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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111年第 1次委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1年 3月 7日(星期一)上午 10時 

貳、地點：文心 6-1會議室 

參、主席：洪副主任委員誌宏 

出席人員：(如附簽到表)                 紀錄：林怡秀 

肆、主席致詞：(略) 

伍、本府衛生局專題報告「一手掌握食安大小事」（略）                                                                           

陸、各委員建議事項: 

俞委員振華： 

一、目前業者黑數仍然很多，甚至每年愈來愈多，應思考是否原先

的資料庫或資訊來源有缺口？或是哪個環節出問題？並研擬

改進策略。另，我們是期望被抓到的黑數增加？還是希望業者

主動提報而黑數減少？ 

二、稽查量能逐年增加，但「質」的呈現為何？包括：稽查出什麼

大問題？或是讓商家在食安方面有所進步？ 

三、公布下載檢驗報告，可強化業者自我管理，並減少稽核人力。

我們希望鼓勵合法商家主動配合，市府還能提供哪些制度誘因

或動機？除了可以下載檢驗合格證書及標示食安 GIS外，尚有

哪些可以做？ 

四、有關破除網路食安迷思、流言，除了與打擊假訊息的事實查核

中心協作外，是否有更在地性的作法？或是有更專責的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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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 

五、建議可透過食安滿意度的調查，更了解被稽查的單位是否滿意

及其需求，譬如稽查後食安改善，對商家有更多助益、生意變

好等。 

 

楊委員朝棟： 

一、食安政策可從 5面向加強推廣，說明如下： 

（一）資訊透明：現今資訊爆炸時代，面對大量的資訊，強化資訊

透明更顯重要，因此食安 GIS專區資料應適時更新，並對於

尚未加入的廠商儘速輔導納入。 

（二）智慧便民：應思考智慧便民措施，藉由資訊提升服務品質，

讓使用者更安心，如 LINE訊息宣導。 

（三）教育深耕：即深化、擴大，並從國小、國中及高中著手，向

下扎根。 

（四）稽查輔導：建立稽查輔導機制，除明定規範不肖業者之罰責

外，更重要的是輔導其改善，提升商家的品質。 

（五）食安滿意：食安滿意度是施政依據，可協助蒐集使用者及業

者的回饋，加以擴大宣傳，或進一步了解改善的空間。 

二、食安政策是跨機關業務，在有限的預算下，需橫向溝通、協調

與合作。 

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中，目標 3「健康與社會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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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11「永續發展城市規劃」、目標 12「確保永續消費和生產

式」與食安議題息息相關，政策應扣合此目標，市政才能永續

發展。 

 

周委員天穎： 

一、食安問題是市民有感的重要項目之一，市府推廣無瘦肉精金標

章值得鼓勵，建議可再強化其功效，從市府所屬之各機關、幼

兒園、中小學等皆示範要求食品供應商必需提供金標章認證。  

二、標章分為認證及驗證，是有所區別的，驗證程序較為繁雜，需

人力、儀器、時間及經費，市府應研議大規模編列預算執行，

也必需教育宣傳及廣宣其中差異。 

三、面對核食可能之開放政策，其檢驗、抽驗所需人力、機器、系

統皆非現今市府食安處目前經費預算規模，建議市府決策層級

可將食安視為最重要施政之一，增加預算規模、達成訊息公

開，讓人民有感。 

    

   劉委員立偉： 

一、強化黑數的管理是提升食安智慧治理資料庫價值的大方向，如

何阻斷不合格廠商的存續，要有明確的機制，避免不肖業者以

其他形式復出營業。 

二、食安 GIS專區的查詢方式，是否能選出區域與商品類別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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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可以選取及格廠商，來彰顯鼓勵合格廠商。 

三、食品安全教育網及食安 GIS專區相關的食安資料以人次計，是

否可以提供內部使用的人數資料，以解析對社會參與的實質影

響。 

四、有關食品安全有問題或疑慮者，建議考量建置民眾檢舉的機

制。 

五、夜市、市集、無店面廚房及外送業者等廠商，其稽查方式是否

與一般商店餐廳有所不同，請再進一步檢視稽查管理模式，以

掌握全面食安。 

    

   余委員致力： 

一、為全面推廣民眾對食安的重視並建置臺中食品安全網絡，建議

透過產學合作加以推廣。 

二、食安的議題為民眾所關切，是極為重要的，因此食安弊案易成

為顯著議題的殺傷力，市府應強化建構、論述食安之結果

（outcome）與影響（impact），從質與量訊息的溝通上取得民

眾的信任、肯定。 

三、去（110）年底議會質詢臺中市學校營養午餐發生過許多食物

中毒案件，尤其生鮮蔬果食材農藥殘留不合格率是六都第一

高，市長指示教育局、農業局、衛生局重新審視稽查程序。建

議食安處面對此類食安議題，亦能從源頭控管、流程再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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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找出問題根源。 

四、食安資訊應透明化，目前食安資訊不對稱，我們對於食不安的

資訊難以掌握，建議鼓勵全民合作，保護揭弊，並聯合檢警調

廉主動調查，預防勝於治療，以防患於未然。 

五、維護食安人人有責，為降低業者黑數，可於民眾或業者的滿意

度調查中加入「你覺得哪些業者該納入食安稽查？」之開放性

問題，有助於找出未納管之業者。 

 

柒、主席裁示： 

一、感謝委員提供意見作為施政參考，為了全民健康考量，請食安

處持續努力把關，查緝不法。 

二、關於違規及黑數問題，不僅只是資訊揭露而已，更應重視稽查

後續追蹤、改善及輔導。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  會(中午 11時 5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