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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行政院衛生署。 

貳、案   由：行政院衛生署怠未建立健康食品市場端追

蹤查驗機制，相關稽查、督導考評計畫皆

付之闕如。其事前審查機制復疏未健全，

致未能將學術研究及系爭廠商檢具之實驗

報告早已發現、載明兒茶素濃度逐時間衰

退等事實納入准駁考量或許可內容與標示

事項，相關審查委員之遴選及實驗數據之

真偽亦生疑義。又，該署疏未依法啟動已

許可健康食品之重新評估機制，致未釐清

系爭廠商兒茶素含量衰退之確切原因，亦

未實地查驗其所提改善措施是否有效、可

行，以及擬再上市產品是否已改善完竣之

前，僅憑其自主檢驗數據，即率准其產品

重新上架，均有違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參、事實與理由： 

本案緣據報載：「國內獲得國家健康食品認證之市售

包裝茶飲料，遭披露『兒茶素』含量未達標示之 3 分之 1

，且售價昂貴，恐有欺騙消費者之虞」等情，為維護國民

健康及消費權益，經本院於民國(下同)99 年 1 月 19 日財

政及經濟委員會第 4 屆第 40 次會議決議就「現行茶飲料

等健康食品之審查及追蹤抽驗機制」推派程仁宏委員、楊

美鈴委員、洪昭男委員組成專案小組調查。案經本小組分

別函詢行政院衛生署(下稱衛生署)、地方衛生主管機關及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下稱行政院消保會)等相關主

管機關，並約詢衛生署及臺中市衛生局等相關業務主管人

員之深入調查發現，衛生署針對健康食品之市場端追蹤抽

驗、審查暨重新評估機制，分別核有怠失、疏漏、不足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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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義，應予糾正。茲臚列事實及理由如下： 

一、衛生署於本案經媒體揭露前，怠未建立健康食品追蹤

查驗機制，除未曾主動抽驗各通路販賣場所陳列健康

食品之保健功效成分，復未訂定相關稽查作業計畫，

相關督導及考評方式亦皆付之闕如，洵有欠當： 

(一)按健康食品管理法第 5 條、第 16 條規定：「本法所

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衛生署……。」、「

衛生主管機關得派員檢查健康食品製造業者、販賣

業者之處所設施及有關業務，並得抽驗其健康食品

，業者不得無故拒絕……。」次按吳庚前大法官見

解：「並非謂凡有『得』字，即屬裁量條款，不少

情形『得』字用於賦予行政機關以某種權限，與裁

量無關……。」是觀該法第 16 條「得」字文意，應

係立法機關賦予各級衛生主管機關應對健康食品

經營業者製造、販賣等各類場所檢查及抽檢之權限

，各級衛生主管機關自該法生效施行後，即應落實

執行，其檢查範圍除源頭製造工廠之外，自應涵括

其各通路之販賣場所，且其查處方式除消極性地檢

查標示之外，依前開規定，洵應抽檢其成分，始能

追蹤及監控業者有無確實依許可內容及其標示執行

。尤以健康食品既早於 88 年 1 月 14 日即制定專法

管理，基於其標榜健康之名及保健功效，以及國內

養生、保健風氣日盛，常受民眾青睞而使消費量逐

年遞增，此參據文獻研究結果及期刊內容分別載明

：「……我國加工食品消費市場規模約達新臺幣(

下同)6千億元，其中保健食品達 625億元，約占 10.4

％，已穩坐國內食品產業之龍頭寶座，其產值逐年

成長……」、「除傳統藥補之外，近 70％之國內民

眾曾經服食保健食品……。」、「……經濟部統計

，國人 1 年吃掉 670 億元，足以蓋 1 棟臺匇 101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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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臺灣保健食品學會理事長潘○○估計，未來 3

年保健食品市場還會成長至少 1 成。」自明，該署

於該法公布迄今已逾 10 年餘期間，早應擬妥相關稽

查及督導考核計畫，以資為督促地方衛生主管機關

落實執行之依據。況且地方衛生主管機關針對健康

食品保健功效相關成分，尚無評估檢驗之能力，其

追蹤查驗工作端賴衛生署主動規劃及統籌辦理，此

觀臺匇市、高雄市、臺匇縣、高雄縣、桃園縣、嘉

義縣、屏東縣、宜蘭縣、基隆市、臺南市等地方衛

生局查復：「由於健康食品之『保健功效相關成分

』非一般食品衛生檢驗項目，需較專業之人力及設

備方具有評估檢驗之能力，非地方衛生主管機關所

能檢驗……建請衛生署統一規劃市售健康食品複核

機制……。」、「地方衛生局礙於檢驗技術，針對

健康食品內容物含量之確認作業，尚難據以執行…

…。」、「健康食品出廠後，產品成分是否與標示

不符，需經由檢驗數據方能辨明……應由該署統一

訂定抽驗項目及檢驗方法，地方衛生局配合抽樣、

取樣工作，方能為健康食品之品質把關……。」等

語甚明，合先敘明。 

(二)惟查，99 年 1 月 13 日報載市售茶飲料內含兒茶素

濃度偏低與標示不符等情(下稱本案)前，衛生署針

對健康食品之管理及查驗情形，詢據地方衛生主管

機關分別查復略以：「該署目前尚無針對市售健康

食品之抽驗計畫……」、「……建議該署食品藥物

管理局針對領有健康食品許可證之後續管理，研擬

計畫檢驗其成分及含量……」、「並無配合該署專

案稽查健康食品衛生安全品質之業務」、「……目

前並無針對特殊保健產品成分進行抽驗……」、「

……地方衛生局係以販售市場之食品標示稽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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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逾有效期限及食品廣告查處為主……。」、「健

康食品標示值含量調查並未列入地方衛生局專案品

質抽驗計畫。」、「目前未有配合該署專案稽查國

內健康食品衛生安全品質之案例」、「……目前針

對市售健康食品僅稽查及查核其標示及廣告……。

」、「……該署並未針對健康食品之稽查頻率、抽

驗項目、數量、方法及數據統計等要求陳報……。

」、「……該署專案稽查係針對全面性食品標示、

源頭製造工廠等問題執行輔導查核……。」、「…

…該署尚無單就健康食品管理研擬相關督導考評資

料……。」、「該署並無針對健康食品專項考核資

料結果呈現……。」、「該署未針對健康食品單項

考評」、「該署尚未針對各縣市稽查、抽驗、數據

陳報等事項予以一致性規範……。」、「該署相關

督導考核計畫、評比項目，並無特定針對健康食品

……稽查頻率、抽驗項目、數量、方法、數據統計

，亦無特別要求健康食品……自 94 年迄今，並無配

合該署專案稽查健康食品……。」、「該署未特別

針對健康食品訂有稽查頻率、抽驗項目、數量、方

法、數據統計、陳報方式等相關作業及實施計畫。

」足見本案發生前，衛生署除未曾主動辦理市售健

康食品保健功效成分之抽驗作業外，亦未訂定相關

稽查作業及督導考核計畫，致無以督促地方衛生主

管機關據以辦理相關抽驗暨檢查作業，坐令地方衛

生主管機關僅消極地稽查其源頭製造工廠之安全衛

生及查核其標示、廣告，綜此除復觀該署函復資料

載明內容：「……由各地方衛生局依整體業務狀況

及管理需求，自行訂定抽查頻率及作業方式……。

」、「……先前在地方食品衛生業務考評項目，係

將健康食品併入食品衛生業務考核，而未列為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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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評分項目……99 年度起，本署已規劃修正地方

食品衛生業務考評項目，擬將『健康食品查核』增

列為加分項目，以監督地方衛生局之相關執行績效

……。」甚明，並有該署於本院約詢時自承：「今

(99)年方成立專案進行市售健康食品抽驗作業…

…。」等語暨其錄音檔附卷足稽，除與上開規定有

違之外，益見健康食品管理法施行迄今已逾 10 年餘

，市場端健康食品保健功效成分之追蹤查驗及監控

機制竟付之闕如，殊有欠當。 

二、衛生署疏未健全健康食品查驗審查機制，致未能將學

術研究及系爭廠商檢具之實驗報告早已發現、載明兒

茶素濃度因貯存時間衰退等事實納入准駁考量、登載

於許可內容、注意事項或促請業者妥為標示、縮短保

存期限，肇生本案原可避免之兒茶素含量衰退與標示

不符事件；其審查委員之遴選及實驗數據之真偽亦招

致詬病與疑義，均有欠當：  

(一)按健康食品管理法第 3 條、第 7 條規定：「依本法

之規定申請查驗登記之健康食品，符合下列條件之

一者，應發給健康食品許可證：一、經科學化之安

全及保健功效評估詴驗，證明無害人體健康，且成

分具有明確保健功效……。二、成分符合中央主管

機關所定之健康食品規格標準……。」、「製造、

輸入健康食品，應將其成分……功效……檢驗規格

與方法……申請中央主管機關查驗登記，發給許可

證後，始得製造或輸入……。第 1 項申請許可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及衛生署依前開條文授

權訂定之健康食品申請許可辦法第 2 條、第 2-1 條

、第 13 條規定：「依本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申

請查驗登記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及資料：……四、

產品之保健功效評估報告。五、保健功效成分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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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及其檢驗方法。六、保健功效安定性詴驗報告

。……十一、相關研究報告文獻資料……。」、「

依本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2 款申請查驗登記者，應檢

具下列文件及資料：……二、產品原料成分規格含

量表。三、成分規格檢驗報告。四、保健功效安定

性詴驗報告。……九、產品包裝標籤及說明書……

。」、「產品之保健功效安定性詴驗報告之審核重

點為：一、安定性詴驗報告為審核產品保健功效有

效期限之依據……。」窺諸前開規定要求業者檢附

安定性詴驗報告暨相關成分分析、檢驗數據之目的

，係為檢視其產品宣稱保健功效等相關成分之質與

量，於其保存期限內經消費者食用前之產品生命週

期內，是否皆能保持穩定，而不致發生製造工廠出

廠前合格，至消費者手中卻變樣等情事。準此，衛

生署既負有健康食品查驗登記之責，允應健全相關

審查機制，針對業者依前開規定檢附之送審產品安

定性詴驗暨相關實驗報告詳加審核，以資為核定其

有效期限、促請業者妥為標示或准駁之依據，此觀

臺匇市政府衛生局表示：「……產品經衛生署審查

核可，即可宣稱其經核准之保健功效，屬於事前查

驗登記制度……經該署健康食品審議委員會審查

內容包含『保健功效成分鑑定及其檢驗方法』、『

保健功效安定性詴驗報告』……等文件及資料，皆

屬中央主管機關核定權責……。」等語益明，容先

述明。 

(二)經查，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系爭廠商)每

朝綠茶及烏龍茶等領有健康食品許可證之茶飲料，

遭驗出兒茶素含量衰退與標示不符等情，詢據臺中

市衛生局查復略以：「……據國外文獻研究發現，

兒茶素確實受光線、溫度影響而衰退……。」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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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亦有 90 及 92 年發表之國外文獻研究結果附卷

足參。復觀系爭廠商每朝系列茶飲料於 94、97 年申

請衛生署健康食品查驗登記時所檢具之兒茶素分析

報告暨安定性詴驗報告復分別載明：「(每朝綠茶)

第 9 頁儲存過程兒茶素濃度變化(常溫部分)：總兒

茶素濃度於儲存第 3 個月，由 1,107.9μg/ml 衰減

成 762.2μg/ml，含量約衰退 31％……。」、「(

每朝綠茶)第 11 頁實驗結論：經過長時間儲存，茶

飲料中的兒茶素會衰減，其中又以高溫儲存(攝氏

40 度)最為顯著，兒茶素濃度減少約 50％。」、「(

每朝烏龍茶)第 17 頁安定性詴驗報告摘要表(96 年

10 月 8 日，攝氏 25 度)：兒茶素濃度於儲存第 6 個

月，由 85.2mg/100ml 衰減成 69.9mg/100ml，含量

約衰退 18％……。」及該署前藥物食品檢驗局
1
於

該公司斯時送審產品之抽驗結果亦明載：「每朝健

康綠茶兒茶素濃度為 85.4mg/100ml(原廠規格標準

及其標示值為 78~118mg/100ml)」、「每朝健康烏

龍茶兒茶素濃度為 73mg/100ml(原廠規格標準及其

標示值為 68~88mg/100ml)」足證早於系爭廠商送審

該等產品前，相關文獻即已明確指出兒茶素隨儲存

時間及環境因素即有衰退現象，且該署斯時查驗時

既已檢測發現該等產品兒茶素濃度已趨近標示值

下限範圍，極可能於保存期限內，其含量即衰退低

於標示值，況該公司斯時送審文件之實驗結果尤載

明：「兒茶素濃度於常溫儲存第 3 個月即衰退 31％

。」該署自應審慎注意，善盡審查把關之責。 

(三)惟查，該署漠視上揭事實，除疏於該署查驗登記審

查結果及其健康食品許可證內容載明相關附帶注意

                                      
1
 已於 99 年 1 月 1 日改制歸併成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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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亦未促請該公司於其產品明確標示相關警語

，或據此作為要求其縮短保存期限及准駁之依據，

此分別有該署藥檢肆字第 0949407665 號、同字第 0

970021350號等檢驗數據及衛署健食字第 A00061號

、同字第 A00145 號等查驗登記審查結果暨相關申請

許可文件在卷可稽，核有欠當。凡此證諸該署自承

：「本案『兒茶素』茶飲料事件，突顯後市場端販

賣、儲存、陳列環境之諸多不易掌控變化因素，對

於兒茶素此種安定性較差之成分，造成氧化衰退之

影響……該署未來將以此案做為借鏡，在健康食品

之審查及管理上，對產品生產、包裝、配送、販賣

、貯存過程等各項環境影響因子，要求業者必須納

入考量……。」、「本署今後將責成相關衛生局於

稽查健康食品工廠時，加強提醒業者……避免工廠

檢驗合格產品至消費者購買飲用時，含量與標示不

符……。」及雲林縣衛生局查復：「對於健康食品

認證、保健功效核可，請更加嚴格，畢竟健康食品

仍屬食品，保健功效易讓民眾有過高期待……。」

等語，益證該署應注意而未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

，核有查驗不周及審查不力之疏失。 

(四)另查，系爭廠商每朝系列茶飲料斯時申請衛生署健

康食品查驗登記審查所檢附之兒茶素分析報告及

其安定性詴驗報告，皆係委託該署健康食品審議委

員會聘任之審查委員——臺匇醫學大學保健營養

學系陳○○教授(下稱陳員)為之，此有該署提供之

該會委員名單附卷可稽。固該會於 94 年 3 月 4 日

召開第 55 次委員會議審查該公司每朝綠茶產品時

，陳員未被通知擔任審查委員，惟 97 年 10 月 29

日該署第 95 次委員會議審查該公司每朝烏龍茶時

，陳員竟被通知擔任審查委員，此有該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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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卷可查，除顯示衛生署輕忽利益迴避相關規定之

外，審查結果亦有失公正客觀之虞，核有欠當。雖

陳員於後者會議請假未出席，然衛生署自應檢視該

次會議受理案件與該會聘任委員之關連性，從而審

慎篩選審查委員，排除任何招致不當聯想與爭議之

可能性。又，檢視陳員針對前揭每朝系列 2 種不同

產品接受系爭廠商委託所為之兒茶素分析報告，其

送審時間雖分別為 94 及 97 年間，惟該 2 份報告內

附分析結果載明之準確度及再現性實驗結果及其

相關數據卻完全相同，是否肇因陳員暨系爭廠商之

疏失或故意，致該署審查不實？抑或該署疏於察覺

、視而不見、刻意護航或其他原因所致？肇生該等

許可證效力顯有疑義，該署自應詳予究明，並應重

新審視其相關實驗數據真偽暨相關人員責任，予以

適法及妥切之處理。凡此疏漏、缺失或疑義，證諸

該署於本院約詢時表示：「……坦白說，審查委員

並沒有實際查核業者所提計畫、報告是否為真……

。」等語及該會設置要點、作業程序迄乏相關利益

迴避相關規範等情，在在凸顯國內健康食品審查機

制及其嚴謹性亟待積極檢討改進，以臻健全及公允

。 

三、衛生署疏未依法啟動已許可健康食品之重新評估機

制，致未釐清系爭廠商市售產品兒茶素含量衰退之確

切原因，亦未查驗其所提改善措施是否確實有效、可

行，以及其擬再上市產品及消費爭議事項是否已改善

完竣之前，僅憑業者自主檢驗數據，即率准其產品重

新上架，核有欠當： 

(一)揆諸健康食品管理法立法目的，係為加強健康食品

之管理與監督，以維護國民健康，並保障消費者之

權益，同法第 1 條定有明文。是針對本案系爭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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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朝系列茶飲料經學者揭發暨該署檢測發現兒茶

素含量不足事件，既招致媒體大幅報導引發民眾質

疑，因而涉有同法第 9 條第 2 款規定：「健康食品

之許可證於有效期間內，有下列之各款事由之一者

，中央主管機關得對已經許可之健康食品重新評估

：……二、產品之成分、配方或生產方式受到質疑

。三、其他經食品衛生主管機關認定有必要時……

。」情事，衛生署基於中央主管機關職責，允應依

前開規定啟動重新評估機制，並查明其兒茶素含量

衰退之確切原因及其因應改善方法，據以促請違規

業者切實改進，始讓其產品重新上架，方符合該法

揭櫫「維護國民健康，保障消費者權益」之立法意

旨，特此指明。 

(二)據衛生署及臺中市衛生局查復資料，99 年 1 月間，

本案經媒體報導後，系爭廠商除自行針對不合格產

品採樣 2件工廠留樣送經該署檢驗及將產品下架外

，並以同年月 20 日(99)維管字第 003 號函向該署

食品藥物管理局提報產品品質管理後續改善措施

略為：「一、加強每批產品生產日抽驗及攝氏 25

度留樣功效劑量安定性分析……。二、每 3 個月定

期委託外部第三公正檢驗機構檢驗功效劑量，以確

認廠內外分析結果之正確性及一致性。三、定期至

市面抽樣，確保賣場實際條件……。四、加強新鮮

度管理，將保存期限由 6 個月縮短至 4 個月，避免

因通路長期儲放致兒茶素含量衰退……。」有案可

稽。 

(三)惟查，衛生署除未啟動前開規定之重新評估機制，

因而未釐清其市售產品兒茶素含量衰退之確切原

因外，亦未實地查驗該公司前揭改善措施是否確實

有效、可行，以及其改善後產品暨消費者爭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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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悉已改善完竣，足資確保民眾消費權益前，竟

僅憑業者自主檢驗數據，即率准該公司匆促於前揭

改善措施提報日後之第 4 日，即同年 1 月 24 日重

新上架，顯胥以業者商業利益為考量，而有罔顧消

費者權益之嫌。該署復分別遲至該產品重新上市後

逾 10 日及 2 個月，迨同年 2 月 5 日及 3 月 24 日，

始督促臺中市衛生局赴該廠稽查前揭改善措施之

執行情形及抽驗該公司市售改善後產品，此分別觀

該署查復：「由於該公司於同年 1 月 24 日重新上

架前，已針對同年月 22 及 23 日製造產品完成自主

檢驗，並委託檢驗兒茶素含量，結果均與標示相符

，故本署同時抽驗該等產品之意義不大，因而未再

對該公司改善後產品於上架前抽驗……。」、「…

…為確認該公司重新上架產品兒茶素之含量，本署

要求該局……分別於同年 3 及 5 月抽驗該公司重新

上市產品。其中 3 月 24 日經該局抽驗 2 批產品送

請該署食品藥物管理局檢驗……。」及該局函復：

「本局於同年 2 月 5 日赴該公司現場稽查及輔導該

公司前揭改善措施及執行情形……。」等語甚明，

殊有欠當。 

(四)雖據衛生署表示：「若涉及安全性問題，即啟 

動重新評估機制」、「健康食品不合格原因，倘未

涉及安全性，而係屬標示或品質方面問題，則給予

業者提出處理可行方式(例如提出改善計畫)之機會

……。」、「重新評估機制：步驟 1、要求業者提

出重新評估之佐證資料……。」、「案內兒茶素含

量與標示不符情事……該情節並未涉及衛生安全問

題，同時廠商已主動於事發第 1 時間將所有市面產

品下架回收，並於 1 週內針對問題點提出具體改善

計畫……因此，尚無須立即重新評估……」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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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按健康食品管理法立法精神暨其重新評估規定，

舉凡產品成分遭受質疑致有影響國民健康及消費者

權益之虞時，該署即有重新評估之必要，縱本案兒

茶素含量衰退依該署所稱尚無涉健康及安全疑義，

然其保健功效成分含量不足，肇生民眾質疑其功效

有效性及價格合理性問題，已然影響消費權益，該

署自應重新評估，尚無因未涉安全性，而得以內部

行政解釋自行排除法律之適用。況上開重新評估機

制洵應由該署主動辦理，顯非該署所稱由業者被動

提出，綜此益見該署前揭重新評估機制之欠當，不

無疏失。據上論結，行政院衛生署顯有違失，爰依

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移送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

檢討改善並依法妥處見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