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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 劾 案 文 【公布版】 

壹、被彈劾人姓名、服務機關及職級： 

張經緯 農業部畜牧司前司長，簡任第12職等；現任農

業部畜產試驗所東區分所研究員兼分所長。 

貳、案由：農業部畜牧司前司長張經緯職掌雞蛋緊急調度相

關計畫執行情形之管理及監督，惟任由受補助辦

理該計畫之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與尚未設立登

記的公司進行雞蛋採購作業、事後回填「履約情

形確認書」以確認交貨數量，以及未辦理驗收作

業等重要程序，且疏未掌握國內企業進口雞蛋的

數量，肇致政府專案進口雞蛋逾期數量累計達

5,000萬餘顆，耗費公帑，損害政府信譽，核有重

大違失，爰依法提案彈劾。 

參、違法或失職之事實及證據： 

被彈劾人張經緯自民國(下同)109年2月19日至112

年8月1日擔任原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下稱農委會)畜牧處

處長，因應農業部組織法於112年8月1日施行，112年8月

1日至同年11月19日擔任農業部畜牧司司長，負責畜牧政

策之規劃、研擬及管理，包括雞蛋產業產銷相關方案之規

劃、推動及監督等，具法定職務權限。 

為因應國內雞蛋產量不足及平穩蛋價，農業部於111

及112年分別啟動「111年度雞蛋緊急調度與產銷調節計

畫」、「112年度雞蛋緊急調度計畫」，補助財團法人中央畜

產會(下稱畜產會)執行，主要自日本及巴西等國家進口雞

蛋至我國，惟被彈劾人任由畜產會於超思有限公司(下稱

超思公司)尚未設立登記前，即與該公司合作進行日本雞

蛋採購相關作業，且被彈劾人親自聯繫案關日方代理商吳



2 

 

女士(全名吳○○，下同)
1
，關於日本雞蛋進口我國事宜；

另任由畜產會怠未驗收進口雞蛋之數量及品質，復於貿易

商寄送請款發票後，始以回填方式填寫「履約情形確認書」

以核對購買數量；此外，112年疏未掌握國內企業自行進

口雞蛋之數量，肇致5,000萬餘顆雞蛋逾有效期限，致耗

費冷凍倉儲及銷毀費用約新臺幣(下同)9,130萬元等情，

徒耗公帑，茲就違失之事實與證據詳述如下： 

一、被彈劾人職掌「111年度雞蛋緊急調度與產銷調節計

畫」執行情形之管理及監督，惟任由畜產會於超思公

司尚未設立登記前，即與該公司合作進行日本雞蛋採

購相關作業，且怠未驗收進口雞蛋之數量及品質，復

於貿易商寄送請款發票後，始回填「履約情形確認書」

以核對購買數量，採購作業核有重大違失，被彈劾人

有失督管之責： 

(一)被彈劾人職掌農業部「111年度雞蛋緊急調度與產銷

調節計畫」、「112年度雞蛋緊急調度計畫」執行情形

之管理及監督： 

1、農業部因應111年初國內蛋雞受氣溫變化之緊迫導

致產蛋率驟降，出現雞蛋產量供應不足情形，請畜

產會協助進口雞蛋以補足缺口，於111年3月23日核

定「111年度雞蛋緊急調度與產銷調節計畫」
2
。 

2、查111年1月20日農業部、畜產會與相關業者即透

過視訊會議協商自美國進口雞蛋，被彈劾人與所

屬及畜產會同仁，在LINE通訊軟體組設「雞蛋進口

工作小組」群組，111年1月23日畜產會吳○○專員

                   
1
 全名吳○○，即本報告所提「吳女士」、「吳小姐」。本院調查發現吳女士於本案進口日本

雞蛋事件中，吳女士同時扮演日本伊○食品株式會社(下稱伊○公司)代表、日方代理商及

超思公司聯絡人，1人分飾3角，以一條龍方式辦理日本雞蛋進口作業。 
2
 農業部111年3月23日核定「111年度雞蛋緊急調度與產銷調節計畫」，預計進口雞蛋317萬

餘顆，預算金額1,000萬元，至111年10月19日及同年12月14日2度核定追加計畫，總共預

計進口雞蛋5,117萬餘顆，農業部預算金額計1億7,100萬元。迄111年底，畜產會累計進口

雞蛋3,547萬餘顆，實際執行預算為9,742萬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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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群組表示：「有關進口澳洲雞蛋事宜，經聯繫業

者瞭解配合方式，概要說明如下：……。」時任原

農委會畜牧處家禽生產科(現改制為農業部畜牧

司家禽產業科)程○○科長回復：「請畜產會與業

者確認儘速採購，請速下訂單並瞭解是否需協助

協調航運公司？以上是處長(指時任原農委會畜

牧處張經緯處長，即本案被彈劾人)的指示，如有

需協助之處速提出……。」 

3、另關於「112年度雞蛋緊急調度計畫」，查被彈劾人

於112年3月8日決行核定函請畜產會協助辦理112

年度澳洲、美國、日本、巴西……等進口雞蛋與國

內蛋品價購及調度業務，以穩定雞蛋產銷秩序及

民生蛋價。 

(二)被彈劾人任由畜產會於超思公司尚未設立登記前，

即與該公司合作進行日本雞蛋採購相關作業，過程

中被彈劾人曾親自聯繫案關日方代理商吳女士(身

兼超思公司聯絡人)，但對吳女士(母親)自己設立該

公司情事，卻毫無覺察： 

1、查農業部於111年補助畜產會辦理雞蛋緊急調度

及產銷調節相關計畫前，僅曾於108年間因農曆春

節期間國內雞蛋產量供應不足，邀集加工業者協

商，調度原料蛋供民生所需，並委請畜產會自美國

與日本進口雞蛋緊急調度，以穩定雞蛋產銷及因

應部分通路之平價雞蛋短缺問題。前述日本進口

雞蛋，係透過畜產會委託日方代理商吳女士辦理，

此有畜產會吳○○專員於本院約詢時答復說明為

據：「……108年我們有跟伊○蛋品採購。當時找到

伊○的蛋就是吳小姐
3
協助……。」 

                   
3
 即本案文所提之吳○○，約詢紀錄以原文記載(吳小姐)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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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畜產會108年曾有採購日本伊○公司蛋品之經驗，

故為執行此次雞蛋緊急調度相關計畫，尋過往模式

聯繫伊○公司蛋品的窗口，並請伊○公司蛋品自行

尋覓臺灣進口商辦理。查畜產會所稱伊○公司蛋品

聯繫窗口，係具日籍身分之吳女士，為順利進口日

本雞蛋，被彈劾人及畜產會111年初開始與吳女士

討論及協調雞蛋進口事宜；結果不論係亮采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下稱亮采公司)或超思公司，111年所

進口之日本雞蛋總計192櫃、3,081萬餘顆，均係由

日方吳女士協調進口。 

然查111年8月10日亮采公司進口的9,600公

斤日本雞蛋，畜產會於同年月15日簽署「履約情形

確認書」，確認進口日本雞蛋數量：960箱(9,600公

斤、16萬餘顆)、到港日期：111年8月10日、出關

日期：111年8月11日、倉儲地點……等；惟該確認

書載明合作貿易廠商為超思公司，畜產會部分係

由吳○○專員簽名，廠商代表處則核有方型的「超

思有限公司」及「秦○○」大小印鑑，亦即該確認

書的簽署對象係超思公司。但超思公司係於111年

9月5日設立，且資本額僅50萬元，111年9月6日登

記為進口廠商，畜產會於111年8月15日竟與尚未

設立登記的公司簽署「履約情形確認書」；再者，

既然該會與超思公司未有合約關係，何以陸續與

該公司簽署共16次的「履約情形確認書」，畜產會

111年下半年向超思公司購買雞蛋的程序確有違

失，被彈劾人當負督管不周之責。 

3、再查畜產會111年辦理日本雞蛋進口作業，被彈劾

人及畜產會對於日方業者的聯繫窗口，均為日方代

理商吳女士，惟本院調查發現，其同時身兼伊○公

司代表、日方代理商及超思公司聯絡人等，即1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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飾3角，且超思公司係由其母親(秦○○)事後設立，

發生此採購程序重要違失，被彈劾人卻稱，不知吳

女士(母親)在臺灣設立超思公司等語，此有以下詢

問紀錄足稽： 

（1）畜產會薛○○代理組長： 

「(監委問：日本貿易代表是誰？什麼人？)日

本貿易代表是吳○○小姐，她是超思公司代表

人的女兒。亮采不是第一次進口日本雞蛋，那

後續111年下半年為什麼亮采不再協助日本進

口雞蛋，或許是資金調度的問題，這部分我也

不知道，變成吳小姐請她的母親再去設立超思

公司，處理進口的部分。早期臺灣雞蛋有一些

是外資投資，吳○○小姐原本是投資公司的，

幫日本伊○蛋品公司尋找投資的合作對象。」 

（2）畜產會吳○○專員： 

〈1〉「(監委問：111上半年委託亮采公司，是農業部聯

絡還是畜產會聯絡亮采？)都不是我們，我們是

聯繫日本代理商。(問：你說的日本代理商是吳

小姐嗎？)是吳小姐。」 

〈2〉「(監委問：你怎找到吳小姐？)108年我們有跟

伊○蛋品採購雞蛋。當時找到伊○雞蛋，就

是吳小姐協助，但當時怎麼找到國內的貿易

商來去辦雞蛋採購，我不瞭解，當時我沒有

負責這個業務。」 

（3）被彈劾人： 

〈1〉113年7月5日： 

《1》「(監委問：畜產會找一個「個人」來去做貿易

代理商是可以的嗎？透過個人關係指定公司，

農業部都不用監督嗎？)我們確實應該負到

監督責任，因為也會透過農發基金來去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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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農業部都只是政策決定，畜產會要用

什麼方式進行，我們農業部並不會干涉。」 

《2》「(監委問：吳小姐改找超思公司進口雞蛋，8月

超思公司還沒有成立，畜產會就跟超思公司簽

署履約確認書，畜牧司都不用管嗎？)當初我

一直以為吳小姐是伊○公司的代表，不知

道她只是日本的貿易代理商，也不知她與

超思之間的關係。」 

《3》「(監委問：政府透過吳小姐進口雞蛋，想指定

哪家公司就指定哪家公司，這樣合理嗎？)我當

時真的不知道，我是在111年1月29日才知

道吳小姐這個人，是透過畜產會的龔組長

跟吳○○先生，我會在那時候問是因為當

時除夕是1月31日，我很擔心除夕後雞蛋

供應有缺口，所以我才跟她聯繫，當時吳

小姐表示她可以提供(日本)三重縣生產

符合規定的雞蛋，且可持續穩定供應。當

時我一直以為是伊○公司自己辦出口，是

到後來委員開始調案，我們跟畜產會詢問

才知道。我確實有自己聯絡過吳小姐，她

對我自稱她是伊○公司董事長的特助，她

成立公司我真的不知道。」 

〈2〉114年3月3日： 

《1》「(監委問：您那時認識的吳○○是代表亮采還是超

思？)都不是，他們跟我介紹的是，她是伊○集

團董事長的特助，這點我真的沒有查證。」 

《2》「(監委問：這個查詢有很困難嗎？)我覺得那

時候如果我有那個警覺性去查，應該是沒

有那麼困難，但我真的沒有去查。……」 

(三)被彈劾人任由畜產會怠未驗收進口雞蛋之數量及品



7 

 

質，復於貿易商寄送請款發票後，始回填「履約情形

確認書」確認數量，即事後始核對購買數量，且以該

確認書為付款依據： 

1、農業部補助畜產會辦理「111年度雞蛋緊急調度與

產銷調節計畫」、「112年度雞蛋緊急調度計畫」(含

追加)採購進口生鮮雞蛋，依政府採購法第7條第2

項規定，生鮮農漁產品不適用政府採購法，惟畜產

會仍應遵循採購常規及與貿易商所訂合約書，被

彈劾人應善盡主管計畫查核之責。 

2、然查畜產會對於進口雞蛋之驗收作業，以111年下

半年該會向超思公司現貨購買16批次之日本雞蛋

為例，該會主要依據承辦人與該公司核章之「履約

情形確認書」、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輸入許

可通知及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之輸入動植物

檢疫證明書等資料，即依該公司請款發票金額分批

付款，合計1億8,770萬餘元。其中輸入許可證明及

動植物檢疫證明書，目的在於確認符合食品安全衛

生管理法及檢疫之相關規範，為各相關輸入產品通

用之管理規定，因此，關於畜產會對於進口雞蛋的

驗收作業，可謂僅憑「履約情形確認書」即據以辦

理；再查畜產會與該公司簽署「履約情形確認書」

之方式，係於超思公司寄送發票向畜產會請款時，

該會承辦人寄送「空白」的「履約情形確認書」予

超思公司，該公司自行填列規格、數量及用印公司

大小章後，再寄回予畜產會；至於驗收的方式，畜

產會稱係交由收貨對象(即倉儲公司)協助點交。詳

述如下： 

（1）作業方式： 

當日本雞蛋到臺灣並運送至國內指定倉

儲地點後，由畜產會聯繫物流公司運送至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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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畜牧司協調確認指定的加工廠或相關業者，

畜產會並未派人確定超思公司是否提交「如質

如數」之產品，係間接由收貨對象(即倉儲公

司)清點數量，此即完成所有所謂的驗收作業。 

（2）時間： 

在進口的雞蛋自倉儲公司分配運送至國內

加工業者後，超思公司寄送發票至畜產會請款，

該會承辦人則回寄「空白」的「履約情形確認書」，

由該公司填寫各規格的雞蛋數量，並用印公司大

小章後，寄回予畜產會承辦人，承辦人再回填該

批雞蛋的到港日期、出關日期，並簽署自己姓名，

且回填倉儲公司開始出貨至各指定加工業者時

之日期，作為履約情形確認書的簽署日期。 

3、上述所謂的驗收方式及時間，有下列案關人員於

本院說明之詢問紀錄為憑： 

（1）畜產會吳○○專員： 

〈1〉「(監委問：畜產會有跟超思公司簽履約同意書？履

約是111年8月15日？當時超思公司尚未成立？)這

個日期是我押的，簽署日期是我確認完以後，

當她(指超思公司)寄發票來後，我回寄履約情

形確認書給她，請她要確認或蓋章，她寄回來

給我的時候，需要我填的地方是空白處。這個

文件，我們沿用與亮采公司時的文件，這個履

約情形確認書，我們只是用來交貨確認。」 

〈2〉「(監委問：履約情形確認書代表驗收嗎)對。」 

〈3〉「(監委問：你一個人可以驗收960箱的雞蛋？)我們

要驗收，會由收貨對象第一時間協助畜產會辦

理驗收作業。」 

（2）畜產會龔○○前組長： 

〈1〉「(監委問：當時有無驗收？)當時進貨到倉儲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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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回報我們。」 

〈2〉「(監委問：雞蛋品質規格是誰去負責看的？為什麼

沒有監驗、複驗？)人力是不夠，我們也不適用採

購法(指政府採購法，下同)，我們會裡的做法

就以倉儲跟收貨方的回報為主。業務上運作都

是吳專員主辦，我是他當時的組長，當時甚至

到112年前段都是我們兩個人，後面因為輿論

等等，我們家禽組所有同仁都去協助處理。」 

（3）畜產會陳○○前執行長： 

〈1〉「(監委問：雞蛋不適用採購法，是否要驗收？)要

點交，確認是否如質如數。如果雞蛋直接運到

畜產會，應該是畜產會做點交或是請倉儲公司

做點交。我當執行長後這是第一次採購雞蛋。」 

〈2〉「(監委問：畜產會的其他產品，都是請倉儲公司驗

收嗎？)我所瞭解的狀況是111年雞蛋進口狀況

與112年比較不一樣。111年是要以蛋換蛋，有

些蛋進來可能會直接拖運到加工業者那邊。」 

4、有關農業部之督管責任，被彈劾人於114年3月3日

於本院詢問時表示略以，畜產會上開作業方式，

被彈劾人確實應負監督之責等語，詳述如下： 

（1）「(監委問：為什麼這麼相信廠商，交給倉儲廠商去

點收？你們都沒有督導？)驗收的部分，因為雞蛋

進到倉庫後一個禮拜就會被我們調度出去，調

度的車次與數量我們都會跟廠商核對，如果數

量有誤，廠商會反映，因為要支付費用。」 

（2）「(監委問：你們完全對方廠商報多少就是多少，連去

現場看都沒有？)我們還是有核對。(監委問：你們

核對就是書面事後核對？)是。」 

（3）「(監委問：你們都沒有去抽查？去瞭解畜產會驗收

的情形？有沒有至少1次跟畜產會講過要辦驗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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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直接由廠商事後回報數量？ )我是應該要監

督。我應該是沒有做到這樣的監督。」 

(四)承前述，畜產會111年下半年向超思公司購買的16批

次日本雞蛋，未驗收貨品是否如質如數，辯稱該會所

合作的倉儲公司會協助點收數量，惟儘管如此，仍無

法確認品質問題；復按畜產會與○○冷藏冷凍股份

有限公司簽訂之冷藏統倉租賃合約書，並未有驗收

作業之委託(任)關係，且按該合約書第13點規定略

以，該公司對於畜產會貨品的登錄，僅係依外包裝所

標示或畜產會所告知之內容為依據，該公司不負鑑

定內容物之責。可見畜產會辯稱倉儲公司協助驗收

等說法，顯屬事後卸責之詞。 

以畜產會111年下半年向超思公司購買的16批

次日本雞蛋為例，該公司請款發票金額分批付款合

計1億8,770萬餘元，如此巨額採購，畜產會竟無相

關驗收作業規定，農業部亦無相關督管機制，違失

之咎，殊非尋常，被彈劾人核有嚴重失職。 

二、農業部於112年3月陸續開放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

土耳其、巴西等國雞蛋進口，並鼓勵國內企業協助，嗣

後被彈劾人卻疏未掌握企業自行進口雞蛋之數量，肇致

截至同年9月27日，逾期雞蛋累計達5,429萬餘顆；最終

逾期雞蛋於113年4月19日全數移置堆肥場處理，耗費冷

凍倉儲及銷毀費用約9,130萬元，若加計雞蛋原採購平

均成本每顆7.6元，則損失費用高達5億2,997萬餘元： 

(一)農業部補助畜產會辦理「112年度雞蛋緊急調度計

畫」(含追加)，惟為因應國際爆發高病原性禽流感

(HPAI)疫情，爰緊急開放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

土耳其、巴西等國雞蛋進口，農業部於112年3月14

日召開雞蛋專案進口公開說明會，邀請38家貿易相

關企業參加，以補足市場缺口，結果國內企業於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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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月及6月分別進口計3,154及1,974萬顆。 

惟查當時(即112年5月及6月)再加上農業部專

案進口量，進口雞蛋總數已分別達8,155及7,860萬

顆，皆大於農業部原預期數量5,728及5,040萬顆；

另112年3月企業自行進口後，實際的國內雞蛋產量

亦比原估計產量高約2億5,815萬顆(112年3至12月

實際國內產量計70億5,933萬顆，原預估國內產量

計68億118萬顆，計差2億5,815萬顆)，農業部雖於

其後調整專案進口量，惟最終實際雞蛋供給量仍超

出預估量1億2,523萬顆，詳如附表。 

(二)據審計部查核意見指出
4
，截至112年7月3日時，已

累計55萬顆進口雞蛋逾有效期限需辦理銷毀，惟畜

產會未分批辦理銷毀程序，迄至同年9月27日累計

已高達5,429萬餘顆，農業部於112年9月25日始指

示
5
，由畜產會擬具「處置過期進口雞蛋回收銷毀程

序計畫書」辦理後續銷毀作業。後續因無廠商投標

而流標，至112年12月27日才完成採購簽約，自113

年3月11日啟動過期進口雞蛋清運，並於113年4月

19日全數移置堆肥場處理；要言之，自首批逾期至

全數清運完成耗時長達9個月。 

再查112年入倉至113年出倉之逾期雞蛋倉儲

費用，包含倉租、理貨費、移庫費等倉儲作業相關，

共計5,009萬元
6
；且據審計部查核意見指出

7
：「……

經設算各地倉儲之儲位及每日租金，自112年7月3

日第一批進口雞蛋過期後，至同年11月30日止，該

                   
4
 審計部113年1月12日台審部教字第1138500550號函「審計部查核農業部辦理雞蛋緊急調與

產銷調節及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配合辦理專案輸入蛋品檢驗執行情形查核意見」之

意見(九)。 
5
 農業部112年9月25日農牧字第1120043772號函。 

6
 農業部負擔49%，畜產會自籌經費51%。 

7
 同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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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為凍存過期蛋品已耗費倉儲費用1,989萬餘元，

且每存放1日須增加倉儲費用16萬餘元，徒耗倉儲

成本。」另查銷毀費用，銷毀專案進口雞蛋5,580萬

顆(約335萬公斤)，實際決標金額計4,120萬5,000

元
8
，故112年專案進口雞蛋關於逾期蛋品之倉儲及

銷毀，計耗費近9,130萬元
9
(倉儲作業費用5,009萬

元+銷毀費用4,120萬5,000元)，若加計雞蛋原採購

成本(平均每顆7.6元)，則損失費用高達5億2,997

萬餘元(7.6元*5,772萬顆
10
=43,867萬元；43,867萬

元+9,130萬元=52,997萬元)。 

(三)關於既然開放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土耳其、巴

西等國雞蛋進口，並鼓勵國內企業協助進口，嗣後被

彈劾人竟疏未管控其進口數量，以利因應調整「112年

度雞蛋緊急調度追加計畫」(含追加)之雞蛋專案進口

情形，被彈劾人書面及於本院詢問答復如下： 

1、書面答復： 

針對國內每日生產數量、進口數量、各通路供應

量、預估缺口量及調度補充量，農業部於112年3月24

日至同年5月25日期間每日陳報總統府及行政院知

悉，畜產會進口雞蛋數量與當時國內預估需求量幾

無差異，惟未能於下訂前掌握企業自行進口雞蛋數

量，實有思慮未周之處。 

2、本院詢問答復： 

（1）113年7月1日： 

「(監委問：船期你們本來就應該知道，6月雞蛋狀況就

不緊急，你們5月底怎麼還買那麼多？)我們預估一天是

                   
8
 此為包含標案案號NAIF112110428「過期進口雞蛋堆肥化再利用」委託勞務案堆肥化再利

用3,283萬元及NAIF112110453「過期進口雞蛋運送工作」委託勞務案運送工作837.5萬元，

此次招標共計銷毀約5,580萬顆蛋，未包含該會已經先行試銷毀之192萬顆蛋。 
9
 農業部負擔約6,575萬元，畜產會自籌經費約2,555萬元。 

10
 5,580萬顆+192萬顆=5,772萬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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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到400萬顆蛋的缺口，以200萬顆計算，一個

月大概是6,000萬顆，我們預估安全量是5,000

萬顆。我們也把進口廠商提供給業者，結果後

來業者同一時段進口了7,000萬顆，我們在業者

進口時也不會知道，他們也不會通報我們，這

部分真的也是我們思慮不周，沒有想到業者會

進這麼多，所以導致後來我們因為不敢有價格

變動，也沒考慮到業者會進口這麼多蛋，導致

蛋品有逾期銷毀問題。」 

（2）114年3月3日： 

〈1〉「(監委問：當初開放企業進口的原因？畜牧司有沒有責任瞭

解進口的數量？為什麼會失控？)雞蛋它本來就是可

以依法進口的農產品……，我們只有3月份開

放所有業者進口的蛋，我們才收，後面就沒

有……，後續在海關看到的資料是已經進口進

來，我們才知道，我們有跟業者宣示請業者自

行進口要讓我們知道，但他們沒有跟我們報，

我們不會知道。」 

〈2〉「(監委問：瞭解進口蛋的數量是誰在負責？)畜牧司。」 

〈3〉「(監委問：你們有沒有瞭解企業進口多少？國內產量？)國

內產量我們預估的還算準，但業者進口國外的

蛋，因為他們沒有通報義務，他們如果沒有通

報，我們是比較難瞭解。」 

(四)基上，被彈劾人負有雞蛋專案進口相關計畫規劃及管

理之責，既然112年決定陸續開放泰國、菲律賓、馬

來西亞、土耳其、巴西等國雞蛋進口，並鼓勵國內企

業協助，嗣後竟疏未掌握企業進口數量，致112年7月

國內首次出現庫存逾期55萬餘顆雞蛋；又因未先行分

批辦理銷毀，至同年9月27日，逾期雞蛋累計達5,429

萬餘顆，農業部於同年9月25日始指示畜產會辦理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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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作業，徒增冷凍倉儲成本；最終逾期雞蛋於113年

4月19日全數移置堆肥場處理，耗費冷凍倉儲及銷毀

費用約9,130萬元，若加上雞蛋原採購平均成本每顆

7.6元，則損失費用高達5億2,997萬餘元，徒耗公帑，

核有嚴重疏失。 

肆、彈劾理由及適用之法律條款： 

一、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第6條及第8條分別明定：「公務員

應恪守誓言，忠心努力，依法律、命令所定執行其職務。」、

「公務員應公正無私、誠信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損害

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公務員執行職務，應

力求切實，不得畏難規避，互相推諉或無故稽延。」 

二、被彈劾人張經緯身為農業部畜牧司司長，職掌畜牧政

策之規劃、研擬及管理，包含雞蛋產業產銷相關方案之

規劃、推動及監督，具法定職務權限。為因應111年國

內雞蛋產量不足情形，農業部補助畜產會辦理111年及

112年雞蛋專案進口相關計畫，卻任由該會在超思公司

尚未設立登記前，即與該公司合作進行日本雞蛋採購

相關作業，且怠未驗收進口雞蛋之數量及品質，復於貿

易商寄送請款發票後，始以回填方式填寫「履約情形確

認書」核對數量，徒增政府財務風險及人民食安疑慮；

此外，既已決定112年開放國內企業自特定國家專案進

口雞蛋，嗣後竟疏未能掌握企業進口數量，致使逾期雞

蛋累計達5,000萬餘顆，耗費冷凍倉儲及銷毀費用約

9,130萬元，若加計雞蛋原採購平均成本，則損失費用

高達5億2,997萬餘元，違失情節重大，所為已違反公務

員服務法第1條、第6條及第8條之規定，而有公務員懲

戒法第2條第1款之應受懲戒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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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被彈劾人張經緯依法職掌雞蛋產業產銷

相關方案之規劃、推動及監督，卻任由受補助執行該計

畫之畜產會，與尚未設立登記的公司進行雞蛋採購作業，

且未進行驗收，甚於貿易商寄送請款發票後，始以回填

方式填寫「履約情形確認書」，對於該等重大違失之採購

程序，渠有失監管之責；此外，疏未掌握企業進口雞蛋

的數量，致使政府專案進口的逾期雞蛋累計達5,000萬餘

顆，耗費公帑，損害政府信譽，均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

1條、第6條及第8條等規定，違失事證明確，且情節重大，

依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規定，有予以懲戒之必要，

爰依憲法第97條第2項及監察法第6條之規定提案彈劾，

並移送懲戒法院審理，依法懲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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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12年啟動國內企業進口雞蛋後之數量統計 

單位：萬顆 

月

份 

預估供給 實際供給 實際值-預估值 

國內產量 
(A) 

政府專案 

進口量
(B) 

供給量
(C)=(A)+(B) 

國內產量
(D) 

政府專案 

進口量
(E) 

企業自行

進口量 
(F) 

總計 

進口量 
(G)=(E)+(F) 

供給量 
(H)=(D)+(G) 

國內產量 
(I)=(D)-(A) 

進口量 
(J)=(G)-(B) 

供給量 
(K)=(H)-(C) 

3 63,083 823 63,906 69,068 509 34 543 69,611 5,985 -280 5,705 

4 64,363 3,012 67,375 67,050 1,206 348 1,553 68,603 2,687 -1,459 1,228 

5 65,718 5,728 71,446 70,215 5,001 3,154 8,155 78,370 4,497 2,427 6,924 

6 66,435 5,040 71,475 68,520 5,886 1,974 7,860 76,380 2,085 2,820 4,905 

7 67,321 5,000 72,321 70,680 2,251 102 2,354 73,034 3,359 -2,647 713 

8 67,987 5,000 72,987 70,618 221 198 418 71,036 2,631 -4,582 -1,951 

9 69,371 4,000 73,371 69,540 289 151 440 69,980 169 -3,560 -3,391 

10 70,309 2,500 72,809 73,222 225 219 444 73,666 2,913 -2,056 857 

11 72,229 2,500 74,729 72,000 95 250 345 72,345 -229 -2,155 -2,384 

12 73,302 2,500 75,802 75,020 127 571 698 75,718 1,718 -1,802 -84 

合計 680,118 36,103 716,221 705,933 15,811 7,001 22,811 728,744 25,815 -13,292 12,523 

備註：本表顆數單位為萬顆，萬顆以下數值會因四捨五入而影響加總之和。 

資料來源：本院依農業部查復資料自行彙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