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 世紀末，大量黑心食品
因著化學工業的進展而如雨
後春筍般冒出來。

直到19 世紀初，阿庫姆發
表了《論食品摻假和廚房毒
物》，一舉公布食品中含有
種種欺詐性添加劑，並介紹
各種簡易的檢測方法，教大
家用化學來對抗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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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目驚心假雞蛋 (03_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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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食品公司標榜臺灣產長米，實為劣等進口米。

某餐飲集團麻辣鍋遭員工爆料，號稱美味的湯頭竟
是由味精、大骨粉等10多種粉末調製而成。

某連鎖麵包店廣告標榜「天然酵母，無添加人工香
料」，但製作麵包時，摻入人工合成的香精。

臺灣藥商自美國進口不符合人類食品規格的飼料奶
粉，再不法加工製成高價嬰幼兒專用奶粉販售。

部分牛排館等相關業者爆發使用重組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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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組肉混很大易生菌 (06_21) 重組肉拼裝給你看 (01_50)



毒油

1968 年彰化鹿港、秀水、福興，
開始流傳一種怪病，患者皮膚變黑，
臺中惠民盲校爆出集體中毒，多名
師生除指甲皮膚變黑，臉上還長滿
惡臭的黑瘡痘。

送至日本檢驗，才證實米糠油裡含有
多氯聯苯。這齣食安悲劇造成全臺
16 人死亡，2000 多人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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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糠油事件內幕 (08_17)



餿水油

1985 年桃園、宜蘭、
苗栗，陸續查獲許多用
豬皮、雜碎豬肉煉油的
地下工廠。油行以低價
向近郊養豬戶收購餿水
浮油，轉交化工廠製成
劣質再生油，再混入正
牌沙拉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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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油

2013 年大統常基食品公司被民
眾檢舉橄欖油純度不足。地檢署
至工廠搜索發現：現場有4 桶
120 公斤的綠色添加物。

經衛生單位檢驗，發現橄欖油只有40%的純度，其餘60%添加棉
籽油和葵花油；並使用銅葉綠素增加色澤。之後又被爆出花生油、
辣椒油是用香精色素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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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統油黑心恐不孕 (01_18)



為何罔顧消費者權益，
有這麼多黑心的事件不斷發生？
可歸結於以下原因：

商人—暴利所趨、良心何在

政府—把關不嚴、食在難安

P08



商人—
暴利所趨、良心何在

幾乎所有食安問題都在於不肖業者使用極低

成本的劣質原料來製作食品，其中光不法獲

利就上看億元。不論中外企業或私人營業，

許多人為了賺取暴利，竟不惜以身試法，生

產黑心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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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10 大黑心食品排行榜

NO1.  地溝油

是從地溝的廢棄食物或
殘渣中提煉出來的油，
內含致癌物質、細菌、
病毒、重金屬成分。

NO2. 黑心臭豆腐

將豆腐切塊水煮，加入
黑色粉末染色，晾曬後
放入以田螺與餿水等為
原料的黑水。

NO3.  假酒

以工業用甲醇勾兌假酒，
可導致失明、肝病，甚
至致死。種類含啤酒、
威士忌、伏特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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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心地溝油竄台 (01_32) 威士忌假酒酒精成分亂標 (01_40)



中國10 大黑心食品排行榜

NO4.  毒奶粉

將三聚氰胺當成蛋白精
使用，含三聚氰胺的奶
粉恐造成嬰兒腎結石。

NO5. 假雞蛋
碳酸鈣、石蠟、石膏粉、
海藻酸鈉、明礬、明膠、
海藻酸鈉液、色素、氯
化鈣溶液，長期食用將
導致記憶力衰退、痴呆。

NO６.  垃圾牛

養殖戶以垃圾飼養黃牛，
牛吞下肚後毒素蓄積在
體內難以排出，終將通
過食物鏈轉移到人身上。

P09

毒奶事件受害者飽受折磨 (03_14)



中國10 大黑心食品排行榜

NO7.  羊尿鴨

以便宜的鴨、老鼠等冒
充羊肉，為增添羊騷味，
業者將其長時間放在羊
油、羊尿浸泡。

NO8. 頭髮醬油

業者用頭髮提煉出胺基
酸做醬油，使食用者致
癌。

NO9.  毒饅頭
為使賣相佳、吃起來有筋
度，在饅頭中加入添加劑，
吃多可能傷肝腎或致癌；
另有業者把過期饅頭絞碎
做成新的。

P09



中國10 大黑心食品排行榜

NO10.  毒豆芽

添加豆芽速長劑等，使
豆芽在生長過程中不腐
爛，且賣相極佳；食用
後有致癌、畸形的危險。

P09

又爆毒豆芽！學校市場中鏢 (03_16)



許多商人以獲利為首要考量，用盡
一切手段降低成本，甚至犧牲消費
者的健康，除了顯示消費者有自我
保護意識外，驅逐市場劣幣更是對
社會行正義之舉；商人唯有走在自
律與良心的道路上，才是企業永續
經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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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把關不嚴、食在難安

大統假油造成的食安風暴發生後，行

政院成立跨部會「食品安全聯合稽查

與取締小組」，成立後隔年仍有餿水

油混充食用油流入市面的食安事件，

之後亦有手搖飲料店茶類飲料殘留農

藥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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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把關不嚴、食在難安

法國早在 1905 年就訂定

食安相關法律，百年以來，

逐步構建風險評估與管理

分開的食安系統，並設有

獨特部門的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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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把關不嚴、食在難安

行政院就食安問題所擬定的八大方針及三大

方向，已經是展現決心。只是目前中央與地

方的稽查人員皆不足，再加上食品安全管理

所分配到的預算有限，要如何在有限的人力

與資源下建立更完善的管理制度，儼然成為

眼前最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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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源頭控管 (03_54)



P12



P12



民眾—
食安革命、自身做起

可曾想過，習慣挑選便宜
漂亮的蔬果，是否得冒著
農藥傷害健康及環境汙染
的風險？這些「俗擱大
碗」、「銅板美食」的小
確幸，是不是有可能成為
無良商人賺取暴利的幫兇？

P13
胖達人認添香精 (01_58)



民眾—
食安革命、自身做起

看清標示與標章：

消費者若對食品質疑，可
依標示主動連絡製造商詢
問。主動檢視並用群眾力
量改造整個食物生產製造
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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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食品標章 (06_48) 認識食品標章和食品標示 (04_17) 夜市醬油調泡化合液 (06_16)



民眾—
食安革命、自身做起

勿貪小便宜，價值比價格
重要：

商人為了壓低成本，可能
使用有害的添加物。所以
當我們行有餘力更應該支
持有機耕作的綠色小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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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小子的標章秘密 (01_40)



三餐外食的你 每天吃了多少添加物

從歐洲興起的「潔淨標
章」（Clean Label）自律
運動，近年來台灣也有
便利商店業者讓旗下自
有品牌產品通過Clean
Label評鑑，並完成認
證，從源頭開始替消費
者做食品安全的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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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重食安 (00_15)



回歸食物的原味：

「食物」指的是大地生
產出來的，如各種新鮮
的青菜、水果、海藻類、
五穀類、堅果類、魚類
和肉類。這些「全食物」
就是天然完整，沒有經
加工精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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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食物不吃食品 (02_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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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色素分天然及化學 (02_46) 有食品添加物的米飯不再純白 (02_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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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搞懂常見食品添加物 (05_40)



均衡多元飲食，降低風險：

風險在食品安全領域中，指的是一個
人因為攝取某樣食物而產生健康危害
的機率。政府的職責就是利用風險評
估的技術進行「風險管理」，我們自
身應養成「均衡飲食」且「適量攝取」
的飲食習慣來「分散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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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加工是在加什麼 (03_28)



政府需承擔食品安全監督管理之責，
除加強源頭管理、建立溯源系統、提
高稽核頻率、還需補足相關人力缺口，
盡所能地降低食品危害風險。廠商也
應秉著良心製造誠實食品，在追求合
理利潤之餘，擔負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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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加工食品吃多短命 (04_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