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化學教育

224 
Chemical Society Located in Taipei                      Chemistry Education in Taiwan 2014, 1(2), 224-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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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為天，吃是大事，近年每隔一段

時間就會爆發食品安全的問題。從麵包添加

劑到混合食用油，在一片風聲鶴唳之下，衍

生出許多不必要的恐慌。 

在現代的生活環境中，若要完全使用傳

統的方式得到農產品，是無法提供全球對食

物的需求。因此許多農藥，防腐劑，添加物

等等的使用，都屬於優缺點，利弊，孰重孰

輕，比較出的選擇。本文簡略說明世界衛生

組織（ＷＨＯ）對食品安全及其風險分析的

方法，並引其法來討論我國政府近年對幾次

食品安全問題的作法。 

世界衛生組織（ＷＨＯ）和聯合國農糧

組織（FAO）對於食品風險分析的方法，是

將風險評估發展成為可降低公眾健康危害的

食品管理。而所用的方法就稱為風險分析，

它是由三個部分組成：風險評估、風險管理、

風險溝通。圖 1 說明風險分析的三個組成之

間的關係。 

 風險評估 

風險評估是使用科學方法評估，當人體

接觸到與食物相關的危害，會造成已知或潛

在的不良健康影響。該過程應由以下步驟組

成： 

確認危害：確認特定物質與已知或潛在

的有害健康之關聯。 

危害特徵：用定性和／或定量的方式評

估任何可能存在於食物中，和不良反應相關

的生物，化學，物理的物質。若是化學物質，

必須測試不同劑量的反應。對於生物或物理

物質，若可以測試不同劑量的反應，也應該

測試。 

接觸評估：用定性和／或定量評估可能

發生食用危害物的可能性。 

風險特徵：綜合確認危害，危害特徵和

接觸評估整體，估計不利的影響可能發生在

某特定人群之機率（含不確定性）。 

一般的定量風險評估，雖強調用數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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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風險分析的三個組成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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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風險，但仍對有不確定性之風險用定性的

方式說明。 

 風險管理 

風險管理是權衡各種政策，含接受、降

低或最小化評估風險，並選擇及實施適當選

項的過程。 

風險管理可概括在下列四個部分： 

初步風險管理活動為第一個過程。它包

括建立風險的一個特定的範圍，在此範圍內

廣泛的討論這問題，並盡可能提供大量的資

料，以引導下一步的決議。在此過程中，風

險管理可以委託獨立機構進行科學上的風險

評估，而這些結果都將提交給決策單位。 

評估各種風險管理方案，為決定如何管

理食品安全，其評估的基礎是以科學觀點上

的風險和其他相關因素，也可納入一些保護

消費者的措施。最佳化的食品控制措施是以

效率、效益、技術可行性、以及是否能在整

個食品鏈中的某些特定點來執行與判斷。在

這個階段就要進行成本效益分析。 

實施風險管理的決策，通常會包含食品

安全的管理辦法。對業界所選擇的特定指標

應該保持彈性，最終要讓整體方法能以客觀

地的方式顯示出既定目標的實現。持續不斷

的檢驗現有食品安全指標執行的效益也是必

要的。 

監測和審查包含數據的收集和分析，能

整理成食品安全和消費者健康的整體概述。

經由監測食品污染和與食物相關之疾病，可

判斷是否有新的食品安全問題出現。當有證

據顯示，凡是沒有達到公共衛生的目標，就

必須重新設計食品安全管理措施。 

 風險溝通 

風險溝通是有關風險評估，風險管理，

以及其他有關各方之間的風險信息和意見交

換的一個互動的過程。 

風險溝通是風險分析工作中的主軸，而

且要不間斷的進行，從開始就要包含所有利

益相關團體的參與。風險溝通能使利益相關

者了解風險評估的各個階段。這將幫助所有

的利益相關者能夠清楚地了解風險評估的邏

輯、結果、意義、以及它的局限性。利益相

關者亦可以提供相關資料。例如業內相關人

士可能有未公佈的研究數據，它對於在進行

風險評估時非常重要。將資料提供給利益相

關者（包括企業和消費者），也是風險分析過

程中的一環。 

確認特別相關團體和他們的代表應包含

在整體風險溝通策略的一部分。風險溝通的

策略是由風險評估人員和管理人員儘早進行

雙向溝通，並在決策過程中進行討論，當雙

方達成一致意見時才能訂定。這策略還應該

包括誰負責提供信息給大眾，以及如何提供。 

風險溝通之決策，包括問題、對象、和

方式，都是風險溝通策略的一部分。系統性

的風險溝通是最有效的，一般從收集和風險

相關的疑慮開始。因此風險管理者和風險評

估者必須能夠在早期階段，簡單和清楚地總

結這個議題所涵蓋的問題，如此可引起大眾

的興趣和接受利益相關者所提供的意見。整

個過程中都必持續溝通。一旦現有的資料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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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充分分析，並被評估出適當的風險，就必

須編寫和傳播這些訊息。之後將再與利益相

關者進一步討論，並做適當的更正、修改和

補充，以得到最後的風險評估和風險分析報

告。 

以此風險分析架構，來討論我國近年來

所發生的案例，先從較早的毒奶粉案例：2008

年大陸製造的奶粉中含三聚氰胺事件。此事

在風險評估上相較簡單，危害確認是三聚氰

胺。接觸的評估是大多數人都會食用，但有

分為主食或非主食之區別。因而其風險特

徵，是以奶粉為主食的小嬰兒風險最大，有

可能產生腎結石，甚至致命。但對奶粉非主

食的人，其風險不大。唯一較有疑慮的部分

是在對大人的危害特徵，因三聚氰胺本非食

品，因此也未曾對它進行危害特徵中，食用

計量對健康的影響。 

再以風險管理上來看，最初步的風險管

理活動就是將風險範圍訂在所有使用大陸製

奶粉加工而成的全部產品，其含概非常廣

泛，從零食到飲料，反而因國內嬰兒奶粉多

為國際知名大廠並未從大陸進口而不在範圍

內。下一步理因評估各種風險管理方案，並

進行成本效益分析，此時由衛生署署長林芳

郁宣佈將可容許含量上限定為 5 ppm，並將

全面查驗。以風險管理以及成本效益甚至執

行面來看，都是不錯的決定。但因風險溝通

做得不夠，規定一出，舉國譁然，認為三聚

氰胺既然不屬於食品就完全不能出現在食品

內。此時宣佈風險管理的人：衛生署署長，

理應說明如何得到此限量，但他可能不了解

風險管理的全部過程，未能解釋清楚，最後

辭職下台。新任署長宣佈三聚氰胺不得在食

品中檢出，事件才較為平息。以分析的角度

看，若未給定標準檢驗方法，「不得檢出」是

無意義的。雖然數月後，歐盟也將三聚氰胺

可容許含量上限定為 5 ppm，但我國仍維持

「不得檢出」。 

但「不得檢出」的標準在當時，無法將

所有應檢驗之樣品快速檢驗。因此「不得檢

出」感覺很安全，但對維護全民健康而言，

實在幫助不大。 

我國在風險評估上，大多仰賴外國的數

據，如美國、歐盟、日本和 WHO，一般而言

大多屬於科學上的研究，所以問題較少。因

而在訂定的風險管理，也常常直接套用國外

的方式，例如農藥殘留量檢驗方式及時間

等，行之多年問題不大。但卻也因此而忽略

了重要的整體風險分析，尤其是風險溝通。

三聚氰胺可容許含量上限定為 5 ppm 是以食

品安全為主，不會造成消費者健康上的風

險。「不得檢出」則是比較以保護消費行為的

方向出發，卽消費者花錢買食品，就不應該

買到含三聚氰胺的食品。若在一開始就請消

費者以及檢驗機構代表，互相溝通，尤其是

對檢驗時間、以及人力等因素的考慮下，5 

ppm 也許對消費者健康上的保障更高。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風險管理一定要考

慮成本效益，不能只接受 100 分，而不考慮

其它可能性。 

2013 年 10 月發生標示百分百的特級橄

欖油被發現是使用摻了超過 50%棉籽油的調

和橄欖油。第一時間點，就有媒體強調「棉

籽」中的「棉酚」，會使男性精蟲減少。甚至

有人說一天兩匙的量，就會造成不孕。此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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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了許多食品安全爆料經驗的衛生署，首

先強調「棉酚」是不可以出現在食用油中。

後又有食品專家台大孫教授解釋在食用油精

製的過程中，水溶性的「棉酚」，很容易從食

用油中去除。「棉籽」中含棉酚，不代表「棉

籽油」中含棉酚。雖然又有添加銅葉綠素為

色素之問題，也只是含量很低，對健康的影

響都很小。此時大眾對混合油在健康上的顧

慮較少，因此風險管理活動就將風險範圍訂

在標示不符、欺騙消費者。 

因前幾次的經驗，越打擊無良商家，越

能得到消費大眾的支持。雖然用棉籽油的混

合油在健康上是無慮的，衛生署仍決定全數

銷毀，完全不考慮業者希望的重新標示後，

降價再賣。但銷毀近萬噸的油也會造成一些

污染，若允許重新標示再賣，所得可作為賠

償基金，也許更有效率。但這些可能的方式

也都未被討論，在整個風險分析中仍缺乏風

險溝通，以及成本考量。 

在食品加工技術、添加物開發，幾乎是

日日推陳出新之際，只仰賴外國的研究數

據，已逐漸無法處理。而我國尚未建立風險

管理之機制，每次事件發生，都是先政府由

上而下的訂定規範，若民眾不滿意，則訴諸

媒體。在媒體一面撻伐中，政府再修改政策。

最後商家倒店，食品安全問題仍一再發生。

在國民對食品安全的重視逐漸提高之際，我

們期待能建立良好的風險分析，風險管理不

是要民粹，而是要用較少的成本達到最佳的

食品健康。 

在政府即將成立「食品安全推動工作小

組」之際，期盼科學界、尤其是化學界的讀

者，大家一起推動以科學的態度來面對風險

的評估，理想是非常好，但效益也要作為考

慮的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