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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FSSC 22000 最新版本為 Version 4.1 ，根據第三版實施以來
的經驗，以及產業界的期望，新版 FSSC 22000 著重在幾個主要
變化以改善一致性與嚴格程度。 

 

 此次新版 FSSC 22000 是與國際間各產業代表、認證/驗證機構
、訓練單位與政府機關等，經過14個月所討論制定的結果。  

 

 新版 FSSC 22000 將透過新的認證範疇滿足迫切的認證需求，以
涵蓋整個供應鏈，並持續作為食品安全的後盾，致力於最小化食品安
全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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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SC 22000 重大改變與新要求 

 將進行突襲式(無預警)稽核  
 

 引用「重大不符合事項」  
 

 預防食品詐欺  
 

 預防蓄意的產品汙染  
 

 稽核報告標準化  
 

 適用食品運輸與倉儲產業，包含餐飲服務與食品零售/批發商 
 

 新的稽核機制：同一稽核員於三年內不得稽核同一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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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SC 22000 預防食品詐欺 

 預防食品詐欺，根據Version4的內容，組織應有「食品詐欺脆弱
性(漏洞)評估」的文件化程序，以鑑別潛在脆弱性並制定應對措施
的優先順序。 

 

 此要求包含「組織應建立計畫文件，並明確指出：透過食品安全
管理系統與相關法規，組織針對已鑑別出的食品詐欺弱點採取了
哪些應對措施，以降低食品詐欺與民眾健康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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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性評估及食品詐欺與食品摻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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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以 食 天 為 

食 以 安 先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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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關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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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法使用是否引起社會關注 

 產品是否安全 

 是否屬於經濟利益
驅動的非法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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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性內涵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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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脆弱性應用於自然災害領域； 
 脆弱性是一種度、能力或者可能性； 

 脆弱性逐漸涉及社會系統； 
 脆弱性主要包括暴露、敏感性和適應性； 
 一種結果；產生負面影響；相對概念； 

 脆弱性研究趨向于自然系統和社會經濟系統的綜合 
 脆弱性是系統的一種屬性。 

 脆弱性（Vulnerability）問題最初來源於流行病學領域； 
 20世紀70年代，脆弱性一詞用於生態領域； 

最初 

20世紀80年代 

20世紀90年代 

21世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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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性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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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脆弱性的概念 
Table 1 Definitions of vulnerability 

種類 定義 側重點 

脆弱性是暴露
於不利影響或
遭受損害的可
能性 

（1）脆弱性是指個體或群體暴露於災害及其不利影響的可能性；
（2）脆弱性是指由於強烈的外部擾動事件和暴露組分的易損性，
導致生命、財產及環境發生損害的可能性。 

與自然災害研究中“風險”
的概念相似，著重於對災害
產生的潛在影響進行分析 

脆弱性是遭受
不利影響損害
或威脅的程度 

（1）脆弱性是系統或系統的一部分在災害事件發生時所產生的不
利響應的程度；（2）脆弱性是指系統、子系統、系統組分由於暴
露於災害（擾動或壓力）而可能遭受損害的程度。 

常見於自然災害和氣候變化
研究中，強調系統面對不利
擾動（災害事件）的結果 

脆弱性是承受
不利影響的能
力 

（1）脆弱性是社會個體或社會群體應對災害事件的能力，這種能
力基於他們在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中所處的形勢；（2）脆弱性是
指社會個體或社會群體預測、處理、抵抗不利影響（氣候變化），
並從不利影響中恢復的能力 

突出社會、經濟、制度、權
利等人文因素對脆弱性的影
響作用，側重對脆弱性產生
的人文驅動因素進行分析 

脆弱性是一個
概念的集合 

（1）脆弱性應包含三層含義：①它表明系統、群體或個體存在內
在的不穩定性②該系統、群體或個體對外界的干擾和變化（自然的
或人為的）比較敏感③在外來干擾和外部環境變化的脅迫下，該系
統、群體或個體易遭受某種程度的損失和損害，並且難以復原（2）
脆弱性是指暴露單元由於暴露於擾動和壓力而容易受到損害的程度
以及暴露單元處理、應付、適應這些擾動和壓力的能力；（3）脆
弱性是系統由於暴露於環境和社會變化帶來的壓力及擾動，並且缺
乏適應能力而導致的容易受到損害的一種狀態 

包含了“風險”、“敏感
性”、“適應性”、“恢復
力”等一系列相關概念，既
考慮了系統內部條件對系統
脆弱性的影響，也包含系統
與外界環境的相互作用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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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性評估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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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脆弱性評估在廣義上是對災害系統的

脆弱性評估，狹義上是指人類社會經濟系

統對致災因數敏感程度的評估。 

以脆弱性理論為基礎，對各類

植物、畜牧、漁業產品及其初

加工產品品質安全問題和相關

農業產業進行探討，預測和評

估生產、採收、初加工、貯藏、

運輸和銷售等環節中出現的各

類危害因數和外部因素（自然

的和人為的）對食用農產品可

能造成的影響，以及評估食用

農產品自身對危害因數和外部

因素的抵抗力。 

社會系統領域強調把社會、經濟、

制度等人文因素及恢復力機制納

入脆弱性評估中。 

人文科學領域認為脆弱性評估是對系統

內部特徵（如貧窮、不平等、邊緣化、

居住條件、社會保障等因素）與外部擾

動及相互作用的評估 

脆弱性 
評估 

 社會系統 
 食用農產 
品品質 

安全風險 
評估 

 人文科學 

 自然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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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性評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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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建立評估指標體系
，再利用統計學方法綜合
成脆弱性指數，或通過脆
弱度指數公式和指數值區
間來表示評估單元脆弱性
程度的相對大小； 

 優點：簡單、易操作、使
用廣泛； 

 缺點：缺乏系統性的評估
觀點，且在指標選擇和權
重確定上缺乏有效方法，
目前常採用平均權重法、
層次分析法、專家打分法
等。 

 關鍵：在指標評估法的基
礎上利用模糊集合理論，
充分利用各指標的原始資
訊，選定某參照狀態後計
算兩兩相似程度，從而判
別相對脆弱度； 

 優點：充分利用原始資料
，避免了各指標間的相關
性問題； 

 缺點：對參照單元的選擇
缺乏科學性，只能反映各
研究系統脆弱性的相對大
小。 

 對脆弱性各構成要素進行定
量評估後建立脆弱性評估模
型，充分考慮了各要素間的
作用關係，能全面地反映系
統的脆弱程度。 

模糊物元模型評估法 函數模型評估法 指標評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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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性評估計及其權重計算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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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脆弱性評估及其權重計算方法 
Table 2 Methods of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and weight calculation 

通常聯合多種
方法確定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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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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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P簡介 

層次分析法（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由美
國運籌學家A.L.Saaty於20世紀70年代提出，是一種定
性與定量相結合的決策分析方法； 

原理：AHP法首先把問題層次化，按問題性質和總目標
將此問題分解成不同層次，構成一個多層次的分析結果模
型，分為最底層（供決策的方案、措施等），相對於最高
層（總目標）的相對重要性權值的確定或相對優劣次序的
排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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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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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遞階層次 構造判斷矩陣 

1 2 3 4 

層次單排序 層次綜合排序 

 最高層是目標
層； 

 中間層是準則
層； 

 最底層是方案
層。 

判斷矩陣表示針對
上一層次某單元
（元素），本層次
與它有關單元之間
相對重要性的比較 

 層次單排序就是
把本層各元素對
上一層來說，排
出評比順序，就
要計算判斷矩陣
的最大特徵向量，
通常採用和行歸
一化法或方根法
計算。 

 利用層次單排序
的計算結果，進
一步綜合出對更
上一層次的優劣
順序，就是層次
總排序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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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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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矩陣 1-9標度法 

    為使判斷定量化，關鍵在於設法使任意兩個方
案對於某一準則的相對優越程度得到定量描述。一
般對單一準則來說，兩個方案進行比較總能判斷出
優劣，層次分析法採用1-9標度方法，對不用情況
的評比給出數量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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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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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檢驗 

一致性指標 

     C.I.=
𝜸𝒎𝒂𝒙−𝒏

𝒏−𝟏
 

 
對於多階判斷矩陣，

引入平均隨機一致性
指標R.I. 
 

隨機一致性比率 

     𝐂.𝑹.=
𝑪.𝑰.

𝑹.𝑰.
 

平均隨機一致性指標RI的值 

• 當n<3時，判斷矩陣永遠具有完全一
致性 

• 當C.R.<0.10時，便認為判斷矩陣具
有可以接受的一致性； 

• 當C.R.≥0.10時，就需要調整和修正
判斷矩陣，使其滿足C.R.<0.10，從
而具有滿意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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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評估方法的應用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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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 方法 內容 

食品供應鏈 層次分析法 
模糊綜合評估法 

建立以“農產品供應源頭——食品加工——經營/消費”三環節為基礎的
從農田到餐桌的供應鏈風險評估體系 

冷鏈物流 層次分析法 
模糊綜合評估法 

從冷鏈食品的“時間敏感性、運營高成本性、技術複雜性、系統協調性”
角度建立以政策、市場和管理因素為基礎的指標體系 

生鮮食品 層次分析法 從“自然條件、資訊因素、物流技術及設備、市場需求因素”方面研究
生鮮食品供應鏈環節各風險因素 

綠色食品 層次分析法 
模糊綜合評估法 

建立以綠色食品產地環境、種植條件、加工、包裝和運輸等環節為基礎
的品質評估體系 

肉食品 層次分析法 
函數模型法 

從供應鏈角度，根據邏輯預警理論和風險分析理論構建肉食品安全預警
模型 

水產品 層次分析法 
函數模型法 

基於獸藥殘留狀況，建立評估水產品中獸藥殘留風險的數學模型 

稻米 改進型層次分析法 
模糊物元評估法 

建立稻米食品安全檢測預警模型 

翠冠梨 指數評估法 採用安全指數IFS法評估翠冠梨中農藥殘留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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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性理論在風險評估中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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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危害影響程度 

表2  風險可能性 

表3 總體風險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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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性評估與傳統風險評估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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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食品安全風險評估 

已實現利用概率暴露評估模型、
蒙特卡羅數學概率模型及隨機
類比模型等對危害物進行定量
評估； 

遵循危害識別、危害特徵描述、
暴露評估和風險特徵描述四步
驟； 

受到危害物毒理學和人群膳食
暴露資料資料的限制。 

 

 

基於脆弱性評估的食用農產品
品質安全風險評估 

按照“建立指標體系——確定權重—
—計算脆弱度——風險排序”程式，
在原有食品安全評估體系基礎上，融
入脆弱性評估的理論 

實現了對生產、監管、消費等環節中
各宏觀因素和危害因數定量分析，綜
合評判食用農產品的整體安全狀況 

實現了對食用農產品安全性、消費者
健康效益和農業產業經濟效益的多重
評估。 

風險=f[危害，暴露量] 風險=f[可能性，後果程度] 



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Plastics Industry Development Center 

脆弱性評估在農產品中應用需考慮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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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響食用農產品品質安全的危害因數和各類外部因素主要是什麼？ 1 

食用農產品品質安全脆弱性較高（低）的單元具有什麼典型特徵？ 2 

   哪些環節易形成食用農產品安全的脆弱性？ 3 

  決定脆弱性環節格局的因素是什麼？ 4 

  如何降低食用農產品的脆弱性？ 5 



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Plastics Industry Development Center 

有關食品欺詐和食品摻假的脆弱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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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欺詐 
（Food Fraud） 

 

是產品欺詐的一類，包括蓄意
和有意圖的替代、添加、調和
、虛報食品/食品成分、虛假食
品包裝，或對某產品進行欺騙
或誤導性的描述，目的是為獲
取更高的經濟利益。 
 

EMA是食品欺詐的亞類，指為
獲得產品的表觀價值或降低產
品的成本，在該產品中欺詐性
的、有目的地替代或添加某物
質的行為，也包括在某種程度
上有意增加已經存在物質的數
量而對產品進行稀釋的行為。 
 

食品摻假 
（Economically 

Motivated 
Adulteration，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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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藥典委員會（USP）對食品摻假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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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除 

添加 

替代 

用較便宜的替代品完全或部分
替代食品成分或有價值的成分
，添加、稀釋或用一種摻雜物
來擴展某個真實成分 
 

添加某種少量的
非真實成分掩蓋
劣質成分 

剔除或故意遺漏
某種真實的或有
價值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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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欺詐/摻假的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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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藥典委員會（USP）+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US FDA）  
 

項目 USP食品摻假資料庫 NCFPD’s EMA事件資料庫 

資料庫資訊 鑒別和檢測方法 摻假事件 

資訊來源 學術型資料、主流媒體資料 主流媒體資料 
 

查閱形式 官方網站，對外開放 需要申請，獲得批准才可查閱 

收集年份 1980-2012（更新中） 1980-2012（更新中） 

歸類方式 媒體型、學術型 摻假類型 

數據量 截止2012年，共收集2100條記錄 截止2012年，共收集1054條記錄 

主要的摻假
食品 

橄欖油、牛奶、藏紅花、蜂蜜、咖啡、
茶、魚類、起雲劑、黑紅椒、蝦、檸
檬汁、楓糖漿 

魚類和海產品、油脂類、酒精飲料類、肉
與肉製品、乳製品、穀類、蜂蜜類和其它
天然甜味劑類 

涉及的摻假
類型 

替代（95%)、添加（<5%）、剔除
（<1%） 

替代和稀釋（65%）、使用未經許可的添
加劑（13%）、假冒產品（9%）、貼假商
標（7%）、轉運或掩飾產品起源地
（5%）、故意添加潛在的有害物質
（<1%）、其它（<1%） 

 USP資料庫：側重於食品欺詐摻假
事件中的鑒別和檢驗方法； 

 EMA資料庫：側重於獲知事件發
生情形，其歸類形式在於食品欺詐
摻假的類型，並可以更為清晰地獲
知某事件在某時間段在某地點標示
著某來源地的發生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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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P食物摻假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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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記錄 
 專注於食品成分 
 摻假歷史 
 潛在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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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摻假中的“犯罪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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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raud 
Opportunity 

Victim 
  受害者 

Fraudster 
摻假者 

Guardian＆ 
Hurdle Gaps Food Fraud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Rank 防禦體系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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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產業鏈的脆弱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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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口 

粗加工   市場 終端消費 

加   工 

產地環境 農產品生產 

 土壤 
 水質 
 空氣 
 動植物疫情 

農業投入品： 
 農獸漁藥 
 飼料 
 肥料 

 加工環境 
 添加劑 
 非食用物質 
 以次充好 

  運輸 

 貯藏與運輸條件 
 產品本身的特性 
 政府的監管度 

 

生產環節 加工環節 流通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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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摻假緩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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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性評估 脆弱性控制計畫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s ＆Vulnerability  Control 
Plan 

 供應鏈圖析； 
 社會經濟方面； 
 行為方面； 
 地緣政治方面； 
 歷史方面。 

 監管策略； 
 產地/標籤檢驗； 
 供應商審核； 
 分析檢測策略； 
 防偽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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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現代化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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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正在構建科學的食品保護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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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SC 22000  第四版適用範圍延伸  

 FSSC 22000 預計用於以下產業與範圍之 FSMS (食品安全
管理系統)之稽核、驗證與註冊：  

 

1. 食品製造商(參照ISO/TS 22002-1:2009 )   

2. 食品包裝與包材製造商(參照ISO/TS 22002-4:2013 )  

3. 動物食品與飼料製造商(參照ISO/TS 22002-6:2016 ) 

4. 畜牧養殖業(參照ISO/TS 22002-3:2011 ) 

5. 運輸物流與倉儲業(參照NEN NTA 8059:2016) 

6. 餐飲業 (於 ISO/TS 22002-2:2013 中涵蓋)  

7. 零售商 (參照 ISO/TS 22002-1:2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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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