廣島、

福岡、那霸）皆設有檢疫所(共計32個檢疫所)；而在橫濱檢疫所和神戶檢疫所內

更是設立了配備先進檢測設備的進口食品檢疫檢驗中心，分別作為東日本和西

日本的檢驗中心，針對進口食品檢驗和人員檢疫業務。

  橫濱檢疫所現位於2023年3月建成的「橫濱新港聯合政府大樓(よこはま新

港合同庁舎)」（横浜市中区新港1丁目6-1），該大樓占地約 16,825 平方公尺，樓

層總計7樓，並設有 15 個政府機關(海關、稅務所及檢察機關等)，其中便包含本

次參訪之橫濱檢疫所，如圖九。

圖九、橫濱新港聯合政府大樓外觀

依據日本食品衛生法第27條，有意輸入食品及相關產品(食品添加物及餐具

等)並用於銷售或業務的輸入業者必須向厚生勞働省（各檢疫所）辦理輸入申報。

輸入業者必須在貨物到達之前申報，並可以提前於7日前辦理，可加快進口程序，

並依據通關地的不同，負責的檢疫站也不同。而辦理輸入的業者需要預備好輸

入食品相關之必要文件（如原料和製造說明、衛生證明及檢驗報告等等）。而部

分檢疫所設有「事前相談室」，業者輸入產品前初步諮詢。

業者於辦理輸入食品申報，可利用「FAINS 系統(食品自動化進口通知及檢

驗網路系統」)」(Food Automated Import Notification and Inspection Network System ，

輸入食品監視支援のためのネットワークシステム)，如圖十，該系統可提供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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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業者、檢驗機構及檢疫所相關審查部門多方進行資料及訊息傳遞，功能包含

輸入業者線上申報、檢疫所受理申報及線上審查、法令檢索及各檢疫所間產品

資訊共有等功能；日方表示該系統的使用率於2023年已達97.4%。

圖十、FAINS 系統(摘錄日方簡報)

業者將輸入產品資訊登錄到系統申報後，檢疫所將會進行審查，確認產品

申報文件內容並確認是否符合法規，並確認產品之風險區決定是否需要檢驗，

若為無須檢驗產品可直接發放食品輸入通知書，確定需要檢驗產品，則分為監

視檢查(モニタリング検査)、行政檢查、指導檢查及檢查命令。監視檢查無需

等待檢驗結果可直接輸入產品，但如果不合格將採取召回措施；行政檢查、指

導檢查及檢查命令三者則是於檢驗結果確認前不可直接輸入。合格產品將發放

食品輸入通知書，而不合格產品將執行廢棄(銷毀)或重新裝運(退運)，如圖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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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日本輸入食品進口程序圖(翻譯日方簡報)

查驗流程簡報完畢，橫濱檢疫所人員帶領本署人員前往保稅倉實地觀摩現

場查驗取樣過程（因日方提醒進入保稅倉儲內部禁止拍照，相關步驟以日方簡

報內照片替代）。查驗人員為兩人一組開車前往，車輛為檢疫所配發之公務車，

並由其中一查驗員駕駛前往。查驗人員頭戴保護塑膠盔，著藍色工作服，攜帶

大型保冷袋(箱)及取樣相關工具，該所表示取樣器材若為重複使用會由檢疫所

內人員清洗並滅菌；若當天取樣樣品檢驗項目為微生物相關，會在保冷袋(箱)

內多放置一個溫度記錄器，記錄攜回樣品每時刻溫度變化避免中途保存溫度有

異，如圖十二至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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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參訪之橫濱冷藏物流保稅倉

圖十三、橫濱檢疫所查驗人員車輛、服裝及攜帶之保冷袋(箱)

圖十四、橫濱檢疫所查驗人員取樣裝備(翻譯日方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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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疫所查驗人員抵達保稅倉，會直接前往至保稅倉內貨品存放位置，值得

注意的是，除非該貨物廠商有要求陪同，否則一般而言查驗過程無業者陪同，

可由查驗人員自行開箱完成取樣；抵達貨品存放位置，查驗人員會攜帶紙本申

報資料，現場開箱並將資料和貨物進行比對並拍照，如圖十五，若資訊不相符

時會於返回後經系統再請業者確認，是申報資料有誤或是產品標示有誤，若為

申報資料錯誤，則請業者修正，若產品標示有誤，會請業者重新印製標示覆蓋。

另外不同於我國，日本於邊境查驗並無標示不合格之核判，針對產品標示及宣

稱是否屬實，是交由日本消費者廳處理。

圖十五、查驗人員比對申報資料及現場貨物資訊(摘錄日方簡報)

查驗人員會依據產品之檢驗項目、包裝型態及進口數量的不同，有不同的

開箱數量及取樣重量。確認進口的總數量後，會進行開箱，並依據不同樣態之

產品使用工具進行取樣，並將樣品放入已黏貼好樣品標籤的取樣袋中。取樣或

開箱過的產品會由查驗人員黏貼綠色之取樣拆箱證明貼紙，供辨識該產品已取

樣過，並回程後於系統登錄取樣數量供業者知悉，如圖十六至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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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日方農藥檢驗項目開箱及取樣數量規定(翻譯日方簡報)

圖十七、查驗人員確認產品總數量及外觀狀態(摘錄日方簡報)

圖十八、查驗人員取樣袋黏貼樣品標籤及消毒器具(摘錄日方簡報)



19

圖十九、查驗人員取樣及秤重(摘錄日方簡報)

圖二十、查驗人員密封保存樣品袋及回收器材(摘錄日方簡報)

圖二十一、貨品上黏貼取樣拆箱證明貼紙及產品運回(摘錄日方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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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二、若為微生物樣品箱內會多放置溫度記錄儀(摘錄日方簡報)

三、 參觀橫濱檢疫所-輸入食品檢疫檢查中心

日本厚生勞働省轄下設立的檢疫所分布於日本全國境內港口及國際機場等

地，主要負責執行的業務包括飛機船舶人員的檢疫、輸入食品監視以及相關檢

查的檢驗工作等業務，而全日本僅有橫濱及神戶檢疫所設有輸入食品檢疫檢查

中心，分別擔任對日本東西兩側海空航運輸入食品檢驗之重要角色，收受來自

日本全國輸入食品申請窗口共32個檢疫所的樣品，在日本全國檢疫所進行的輸

入食品檢查，大部分依據厚生勞働省在年度計畫提出的監視指導計劃進行相關

的監視檢查。本次參訪橫濱檢疫所的輸入食品檢疫檢驗中心主要負責的檢驗項

目分別有殘留農藥（包含有機磷、有機氯、除蟲菊精類、含氮農藥等約 200 個

項目以上）、有害有毒物質（黴菌毒素、重金屬、放射性物質等）、殘留動物用

醫藥品（包含抗生素、合成抗菌劑以及乙型受體素等約60個項目）、微生物（包

含腸出血性大腸桿菌、A 型肝炎病毒、諾羅病毒、霍亂弧菌、志賀氏菌等）以

及基因改造食品等檢測項目，各有統括檢查官負責，另外尚有審查指導課來確

保檢驗結果的正確性。

橫濱檢疫所的檢驗中心即是輸入食品檢疫檢查中心，在聽取檢查中心業務

介紹後便由統括檢查官右京政補先生帶領一行人至2023年10月才搬遷入的橫濱

新港聯合政府大樓6檢驗中心進行該中心檢驗相關業務的參訪與介紹，參訪見聞

紀要如下：

（一）首先簡單介紹樣品的收受與處理：由日本全國各地檢疫所將食品監視課抽

樣的樣品每天送至該中心後，首先讀取樣品條碼資訊並列印接收紀錄，再

印出接收標籤貼在樣品上，確認樣的採樣方法、交付方式、重量以及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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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等資訊後會將接收後的樣品資訊登入到電腦系統中，之後樣品會依照

種類及測驗項目分別存放到不同顏色的塑膠箱中以利後續進行的檢測，例

如：檢驗殘留農藥測項的樣品放置於藍框透明塑膠箱中、檢驗動物用醫用

品測項的樣品放置於黃色框透明塑膠箱中等等，如圖二十三。

1 2

3 4

5 6

圖二十三、收受樣品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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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殘留農藥檢查區分(檢查室)：接著進入到殘留農藥檢查區分(檢查室)進行

參訪，該中心由18人負責殘留農藥檢驗相關業務，每年檢驗約15,000件的

樣品數量，樣品種類包含各種青菜、農產品、畜產品以及加工食品等，現

場專門用來檢驗分析殘留農藥的質譜儀有13台 LC/MS/MS 以及15台

GC/MS/MS，檢測農藥的種類包含有機磷、有機氯、除蟲菊精類、含氮農

藥等高達約 200 種項目以上，而該區域另設置有標準品．標準溶液調製區

域，農藥標準品依照類別有系統的分別放置於上鎖櫃子中，櫃子的鑰匙另

置於上鎖的鑰匙櫃中，只有實驗室負責人才有權限拿取，對於農藥標準品

的管理相當嚴謹。

（三）有毒有害檢查區分(檢查室) ：專門負責進行食品中黴菌毒素、重金屬、著

色劑以及放射性物質之檢驗，由該檢查區負責人介紹樣品中有毒有害物質

的萃取及檢測方式，例如：樣品中黃麴毒素的檢測，經過樣品前處理、抽

出、稀釋、純化後會先以 ELISA 法進行篩選測試，再以精密儀器 HPLC 或

LC/MS/MS 來進行檢測確認。

（四）動物醫用藥品檢查區分(檢查室) ：由該檢查區負責人介紹動物樣品的處理

方式，例如：牛肉需將肌肉與脂肪分開(取肌肉部分檢驗)、蝦子和魚取可

食部位來做檢驗等，接下來參觀樣品均質、秤重、抽出、濃縮以及純化的

設備及位置，現場專門用來檢驗分析殘留動物醫用藥品的質譜儀共有14台

LC/MS/MS。

（五）微生物檢查區分(食品微生物)、基因轉殖食品檢測：因微生物檢查區有生

物危害性及交叉汙染的疑慮，故無法進入參觀，僅由該檢查區負責人解說，

該區由9名人員負責進行檢驗食品微生物(佔檢驗微生物業務量的三分之二)

以及人類傳染病的檢驗(佔檢驗微生物業務量的三分之一)，其中食品微生

物檢測主要包括引起食物中毒的病原微生物(一年約3,500件)和畜禽、水產

品中抗生素殘留的檢測(一年約4,200件)；另外在基因轉殖食品檢測的部分，

目前該中心針對木瓜、小麥、米、亞麻、菜籽、馬鈴薯、櫛瓜及鮭魚這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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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產品進行監測測試，檢查是否存在未經審查的基因轉殖產品，預防其進

入食品供應鏈的潛在風險。

（六）信賴性確保部門(審查指導課)是輸入食品檢疫檢查中心下獨立於各個檢驗

課室另外的部門，以公正第三方來確保整個中心的檢驗業務是否依照標準

去執行，並確保其可靠及信賴性。該部門說明透過以下五種方式：1.測試

方法的驗證、2.內部精度管理、3.參與外部精度管理調查(能力測試)、4.內

部稽核、5.ISO/IEC17025認證等方式來確保輸入食品檢驗的品質以及可靠

信賴性。

經統括檢查官右京政補先生以及各個檢驗部門負責人分別向本考察團成員

介紹以上的檢驗業務、實驗室設備及環境，參訪紀實如圖二十四。

1.樣品收受確認 2.樣品前處理室

3.殘留農藥檢查室 4.農藥標準品．標準溶液調製區域

5.農藥檢驗萃取抽氣櫃 6.農藥檢驗儀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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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儀器室配置精密的氣體管線設備 8.有害有毒檢查室

9.有害有毒檢查室解說情形 10.檢測重金屬之儀器室

11.動物用藥檢查室及檢查流程圖 12.樣品秤重及前處理室

13.檢驗動物用藥樣品萃取抽氣櫃 14.檢驗動物用藥儀器室

15.微生物檢查室 16.微生物檢查室解說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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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基因轉殖食品檢測解說情形 18.信賴性確保部門解說情形

圖二十四、橫濱檢疫所輸入食品檢疫檢查中心參訪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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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心得與建議事項

一、 參訪心得

本次難得的日本考察行程機會，除學習有關日本的輸入食品邊境查驗政策

及管理實務，參訪日本橫濱檢疫所、保稅倉等，更對輸入食品檢疫檢查中心之

整齊乾淨的實驗室環境以及數量眾多的各式精密檢驗儀器設備感到令人嘆為觀

止，另外，在日本考察期間感謝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及日方人員親切友善

的接待，讓本次參訪得以順利完成。

以下為日本與我國邊境查驗制度之比較：

項目 日本 臺灣

法令依據 食品衛生法

食品安全基本法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辦法

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規費

收費標準

申請食品

輸入查驗

範圍

食品、食品添加物、器具、容

器和包裝、玩具（厚生勞動部

長指定為嬰兒接觸可能危害健

康的物品的玩具）。

食品、基因改造食品原料、食

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

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

免申請食

品輸入查

驗範圍

非銷售或商業用途的食品：

一、供個人使用、測試和研

究、內部研究等的食品

二、展示用食品

三、進口之全部產品將再出口

一、非供販賣，且其金額、數

量符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如：「輸入食品及相關產

品符合免申請輸入查驗之

條件與其適用之通關代

碼」、「輸入規定511項下食

品得由海關逕予放行之條

件及其通關代碼」)

二、經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准

者(如：非做為食品用途貨

品或輸入自用品、商業樣

品、展覽品或研發測試用

物品)

輸入食品

查驗點

日本有32個檢疫所，其中6個設

置簡易實驗室、2個(橫濱、神

戶)設置檢驗中心，13個檢疫所

設有「輸入食品相談室」。

本署有4個港埠辦事處(基隆、

桃園、臺中及高雄) 。

2023年邊

境查驗情

形及配置

資源

受理食品輸入查驗約計235 萬

批，邊境查驗人力422名，每年

投入經費約250億日圓(約新台

幣52.5億，1日圓 = 0.21新台幣

計算)。

受理食品輸入查驗約計73 萬

批，邊境查驗人員配置正式職

員 74名，投入經費約4.9億新台

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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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食品

輸入查驗

的時限

食品到港7天前。

(到港後亦可申請)

產品到達港埠前15日內。

(到港後亦可申請)

製造商申

報 ( 代

碼 、 名

稱)

針對輸入各類食品有製造商(生

產地)、出口商以及包裝商之代

碼，由業者自願性事先登錄，

節省輸入名稱及地址之人力。

部分產品有製造廠代碼(主要為

國外政府針對該國產品製造廠

所核定之代碼)外，其餘由進口

商依製造廠名稱申報。

輸入食品

查驗規費

不收費。

針對檢查命令之檢驗費用由業

者負擔。

收取查驗規費包含：審查費、

臨場費、延長作業費、通知書

費、電腦傳送訊息更正費、檢

驗費(複驗或逐批查驗之檢驗)。

查驗方式 一、檢查命令(每批檢查)

二、監視檢查(一定比例抽中檢

查)

三、指導檢查(定期自行提交檢

驗報告)

四、行政檢查(查驗人員視情況

檢查)

一、逐批查驗(每批臨場查核及

抽驗)

二、抽 批 查 驗 ( 一 般 抽 批 2-

10%；加強抽批20-50%，

抽中者，臨場查核及抽驗 )

三、逐批查核(每批臨場查核)

四、監視查驗(每批臨場查核及

抽驗，不調降查驗方式)

五、查驗人員視情況調整

抽驗率之

評估因素

「監視檢查」係綜合考慮進口

件數、進口重量、過往違規

率、違規危險程度等因素，以

統計方式對各食品類別分別制

定了各檢驗項目抽驗數。

「抽批查驗」係導入大數據分

析，並依進口商過去紀錄、管

制條件等，受理後決定是否為

抽中檢驗批。

開箱數及

取樣量

依據產品之檢驗項目、包裝型

態及進口數量的不同，有不同

的開箱數量及取樣重量。

依「食品及相關產品查驗作業

要點」中「食品及相關產品開

驗數及抽樣數量表」辦理，例

如：1件至30件開1件、31件至

60件開2件、61件至100件開3

件…；固體取600克、固液混和

或液體取1公斤，得視檢驗項目

或產品性質增加取樣量。

檢驗單位

及時間

有訂定年度計畫，部分由官方

實驗室執行，部分由民間實驗

室執行，檢驗時間一般為1

週。

委託民間實驗室執行，檢驗時

間一般為3天。

複驗制度 無。 有。

15日內可以申請複驗，由同一

實驗室就原抽取之餘存樣品為

之。

具結先行

放行制度

無。

針對需等待檢驗結果之產品，

皆存放於保稅區。

有。

一、符合「食品及相關產品輸

入查驗辦法」第19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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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得申請具結先行放

行。

二、未取得輸入許可前，不得

移動、啟用或販賣，特定

條件需繳納產品完稅價格2

倍或4倍之保證金。違規

者，沒收所收取之保證

金，並於一年內暫停受理

具結保管之申請，擅自販

賣者，處販賣價格1-20倍

罰鍰。

三、所轄衛生局協助具結保管

期間之稽查。

違反進口

規定之處

置

一、查驗不合格產品須退運、

廢棄或轉非食品用

二、採監視檢查之已放行產

品，經查驗不合格，須配

合召回產品

三、輸入不合格案件會進行統

計，做為每年規畫實施監

視檢查的參考依據

四、檢驗不合格產品資訊會公

布於官網

一、查驗不合格產品，依「食

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辦

法」第24條規定，退運或

銷毀，或限期消毒、改

製、採行適當安全措施或

改正標示

二、查驗不合格產品，依「食

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辦

法」調整後續查驗方式及

評估納入年度查驗計畫之

加強查驗品項

三、檢驗不合格產品資訊會公

布於官網

二、 未來規劃及建議

(一) 增加邊境查驗人力及資源

由日方的簡報內容說明提到2023年日本輸入食品的申請件數約為235萬件，

食品衛生監視員有422名，又參訪時提及每年投入經費約250億日圓(約新台幣

52.5億，1日圓 = 0.21新台幣計算)，對比我國同年輸入食品的申請件數約為73萬

件，邊境查驗人員配置正式職員 74名，投入經費約4.9億新台幣，由此可知日本

於2023年的輸入食品申請件數約為我國的3.2倍，而查驗人力數量卻比我國多約

近5.7倍，投入經費更是多達10.7倍，為因應輸入食品種類趨於眾多且複雜化，

以及我國未來精進輸入食品管理等趨勢，增加我國邊境查驗人力及資源實有刻

不容緩之勢。



29

(二) 輸入食品查驗業務著重於審查安全衛生

在參訪日方臨場抽樣時，詢問日方其是否進行輸入產品標示審查作業，日

方表示在輸入案件查驗時，主要係確認到貨產品與申請資料相符，並不審核輸

入產品標示的合格與否，針對產品標示及宣稱是否屬實，是由日本消費者廳負

責處理，與我國於邊境查驗時，需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之相關規定確認中文

標示符合規定等措施不同。建議未來能參考日方作法，讓輸入食品查驗人員更

能夠著重於審查輸入食品的安全衛生，減少花費大量人力於中文標示審查，強

化保障輸入我國食品之衛生安全，以維護民眾食用安心。

(三) 輔導輸入業者在輸入產品前之自主管理，提升查驗效率

日本對輸入產品的管理側重於輸入前的來源國管理及輸入業者輔導，藉由

使輸出國及輸入業者瞭解產品輸入日本相關規定，輸入業者在產品輸入前即需

自主管理確認符合規定。如在監視檢查及後續加強監視檢查各有1次輸入案件不

符規定，即由監視檢查提高至檢查命令，案件將由現場查驗抽樣後放行(約1-2工

作天)，轉變為俟檢驗結果合格後始可通關放行(約1週)，且其檢查命令時程可達

1年以上，以達到日方欲將產品合格之管理責任由輸入業者負擔之目的。

強化輔導輸入業者在輸入產品前之自主管理，讓輸入業者了解產品於報驗

時需檢附哪些文件及我國輸入之相關規定，可縮短業者於輸入後重複補件之案

件審查時間，以及降低產品查驗不合格率，避免因提高查驗強度，造成增加查

驗時間，透過輔導輸入業者自主管理，進而提升查驗效率。

(四) 由輸入業者提供自行送驗之檢驗報告，減少邊境抽樣檢驗

日本有指導檢查相關規定，要求輸入業者需定期自行將產品送至日本認證

之相關檢驗單位進行檢驗，並於輸入時提供檢驗報告，另產品有其他管制時，

指導檢查之產品才會改成抽中送驗。而我國目前對輸入業者於邊境報驗時，針

對特定產品有要求提供當批產品之檢驗報告，再依邊境管制方式決定產品是否

抽中送驗。日本該管理方式所提供之檢驗報告雖不一定與輸入產品為同一批產

品，惟亦屬對相同產品之管制方式，可減少邊境抽樣檢驗，避免邊境檢驗量能

過度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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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附件

一、 附件1-橫濱檢疫所食品輸入前諮詢表(事前相談票)。

二、 附件2-2024年日本輸入食品監視指導計画計畫。 

三、 參訪日方資料

(一) 關於確保輸入食品安全性113年11月27日簡報-。

(二) 橫濱檢疫所業務概要。

(三) 關於輸入食品監視業務113年11月28日簡報。

(四) 關於輸入食品監視支援系統(FAINS)113年11月28日簡報。

(五) 關於輸入食品．檢疫檢查中心運作113年11月28日簡報。

陸、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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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日本食品衛生法。2024。

https://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000019719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