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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序曲---昱伸香料有限公司塑化劑案： 

一、緣起： 

民國100年5月間，本署接獲彰化縣衛生局（下稱衛

生局）通報，於坊間食品檢驗發現含有「塑化劑」，而

請求本署提供意見。時任本署檢察長鄭文貴指派襄閱主

任檢察官陳德芳、民生犯罪小組主任檢察官黃智勇，以

及檢察官葉建成、鄭智文、林依成、高如應偵辦，為近

年來食安案件的偵辦，揭開序幕。 

二、案件偵辦策略： 

基於國家機關之專業分工，衛生局為食品安全衛生

專業，檢

察 官 就

職 務 屬

性，於此

部 分 專

業 深 度

不 足 且

欠缺食品安

全衛生現場

查緝技巧，多

只能接受衛

生機關行政

調查結果，然

擁有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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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之衛生機關，面對強大之民意代表與企業者共生之

政商勢力，不免擔心查緝後之反撲，從而於查緝時多所

顧慮。故傳統偵查方式，檢察機關與各行政機關難免各

自為政，無法橫向溝通，此時，身為公益代表人之檢察

官，為回應國家、社會之期待，以偵查主體高度，出面

統合衛生機關、財稅機關、警察機關等專業能力，組成

專業團隊，並由檢察官出面抵抗強大共生之政商壓力，

擔任各行政機關橫向溝通之樞紐角色，得以使各機關發

揮各自專業能力。 

三、案件偵辦過程： 

本案受理之初，

檢察團隊與衛生局人

員討論，要在短時間

內找出迅速有效的切

入點並不容易，而因

為塑化劑業經行政院

環境保護署（下稱環

保署）於88年12月24

日公告為毒性化學物

質（列管編號第68號），並

經環保署物質安全資料表

認定：急毒性會刺激眼睛，

皮膚及呼吸道，吸入刺激喉

嚨；慢毒性可能損害肝臟、

可能致癌、可能致胎兒畸形

當時本署專案小組與衛生局人員討論之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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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對兒童最為顯著，亦有可能懷孕或哺乳時傳染至嬰

兒體內，為有害人體健康之物質，判斷涉嫌製造該加工

食品或添加物之廠商涉有刑責，而非僅為行政責任，乃

選擇以「製造含有毒或有害人體健康食品」為切入點，

迅速開展偵查步驟。 

本署（主任）檢察官於100年5月19日上午，討論相

關法律見解後，立即擬訂偵查步驟，同日下午，葉檢察

官一方面聯繫彰化縣警察局員林分局（下稱員林分局）

、財政部臺灣省中區國稅局彰化縣分局（下稱國稅局）

、衛生局，一方面親持卷證向法官說明並聲請搜索票。

葉檢察官持卷證「闖入」法官辦公室，法官正拿著一杯

珍珠奶茶當作餐後飲料，葉檢察官怕擔誤時間，直接跟

法官說：「塑化劑案就是臺灣版三聚氰胺，而法官你手

上的珍奶裡面就有塑化劑！」一語驚醒夢中人，法官放

下手上的珍奶，趕快閱卷批准核發搜索票，並問葉檢察

官有沒有遺漏哪一點，票不夠儘管講……（那位法官以

親自「勘驗」珍奶的方式，開啟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審查

食安案件之先河……偉大的珍奶）。 

查緝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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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下午3

時取得搜索票

後，兩位檢察官

即帶同本署檢

察事務官，會同

衛生局、員林分

局、國稅局等機

關人員，前往彰化縣員林市之協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秀水鄉之金饌生化科技有限公司進行搜索。在分析上開

公司之帳冊、報稅資料、業務報表等重要證物後，檢察

官及各機關人員於翌日清晨出發，前往新北市搜索昱伸

香料有限公司（下稱昱伸公司；即於「起雲劑」內違法

添加塑化劑成份之源頭公司）。於搜索過程發現提供塑

化劑之公司乃位於新北市之金童企業有限公司（下稱金

童公司），乃由葉檢察官持續於昱伸公司搜索，鄭檢察

官帶同部分人力立即轉往金童公司搜索。

民視報導資料 

查緝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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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於製造起雲劑

中添加塑化劑之廠商後

，本署（主任）檢察官

立即擬訂後續偵辦作為

。一方面持續整理搜扣

之卷證資料、查扣不法

所得外，一方面深入追

查昱伸公司下游原料商

、製造商，避免含塑化劑之產品流入市面。在偵辦過程

，除由本署針對昱伸公司製造含塑化劑之起雲劑事件偵

查外，另外由新北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發現另一源頭公司

賓漢香料化學有限公司（下稱賓漢公司），經本署檢察

長鄭文貴報告臺灣高等檢察署(現為臺灣高等檢察署)檢

察長顏大和後，轉由臺灣新北地方法院檢察署(現為臺灣

新北地方檢察署)偵辦，亦順利查獲賓漢公司製造含塑化

劑之起雲劑之不法事證。各地衛生局亦分別按圖索驥，

自起雲劑中盤商（8家）之帳冊資料一路下查，計稽查中

１００年５月２４日蘋果日報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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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產品商（果粉、香料粉、濃縮果醬等製造商）188家、

最終產品商（運動飲料、果汁飲料、膠囊錠狀或粉狀等

營養補充品等製造商）232家，涉及食品包括運動飲料、

果汁、果醬、果凍、茶飲料、膠囊錠狀粉末型態等5大類

、近900項產品。後續由各衛生機關追蹤回收問題食品，

全國總稽查家數4萬9,652家，要求產品下架家數4,076家

、下架產品數2萬9,337項次；經行政院衛生署（現已改

制為衛生福利部）於同年6月11日銷毀含塑化劑產品，共

計286.441噸。本署針對昱伸公司為主之不法廠商提起公

訴，於101年12月27日經三審定讞，昱伸公司賴姓負責人

判處有期徒刑15年。在偵辦過程，除牽涉到偵查進度掌

握、事證查扣保全，另外也要兼顧衛生機關對於問題食

品之管理、下架、封存、銷毀，以及環保機關對於毒化

原物料之控管。本署

由襄閱主任檢察官

陳德芳主持，召集本

署及行政院衛生署

食品藥物管理局人

員共同討論上開問

題，最後並做成了這

份有歷史意義的會

議紀錄。在食安聯繫

平台完整建立前，不

同機關間能拋開本

位立場凝聚共識，相

當不易。 

100 年 5 月 26 日協調會議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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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 雜 的 偵 辦

網 絡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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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偵辦後之影響： 

塑化劑案件之偵辦，涉及食品專業，本署偵辦團隊

於偵辦過程中成功整合衛生主管機關人力，加上與國稅

局人員配合強化分析帳證資料之能力，使本案能於第一

時間解構塑化食品產業之供應鏈，輔以帳冊資料，充分

掌握有毒食品之銷售流向，使衛生主管機關人員在短時

間內督導廠商下架、回收相關受污染之產品，避免受污

染產品外流，流通市面。所以不只確保偵查成果，也因

各行政之密切配合迅速應變，平息社會大眾恐慌。 

食品製程使用塑化劑，雖然使用量未必對人體健康

產生立即的危險，但其用途廣及於市售果汁、醬料、加

工食物等。另外澱粉使用「順丁烯二酸」，更廣及於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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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米食、麵食、小吃、甚至油炸食品之裹粉。則國人無

論日常家庭飲食、在外餐飲等，均可能在不知不覺的情

況下，長期食用各色添加物。這也是為何專家、學者眼

中不會立即影響人體健康的添加物，卻引發廣大消費者

恐慌的原因。 

本案的偵辦，揭開我國食品界非法利用生化技術產

製人工添加物的黑幕，使民眾警覺到口中、眼中所嘗、

所見的「美食」，未必是健康、自然的食品，促使民眾

重視自身健康的保護，更突顯出我國食品製售過程之管

理層面，有關添加物之有害與否管理密度不足，故行政

院衛生署提出修正食品衛生管理法之想法，但提出草案

後，遲遲未能完成立法。僅於100年6月10日本案偵結起

訴後，食品衛生管理法於同年6月22日第34條（現行法第

49條），加重刑度，由3年以下有期徒刑修正為7年以下

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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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02年初，國內再度爆發因使用「順丁烯二酸」化

製澱粉事件，使食品之違法添加問題再度受到重視，迫

使立法院加速立法進程，終於在102年6月間順利完成修

法。 

  法務部曾勇夫部長於 100 年 6 月 17 日專程蒞臨彰化地檢署，向偵辦昱伸公司

違反食品衛生管理法案件之人員嘉勉照片。左起本署檢察長鄭文貴、時任法務

部長曾勇夫、本署襄閱主任檢察官黃智勇、檢察官葉建成、前檢察官鄭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