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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貳、案  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未能確依其簽報行政院之

擬辦事項賡續辦理，致 15 年來雖挹注龐大

經費及心力，迄未達成「口蹄疫防疫與撲滅

計畫」之既定目標；又所屬動植物防疫檢疫

局編列上開計畫之年度預算支用名不副實

、且未依其所訂頒之「口蹄疫通報流程」辦

理相關防疫作為等情均有疏失，爰依法提案

糾正。  

參、事實與理由： 

據報載，民國(下同)101 年 1 月底金門再度驚傳豬

隻感染口蹄疫事件，凸顯當前「豬瘟及口蹄疫撲滅計畫

」之推行成效不彰，相關機關是否善盡防疫作為等，認

有深入瞭解之必要乙案。經本院調取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下稱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下稱防檢局）、金

門縣政府相關卷證審閱，並約詢農委會副主任委員兼防

檢局代理局長王政騰、金門縣政府縣長李沃士及其相關

主管人員竣事，爰將農委會涉有疏失部分臚述如下：  

一、農委會未能確依其簽報行政院之擬辦事項與總統府

秘書長函復意旨，賡續督促防檢局釐訂「口蹄疫防疫

與撲滅計畫」完整規劃及後續執行細節報行政院核定

，竟擅以「落實口蹄疫補強注射執行具體措施」取代

，致 15 年來挹注於該項撲滅疫病工作之龐大經費與

心力前功盡棄，復使終極目標之達成遙遙無期，顯有

違失： 

(一)依據 90 年 12 月 13 日行政院核定之「豬瘟及口蹄疫

撲滅計畫」實施，分三階段進行推動，並依防疫成

效及風險評估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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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第 1 階段（91 年 1 月起至 94 年 12 月底止）以落

實全面預防注射、疫情通報及自衛防疫措施，以

儘速達到無臨床病例之目標。 

２、第 2 階段停止施打口蹄疫疫苗，預定至遲自 95

年 1 月起進入本階段，一旦進入第 2 階段，發生

口蹄疫時即撲殺感染場全場動物，同時輔以落實

疫情通報、自衛防疫措施及進行血清流行病學監

測等，以儘速清除口蹄疫病毒為目標。 

３、第 3 階段成為口蹄疫非疫國：於第 2 階段停止使

用口蹄疫疫苗期間之最後 1 個口蹄疫病例起算，1

年內無口蹄疫臨床病例發生，即可備妥相關資料

向世界動物衛生組織（下稱 OIE）申請認定我國

為不使用疫苗之「口蹄疫非疫國」。 

(二)惟查農委會防檢局基於下列因素，屆期仍未達成上

開計畫目標： 

１、為檢視養豬場外有無殘留有 86 年豬口蹄疫病

毒，97 年 6 月開始於肉品市場及屠宰場執行口蹄

疫哨兵豬試驗，於同年 7 月 7 日及 10 月 25 日分

別發現哨兵豬感染口蹄疫，顯示環境中仍殘存口

蹄疫病毒。經 97 年 7 月 25 日及 11 月 18 日兩度

召開「豬瘟及口蹄疫撲滅計畫因應小組」會議，

邀集專家學者、各直轄市及縣（市）動物防疫機

關及各養豬協會代表討論疫苗停打事宜，決議暫

不進入第五階段（全面停打疫苗階段），俟評估認

定無防疫風險後，再全面停打疫苗，第二次會議

並決議自 98 年 1 月起進行高風險場（500 頭以下

養豬場）疫苗全面補強注射措施。 

２、嗣由於自 98 年 2 月起，於雲林縣、彰化縣、嘉義

縣、屏東縣、桃園縣及新竹縣分別陸續發現豬隻

口蹄疫個案。顯示毛豬產銷環境中普遍殘留有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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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豬口蹄疫病毒。檢討其原因，主要為階段性停

打疫苗措施迄今，國內 90%肉豬已未注射口蹄疫

疫苗，而監測口蹄疫血清中和抗體結果顯示，當

時有 78%豬隻無抗體保護力，且口蹄疫非結構性

蛋白抗體陽性率有提高，顯示國內豬隻對口蹄疫

抗體力有降低趨勢，而殘存病毒亦有擴散趨勢。

另在前述案例中，4 個案例係為農委會主動偵察

系統發現，顯示養豬戶仍有不主動通報情事，且

鄰近國家如中國大陸持續發生口蹄疫疫情，防疫

風險因而提高。另依財團法人台灣動物科技研究

所楊平政所長等所做「口蹄疫防疫策略之風險評

估及成本效益分析」，由獸醫流行病學的角度來

看，全國 80%-90%的豬隻沒有施打口蹄疫疫苗，

感染原須第一時間掌握，防疫實務需依賴畜主或

第一線工作人員的主動立即通報可疑的疫情，以

及防疫機關的緊急應變與處理；一旦立即通報疫

情的防線失守，疫情失控的風險很高。口蹄疫疫

情如果失控，對養豬及相關產業當然會造成很大

的衝擊，在金融風暴的陰霾下無疑雪上加霜！必

然會造成經濟、社會甚至政治方面之負面影響。 

３、另中華民國養豬協會 98 年 6 月 29 日第 13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暨各直轄市及縣（市）養豬協（進）

會聯合會議調查，多數會員建議採取推動施打疫

苗及撲殺感染豬隻之控制策略，透過落實免疫一

劑疫苗，以有效控制口蹄疫。 

(三)又查防檢局曾經於 98 年初繼續擬訂「口蹄疫防疫與

撲滅計畫」草案（原「撲滅口蹄疫行動綱領」），

並提交該局 98 年 6 月 26 日召開研商「口蹄疫防疫

與撲滅計畫」(草案)會議討論，足見此乃為延續性

年度施政工作計畫，於口蹄疫未完全撲滅之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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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賡續辦理，殆無疑義。然查該局考量在環境中病

原仍未清除，倘因豬隻普遍沒有保護而發生嚴重疫

情，屆時須大規模撲殺動物，無論人道觀感、屍體

處理所導致環保議題，將對養豬產業、社會、經濟

層面等造成衝擊。故為有效降低風險，穩定養豬產

業發展，經產官學界多次檢討現況與評估其影響，

多數建議與同意現階段應儘速完成 1 劑疫苗補強注

射，再穩健進入下一目標，爰研擬「落實口蹄疫補

強注射執行具體措施」來取代「口蹄疫防疫與撲滅

計畫」草案。嗣農委會陳前主任委員武雄雖於 98

年 7 月 23 日簽報行政院劉前院長兆玄，並於擬辦載

明：「一、於本年 8 月起推動口蹄疫疫苗補強注射

措施，並落實執行。二、本案完整規劃及後續執行

細節將另案呈報  鈞院。」在卷可稽，且業於 98

年 8 月 5 日公告推動口蹄疫疫苗注射措施，但馬總

統曾提出「兩年內撲滅口蹄疫（不施打疫苗口蹄疫

非疫國）」之政見卻因而無法兌現。案經： 

１、農委會於 98 年 7 月 29 日簽呈總統府秘書長轉呈

總統，考量產業整體利益與減低社會衝擊，宜於

現階段對豬隻補強注射疫苗，並經評估無虞，再

穩健進入撲滅口蹄疫措施。 

２、總統府秘書長於 98 年 8 月 11 日函復農委會：「如

擬。並請農委會提出具體策略，延後達成目標」。 

(四)雖據防檢局查復本院稱：「針對媒體報導所稱『之

前投入 100 多億元的撲滅計畫成泡影』一節，係 86

年疫病爆發期間豬群尚未獲得足夠免疫保護期間，

採行全面撲殺所投入之補償及防疫處理所需費用，

其後全面實施疫苗注射迄今歷經 15 年所投入之預

算，計約新台幣 26 億元。雖現階段以落實疫苗注射

為重點防疫工作，然撲滅口蹄疫仍為我國口蹄疫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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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之最終目標。」 

(五)惟查農委會既未確依其 98 年 7 月 23 日簽報行政院

之擬辦事項，賡續督促防檢局釐訂「口蹄疫防疫與

撲滅計畫」完整規劃及後續執行細節報行政院核定

，竟擅以背道而馳之「落實口蹄疫補強注射執行具

體措施」取代，縱令該項重大政策目標倒退回原點

（推動全面預防注射），原任務編組之「豬瘟及口

蹄疫撲滅計畫因應小組」（下稱因應小組），於 98

年 10 月 14 日召開第 46 次因應小組專家會議後，更

因欠缺後續「口蹄疫防疫與撲滅計畫」而停頓，肇

致 15 年來撲滅該項疫病工作所挹注龐大經費、心力

均告前功盡棄，該會復未依總統府秘書長上開函復

意旨，提出延後達成目標之具體策略，致使終極目

標之達成遙遙無期，顯有違失。 

二、防檢局假借編列「豬瘟及口蹄疫防疫與撲滅計畫」之

預算科目，卻將其使用為執行目標完全相反之「口蹄

疫防疫階段策略之強化工作計畫」，而績效指標竟以

「期間注射率」來衡量，實有欠當： 

(一)按防檢局提供之 99至 101年度口蹄疫防疫計畫執行

結果統計表（如附表 1）顯示，其年度口蹄疫防疫

計畫預算經費之編列均包含兩項子計畫，主要用於

補助購買及配送口蹄疫疫苗： 

１、口蹄疫防疫階段策略之強化工作計畫。 

２、豬瘟及口蹄疫撲滅計畫，其年度預算數目呈逐年

減少之趨勢。 

(二)卷查防檢局之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99

至 101 年度有關「口蹄疫防疫計畫」部分均載明： 

１、計畫內容：執行豬瘟及口蹄疫撲滅計畫工作，落

實疫情查報並穩健推動計畫執行。 

２、預期成果：加強豬瘟及口蹄疫宣導，推動豬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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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蹄疫疫苗注射工作，輔導養豬畜戶環境消毒，

疫情通報人車管制；建立自衛防疫能力，有效控

制疫情。 

(三)惟查防檢局所憑藉編列年度概算之「口蹄疫防疫階

段策略之強化工作計畫」係以「落實口蹄疫補強注

射執行具體措施」取代行政院 90 年 12 月 13 日原核

定「豬瘟及口蹄疫防疫與撲滅計畫」，其作法與原

核定目標（全面停打口蹄疫疫苗）相悖。至於其 98

年初繼續草擬之「口蹄疫防疫與撲滅計畫」草案，

僅因前開政策轉折（農委會於 98 年 7 月 29 日簽呈

總統府秘書長轉呈總統）而擱置，迄未提出延後達

成目標之具體策略陳報行政院核定，核與前揭簽呈

批示事項之貫徹執行未合，程序上確有行政瑕疵。 

(四)綜上，防檢局假借未經行政院重新核定而失所附麗

之「豬瘟及口蹄疫防疫與撲滅計畫」為預算科目，

逐年沿用並據以賡續編列年度預算，卻將其使用為

執行策略目標完全相反之「口蹄疫防疫階段策略之

強化工作計畫」，而績效指標竟以「期間注射率」

來衡量，實有欠當。 

三、防檢局執行金門縣爆發豬隻口蹄疫事件相關防疫作

業，未能切實踐行其所訂頒之「口蹄疫通報流程」標

準作業程序，核有疏失： 

(一)卷查防檢局曾經於 98 年 5 月 27 日召開「第 1 次豬

瘟、口蹄疫及重要豬病技術小組」會議，討論「有

關全面停打疫苗前口蹄疫防疫標準作業程序」乙案

，決議修正「口蹄疫通報流程」（如附表 2），並

函請各縣市動物防疫機關配合執行在案。 

(二)又查本案金門縣爆發豬隻口蹄疫事件之相關防疫通

報作業流程如下： 

１、金門縣畜主發現場內豬隻出現異常，即向該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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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獸醫師通報，鄉公所獸醫師接獲畜主通報後赴

現場瞭解，並將現場狀況向金門縣動植物防疫所

報告，該所派員至現場瞭解狀況後，遂於 101 年

1 月 30 日向防檢局通報，並將檢體送農委會家畜

衛生試驗所（下稱畜衛所）檢測。 

２、防檢局接獲金門縣動植物防疫所通報後，即要求

金門縣政府啟動防疫機制，並派員赴金門縣駐點

督導落實疫情訪視、疫苗補強注射、肉品市場消

毒防疫等措施，並協調提供金門縣執行各項防疫

措施必要之協助。 

３、畜衛所於 101 年 2 月 2 日檢出金門縣所送檢體檢

測結果證實為 O 型口蹄疫東南亞株，並通知防檢

局，爰防檢局即依程序於同日向農委會報告，並

於 2 月 3 日完成向世界動物衛生組織通報工作。 

(三)揆諸本案金門縣爆發豬隻口蹄疫事件之相關防疫通

報作業流程與防檢局所訂頒之「口蹄疫通報流程」

，其不相符合之處如次： 

１、查畜衛所於 101 年 2 月 2 日檢出金門縣所送檢體

檢測結果證實為 O 型口蹄疫東南亞株，並通知防

檢局後，該局並未依規定於 24 小時內召開「豬瘟

及口蹄疫撲滅計畫因應小組」（按該因應小組自

98 年 10 月 14 日之後業已停止運作）；事後竟以

缺乏明文規定之「考量金門縣 O 型口蹄疫東南亞

株首次發生，相關人力物力均積極投入疫情之控

制及處理，以使疫情於最短時間內獲得控制，避

免進一步擴散而危及產業安全，俟疫情獲得初步

控制，即於 101 年 3 月 16 日召開『第 5 次豬瘟、

口蹄疫及重要豬病技術小組會議』，向各委員報告

金門縣口蹄疫 O 型東南亞株病毒疫情所採取緊急

防疫作為及後續流行病學調查報告。」置辯。 



 8 
 

２、依前揭「口蹄疫通報流程」規定，防檢局應將金

門縣口蹄疫 O 型東南亞株病毒疫情透過農委會通

報給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本案該局竟於 101

年 2 月 3 日、2 月 24 日分別逕向 OIE 通報金門縣

案例資料，程序上顯欠允當。 

(四)綜上，防檢局於執行金門縣爆發豬隻口蹄疫事件相

關防疫作業，並未切實踐行其所訂頒「口蹄疫通報

流程」標準作業程序（包含未於 24 小時內召開豬瘟

及口蹄疫撲滅計畫因應小組會議、亦未透過農委會

將金門縣口蹄疫 O 型東南亞株病毒疫情通報給世界

動物組織）之事證至為灼然，核有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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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未能確依其簽報行政院之

擬辦事項與總統府秘書長函復意旨，賡續督促防檢局釐訂「

口蹄疫防疫與撲滅計畫」完整規劃及後續執行細節報行政院

核定，竟擅以「落實口蹄疫補強注射執行具體措施」取代，

致 15 年來挹注於該項撲滅疫病工作之龐大經費與心力前功

盡棄，復使終極目標之達成遙遙無期；又防檢局假借編列「

豬瘟及口蹄疫防疫與撲滅計畫」之預算科目，卻將其使用為

執行目標完全相反之「口蹄疫防疫階段策略之強化工作計畫

」，而績效指標竟以「期間注射率」來衡量；且防檢局執行

金門縣爆發豬隻口蹄疫事件相關防疫作業，未能切實踐行其

所訂頒之「口蹄疫通報流程」標準作業程序等情，經核均有

疏失，爰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移送行政院轉飭所屬確

實檢討改進見復。 

 

 

提案委員：林鉅鋃  

 

 

 

 

 

 

中      華      民      國  1 0 0  年  6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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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99 至 101 年度口蹄疫防疫計畫執行結果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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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