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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防疫監測整備作為

  電商平臺管控與宣導措施

廚餘養豬管制之現況與精進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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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境管制措施執行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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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以後向OIE通報發生ASF之國家國際非洲豬瘟疫情現況

非洲地區（計31國）                                        歐洲地區（計22國）                 亞洲地區（計15國）　  大洋洲地區（計1國）      美洲地區（計2國）
安哥拉                    迦納                塞內加爾     亞美尼亞     波蘭                         中國大陸　印度　　　     巴布亞紐幾內亞                多明尼加共和國
貝南共和國             幾內亞比索    南非             亞塞拜然     羅馬尼亞　              蒙古            馬來西亞                                                     海地
布吉納法索             肯亞                坦尚尼亞      白俄羅斯     俄羅斯　　              越南            不丹
蒲隆地                    馬達加斯加     多哥             捷克            烏克蘭                     柬埔寨        泰國
維德角                    馬拉威            烏干達         愛沙尼亞     保加利亞                  北韓
喀麥隆                    馬利共和國　尚比亞          喬治亞        比利時                     寮國
中非共和國　　　模里西斯         辛巴威         匈牙利        斯洛伐克                  緬甸
查德                        莫三比克         盧安達　　  義大利　     塞爾維亞                  菲律賓
剛果民主共和國     納米比亞         象牙海岸      拉脫維亞    希臘                         韓國
剛果共和國             奈及利亞                              立陶宛        德國                         東帝汶
獅子山共和國　     甘比亞　　　　　　          摩爾多瓦     北馬其頓共和國      印尼

國際疫情

2022年新增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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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疫情-亞洲地區202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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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

蒙古國（計7省/轄區、11案例）
布爾干省（計1例）
鄂爾渾河（計2例）
中央省（計1例）
中戈壁省（計1例）
達爾汗烏拉省（計1例）
色楞格省（計4例）
松根海爾汗區（計1例）

柬埔寨（計5省、13案例）
臘塔納基里省（計7例）
磅湛省（計2例）
柴楨省（計1例）
茶膠省（計1例）
甘丹省（計2例）

北韓（計1省、1案例）
慈江道（計1例）

越南（計63省/市、8,990案例）
興安省            萊州省      河江省
太平省            北江省      宣光省
海防市            廣治省      嘉萊省
清化省            永福省      平陽省
河內市           高平省      廣義省
河南省            慶和省      金甌省
海陽省            後江省      多樂省
和平省            同奈省      峴港市
奠邊省            芹苴市      崑嵩省
太原省            堅江省      薄遼省
廣寧省            朔莊省      前江省
寧平省            同塔省      平定省
南定省            富壽省      茶榮省
北𣴓省           安沛省      平順省
諒山省            老街省      胡志明市
平福省            河靜省      廣平省
乂安省            廣南省      富安省
山羅省            得農省      隆安省
北寧省            永隆省      頭頓省
承天順化省    安江省      林同省
檳椥省            西寧省      寧順省

寮國（計17省/市轄區、151案例）
沙拉灣省（計7例）
永珍市（計7例）
沙灣那吉省（計4例）
豐沙里省（計11例）
華潘省（計18例）
川壙省（計7例）
塞公省（計7例）
甘蒙省（計1例）
阿速坡省（計10例）
琅勃拉邦省（計1例）
烏多姆塞省（計28例）
琅南塔省（計5例）
賽宋奔省（計4例）
波里坎塞省（計18例）
占巴塞省（計1例）
博膠省（計12例）
沙耶武里省（計10例）

菲律賓（計36省/市轄區、650案例）
黎剎省（計33例）            新比斯開省（計14例）
馬尼拉（計16例）            拉古納省（計17例）
邦阿西楠省（計59例）    東達沃省（計6例）
布拉坎省（計47例）        卡加煙省（計11例）
邦板牙省（計67例）        季里諾省（計6例）
新怡詩夏省（計52例）    拉烏尼翁省（計13例）
甲米地省（計20例）        三描禮羅士省（計7例）
奧羅拉省（計7例）           南伊羅戈省（計5例）
丹轆省（計14例）            哥打巴托省（計5例）
南達沃省（計14例）        薩蘭加尼省（計1例）
巴丹省（計16例）            北甘馬仁省（計6例）
奎松省（計36例）            阿爾拜省（計4例）
本格特省（計8例）          索索貢省（計1例）
卡林阿省（計7例）         康波斯特拉谷省（計6例）
伊莎貝拉省（計62例）   雷伊泰省（計4例）
北達沃省（計12例）       北拉瑙省（計1例）
巴坦格斯省（計21例）   南蘇里高省（計1例）
伊富高省（計12例）
南甘馬仁省（計39例）

印尼（計10省、10案例）
北蘇門答臘省（計1例）
西蘇門答臘省（計1例）
廖內省（計1例）
南蘇門答臘省（計1例）
楠榜省（計1例）
西爪哇省（計1例）
中爪哇省（計1例）
日惹特區（計1例）
峇里省（計1例）
東努沙登加拉省（計1例）

南韓（計5道/市、2,611例）
京畿道（計677例）
仁川（計5例）
江原道（計1,653例）
忠清北道（計228例）
慶尚北道（計48例）

緬甸（計4邦/省、11案例）
撣邦（計7例）
克欽邦（計1例）
克耶邦（計1例）
實皆省（計2例）

中國大陸（含港澳 -計32省/市轄區、208案例）
遼寧省（計25例）             四川省（計18例）
河南省（計3例）               上海市（計1例）
江蘇省（計4例）               北京市（計4例）
浙江省（計2例）               陝西省（計6例）
安徽省（計9例）               青海省（計2例）
黑龍江（計6例）               廣東省（計4例）
內蒙古自治區（計8例）   甘肅省（計7例）
吉林省（計4例）               寧夏回族自治區（計4例）
天津市（計2例）               廣西壯族自治區（計8例）
山西省（計5例）               山東省（計1例）
雲南省（計14例）             河北省（計2例）
湖南省（計11例）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計7例）
貴州省（計11例）             西藏自治區（計3例）
重慶市（計7例）               海南省（計7例）
湖北省（計11例）             香港（計6例）
江西省（計3例）
福建省（計3例）

不丹（計1宗、2案例）
楚卡宗（計2例）

印度（計6邦、36案例）
阿魯納恰爾邦（計4例）
阿薩姆邦（計7例）
米佐拉姆邦（計5例）
那加蘭邦（計2例）
曼尼普爾邦（計2例）
梅加拉亞邦（計16例）

馬來西亞（計 6州、153案例）
沙巴州（計96例）     森美蘭州（計1例）
霹靂州（計11例）     柔佛州（計4例）
彭亨州（計11例）
麻六甲州（計30例）

東帝汶（計13縣、126案例）
帝力縣（計100例）
包考縣（計2例）
博博納羅縣（計5例）
利基薩縣（計2例）
埃爾梅拉縣（計2例）
勞滕縣（計2例）
阿伊納羅縣（計2例）
努法伊縣（計2例）
維克克縣（計2例）
阿伊萊烏縣（計1例）
科瓦利馬縣（計2例）
歐庫西縣（計2例）
馬納圖托（計2例）

泰國（計32府、85案例）
曼谷（計1例）                        宋卡府（計4例）
那空是貪瑪叻府（計6例）    猜也蓬府（計3例）
素攀府（計2例）                    清邁府（計4例）
春蓬府（計2例）                    難府（計1例）
攀牙府（計2例）                    叻武里府（計2例）
班武里府（計2例）                甲米府（計2例）
農磨蘭普府（計2例）            廊開府（計1例）
武里南府（計5例）                拉廊府（計2例）
孔敬府（計1例）                    素叻他尼府 （計3例）
素攀武里府（計1例）            華富里府（計1例）
四色菊府（計5例）                烏隆府（計1例）
博他侖府（計8例）                加拉信府（計1例）
夜豐頌府（計2例）                披集府（計1例）
馬哈沙拉堪府（計2例）        董裡府（計4例）
烏汶叻差他尼府（計8例）    甘亨碧府（計1例）
 黎逸府（計4例）                   差春騷府（計1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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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至5月11日期間，泰
國更新85例。

2022年1月至5月11日期
間，新增南韓 1道/共更新
728例。

2022年1月至5月11日期間，
新增印尼9省/更新9例。

2022年1月至5月11日期間，新
增馬來西亞4州/共更新97例。

2022年1月至5月11日期間
，印度更新25例。

2022年1月至5月11日期間，
寮國、蒙古、柬埔寨、東帝
汶、緬甸、越南、菲律賓及北
韓尚無更新。

2022年1月至5月11日期
間，不丹更新 1例。

2022年1月至5月11日期間
，中國大陸更新 3例。



邊境管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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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宣導

入境旅客

X光機100%檢查行李

輸入快遞及郵包

X光機100%查驗，檢
疫犬協助嗅聞快遞及

郵包

電商平台管理
電商平臺及賣家刊登違規
境外動物檢疫物廣告

後市場查緝
查緝市面東南亞商店之
非法肉類製品

廚餘管理

落實廚餘蒸煮，清查並禁止199
頭以下豬場廚餘再利用

0
4

防範走私

查緝漁船走私、
 貨運夾藏動物檢疫物

� 勞動部
� 財政部關務署
� 海委會海巡署
� 內政部警政署
� 內政部移民署
� 交通部航政司
� 交通部郵政司
� 衛福部食藥署
� 農委會防檢局
� 環保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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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住非洲豬瘟非疫區

自107年8月起積極防堵非洲豬瘟入侵，全亞洲已有15個國家淪陷
，
臺灣迄今仍為非疫區

入境旅客

於桃園機場對27個高風險國家
地區入境旅客採手提行李
100%檢查，另桃園機場旅客之
託運行李及其餘機場港口入境
旅客所有行李均100%檢查

旅客違規攜帶豬肉製品裁罰 20
萬元件數：
迄111.4.30裁罰821件，拒入312
人(未繳罰款之外來人士 )

高風險人士提送內政部列入
注檢名單迄111.4.30計491人
(入境時由檢疫人員個別宣導
及消毒)

旅客、棄置箱、快遞、郵包及貨運 查獲違規豬肉製品檢測非洲豬
瘟病毒，迄111.4.30計採檢3,803件、其中陽性349件 (中國大陸278
件、越南63件、泰國8件)

肉品檢驗非洲豬瘟病毒核
酸

快遞及郵包

107.8.1-111.4.30
查獲違規快遞豬肉產品
計341件

107.8.1-111.4.30
查獲郵包豬肉產品檢疫
不合格件數計1,878件

邊境管制措施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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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邊境查獲結果分析

旅客

快遞

郵包

資料統計截至111年4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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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07年10月1日~111年4月30日止計肉品檢驗非洲豬瘟病毒核酸 3,803件，驗出349件
陽性，其中中國大陸 278件、越南63件、泰國8件(含旅客攜帶、機場棄置箱、快遞、郵
包及貨運緝獲之違規肉品 )。

非洲豬瘟病毒陽性案例統計
檢測樣品
來源國(28) 樣品數

中國、越南 3369
泰國 167
韓國 107
日本 33

菲律賓 44
新加坡 20

馬來西亞 12
德國 9
台灣 7

柬埔寨 6
波蘭 4
印尼 3

西班牙 2
俄羅斯 2

烏茲別克 2
加拿大 2
法國 2

烏克蘭 2
奧地利 1

克羅埃西亞 1
荷蘭 1

斯洛維尼亞 1
緬甸 1

羅馬尼亞 1
美國 1

斯洛伐克 1
義大利 1
未標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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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境檢疫措施

訂定「停止自發生非洲豬瘟之國家(地區)以郵遞寄送輸入豬肉產品」公
告，並自111年5月20日生效。

本公告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28條第1項第2款規定訂定之。

違反本公告者，由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43條
第8款規定裁處收件人。但收件人非輸入人或其首次輸入非故意者，不
予處罰。

10



11

公告「停止自發生非洲豬瘟之國家(地區)
以郵遞寄送輸入豬肉產品」及裁罰基準



1
• 本局將函請關務署、海巡署及本局四分局持

續加強邊境檢查工作

• 本局將請內政部、外交部、交通部、勞動力發

展署及大陸委員會協助加強對來臺之移工、

外配、外國人、海外臺灣僑民及旅客宣導工作

請各單位協助事項

• 廣播媒體—針對端午節宣導非法網購或郵寄

國外肉製品入境，最高罰 300萬元

• 網路社群—於本局臉書專頁、YouTube、電視、

捷運及超商電視推播宣導影片，針對入境旅客

攜帶境外肉類製品、網路購物、一頁式網站購

買違規檢疫物等宣導邊境檢疫規定及相關罰

則

應用新媒體強化宣導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防疫小尖兵臉書專頁 宣導網購注意事項

因應端午節強化措施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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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柯主任秘書榮輝於111年4月7日率業

務同仁至電商公會與電商公會及淘寶網研

議電商平臺違規販售動植物檢疫物及藥品

之管控作為

請公會持續呼籲公會會員加強宣導

及管理網站上架商品及廣告，並請淘

寶網臺灣分公司加強禁止輸入我國

之動植物品項、動物用藥品及農藥下

單之屏蔽及宣導措施，避免該等貨品

違規銷售來臺。

因應端午節強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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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邊管與查緝機關合作：因COVID-19疫情，旅客航班減少，但民眾透過網購方式購買商品日趨增

加，亦可能是國際快遞案件量增加的主因，加上端午節將近，邊管及查緝單位亟需加強合作，以遏

止不法行為。

強化網購違規預防與查察：網購平臺日新月異，透過臉書、一頁式網站、通訊軟體等私人平臺販賣違規

檢疫物管道多元，透過公私部門合作，有助於查察及預防工作。

持續對特定族群進行宣導：仍然有特定族群，如移工、團購業者、賣家等不黯法規而受處罰，爰須各單

位協助並持續運用多元管道向該等族群進行宣導。

加強宣導郵包罰則新措施：

1. 請中華郵政公司通知各國郵政單位我國郵包裁罰措施，並宣導勿以郵遞方式寄送豬肉等檢疫物

至我國以免受罰。

2. 請移民署及勞動部持續對外配及移工進行宣導。

3. 請財政部關務署加強輸入我國郵包之檢查。

未來挑戰與精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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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防疫監測整備作為



產業團體及養豬農民
辦理宣導87場，計4,250人次

牧場端
家畜健康聲明書收取74,373件
現場訪視輔導4,095場

肉品市場及屠宰場端
屠前、屠後檢查計2,650,329頭

運豬車GPS查核計23,225輛次

辦理消毒等防疫查核及輔導計461場次（肉

品市391場次、屠宰場70場次）

111年
1-4月

111年
1-4月

111年
1-4月

落實防疫生物安全宣導及3道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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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製場量能：每日最大動物屍體處理量

    1萬5,090頭
●11處台糖提供緊急掩埋用地

●動物屍體掩埋處理總量約 110萬頭

●已設置6處非洲豬瘟初篩檢驗實驗室並已

運作中，最大處理量能畜衛所為 600件；初

篩實驗室為1,300件，合計1,900件/日

●儲備防護衣99,958套、口罩561,793個、手套

363,194雙、電擊棒290組、護目鏡19,568
個、處理袋191,107個、消毒水69,708桶(截
至111年4月30日)

●規劃實施全國禁運禁宰 15天啟動各項因應

防疫作為及運用GPS系統，快速追溯案例

場之關聯豬場

●產銷調節及紓困補貼

●因應禁用廚餘之去化與查核

●相關措施將滾動檢討並更新標準作業程序

因應疫情之整備量能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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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警監測結果

* 16件海漂豬陽性案件中（13件在金門、2件在馬祖、1件在新北市）

統計至11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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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類別

預警監測檢測結果

107 ~ 110年 111年 總數

陰性 陽性 總計 陰性 陽性 總計 陰性 陽性 總計

海漂豬 41 16 57 4 0 4 45 16* 61

棄置死豬 222 0 222 6 0 6 228 0 228
化製場斃
死豬

1646 0 1646 224 0 224 1870 0 1870

屠宰場 976 0 976 225 0 225 1201 0 1201

野豬 232 0 232 52 0 52 284 0 284



法規 罰則

飼料管理法第20條
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罰鍰。
依次分別處3萬元、20萬元、50萬元、100
萬元、200萬元、300萬元

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28條
處新臺幣5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
依次分別處5萬元、20萬元、50萬元、1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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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199頭以下養豬場使用廚餘餵飼豬隻
•目的：防止疫病藉由廚餘傳入養豬場，公告禁止199頭以下養豬

場搬運廚餘、動物性廢渣及畜禽下腳料餵飼豬隻

•實施期間： 110年10月1日起

•查核情形： 111年1月-4月：查有違規場數11場（宜蘭縣1場、新
竹縣3場、彰化縣5場、嘉義縣1場及臺南市1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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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商平臺管控與宣導措施



電商平臺查緝結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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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搜查
•由專人依關鍵字搜尋，並通知電商平臺下架違規商品。
•每月平均查獲率由108年7.4%下降至111年(至4月底)0.122%，
具有嚇阻成效。

一頁式廣告
一頁式網購多使用境外網域，仍需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及財
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討論，研擬屏蔽違規網站措施。

綠色通道
與臉書公司合作，屏蔽違規檢疫物廣告等相關貼文。

成效

網路搜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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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加強多國語言宣導
� 製作多國語言平面宣導素材，並配合時事節慶錄製多國

語言宣導廣播。

� 運用平面、網路、廣播、電視、戶外媒體等管道露出相關
資訊。



持續加強各項管道宣導工作
� 配合時事即時運用自有社群傳散資訊。

� 於電視、戶外、網路及廣播等管道持續曝光相關提醒，並

不定期進行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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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餘養豬管制之現況與精進規劃



廚餘養豬管制之現況與精進規劃(1/2)

基於確保生物安全及提高非洲豬瘟防疫管理，依據疫病風險進
行科學評估，考量防疫、產業及環保多元面向，進行廚餘養豬
管理強度之調整，並搭配相關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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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108及110年分別啟動廚餘養豬轉型改用飼料措施，接受補

助養豬場計443場
� 配合前開政策，於108及110年申請退場養豬場計218場
� 現行法令：規模200(含)頭以上且已取得檢核再利用資格之養

豬場(計422場-為環保署提供截至111.5.3資料)，落實做好高溫蒸

煮，始能使用廚餘、動物性廢渣及畜禽屠宰下腳料等

� 自108年迄今，聯合稽查逾200場，對違法使用廚餘依飼料管

理法裁罰計48案



廚餘養豬管制之現況與精進規劃(2/2)

輔導「養豬濕式原料共同蒸煮處理場」，蒸煮後熟廚餘僅能供
應已有再利用檢核之養豬場使用

輔導興設「環保飼料工廠」，穩健推動廚餘飼料化，確保規

格化之 產品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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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
蒸煮

廚餘
飼料化

■ 屏東縣廚餘飼養畜禽協會提出共同蒸煮之芻議，本會將與屏東縣政府、

環保署研議推動共同蒸煮之可行性，可優先於環保單位(清潔隊)環保用地

設置，如為農牧用地，本會於《非都市土地變更作專案輔導畜牧事業設施

計畫審查作業要點》增訂「養豬濕式原料共同蒸煮場」設施類別，提供申

請變更農牧用地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 共同蒸煮場亦須取得再利用檢核資格，並應就收受之廚餘來源、數量及後

續流向妥為管理

■ 參考日本或美國之食品廢棄物再利用相關作法，配套修正《飼料管理法》，

業者須辦理販賣登記證或飼料製造登記證

■ 已請畜產試驗所邀請學者專家，就「濕式型態廚餘飼料化規格」進行研議，

務實穩健推動廚餘飼料化



報告完畢，恭請裁示

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