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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餐飲衛生分級 優良好選擇》公民參與工作坊結論報告 

前言 

現今的臺灣社會，雙薪家庭的比例愈來愈高。職場與家庭必須兼顧的忙碌生活，以致用

餐時選擇外食的人口愈來愈多。國家衛生研究院 2015 年調查顯示，早餐、午餐的外食人口

皆突破千萬，尤其國、高中生的早、午餐外食比例超過 80%，而 13～64 歲的國人，也有高

達 68％為三餐外食人口。面對國人愈來愈多仰賴外食的生活習慣，如何積極把關民眾在外

用餐的衛生安全，並且讓餐飲衛生規範的落實，更加貼切民眾飲食習慣文化的生活脈絡與期

待，是值得關注的議題。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在餐飲衛生議題，已有一套評核機制，每年主動評核各類餐飲業者，

也鼓勵餐飲業者自主申請，如果通過評核，可取得優級或良級的「餐飲衛生管理分級評核標

章」，供店家出示張貼，民眾可以辨識評核標章，挑選有衛生保障的餐廳消費。但是臺灣社

會餐飲型態種類豐富，現行的評核機制，如何涵蓋民眾豐富外食文化選擇的生活樣態，又或

者評核機制，如何可以更加符合民眾的需求、期待和認同？ 

因此，除了政府和相關單位的努力，邀請市民共同參與討論「餐飲衛生評核機制」的調

整與走向，是促進兼顧民眾需求與衛生安全的重要過程。這場《公民參與餐飲衛生分級政策

規劃討論》（下面簡稱《規劃討論》），採取「審議民主」的理念及操作模式，我們邀請設籍、

居住、就學或就業於桃園市且對食安議題有興趣之 18 歲以上共 40 位公民與會討論。 

這份結論報告藉由 40 位公民參與整天《規劃討論》，透過知情現有餐飲衛生分級評核制

度的規範和運作，並且結合自己的生活經驗，在工作坊討論中進行分組理性的對話與溝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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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希望能夠從自身外食經驗出發，進一步與現有餐飲衛生分級評核制度內容進行連結對

話，在分組的對話中意見彙整，討論現有餐飲衛生分級評核制度不足需改善之處，並且發想

如何更好的具體意見，以提供未來相關政策規劃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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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本場《公民參與餐飲衛生分級政策規範討論》公民會議，40 位參與者，分為 5 個小組

討論。在瞭解衛生局政策後，我們有近 9 成正向肯定桃園市現行餐飲衛生政策，不過普遍反

映從未聽過「餐飲衛生分級政策」以及市府推廣之標章，皆認為目前業者數量不足以及標章

宣導不夠，導致選擇餐飲業者時無法列入考量。我們也認為餐飲衛生落實主要仰賴業者良心，

僅靠政策規範難以全面落實，需要增進業者參與誘因，提升規範強制力，納入公民參與機制。 

本報告分為兩大部分提供「餐飲衛生分級政策」建議：第一部分為從整體政策出發，

包含擴大餐飲業者與消費者的宣傳管道，調整桃食安心資訊平台的推廣方式，以及創立民

間共同參與機制；第二部分從食品良好衛生規範的四大面向提供改善建議。 

您怎麼選擇您要吃的外食？您在挑選外食的時候有哪些不好的經驗？ 

我們有部分是長輩，大都每天自煮，所以外食頻率低，部分年輕者表示用餐時會挑選

餐飲衛生、食材管理、服務人員外觀整齊、食物美味、餐點價格及和朋友打聽，不過在小

組討論時，我們發現每個人或多或少都仍有負面外食經驗，多數發生在小型業者，包含小

吃店、便當店及自助餐，以及少數連鎖業者，我們也有人提出傳統市場缺乏食材來源標示

與食安認證，並對比連鎖超市具備產地標示與有機認證。 

此外，若有聚餐或外食需求，我們有部分是長輩，通常會仰賴子女挑選餐廳，這些長

輩未來會注意業者是否具備標章，但認為多數情況可能無法改變子女的選擇，也有一組提

到在面臨如海鮮不新鮮、水果中發現刺等食安問題時，遭遇客訴困難，或是 Google 評論

不真實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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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您對現行的衛生評核規範有哪些看法，或需要修改的地方？ 

一、餐飲衛生分級評核政策 

（一）宣傳 

業者 

共同意見 

1. 我們一致認為政府應提供業者參與分級評核誘因，包含：給予業者稅務減免或回饋金，

提供小型業者健康檢查補助及食安進修，補助安全餐具購買提升環保與食安，或者提升

規範的強制力。 

有人認為後續追蹤比規範重要，像是將 Google 地圖結合業者評分結果，以及辦理優良

業者授獎儀式，邀請市長親自頒獎。 

2. 各組都有提出小型業者參與評核的難度高，從現行規範來看，小餐廳、小吃店等可能遭

遇每年體檢費用過高、廚師執照取得困難、廚房空間狹小、工作服裝及設備設施經費短

少，導致參與意願不高，會有人力缺乏、空間限制、資金成本等挑戰，建議思考吸引小

型業者條件，利用漸進式推廣，輔導業者參加，再全面執行。 

部分意見 

1. 有一組擔憂年長營業者體力不堪負荷，無法參與此規範機制，建議政府提供此類業者轉

型的幫助，或是擔心未參與評核的業者，是否會遭到差別待遇。 

2. 有人認為食安法的規範可以首先鼓勵連鎖企業或知名品牌參與，藉由這些知名連鎖品牌

效益，進而達到群體廣泛認識該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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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部分的人分享社區據點經驗，可以提供參與評核的業者，作為參與誘因參考，這些誘

因包含：政府提供免費宣傳，可作為（社區）示範點，提升名聲，增加用餐人數，拓展餐

飲規模，未來更容易申請政府經費，還能具備集體光榮感。 

 

消費者 

共同意見 

1. 全桃園市具備標章的業者數量仍低，我們大部分都沒看過也沒注意過，代表標章目前是

不具備普遍性的，也有組別提到標章設計辨識度低，建議放大標章尺寸，統一樣式以提

高辨識度，業者應將標章張貼於店面明顯位置。 

2. 我們認為應提升消費者對於標章的認識，建立基礎知識，讓食安日常化，就能促進業者

參與認證，建議的宣傳方式整理如下。 

(1) 政府：各衛生所官方網站跑馬燈公告，於電視節目介紹或播放廣告，製作文宣及文

宣品。 

(2) 校園：校園張貼海報，國中、小建議發放磁鐵，能夠同時向家長及小朋友宣導。 

(3) 社區：與基層社區合作，如在社區駐點宣導，讓民眾瞭解食安的重要性，促進標章

規範的認識。 

(4) 社群媒體：IG、FB 

(5) 大型活動：建議衛生局食管科、長照科主辦店家交流會，邀請店家參與，介紹食安

規範，實地參訪模範店家，學習建立制度，可以在婦女館、店家據點、社區據點（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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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里）與團膳公司辦理。 

3. 鼓勵自帶餐具的消費者，提供老客戶固定折扣或小菜，藉這個方式提高消費者環保與食

安意識。 

部分意見 

1. 因為健身族、養生客群越來越多，有人提出評核需要有更多元客群的考量。 

 

（二）桃食安心資訊平台 

共同意見 

1. 搭配桃食安心資訊平台查詢取得餐飲衛生分級標章店家，我們普遍擔憂操持家務的多為

長輩，未必熟悉 3C 使用方式，平台會對於長者或不善使用網路者不友善，因此提出以下

改善方式。 

(1) 以人員傳播資訊較佳，針對長者辦理講座、工作坊等活動推廣，教學使用桃食安心

資訊平台。 

(2) 建議透過里長、總幹事宣導平台資訊，或是 Line 群組分享提升能見度。 

(3) 避免使用網路搜尋、QRCode，提供如傳單、小冊子等友善做法。 

部分意見 

1. 有人提到傳統市場在平台參與率低，通常缺乏來源標示與食安認證的情形，少部分甚至

竄改有效日期，卻是長者選購食材主要地點。 

2. 有一組建議獎勵機制需要制定落日條款，需要考慮受眾，例如：有些民眾偏好現金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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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點政策較不適合。 

（三）公民參與評比機制 

我們有一組列出完整的公民參與評比機制，分為申請、評比、成果三個階段，在評比與成

果階段，有部分人提出相似或補充建議，因此一併納入機制。 

1. 申請 

民眾自發列出推薦業者名單，作為輔導單位優先協助的對象。 

2. 評比 

(1) 衛生所培訓社區人才，使其具備食安專業以及公信力，由這些人員評比不同社區，將結

果提供給政府參考，有人建議可以參考現行義交制度。 

(2) 定期邀請不同的人，以消費者的主觀出發評比。 

(3) 消費者缺少安心發表對業者意見的管道，公民認為可以利用現有的 1999 市民熱線、市

政信箱、衛生局等管道，通報不良餐飲衛生情形。 

3. 成果 

(1) 公部門建立餐廳推廣網站，結合 Google 地圖，能夠關鍵字搜尋。 

(2) 辦理大型授獎活動，市長頒獎給優良店家鼓勵其表現。 

(3) 提供免費優良店家宣傳，刺激其他店家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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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您覺得如何讓衛生評核規範更好？ 

二、食品良好衛生規範 

因小型業者參與成本高，我們有人建議依據餐廳規模分級分類評比，也有部分人提到規範上

缺乏環保評核機制及熱食容器耐熱規範。 

（一） 從業人員衛生管理 

1. 每年一次健康檢查規範合宜，有一組建議業者可以張貼人員健康證明，不過考慮從業人

仍有員得到傳染性疾病、感冒身體不適的風險，應該規範他們不得調製食物。 

2. 從業人員服裝規範應增加穿著防滑工作鞋，保障人身安全。 

（二） 作業場所管理 

1. 業者每日應進行至少一次大掃除，以維持作業場所衛生清潔。 

2. 有人建議部分營業地點（如：傳統市場）或小型業者，應加強食材效期標示以及取締。 

3. 不少業者基於方便使用塑膠餐具，小吃、外燴、流水席都經常使用，不但造成環保問題，

而且熱食使用塑膠袋或美耐皿等不耐熱容器還會造成身體危害，這是目前尚未規範的，

有部分人認為應該多加注意、加強評核或是禁止使用。 

4. 有一組建議具一定規模業者，其從業人員進入場所前，需經過消毒室、消毒水池等檢查。 

（三） 設施衛生管理 

1. 有一組提到中大型業者應區隔開送餐及收款人員，避免食物沾染紙鈔或錢幣細菌。 

2. 有部分人期待政府協助業者減少垃圾量，以增進環境清潔。 

（四） 品保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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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食材需要保溫或是透過中央空調保鮮。 

2. 有部分人針對食材清洗與農藥殘留表示疑慮，特別是自助餐或是餐廳的生菜，有一組建

議應增加農藥殘留點檢表，加強抽驗食材，如菜類農藥殘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