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Taiwan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Taiwan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食品安全注意事項宣導
衛生福利部

11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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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食品中毒之要點

預告修正「應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與應辦理檢驗之
食品業者、最低檢驗週期及其他相關事項」草案

金箔之食用管理規範

食品業者應落實個人資料保護宣導

05 訂席、外燴(辦桌)服務定型化契約
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3

Taiwan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4

Taiwan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預防沙門氏桿菌食品中毒

確實洗手

如廁後、接觸動物或
寵物後及接觸食品前
應澈底洗淨雙手

澈底加熱

食品應充分加熱，並立即
食用，且盡量避免生食

生熟食分開

生食及熟食勿混放，其所使
用之容器、刀具、砧板應分
開，切勿混合使用。

環境衛生管理

餐飲場所應保持清
潔，且有防治病媒
之措施

食品從業人員衛生管理

若有腹瀉、嘔吐等疑似食
品中毒症狀，應立即停止
接觸食品之工作

食材品質要注意

製作未經加熱的含蛋產品
(如蛋黃醬、提拉米蘇等)
時，使用殺菌液蛋或洗選
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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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特菌對環境適應
性強，廣泛存於自然
界中，是人畜共通傳
染病源之一，於低溫
下仍可生長繁殖。
◆疾病嚴重程度取決於
受感染者的免疫狀況，
孕婦若感染，可能有
流產風險。

◆食入未澈底清洗、
生熟食交叉污染或未
充分加熱的食品所導
致。
◆容易受到污染的食
品：生菜沙拉、生肉、
水果、未經適當殺菌
的乳製品。

食品中毒可能原因為何要注意李斯特菌

冷藏保存，也要注意李斯特菌食物中毒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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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食品中毒之要點

遵守五要二不原則

要 要洗手
生熟
食分開

要新鮮

要 澈底加熱 要
注意

保存溫度

調理時，手部要
清潔，傷口要包
紮。

生熟食器具
應分開，避
兔交叉污染。

食材要新鮮，用
水要衛生。

食品中心溫度應
超過70℃。

保存低於7°C，經烹煮
或易腐敗食品低於5°C，
室溫不宜久置。

不
飲用
山泉水

不

飲水要先煮沸再
飲用。

食用不明
的動植物

對於不知名動植
物，應遵守「不
採不食」原則。

「洗鮮分熱存，要落實；山泉與動植，不採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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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修正「應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與應辦理檢驗之食品業者、
最低檢驗週期及其他相關事項」

實施業別
應檢驗之原料或半

成品或成品
檢驗事項 檢驗週期

非百貨公
司之綜合
商品零售
業者*

金針、蘿蔔乾及蜜
餞產品之半品或成
品

食品添加物用量或其他依衛生安全風險擇
定之衛生管理項目。

每半年或每
批至少檢驗
一次

即食鮮食食品、現
場調理即食食品及
直接生食之截切生
鮮蔬果之成品

微生物或其他依衛生安全風險擇定之衛生
管理項目。

冷凍水果之成品
微生物或其他依衛生安全風險擇定之衛生
管理項目。

112年11月30日公告，預計自113年7月1日生效施行

*達3家以上綜合商品零售業獨立門市之連鎖品牌，且資本額≧30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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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箔之食用管理規範

使用範圍 僅可用於糕餅裝飾、糖果及巧克力外層使用。

規格標準
金含量：90%以上
含銀量：7.0%以下
含銅量：4.0%以下

符合食品添加
物管理規定

1. 製造、改裝、輸入單方食品添加物金箔，應辦理查驗登
記，取得許可證。

2. 販售食品添加物金箔，應於食品藥物業者登錄平臺登錄
業者及產品資訊。

3. 金箔外包裝應標示「食品添加物」、「產品登錄字號」、
「使用範圍、用量標準及使用限制」。

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 第九類著色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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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涉有個人資料蒐集、處理或利用之自然人、法人或其他團體，概皆
受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範，包含「公務機關」與「非公務機關」(公務
機關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其他團體)。

第27條
第１項：非公務機關保有個人資料檔案者，應採行適當之安全措施，防止個人資料

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

第２項：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指定非公務機關訂定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

或業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

個人資料保護法
104.12.30訂定
112.5.31增訂

指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為防止個人資料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採取技術上及
組織上之措施(個資法施行細則第12條)。例如依個資法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應告知事
項、相關限制…等，與個資法施行細則對受託者之適當監督應包含事項…等。(細則12條)

第2條
個人資料：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

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

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



10

Taiwan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食品業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實施辦法

• 法源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7條第3項

• 法務部104年4月21日發布「個人資料保護法非公務機關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列表」

※水產處理保藏及其製品製造業(082)、食用油脂製造業(084)、乳品製造業(085)、其他食品製造業(089)、非酒精飲料製造
業(092)，適用經濟部「製造業及技術服務業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管理辦法」之相關規定。

111.1.19

食品業者【具公司、商業或工廠登記且資本額≧3000萬元】有招募會員或可取得

交易對象個人資料之下列業者：

(一)肉類處理保藏及其製品製造業。

(二)磨粉及澱粉製品製造業。

(三)食品及飲料批發業。

(四)非屬飯店、觀光旅館、機場或百貨業附屬之餐館業、飲料店業，及非屬餐飲

攤販業之其他餐飲業。

適用對象(辦法第3條)

業別認定：可參考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業統計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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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罰則

112.6.2起新規定

第48條

第2項

非公務機關違反第27條第1項或未依第2項訂定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或業務終

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者，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處新

臺幣2萬元以上200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新臺幣

15萬元以上1,500萬元以下罰鍰。

第3項

非公務機關違反第27條第1項或未依第2項訂定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或業務終

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其情節重大者，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

（市）政府處新臺幣15萬元以上1,500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

正者，按次處罰。

112.5.31增訂
112.6.2 施行

個人資料保護法

個人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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