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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王堂凱科長獲 WTO 秘書處邀請，擔任 114

年 3 月 17 日及 18 日「促進安全貿易之創新管理方式」講師，演講「從農

場到世界市場：蘭花出口之系統性管理」，並參加 3 月 19 至 21 日之 第 91

次 WTO/SPS 委員會例會與非正式會議。第 91 次 WTO/SPS 委員會例會

議程包括：採認議程、資訊分享、跨域議題、特定貿易關切、SPS 協定運

作與執行（同等效力、非疫區、透明化條款運作、管制查核與核可程序、

特殊與差別待遇、採行國際標準之監督、第六次 SPS 協定運作與執行檢

討、SPS 主席提交貨品貿易理事會年度報告）、技術協助與合作、私營企

業標準之關切、觀察員組織、主席選任、其他事項及下次會議日期與議程

等。此外，會議期間我國代表並與巴西舉行非正式雙邊會談，討論雙方關

切 SPS 議題；並分別與日本、菲律賓及瓜地馬拉代表團餐敘，增進 SPS 議

題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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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簡稱 WTO）於 2025 年 3 月

19 日至 21 日在瑞士日內瓦 WTO 總部舉行第 91 次「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

物防疫檢疫措施委員會」（Committee on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簡稱 SPS 委員會）例會及非正式會議，SPS 委員會並於例會前在 2025 年 3

月 17 日及 18 日舉辦「促進安全貿易之創新管理方式」（Thematic Session on 

Innovative Approaches to Facilitate Safe Trade）主題會議。 

WTO 依據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協定（Agree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簡稱 SPS 協定）第 12.1

條設置 SPS 委員會，以提供會員諮商論壇，每年定期於 WTO 總部召開 3 次

會議（必要時加開特別會議），討論會員執行 SPS 協定衍生之相關議題與問

題，包括特定貿易關切議題（specific trade concerns）、同等效力（equivalence）、

透明化條款運作（operation of transparency provisions）、有害生物及疫病非

疫區（pest- and disease-free areas）、特殊與差別待遇之執行（implementation 

of special and differential treatment）、技術協助與合作（technical assistance and 

cooperation）、採行國際標準之監督（monitoring of the use of international 

standards）、私營企業標準（private and commercial standards）等議題。會員

在會議期間，亦召開非正式雙邊會議，溝通彼此關切之 SPS 議題。 

本次會議相關文件，可至 WTO 網站（https://docs.wto.org/）依文件編號

搜尋下載。 

二、行程紀要 

日期 行程紀要 

3/15 啟程：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出發經德國法蘭克福轉機前往瑞士日內瓦 

3/16 抵達瑞士日內瓦 

3/17 參加「促進安全貿易之創新管理方式」主題會議 

https://docs.wto.org/


 

 

3/18 參加「促進安全貿易之創新管理方式」主題會議 

3/19 
上午參加第 91 次 WTO/SPS 委員會例會之非正式會議；下午參加

第 91 次 WTO/SPS 委員會例會 

3/20 參加第 91 次 WTO/SPS 委員會例會 

3/21 參加第 91 次 WTO/SPS 委員會例會 

3/22 返程：瑞士日內瓦機場出發經荷蘭阿姆斯特丹轉機返回臺灣 

3/23 抵達臺灣桃園國際機場 

三、促進安全貿易之創新管理方式主題會議 

主題會議於 2025 年 3 月 17 日舉辦，採實體與線上混合參加模式，

並開放於 YouTube 網站直播1，議程如附件 1。相關討論重點摘要如下： 

(一) 主題 A：解決動物疾病爆發：包括不同區域條件觀念之區域化 

 WTO 秘書處介紹 SPS 協定中與區域化相關的條款，特別是第六

條。引用相關指引文件（G/SPS/48）及其審查進程，並介紹 WTO

相關活動及會員之相關討論。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WOAH）介紹該組織關於區域化標準、流程及

資源，以及自我宣稱（self-declaration）機制。簡報強調成功實施

區域化的關鍵因素，介紹 WOAH 相關研究及促進會員執行之活動，

並對比官方認可及自我宣告之動物健康狀況。 

 歐盟闡述控制動物疾病及保障貿易安全之區域化規定，內容涵蓋

歐盟的動物健康立法、區域化的主要原則及疾病控制措施。簡報以

非洲豬瘟、口蹄疫和高病原性禽流感為例，並介紹法國針對禽流感

                                                 
1 WTO已建置主題會議網頁，可觀看全程錄影及下載講者簡報，網址為：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sps_e/sps_1703202510_e/sps_1703202510_e.htm 



 

 

的預防性疫苗接種。結論強調區域化在歐盟完善的獸醫體系下可

有效地執行，並保障內部和對外貿易安全。 

 中國大陸介紹動物疫病預防控制的法律及動物衛生標準體系。中

國大陸根據 WOAH 標準制定區域化相關規定，母法已提升至法律

地位並成立相關委員會頒布相關行政規則，於多個省份執行及評

估非疫區工作，目前已公布多種疫病之非疫區。 

 加拿大強調疾病爆發期間，大面積國家在區域化認可方面面臨之

挑戰。加國舉例說明不承認 WOAH 原則導致之貿易限制與經濟影

響，結論呼籲國際組織鼓勵國際間認可區域化，並建立更靈活之指

引文件，以應對大面積國家之獨特挑戰，實現更公平的區域化認

可。 

 印度說明區域化在確保安全貿易與疾病控制之作用。印度分享該

國在建立禽流感及口蹄疫非疫區之努力，結論強調承認並有效實

施區域化是權衡疾病控制及貿易的雙贏方法。 

(二) 主題 B：解決植物檢疫風險：系統性方法 

 澳洲說明科學如何支持植物檢疫系統性方法之實施，點出實施之

挑戰，例如措施數量、綜合效益評估及新技術應用，並介紹澳洲開

發之 Menu of Measures Resource、PRA Online（定性風險分析工具）

及 PRReSTo（定量風險降低工具）。這些工具旨在提升生物安全風

險評估、管理和溝通的嚴謹性。 

 我國介紹蘭花出口之系統性方法、產業情況概述及挑戰，並重點說

明台灣建立之栽培前、栽培中、裝運前及出口檢疫之系統性方法，

包括病毒檢測、溫室設施規定（防蟲網、自動門等）、管理措施（黏

蟲板、新介質、病蟲害記錄）及公私部門合作，並運用 AI 等新興

科技應對未來挑戰。 

 印尼說明輸出前檢疫對植物健康保障的重要性，包括風險分析、裝

運前檢疫、無病蟲害區域或生產地點及綜合植物檢疫方法。強調在

出口國實施綜合方法系統（GAP、GTP、GHP、可追溯性），並討

論不同風險等級商品的管理及出口國植物保護組織的功能。 

 美國介紹小麥輸出的合作系統性方法，指出傳統防治法在小麥出

口中的挑戰。該國指出小麥作為低風險產品，應可透過整合國家級



 

 

多重措施（如監管、標準、檢疫及公私合作等）以確保安全，無須

制定特定輸出措施。 

 阿根廷分享其鮮果實出口之系統性方法經驗，以蘋果蠹蛾風險最

小化為例。介紹與巴西進行雙邊談判之背景，透過風險分析確定相

關措施之關鍵點，並實施包含註冊、可追溯性及採收前後措施（如

誘捕、監測、處理及檢查）之系統性方法。強調公私部門合作、市

場准入及持續溝通的重要性。 

 紐西蘭概述國際植物保護公約（IPPC）之系統性方法與相關國際

植物防疫檢疫措施標準（ISPMs）。重點介紹 ISPM 14，強調系統

性方法是整合至少兩項獨立措施的風險管理選項。闡述了系統性

方法的目的、使用情況和要求（至少兩個獨立措施、明確、有效、

官方要求、可監測），並提及系統性方法與其他 ISPMs 的關聯與挑

戰。 

 澳洲著重於支持系統性方法的風險科學，強調現代貿易體系中整

體風險管理的重要性。該國解釋系統性方法之定義（需要兩個或以

上相互獨立的措施），以及植物檢疫措施需滿足的條件。介紹了風

險管理框架，依據措施如何降低風險而分類，並透過案例說明依賴

性與獨立性措施的區別與結合應用。 

 歐盟介紹其植物健康政策之系統性方法，概述歐盟體系及其進口

要求。重點討論系統性方法在歐盟規定之內容，並透過玫瑰切花、

芒果和柑橘黑斑病三案例說明歐盟如何應對植物檢疫風險並使用

系統性方法。強調系統性方法的有效性、靈活性和責任。 

(三) 主題 C：基於科學的農藥最大殘留容許量與食品中動物用藥殘留方

法 

 食品法典委員會（Codex）介紹農藥殘留委員會（CCPR）制定最大

殘留容許量（MRLs），係基於風險分析以保護消費者健康及促進

公平貿易。其職責包括制定農藥評估優先順序並建立食品中的

MRLs。目前關注議題包括環境抑制劑及雙用途化合物。 

 巴西說明其農藥監管係基於風險分析，國家衛生監督局（ANVISA）

負責毒理學評估及 MRLs 設定。MRLs 設定過程包括殘留試驗與

風險評估。巴西接受符合食品法規標準之進口產品。 



 

 

 少量作物基金會（MUF）：MUF 致力於促進少量作物安全貿易，

通過試驗產生數據以支持 CCPR。其優先事項包括數據生成、國際

合作和專家網路建設。 

 澳洲說明其紐澳食品標準機構（FSANZ）制定及管理「澳洲及紐

西蘭食品標準法典」，其中包括 MRLs。與澳洲農藥及動物用藥管

理局（APVMA）共同負責 MRL 標準，並致力於與 Codex 標準調

合。 

 歐盟強調植物和食品安全應以科學為基礎，分析歐盟農產品貿易

趨勢及 MRLs 對市場准入的影響。歐盟正推動綠色協議及「農場

到餐桌」戰略。 

 印度基於科學制定 MRLs，並努力與 Codex 調合。簡報說明其主

要法源依據為「食品安全與標準法」，另介紹有關植物保護產品的

核可程序、追溯系統以及國內與進口產品的農藥殘留控制機制。呼

籲會員應考量不同氣候及土壤條件，訂定適當的 MRL 以及合理的

過渡期。 

 土耳其說明其食品安全政策與歐盟和食品法典一致，土耳其食品

法規包含 MRLs 規定，並以 Codex 標準為參考，呼籲對農藥禁用

或限制給予合理過渡期。 

 Bryant Christie 公司則由出口商視角，說明 MRLs 不足情形、相關

限制及法規執行是出口商的主要挑戰。即使在出口國核准使用之

農藥，也可能因進口國無相應 MRL 而無法使用。強調透過國際組

織協調標準，採用基於風險的方法，與 Codex MRLs 調和的重要

性。 

 美國肉類出口聯合會（USMEF）強調透明化對促進貿易的重要性。

不明確的貿易要求導致貿易問題及資源浪費。強調採納全球及國

家科學標準，並於網路上公開資訊的重要性。 

(四) 主題 D：對新科技之創新管理方式 

 澳洲強調透過數據數位化，將法規、標準等轉化為電腦可讀形式，

實現自動化的監控與驗證，有助於未來食品供應鏈建立可驗證的

證據，以實現永續。內容涵蓋農場到餐桌的各環節數據。此技術旨

在提升過程控制及可追溯性，並實現可主動追蹤之食品安全。 



 

 

 巴西強調在動物源性食品貿易中，利用數位簽章證書及 e-CERT 系

統，可顯著提升速度及安全性。然而目前工作流程尚未完全數位

化，故標準化數據格式至關重要。巴西正積極在國際場合推動相關

標準化工作。 

 中國大陸正推廣使用數位標示，消費者可透過掃描 QR code 等方

式獲得食品相關資訊。數位標示具便於閱讀、更多監督管理、降低

生產成本及促進企業創新等多重優勢。中國大陸已啟動數位標示

的測試工作，並在法規中制訂相關規定。未來將鼓勵透過數位標示

傳遞食品安全資訊，並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 

 中國大陸高度關注外來入侵種經由貿易及跨境運輸傳播所帶來的

經濟損失和生態環境破壞。因此中國大陸採取加強法律框架、提升

生物安全智慧監管、制定重點管理物種名錄及強化多部門協作等

綜合措施。同時強化跨境合作，包括定期資訊通報共享、聯合預防

與控制及技術交流。 

 英國針對精準育種生物制定了新的法規：「2023 年基因技術『精

準育種』法案」，使其與轉基因生物之管理規定有所區分。新法規

旨在減輕企業的管理責任，並為植物及動物的精準育種提供更為

寬鬆且與風險相稱的控管規定。 

 Codex 正積極探討環境抑制劑的控管問題，過去這些藥劑並未納

入國家法規體系。討論重點在於確保食品安全及提升消費者信心。

紐西蘭在過去 10 年積極支持 Codex 在環境抑制劑領域的工作，並

代理制定相關指南。推動 Codex 制定科學的國際標準，有助於促

進市場接受度、建立消費者信任並減少國際貿易技術障礙。 

 美國農業部強調，一個有效的監管體系需建立在科學嚴謹的基礎

上，並具備高效率流程，同時重視利益相關者的積極參與。簡報列

舉轉基因蘋果、紫番茄及螢光矮牽牛等近期在生物技術領域的創

新案例，創造作物之多樣化，部分產品（例如紫番茄）正規劃上市

事宜。其管理政策旨在收集潛在風險相關數據，以減少監管機構及

開發者的資源負擔，並保持流程的彈性。 

 肯亞已簽署並核准「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並建立全面的國

家生物安全框架。該框架涵蓋了基改生物的進出口、轉運、使用限

制、環境釋放及上市。 



 

 

 

四、第 91 屆 WTO/SPS 委員會例會之非正式會議 

非正式會議於 2025 年 3 月 19 日上午舉行，議程如附件 2。提案討

論重點摘述如下： 

(一) 第六次檢討報告草案（G/SPS/W/370/Rev.3 及

G/SPS/W/370/Rev.3/Add.1） 

1. 印度建議在「與國際標準組織合作」、「區域化」及「最大殘留

容許量（MRL）」等部分，應一併引用 MC12 SPS 部長宣言報

告，以保持一致性。 

2. 印度建議刪除 MRL 第一項建議第二句中的「重複努力

（duplication of efforts）」，以確保委員會在進行活動時，尊重

SPS 協議及 Codex 的職權範圍。美國等 4 個會員對臨時修改持保

留態度，但表示可能接受該建議。 

3. 主席表示將依據討論調整草案內容，最終版本將在正式會議上提

交通過。 

(二) 主題會議及研討會之安排 

1. 主席建議於 2025 年 6 月舉辦抗生素抗藥性（AMR）主題會議；

2025 年 11 月舉辦進口管控（含設施註冊）主題會議。 

2. 將在正式會議上確定日程。 

 

五、第 91 屆 WTO/SPS 委員會例會 

正式會議於 2025 年 3 月 19 日下午至 21 日舉行，議程如附件 3。

我國關切題案之重點摘述如下： 

(一) 日本關切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及俄羅斯在多核種除去設備（ALPS）



 

 

處理水排放後，對水產品的進口限制（ID 574） 

1. 日本認為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及俄羅斯對日本水產品等實施的進

口限制措施，係因日本排放「ALPS 處理水」入海。日本認為這些

限制缺乏科學根據與證據，違反SPS協定。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

於 2023 年 7 月發布的報告指出，日本已在持續一年半時間內完成

10 批次排放，經檢驗均符合國際安全標準；包括氚在內的放射性

物質濃度遠低於規範標準。IAEA 專家組已進行三次實地審查，均

確認無違反國際安全標準的情形。 

2. 日本樂見與中國大陸達成共識，完成額外監測後，中國大陸將根據

科學證據調整限制措施，逐步恢復水產品進口。2023 年 10 月及

2025 年 2 月，IAEA 與來自中國大陸、韓國、瑞士、法國的專家進

行了海水與產品的抽樣檢測。依據中國大陸於 2025 年 1 月公布檢

測結果，未發現任何放射性異常。 

3. 日本持續呼籲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及俄羅斯遵守 SPS 協定，並

立即解除進口限制。強調願與任何對放射性安全有疑慮的國家分

享技術資訊並保持高度透明。 

4. 香港表示，其對日本水產品的進口管制措施是為了保障食品安全

與公共健康，已在過去的 SPS 會議中說明具體理由。香港將持續

關注事態發展，並與日本保持溝通，在確保食品安全的前提下，會

根據科學證據檢視是否逐步放寬現行措施。 

5. 俄羅斯關切日本持續將福島處理水排入海洋，並因此於 2023 年起

對來自日本的水產品實施進口證明限制。俄方認為目前日本提供

的研究資料不足以證明水產品中放射性同位素的安全性，特別是

氫與氚的數據尚不充分。儘管與日方曾達成召開專家磋商的共識，

俄方尚未收到具體資訊。俄羅斯支持中日與 IAEA 合作的國際監

測機制，並期待長期監測成果能提供可靠的科學依據，以進行風險

評估。 

6. 日本針對俄羅斯的意見，指出其排放前會確保所有放射性物質（包

括銫與鍶）符合標準。並提供了完整監測計畫與數據（於環境省與

東京電力公司網站）。且曾於 2023 年 10 月 10 日與俄羅斯進行線



 

 

上對話並提供說明與文件，之後也持續回覆俄羅斯的提問，最新一

次為 2024 年 6 月。 

(二) 美國關切中國大陸海外輸入食品廠註冊之行政措施（ID 485） 

1. 美國對中國大陸 248 號令修訂草案表示關切，認為該措施缺乏科

學與風險評估依據，對食品出口商與主管機關造成不必要的貿易

負擔。美方特別要求中方說明「體系認可」（systems recognition）

與產品風險分類的依據，並指出針對低風險產品的繁瑣註冊程序

不具正當性。美國希望中方提供進一步說明，並表示願意持續雙邊

協商。 

2. 我國對本案表示深切關切，指出多數申請案仍未獲審核，申請程序

缺乏透明性與可預測性，構成不必要的貿易限制。截至 2025 年 3

月，僅有 34%申請獲准，且拒件理由不明，妨礙業者改善與補正。

此外，儘管修訂後降低需官方背書的產品類別，但科學依據仍不明

確，再次呼籲中方依據 SPS 協定調整措施。 

3. 歐盟支持美國與我國提出的貿易關切，並感謝中方通報 248 號令

修訂草案。歐盟認同其改善註冊制度的目標，但認為草案內容仍需

進一步釐清，特別是第 6 至 8 條中所述的「體系認可」實施方式

與未來註冊流程。歐盟要求中方在草案正式採納前，提供書面回

應，並設立充足的過渡期以避免貿易中斷。 

4. 中國大陸強調已持續與各國進行說明，且本法規實施後，已經有許

多企業通過註冊，國際貿易亦持續增長，顯示並未造成貿易障礙，

此外也收到美國及歐盟之意見，歡迎持續進行諮商與溝通。 

5. 我國再次發言，說明我國亦為本案之關切會員，詢問中國大陸是否

收到我國意見。中國大陸回應請我方提供詳細資料以利查找（我方

與會代表已於會後提供中方）。 

(三) 澳大利亞、加拿大、日本及美國關切中國大陸延遲核准出口企業之新

申請及回復資格申請（ID 516） 

1. 澳洲肯定 2024 年與中方恢復的技術對話與部分貿易恢復（如活龍

蝦與部分肉品），但指出多家肉品出口業者在中國輸入食品企業主



 

 

測（CIFER）系統中等待多年仍無進展，行政審核進度延宕影響市

場准入。澳洲期待與中方持續接觸，儘速解決相關問題，促進雙邊

貿易。 

2. 加拿大對中方近期核准部分加拿大產品與設施表示感謝，但仍對

審查標準與時程的不確定性深表關切。包括燕麥、豆類等市場准入

申請多年未決，寵物食品恢復出口亦無明確進展。加拿大呼籲中方

提供明確回應與時程，並表示願持續雙邊協商。 

3. 日本再次表達對中國大陸 248 號令實施方式的憂慮，認為註冊程

序缺乏科學依據、透明度與可預測性，形成不合理貿易障礙。日本

呼籲中方明確註冊時程、拒件理由、制度變動通知與技術細節，並

對草案中數條條文提出具體疑問，要求提供充分過渡期，減少對出

口商影響。 

4. 美國對中方未更新或恢復部分乳製品、海鮮與肉品設施的註冊表

示失望，並質疑中方對無人類健康風險的動物疾病進行產品檢測，

不符合 WOAH 建議。美方願持續與中方雙邊合作，並指出雙方近

期已進行一次具建設性的會談。 

5. 中國大陸回應，澳大利亞、日本、加拿大及美國提出之出口設施註

冊、新增與展延均依程序辦理，並持續核准符合資格之企業，企業

申請被拒或延誤的原因複雜且因個案而異，倘會員盼獲得更多資

訊，請透過雙邊管道提出疑問，中國大陸將即時回復及提供支援。 

(四) 巴西關切我國禽肉及牛肉輸入限制（ID 521） 

1. 巴西第 11 次在 SPS 委員會提出對我國限制其禽肉與牛肉出口的

關切，強調目前的審查程序冗長、不透明且重複性高，不符《SPS

協定》第 5 條、第 8 條及附件 C 關於科學依據、資訊交換與行政

效率的要求。巴西指出，已針對禽肉與牛肉提交十份不同形式的風

險評估問卷，其中多數資訊重複，部分資料可從 WOAH 查得，例

如巴西為高病原性禽流感（HPAI）風險可忽略的國家。對於台方

持續要求補件卻少有實質回應，巴西感到疑慮。特別是對熱處理禽

肉的安全性，台方仍反覆要求針對加熱後無傳染風險的疾病補充



 

 

問卷，顯不合理。巴西進一步質疑台方是否遵守 WOAH 準則，以

及為何對文件審查結果與實地查核安排遲未給出明確時程。最後，

巴西重申其願意安排雙邊技術會議，以雙方首府層級機關進行更

深入溝通。 

2. 我國表示，對巴西持續關注禽肉與牛肉市場准入議題表示理解，並

說明自上次會議以來，已於 2024 年 11 月與 2025 年 1 月兩度與巴

西舉行雙邊線上會議，詳細解釋了我國相關規定。針對禽肉申請部

分，我國指出巴西尚未獲我方主管機關承認為 HPAI 與新城疫（ND）

非疫區，僅當 ND 恢復非疫狀態後，方可申請認證。我國已於 2024

年 10 月回覆 HPAI 部分所需補件項目。至於熱處理禽肉，我方於

2022 年收到動物衛生問卷，2024 年 5 月收到食品安全問卷補件，

皆將依程序審查；但因 2023 年 6 月巴西通報 HPAI 疫情，審查暫

停，並已正式通知對方。牛肉方面，我國依規定要求提供食品安全、

牛海綿狀腦病（BSE）控制及動物衛生三份問卷，目前文件多數已

補交，惟 BSE 控制問卷尚有一項未補齊。我國強調所有審查皆依

法、依科學進行，無不當延誤，並重申完成文件審查後，雙方將協

商安排實地查核。最後表達願與巴西持續合作，推動雙邊貿易進

展。 

(五) 歐盟 BSE 相關一般輸入限制（ID 193） 

1. 歐盟第 52 次在 SPS 委員會，針對部分會員對歐盟牛肉長期進口限

制表達關切及遺憾，本案自 2004 年以來仍未解決。包括中國大陸、

南非、我國、韓國與印尼等國，仍維持禁令或在審查程序上長期拖

延，違反 SPS 協定第 8 條與附件 C。歐盟呼籲相關會員遵守 WTO

義務、採用國際標準、儘速完成風險評估並撤除所有與 BSE 相關

的限制，強調願持續與貿易夥伴建設性合作。 

2. 澳洲回應歐盟關切，表示其對 BSE 的管控措施是為保障食品安全

與生物安全，適用於國內與進口牛肉產品一致的標準。出口國需經

由紐澳食品標準機構（FSANZ）評估 BSE 風險等級（第 1 類或第

2 類）後，才可進行出口；目前已有 14 國獲准，其中 5 個為歐盟



 

 

成員。完成 FSANZ 評估後，還需通過農業部門的生物安全審查，

並簽訂官方證明要求。澳洲強調該評估依據 WOAH 標準進行，並

正審慎考量 BSE 相關新國際標準的應用。 

3. 歐盟回應感謝澳洲的合作，因此本次並未特別點名澳洲。 

(六) 我國關切中國大陸暫停我國水果輸入（ID 532） 

我方發言： 

1. 我方關切中方暫停鳳梨、蓮霧、柑橘類及芒果等鮮果實輸入，請

中方提供鳳梨釋迦及文旦柚供果園包裝場規範及檢疫規定予我方

遵循。中方片面擇定特定供果園及包裝場恢復鳳梨釋迦及文旦柚

輸入，我方雖樂見中方開放，但也發現中方未採用一致標準，我

方呼籲中方遵循 SPS 協定並提供我方可遵循之規定。 

2. 我方已 29 度建議雙方儘速展開技術性對話、於前 10 次 WTO 

SPS 例會提出特定貿易關切。為維持貿易順暢，我方於 2024 年

12 月 16 日致函要求中方與我方開啟對話，惟均未獲中方實質回

應。 

3. 我方並表達有意願持續在科學基礎上討論本案，為有效了解議題

癥結與解決問題，以採取對雙方貿易均為最小限制之作法，請中

方提供本案相關科學鑑定與風險評估資料。 

4. 中方屢次說明我方輸中果品帶介殼蟲，我方再次強調，該介殼蟲

在中國大陸亦廣泛分布，且可藉由燻蒸等檢疫處理方式，達到對

貿易最小障礙之效果，中方採取之措施顯不符 SPS 協定。WTO 

SPS 協定第 2 條、第 3 條及第 5 條均強調科學證據對於 SPS 措施

之重要性，因此，我方並再次呼籲中方與我方展開對話交流，達

成互利互惠、共存共榮的雙贏局面。 

中方發言： 

1. 中方回應由於數次於我方輸中水果截獲檢疫有害生物，為防止病

害傳入遂暫停我方水果輸中。中方已於 2021 年、2022 年暫停鳳

梨、蓮霧等水果輸銷，另於 2023 年在我輸中芒果截獲檢疫有害

生物。 

2. 前述水果依據相關檢疫法規處以退運或銷燬，另鑑於多次檢出檢

疫性有害生物，中方已暫停特定水果輸入，並要求我方改善管理

措施。中方表示已於 2023 年 6 月 20 日恢復我方鳳梨釋迦輸中，



 

 

及於 2024 年 9 月 2 日恢復文旦柚輸中，符合規定之企業已於系

統註冊，前述暫停及恢復措施均已及時通知我方並提供書面理

由。中方盼我方改善管理措施，確保輸中水果之安全與健康。 

 

六、心得與建議 

(一) 依據 WTO/SPS 協定第 12.1 條，WTO 設立 SPS 委員會作為會員定期

討論所有 SPS 議題之平台，以確保協定義務履行。我國須持續派員參

與 SPS 委員會例會及相關活動，掌握國際 SPS 議題發展，並依我國利

益立場發言，參與多邊 SPS 規則制定。 

(二) 「特定貿易關切（STC）」為 SPS 委員會例會核心議題，允許會員針

對他國不當 SPS 措施提出關切，以保障自身農產品與食品貿易權益。

我國已多次於會中關切中國大陸暫停輸銷我國水果案，並要求依協定

提供科學依據並展開雙邊諮商，倘中方無具體回應，我國可持續藉此

議程提出關切，維護農民出口權益；此外我國亦對中國大陸之食品廠

註冊規定提出關切，中國大陸亦針對我國意見 2 度回應，在兩岸雙邊

管道不順暢的情形下，WTO 為我國之重要溝通管道。 

(三) STC 議程涵蓋多項食品安全、動植物疫病與有害生物管理措施，會員

得指出他國措施違反 SPS 協定之處，相關案例可供我國主管機關參

考，以確保國內 SPS 規範符合國際義務，並爭取我國輸出權益。 

(四) 許多會員亦利用 SPS 會議場邊，與其他國家舉行非正式雙邊會議，有

效加速解決雙邊議題。我國本次亦利用此機會向巴西表達我國針對其

蘭花檢疫措施之關切，成功與巴西溝通。 

(五) 本次例會期間舉行「促進安全貿易之創新管理方式」主題會議，本主

題會議正值第 6 次 SPS 協定運作與執行期間，會員希望討論之面相豐

富，包括主題 A：解決動物疾病爆發，包括不同區域條件觀念之區域

化；主題 B：解決植物檢疫風險：系統性方法，主題 C：基於科學的

農藥最大殘留容許量與食品中動物用藥殘留方法，以及主題 D：對新



 

 

科技之創新管理方式。講者共約 40 人，內容豐富，有許多值得我國

參考的資訊，包括各國分享有關建立非疫區（區域化）之法制基礎、

標準運作及挑戰經驗，以及以科學為基礎，採取「系統性方法」整合

多項獨立措施，以提升防檢疫效果之經驗，例如依據澳洲及美國等分

享之具體案例及工具應用，突顯科技（如 AI）與公私合作的重要性。

多國亦強調依據科學設定 MRLs 的重要性，以及新科技導入促進食品

安全與貿易效率，包括數位電子檢疫證明書等。 

 

七、誌謝 

本次出席 WTO/SPS 委員會相關會議，承蒙我國常駐世界貿易組織

代表團羅大使昌發指導，得以順利與會，謹此致上最深謝意。



 

 

 

 

 

 

 

 

 

 

 

 

附件 1、「促進安全貿易之創新管理方式」主題會議議程 

  



 

 

 

 

 

 

 

 

 

 

 

 

附件 2、第 91 次 WTO/SPS 委員會非正式會議議程 

  



 

 

 

 

 

 

 

 

 

 

 

 

附件 3、第 91 次 WTO/SPS 委員會例會議程 

 

  



 

 

 

 

 

 

 

 

 

 

 

 

附件 4、會議照片 

  



 

 

圖 1、農業部防檢署王堂凱科長（右 1）參加 SPS

委員會第 91 次例會情形。 

 

圖 2、王堂凱科長（左 2）與歐盟、日本及韓國

代表團同仁餐敘情形。 

 

圖 3、王堂凱科長（右 1）與我國常駐世界貿易組

織代表團徐步雲秘書（中），與瓜地馬拉代表

團參事餐敘。 

 

圖 4、王堂凱科長（左 2）與我國常駐世界貿易

組織代表團徐步雲秘書（右 2），與日本代

表團及其首府同事餐敘。 

 

圖 5、王秘書堂凱與歐盟代表團參事餐敘。 

 

圖 6、王堂凱科長（左 2）與我國常駐世界貿易

組織代表團徐步雲秘書（左 1），與菲律賓

代表團同仁餐敘。 

 

 

  



 

 

 

 

 

 

 

 

 

 

 

 

附件 5、會員特定貿易關切議題表 

  



 

 

 

 

 

 

 

 

 

 

 

附件 6、筆者主題會議簡報 

「從農場到世界市場：蘭花出口之系統性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