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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食品安全自治條例制定草案 

制      定      條      文 說               明 

名稱：臺北市食品安全自治條例 明定名稱 

第  一  章    總則 章名 

第  一  條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市政府)為保

障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市民權益及食

品安全，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一、 明定本自治條例立法之目的。 

二、 依據地方制度法第十八條規定制定。 

第  二  條    本市食品安全之管理，依本自治條例

之規定；本自治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

法規之規定。 

明定本自治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規規定。 

第  三  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

府衛生局(以下簡稱衛生局)。但涉及市政

府所屬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責者，由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明定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 

第  四  條   衛生局對於本市食品業者之食品安 明定主管機關應輔導協助食品業者自主管理及發



 2 

全衛生要求，應予輔導，並協助其自主管

理及發展。 

展。 

第  二  章    市民參與 章名 

第  五  條    市政府得設立食品安全委員會，由市

長擔任召集人，召集市府相關局處首長及

具公信力之府外專家、學者、業者及公民

團體代表共同組成，職司跨局處協調、食

品安全之風險評估與管理措施、食品安全

衛生預警與稽核制度之建置及其他因應

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之處置作為。 

前項食品安全委員會之組成、任務、

議事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市政府另

定之。 

一、第一項明定得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二條

之一規定，設立食品安全委員會，並藉由市

政府各局處分工合作處理食品安全相關事

宜。 

二、第二項明定授權主管機關另定設置食品安全

委員會之細節性規範。 

第  六  條   因檢舉而查獲違反本自治條例規定

者，得依查獲案件所處罰鍰之一定比例，

核發獎金予檢舉人。 

一、第一項明定檢舉違反本自治條例規定者，得

按所處罰鍰金額之一定比例核發獎金。 

二、第二項明定主管機關得於中央主管機關訂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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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如檢舉食品攙偽、假冒、逾有效

日期、添加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添加

物或違反其他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公告事項，致查獲具體違規事件者，依情

節輕重，得酌予增加檢舉獎金額度。 

前二項檢舉獎金發放，依臺北市檢舉

違反衛生管理法規案件獎勵辦法規定辦

理。 

「檢舉違反食品衛生案件獎勵辦法」所定額

度外，另酌予增加檢舉獎金額度。 

三、第三項明定前二項檢舉獎金之發放，依主管

機關訂定之「臺北市檢舉違反衛生管理法規

案件獎勵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  三  章    資訊透明 章名 

第  七  條    經衛生局公告類別或規模之食品業

者，應建立食品來源與流向之追蹤（溯）

系統及生產履歷等事項，並應加入本市食

材登錄平台，公開食材來源。 

前項食品業者應建立紀錄之事項、證

明文件、單據、查核紀錄、保存時間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由衛生局公告之。 

一、目前本市僅將食材登錄納入學校午餐合約，

惟無法源依據，故參考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第九條之精神，於第一項明定經衛生局公告

類別或規模之食品業者，應建立食品來源與

流向之追蹤（溯）系統及生產履歷等事項，

並應加入本市食材登錄平台。 

二、第二項明定第一項食品業者應辦理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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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  八  條    衛生局得於指定處所及網頁公告食

品衛生安全稽查抽驗結果。 

前項公告期間為六個月，且公告內

容，應包括稽查抽驗商號與地址、來源商

號與地址、負責人姓名、商品名稱、違規

事實及改善進度等事項。 

一、 第一項明定衛生局得公告抽驗結果。 

二、 第二項明定主管機關得將稽查抽驗商號與地

址等事項予以公告。又考量一般常溫產品效

期多為六個月至十二個月，故明定公告期間

為六個月。 

第  九 條     衛生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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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及其他標示等事項。 

衛生局得對特定散裝食品販賣業

者，限制其販賣之地點、方式，並要求以

中文標示品名、原產地（國）及其他標示

等事項。 

第一項特定食品品項、應標示事項、

方法及範圍；以及第二項特定散裝食品品

項、限制方式及應標示事項，由衛生局公

參考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二十五條規定，明定

直接供應飲食之場所及販售散裝食品業者（如年

貨大街、水源市場等場所），應明確標示品名、

原產地及其他應標示事項，以補足食品安全衛生

管理法對於散裝食品標示項目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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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 

第  十 條    食品業者於接獲國內外衛生主管機關

或製造廠商之食品不安全訊息通知時，應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立即主動停止製造、輸入、加工、販

售及辦理回收。 

二、於賣場實體通路及網路虛擬通路公告

停止使用或食用。 

三、二十四小時內主動通報衛生局查核確

認。 

四、四十八小時內將與該食品有關之相關

產品預防性下架完成。 

前項第一款回收方式，食品業者應公

開說明之。 

網路平臺業者，應配合第一項食品業

者同步進行網路公告，並自行下架、移除

拍賣網頁。 

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七條規定，食品業者於

發現產品有危害衛生安全之虞時，應主動通報當

地主管機關。另為回應市民期待，於本條明定食

品業者於接獲食品不安全訊息二十四小時內應完

成自主通報。另參考中央主管機關針對食品安全

事件要求食品業者三天內回收完成，考量本市為

都會區型態，故明定食品業者須於四十八小時內

預防性下架完成，並應公開說明回收方式，另將

網路平臺業者納入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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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安心外食 章名 

第  十一 條    經衛生局公告類別或規模之食品業

者，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餐飲衛生分

級評核制度申請標章，並通過認證，於店

家明顯處張貼認證標章。 

明定餐飲衛生分級評核制度，賦予標章法源，以

加強公信力。 

第 十二 條    經衛生局公告類別或規模之食品業

者，應定期檢查販售區及庫存區食品之有

效日期及完整標示，及時清理包裝毀損或

已逾有效日期之食品，並保存相關紀錄五

年。冷藏食品區應每日檢查。 

庫存區應明顯區隔待報廢區及退貨

區，並以中文標示之。 

前二項庫存區，指產品未上架販售及

使用前之暫存區，包含一般室溫、冷藏及

冷凍庫之庫存場所。 

一、考量本市無倉儲處所且貨品送至銷售場所時

間較長，易因碰撞造成產品外觀受損，故第

一項明定食品業者應定期檢查販售及庫存之

架上產品。 

二、第二項明定庫存區之標示要求。 

三、第三項明定庫存區定義。 

第 十三 條   本市從事食品添加物製造、販賣之食

品業者，除應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相
一、 本市之食品添加物業者約有四百餘家，故第

一項明定食品添加物業者應對下游廠商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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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規定外，應對下游業者、使用者提供正

確使用方法，並提供相關規格書及檢驗報

告。 

前項檢驗，食品業者應自行或交由中

央主管機關認可之相關機關(構)、法人或

團體辦理。 

育指導之責任，並提供規格書及檢驗報告。 

二、 第二項明定檢驗報告應由食品業者自行或交

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第三人辦理。 

第 十四 條   外燴業者於本市辦理二百人以上外燴

餐飲時，應於辦理活動三日前向衛生局報

備。 

前項報備內容及格式等事項，由衛生

局公告之。 

參考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第二十七條規定，納

入預防性稽核之概念，明定辦理二百人以上外燴

餐飲時，外燴業者應依規定向衛生局報備。 

第 十五 條    本市零售市場、臨時攤販集中場，其

自治組織或活動主辦者應就進駐食品業

者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報備，並交由衛生

局查核。 

前項報備時點、內容及格式等事項，

由衛生局公告之。 

一、為配合本市鼓勵產業發展之政策，考量大型

活動以進駐之食品業者為大宗，場所無水源

及清洗設備，且散裝食品之衛生不易管理，

故明定零售市場、臨時攤販集中場之自治組

織或活動主辦者，應就進駐食品業者進行報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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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售市場係指以零售及劃分攤（鋪）位方式，

供蔬、果、魚、肉類及其他民生用品集中零

售之營業場所及民生用品集中零售之營業場

所(參照零售市場管理條例)。 

第 十六 條   經衛生局公告類別或規模之食品業

者，應針對所販售產品定期自行檢驗或交

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相關機關（構）、

法人或團體辦理。 

前項檢驗頻率、項目及方法，應依中

央主管機關之規定及公告辦理。 

因應市政白皮書之「食安‧10 安」，爰參考食品

安全衛生管理法第七條及第四十八條之一規定，

明定食品業者應針對所販售產品自行檢驗或交由

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第三人辦理。 

第  五  章    罰則 章名 

第 十七 條   違反第七條或第十一條規定者，得命

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三

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至改善為止；情節重大者，得逕處一個月

以上六個月以下停業處分。 

明定未依規定建立食品來源與流向之追蹤（溯）

系統及生產履歷等事項、未依規定加入本市食材

登錄平台、未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餐飲衛生分

級評核制度申請標章並通過認證，或未於店家明

顯處張貼認證標章之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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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八 條    違反第十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

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至改

善為止；情節重大者，得逕處六個月以上

一年以下停業處分。 

明定食品業者於接獲國內外衛生主管機關或製造

廠商通知之食品不安全訊息通知時，未依規定辦

理；網路平台業者未配合食品業者同步進行網路

公告並自行下架、移除網頁時之罰則。 

第 十九 條   違反第十二條、第十四條至第十六條

規定之一者，得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

善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處罰至改善為止；情節重大

者，得逕處六個月以上二年以下停業處

分。 

明定經衛生局公告類別或規模之食品業者，未定

期檢查販售區及庫存區食品之有效日期及完整標

示，或未及時清理包裝毀損或已逾有效日期之食

品，或未保存相關紀錄五年，冷藏食品區未每日

檢查，或庫存區未明顯區隔待報廢區及退貨區，

或庫存區區隔待報廢區及退貨區未以中文標示；

外燴業者於本市辦理二百人以上外燴餐飲時，未

依規定報備；本市零售市場、臨時攤販集中場之

自治組織或活動主辦者，未依規定就進駐食品業

者報備；經衛生局公告類別或規模之食品業者，

未依規定針對所販售產品定期自行或委外檢驗之

罰則。 

第 二十 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明定本自治條例施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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