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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玫

中國大陸的毒奶粉延燒到台灣，是

台灣近年來最嚴重的食品安全事

件；雖然行政院在新任衛生署長葉金川到任後，已將該問

題定調為「科學問題」，而非「行政疏失」，且採科學檢

驗術語「不得驗出」，也就是「不能測出任何外加三聚氰

胺」，只要驗出含三聚氰胺，就要下架；這樣的標準，應

該可以讓民眾安心了，只是決策稍嫌晚了一點。　　　

　毒奶粉事件重擊台灣食品市場，根據量販店的統計，麵

包、沖泡類的商品銷售已經大受影響，在家開伙的比例拉

高，生鮮食品銷售成長三○％，而鮮奶、果汁與豆漿等品

項也在取代效應下逆勢成長；不過，整體市場買氣在事件

發生後向下滑落，包括花蓮的相關業者也受到波及，令人

難過。　

　目前問題的嚴重性在於，許多業者的商品需先下架等待

檢驗，但依據交易條件，只要商品一下架，通路商就會先

扣住貨款，若以每家店約一個月的庫存數量，對於單一供

應商的資金積壓十分龐大，若供應商沒有握有充足的週轉

金，面對通路業者壓住貨款、上游供應商恐催繳貨款的壓

力，整個食品產業供應鏈恐因此爆發倒閉風潮。

　尤其，現在不僅使用了問題原料的業者急得跳腳，就算

是使用合格原料的廠商，在消費者信心全失的影響下，同

類別的品項也大受影響，食品業者大嘆「都已經不景氣了

，現在還發生這種事，生意怎麼做得下去」？

　現在，該是重拾信心的時候了，政府有兩件事必須立即

去做，一是以最嚴格的標準去抽驗已經進口的所有中國大

陸食品；二是對未來從中國大陸進口的食品，要進行更嚴

格的檢驗，一項都不能輕縱。

中國進口食品 必須更嚴格檢驗

毒奶粉事件演變至今，

最讓消費者搞不懂的

是，到底三聚氰胺的濃度

到多少，才會損及人體的

健康；這點，政府檢驗單

位應該要跳出來說清楚。

　否則，像澳門衛生局公

布，日本品牌樂天小熊餅

乾，在中國大陸製造的產

品含有三聚氰胺，含量高

達廿四ＰＰＭ，小朋友一天吃五包就會有問題；若

換算成台灣二‧五ＰＰＭ的標準，小朋友一天要吃

四十五包才會有問題；這樣的意思，是否指小朋友

只要一天不吃超過四十五包，就不影響健康？　疑

慮，是恐慌的來源。政府絕對有責任趕快釋疑。

政府檢驗單位應說清楚

毒奶粉事件已造成部分

地方政府與中央不同

調，南部縣市大動作，決

定所有摻有大陸乳製品的

產品全數下架，除非廠商

能提出「未檢出三聚氰胺

」的證明才能恢復上架，

否則依法開罰六萬元。

　這樣的作法，雖於法有

據，但也凸顯了中央在此

事件中，已有「失控」的危機。

　希望行政院趕快提出妥善的因應辦法，不要讓民

眾持續生活在恐懼之中；尤其，三聚氰胺雖屬微毒

性，但不適合用於食品加工或作為食品添加物，因

此希望衛生署全面禁止在食品中添加三聚氰胺。

三聚氰胺應該全面禁止

關於大陸「黑心奶粉」

的事件爆發後，引起

社會輿論的一致撻伐，部

分國內廠商的相關乳製品

也紛紛被檢測出含有「三

聚氰胺」成分，而許多民

眾更是早已「入肚」，不

論是廠商或是民眾，對政

府的把關不嚴都表達出不

滿之意。

　而衛生署的相關作為，更是令人「大開眼界」，

檢驗標準可以一日數變，讓社會大眾都感到「霧煞

煞」，更非有為政府所應抱持的態度；如今之計，

應加強各項乳製品的檢測，並以最嚴格的標準來把

關，讓民眾不再無所適從。

要以最嚴格標準來把關

毒奶粉事件，不但使得

消費者健康亮起紅燈

，也讓廠商遭受不小的損

失，而對商譽的影響，更

是無法衡量；我覺得，在

這場「毒奶粉」風波中，

民眾和廠商都是受害者，

對於部分廠商主動公布檢

驗結果，並向社會致歉的

態度，值得肯定。

　但衛生署在這起事件的處理上，卻出現明顯瑕疵

，訂定標準一日數變，讓民眾及廠商無所適從，實

有檢討的必要；我覺得，食品檢驗標準應從嚴規定

，不僅能保障民眾健康，也讓國內產品於出口時，

能得到國外消費者的認同。

衛生署實有檢討的必要

毒奶粉事件讓政府、業

者及消費者為之大亂

，毒奶粉不是一喝就發生問

題，必須有一段時間的蘊釀

才會造成人體的傷害，顯然

這類食品的進入台灣行之已

久，為什麼到現在才發現？

有沒有其他的「黑心食品」

仍然存在，尚未被發現？均

值得相關單位深入調查。

　此次事件發生後，只見政府「手忙腳亂」，但是

仍未見有一套因應的對策，還是老套「信心喊話」

、「親身試吃以安民心」，現在還來這一套作法有

效嗎？面對問題，擬訂出完備的檢驗措施，不必跟

著其他國家的說法起舞，才是有效之道。

深入調查其他黑心食品

為了毒奶事件，從民間

、相關業者、政府機

構，甚至各政黨，無不卯

足全力「滅火的滅火」、

「攻擊的攻擊」、「隱瞞

的隱瞞」，每天總要上演

一齣好戲，但民眾就能吃

得安心嗎？民眾的疑慮就

解開了嗎？民眾就此對政

府單位恢復信心了嗎？

　為了重建民眾的信心，

除了中央單位的因應對策及檢驗標準務必完備擬定

外，地方衛生單位也要做到主動到各大小賣場進行

檢測，事後說明檢測結果，中央及地方一起為民眾

做好維護身體健康的保障工作。

中央地方重建民眾信心

毒奶風波期間，相關食

品業者無不因為業績

嚴重下滑而叫苦連天，大

家都期盼政府盡速清除「

毒奶粉」，讓消費者重拾

信心，無奈中央政府政策

反覆，宣布「三聚氰胺」

含量在○‧二五PPM以下，

可以安心食用，豈非拿國

人生命安全開玩笑？

　當今民智已開，消費者絕對不會因為衛生署一句

話就安心服用「美國小狗不能吃的東西」。如果花

蓮盲目遵從中央指示，「合法毒奶粉」又有機會入

侵花蓮，消費者的疑慮勢必再次升高，我呼籲縣府

築起防火牆，嚴拒「毒奶粉」入侵花蓮。

要嚴拒毒奶粉入侵花蓮

整起事件中，我認為民

眾與業者均是最大受

害者，民眾與業者均依循

「正常」管道購買與進貨

，上游大盤商與檢驗單位

更應負起責任，而中央政

府的「朝令夕改」也讓民

眾已經面臨崩潰的信心「

徹底崩盤」，未來政府的

話誰敢聽？

　另外，對於花蓮糕餅公會對於「毒奶事件」從未

出面，也沒有協助會員進行相關檢驗或者澄清，只

看到「中箭」的業者，為了生計努力「自清」，我

期望，公會可以發揮社團的力量，更積極協助業者

「重新站起」，構思策略恢復消費者信心。

糕餅公會應該伸出援手

這真是「王八蛋政府」

，處理毒奶事件，我

只有四句話：「將帥無能

」，就是進口物品都有貨

號，但卻疏於抽驗，問題

發生了卻又無法追蹤；「

累死三軍」，就是第一時

間即亂了陣腳，處理漫無

目標，讓有關單位的人員

無所適從；「壓垮小草」

，業者很無奈，政府還用烏賊戰術，讓合法進口的

原料也要倒掉；最後則是「全民受害」，問題發生

了，竟還用中國的標準，聽信中國的做法，雖然沒

有「立即死亡」的危險，但全民的健康卻已飽受威

脅，這種雜亂無章的政府，不是王八蛋是什麼？

將帥無能搞得全民受害

毒奶事件一發不可收拾

，政府不能在第一時

間做好管制工作，讓民眾

「聞奶色變」，而後一日

數變的政策，更讓民眾不

知所措，由於中國進口食

品經常出問題，政府應該

對來自中國地區的食品進

行嚴格的把關，才能確保

民眾吃得安全。

　毒奶事件發生後，不僅食品業者損失慘重，民眾

更是賠上健康，政府漠視民眾的感受，網路上更諷

刺「走了個謀財的，卻來了個害命的」，顯然對政

府已失去信心，政府應該記取這次的教訓，落實對

食品衛生的管理，而不要讓民眾生活在恐懼中。

嚴格把關中國進口食品

避免毒奶事件延燒
政府應該怎麼做？

黑心商品進入台灣是大

陸對台不友善的證明

，也是大陸在政治上無法

打壓台灣後另一削弱國體

的作法。自從台灣民主化

後，政府一直想加入國際

組織，但均遭大陸打壓，

早期大陸為削弱台灣經濟

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方式，走私手槍、毒品

造成台灣治安紊亂。經濟開放後，台灣約有五兆元

往大陸投資，使大陸經濟快速成長。如今大陸見政

治手段無法顛覆台灣，只好以「黑心有毒」食品來

削弱台灣，更造成台灣民眾的不安，新政府一定要

確實做好把關工作，不要使大陸的陰謀得逞。

別讓黑心食品削弱台灣

官方對於毒奶粉的認定

，朝令夕改，已造成

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感，

況且當初所謂毒奶粉的進

口檢驗，是經過官方檢驗

放行，責任應屬政府，如

今發現大陸進口的「三鹿

牌」奶粉有問題，政府就

必須勇敢的負起責任，不

僅不可將責任歸咎於進口

廠商，更須比照天災模式，補助進口商，對受害消

費者如何彌補，才是一個有為的政府應做的事。

　政府對於大陸「三鹿毒奶粉」不符合檢驗標準，

經由媒體批露後，消費者人心惶惶，如今放寬標準

，准許業者上架銷售，試問，有消費者敢買嗎？

須彌補進口商及消費者

大陸毒奶粉事件引發國

內食用奶品的恐慌，

衛生署長也因而辭職下台，

我認為新政府應加強危機處

理意識，不要輕忽國人對食

品安全衛生的需求。不過，

我也認為，政府官員肯自動

辭職負責，總比以往有些官

員們有行政疏失總是推諉卸

責，死皮賴臉的要好多了。

　這次事件從大陸傳出後，國內的金車食品公司因

採用有毒奶原料嫌疑，主動將產品送驗，除主動對

外公布，並立即將產品從市場下架，以示負責，我

很肯定該公司的作法，今後我也會信任該公司上市

的產品。

政府危機處理應該加強

毒奶粉事件給我很好的

啟示，「買東西不要

一味講求便宜」，生產者

也不要為了「薄利多銷」

，降低產品的品質，甚至

將有毒成分添加在產品內

，不僅欺騙消費者，也危

害大眾健康，是極不負責

的作法。

　針對這次毒奶事件，我

認為產製食品的上游業者，應該發揮企業良心，採

購原料時就應主動鑑定是否符合安全衛生標準，尤

其從開發中國家採購的進口原料，更應重視其安全

性，不要只求節省成本，而罔顧消費者的衛生安全

。

食品業應發揮企業良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