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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聚氰胺為僅次於 SARS 的公衛
事件

原料產自中國的奶粉中添加三聚氰

胺造成食品污染事件，是台灣公衛史近

十年來僅次於SARS的大事，但是也其

來有自。早在添加三聚氰胺這種所謂的

「蛋白精」用來蒙混蛋白質檢測標準之

前，就是因為奶粉中添加其他粉狀替代

物造成奶粉的蛋白質含量過低，以致於

有2004年的所謂大頭嬰兒事件，這才會

有中國官方對於奶粉的蛋白質含量加強

檢測的作法，也才會有添加「蛋白精」

三聚氰胺導致腎結石的後續發展。

眼光拉回台灣。未來，台灣與中國

的貿易交流勢必更加密切。不同於美國

的是，台灣在地理位置上更加靠近中國

，飲食習慣上也更加接近。因此，中國

發生大大小小的任何食品安全問題，台

灣不可能置身事外。例如，在三聚氰胺

事件曝光之後，國人才赫然發現，除了

熟知的中藥、大閘蟹、黃魚與南北貨，

我們日常生活所食用的食品中，居然已

經有這麼多來自中國的奶粉原材料攙雜

其間。但是，讓國人更加驚訝的是，我

國的食品安全管理機制，並沒有隨著經

濟全球化的框架而作出適切的調整。

食品安全的情報 網絡應該補強
首先，根據目前食品衛生處的人力

與預算規模，主要業務當然就只能是作

作承上轉下的工作，實際的食品檢測工

作則只能授權或是外包。透過疾病管制

機關的流行病疫情情報交換網絡，希望

早期掌握食品衛生的問題，是相對上比

較合理的組織架構。針對三聚氰胺事件

，如果我們只是頭痛醫頭地擴大食品衛

生處的人員預算編制，卻不重視情報搜

集與部門間聯繫的工作，由於未知的有

害人工添加物層出不窮，正所謂治絲愈

棼，其實永遠無法在這個經濟全球化的

氛圍下根本解決問題。

我國面臨的風險背景有異於歐美
紐澳

其次，為了三聚氰胺的檢測標準，

一開始因為被衛生署委託的檢測機構之

間儀器精度不一，而使若干超標而想鑽

漏洞的廠商有可乘之機，如此一來將演

變成變相懲罰檢測儀器精度較高的檢測

機構；隨後，衛生署公佈了較為寬鬆的

檢測標準。最後並造成衛生署長請辭。

三聚氰胺的檢測標準為何，目前國

際上仍爭議不休。如果認為三聚氰胺可

經濟全球化潮流下談三聚氰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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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許的殘餘值來源是農藥或由容器受熱

溶出等，那麼根據美國FDA的研究報告

，最高也只可能到達0.015ppm。目前各

乳品出口大國的專家意見，在 2 到 2.5

ppm之間打轉的根據，理由是把三聚氰

胺當成食品添加物看待，於是專家的估

算基礎才是三聚氰胺之每日可容許的最

高攝食量（TDI）。誠如本院腎臟科林

杰樑醫師在電子媒體接受採訪時所言，

由於我國民眾日常生活中的食物，內容

物來源來自中國的機會，遠遠高於歐美

澳紐等國，但背景環境的不同，勢必影

響到不同國家在國民每日可容許之最高

攝食量方面的估算，當然也就影響到不

同國家在訂定三聚氰胺檢測標準時的風

險評估考量。因此，歐美澳紐所訂出的

三聚氰胺檢測標準，未必適用於我國。

換句話說，我國的健康風險管理部門，

對於經濟全球化之下的風險管制如何進

行在地轉化的思想與研究準備，有所不

足。

應設立系統性的食品衛生標準定
期檢測

再者，比起三聚氰胺的檢測標準更

為關鍵的問題，是食品衛生與食品安全

的管理機制。目前除了少數衛生署規定

強制送檢的項目，我國的一般食品，現

在絕大多數採取廠商自主性管理，衛生

署並不介入。對於若干食品－例如奶粉

及健康食品的內含物，衛生署平日採取

書面配方審查，但是有些廠商往往把該

配方審查的書面核准字號當成衛生署的

檢查合格標記，以誤導消費者。至於衛

生署會規定強制送檢的產業項目，則多

半是在國內外有危害健康的狀況報導之

後，所採取之亡羊補牢式的加強檢驗措

施，並視情況（包括食物衛生事件的新

聞熱度等等）由地方衛生局不定期實地

在地成品加強抽審。但是基本上，衛生

署對於日常一般食品，並沒有主動設立

系統性的國家查驗準則。

自2005年起，經衛生署立案許可得

為廠商所委託代辦檢驗的機構。這次三

聚氰胺的檢測標準之所以反反覆覆，部

分原因正是由於檢測機構之間儀器的精

度不一，檢測標準往使用儀器精度稍差

的機構妥協的結果。尤有甚者，檢測一

旦通過之後，在新聞熱度消退、抽審頻

率下降之後，由於我國沒有定期檢測要

求，形同得到一張檢測機構掛保證的免

死金牌。即使另一個單位「經濟部標準

檢驗局」，對於進口物資有驗證登錄的

形式查核，但是其定期檢測的間隔也長

達 3 年。經三聚氰胺此一事件，為了國

人健康著想，我們有權利要求衛生署，

儘速設立系統性的食品衛生標準，並且

進行全面性的定期檢測要求；定期檢測

的間隔應該縮短，並且應將定期、不定

期檢測的結果上網公告！

應訂定明確的求償機制以嚇阻貪
念愚行

最後，層層的事前預防管制措施，

總是會有漏網之魚。涉及國際貿易範疇

的食品安全管理，尤其如此。陳林會後

至今尚未公開內容的兩岸四項協議，至

少在食品安全管理這一部分，如果沒有

明確有效並具備嚇阻力的事後求償機制

以打擊犯罪行為，不啻形同唬弄老百姓

的具文罷了。唯有公開透明的訊息管道

與足夠有效達成警惕作用的消費者求償

懲罰機制，才能嚇阻棄絕貪念愚行。

想要在經濟全球化的大潮中安然走

跳，三聚氰胺就像許多人所說的，只是

食品安全的冰山一角。至於眼前碰上的

那座經濟大冰山，謹焚香默禱：明天過

後，迎面而來的依然是春暖花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