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律 第 9121 号 

 

食品安全基本法 

 

第 1 章 总则 

 

第 1 条（目的）制定本法律的目的在于明确与食品安全相关的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国家，

地方自治团体的责任，并通过规定关于食品安全政策的建立与调整等的基本事项为公民

营造健康，安全的饮食生活。 

第 2 条（定义）本法律里所使用的用语的意思如下。 

1. “食品”指的是所有的食物。但是，当作药物摄取的食物除外。 

2. “发展商”指的是与以下任意一项相符，以生产，采取，制造，加工，输入，运输，储

藏，烹制以及销售（以下简称“生产，销售等”）作为自身业务的人。 

① 根据《食品卫生法》所规定的食品，食品添加物，器具，容器以及包装 

② 根据《农产品品质管理法》所规定的农产品 

③ 根据《水产品品质管理法》所规定的水产品 

④ 根据《畜产法》所规定的畜产品 

⑤ 根据《肥料管理法》所规定的肥料 

⑥ 根据《农药管理法》所规定的农药 

⑦ 根据《饲料管理法》所规定的饲料 

⑧ 根据《药师法》第 85 条所规定的动物用医药品 

⑨ 对于食品的安全性存在潜在的影响的农，水，畜产业的生产材料 

⑩ 除上述内容之外根据大总统令规定的和食品相关的事项 

3. “消费者”是指摄取或者使用发展商提供的符合第 2 项各项内容的人。但是，为了自身

的营业而提供或取得食品的情况除外。 

4. “相关中央行政机关”是指计划财政部，教育科学技术部，农林水产食品部，保健福利

家庭部，环境部，农村发展厅及食品医药安全厅。“相关行政机关”是指和食品等相关

的拥有行政权限的行政机关。 

5. “食品安全法令等”是指《食品卫生法》，《健康机能食品相关法律》，《儿童饮食生活安

全管理特别法》，《传染病预防法》，《国民健康增进法》，《食品产业发展法》，《农产品品

质管理法》，《畜产品加工处理法》，《家畜传染病预防法》，《畜产法》，《饲料管理法》，《农

药管理法》，《药师法》，《肥料管理法》，《人参产业法》，《粮食管理法》，《绿色环境农业

发展法》，《水产品品质管理法》，《保健犯罪管理相关特别措施法》，《学校供食法》，《学

校保健法》，《自来水管道法》，《食物管理法》，《盐管理法》，《酒税法》，《对外贸易法》，

《产业标准化法》，《转基因生物在国家间移动等相关法律》，除此之外与食品等的安全



相关联的法律和上面各个法律的委任事项，以及规定与各个法律实行相关事项的命令，

条例，还有规则中的与食品等的安全相关联的规定。 

6. “危害性评价”是指食品等存在的危害因素是否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或有可能产生危

害，对此进行科学性的评价。 

7. “跟踪调查”是指与食品等的生茶，销售等过程相关的信息的跟踪调查。 

第 3 条（与其他法律的关系） 

① 与食品等的安全相关根据第 2 条第 5 号法律中存在特别规定的情况除外遵照本法律的规

定执行。 

② 制定以及修订食品安全法令等的情况应该做到符合本法律的宗旨。 

第 4 条（国家及自治团体的职责和义务） 

① 国家及自治团体有职责和义务为了为公民营造健康安全的饮食生活制定和实行与食品

安全相关的政策（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政策”）。 

② 国家及地方自治团体制定和实行食品安全政策的情况下，应该做到维持其科学的合理

性，一贯性，透明性，迅速性及事先预防的原则。 

③ 国家和地方自治团体制定，修正，实行与食品等的制造，加工，适用，烹制，包装，保

存及流通等相关的标准以及食品等的成分相关的规格（以下简称“与食品等的安全相关

的标准，规格”）时，根据为世界贸易机构设立制定的马拉喀什协定，为使其符合国际

食品价格委员会食品加工等国际性标准而努力。 

④ 国家和地方自治团体应该努力做到避免因为重复的出入，收集，检查而给发展商带来过

度的负担。 

第 5 条（公民的权利和发展商的职责和义务） 

① 公民参与到国家或地方自治团体的食品安全政策的建立和实行，有权利知道关于食品安

全政策的信息。 

② 发展商应该生产，销售对公民的健康有益的安全的食品，有义务对负责管理的食品等是

否存在危害经常进行检查。 

 

第 2 章 食品安全政策的制定及推进计划 

 

第 6 条（食品安全管理基本计划等） 

① 相关中央行政机关负责人应该每 3年对所管辖的食品等制定相关的安全管理计划向国务

总理提交。 

② 根据第 1项国务总理应该将收到的相关中央行政机关负责人制定的关于食品等的安全管

理计划进行综合，根据第 7 条经过食品安全政策委员会的审议，制定食品安全管理基本

计划（以下简称“基本计划”）后向相关中央行政机关的负责人进行通报。 

③ 基本计划包含以下各个事项。 



1. 饮食生活的变化和展望 

2. 食品安全政策的目标及基本方向 

3. 食品安全法令等的整顿等与制度改善相关的事项 

4. 对于发展商的支持等，为了确保食品的安全性规定的关于支持方法的相关事项 

5. 与食品等的安全性有关的研究及技术开发相关的事项 

6. 为了食品等安全的国际协作相关事项 

7. 除此之外为确保食品等的安全性所必须的事项 

④ 相关中央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及地方自治团体的负责人应该以基本计划为基础制定和实

行食品安全管理实行计划（以下简称“实行计划”） 

⑤ 相关中央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及地方自治团体的负责人应该努力做到优先确保能够推进

基本计划及实行计划的人力和财力。 

⑥ 除第 1 项至第 5 项规定的内容以外的与基本计划及实行计划的制定和实行有关的必要事

项根据大总统令制定。 

第 7 条（食品安全政策委员会） 

① 为了综合和调整食品安全政策设置下属于国务总理的食品安全政策委员会（以下简称

“委员会”） 

② 委员会审议和调整以下各项所涉及事项 

1. 与基本计划相关的事项 

2. 食品等的安全主要政策相关的事项 

3. 对公民健康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的食品安全法令等及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标准，规格的制定

与修订相关的事项 

4. 对公民健康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的食品相关的危害性评价相关事项 

5. 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综合对应方案相关的事项 

6. 除上述内容之外委员长提出讨论的与食品安全相关的重要事项 

第 8 条（委员会的构成等） 

① 委员会由 20 名以内的委员构成，其中包括 1 名委员长 

② 委员会的委员长由国务总理担任，委员由符合以下各项条件的人担当 

1. 计划财政部部长，教育科学技术部部长，法务部部长，农林水产食品部部长，保健福利

家庭部部长，环境部部长，食品医药品安全厅厅长及国务总理室长 

2. 国务总理委任的在食品等安全相关领域有着丰富学识与经验的人 

③ 委员长在认为有必要时可以让相关行政机关的负责人，相关公务员及专家等出席委员会

的会议并发言 

第 9 条（委员长的职务） 

① 委员长召集召开委员会的会议并担任会议议长 

② 委员长由于不得已的事由无法执行自身职务时，由委员长提前指明的委员来代替行使委



员长的职务 

第 10 条（委员的任期和义务） 

① 委员的任期为 2 年，可以连任。但是，作为公务员的委员在其在职期限之内担任委员 

② 委员应该遵守自己的良心公正的执行自己的业务，不能代表某一特定团体的利益 

第 11 条（委员会的会议） 

① 委员会在委员长认定为有必要或者 3 分之 1 以上的在籍委员提出请求的情况下召开 

② 委员会会议由过半数的在籍委员出席开始讨论，由过半数出席委员的赞成达成决议 

第 12 条（专门委员会） 

① 为了对委员会委员长提出的事项进行专门的研究可以设置专门委员会 

② 与专门委员会的构成，机能，运营相关的事项根据大总统令制定 

第 13 条（委员会的运营） 

① 为了处理委员会的事务可以在委员会内设置事务机构 

② 为了委员会的委员长的业务执行，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和相关行政机关，研究机关以及团

体等的负责人进行协议，请求派遣他们所管辖的公务员和职员 

③ 除了本法律规定的内容以外，关于委员会的组织和运营所必须的事项根据大总统令制定 

第 14 条（资料及调查，分析申请）为了确保食品等的安全委员会及专门委员会可以向相关

行政机关请求相关资料或者根据第 23 条向实验，分析，研究机关请求进行关于危害评

价的必要的调查，分析，检查 

 

第 3 章 紧急对应及跟踪调查等 

 

第 15 条（紧急对应） 

① 当存在由于食品等对公民健康产生重大危害或者有发生危害的潜在因素的情况下，为了

在公民被危害之前预防或使危害最小化，政府应该构建和运营一个有能力进行紧急对应

的体系 

② 相关中央行政机关的负责人断定已经被生产，销售的食品里含有有害物质或者由于其他

事由被提出有潜在危害，会对大多数公民的健康造成重大危害或者有发生危害潜在因素

的情况下，应制定包含以下各项的紧急对应方案经委员会审议，并根据紧急对应方案采

取必要的措施。但是，经委员会审议的内容被判定为达不到紧急对应目的的情况下，进

行必要的措施之后再经委员会进行审议 

1. 相关食品等的种类 

2. 由于相关食品等对人体产生的危害的种类及程度 

3. 根据第 16 条需要对生产，销售等禁止的情况相关的事项 

4. 根据第 18 条需要进行跟踪调查的情况相关的事项 

5. 对消费者进行紧急对应应对要领等方面的教育，宣传的相关事项 



6. 除上述内容以外为防止食品等的危害及扩散所须的相关事项 

③ 委员会应对相关中央行政机关的负责人提出的紧急对应方案立即进行审议，并向与方案

相关联的其他相关行政机关的负责人通报，向公民公开发表。 

④ 相关中央行政机关的负责人根据第 2 项采取必要的措施之后，应将结果立即向委员会报

告 

⑤ 相关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发展商及消费者应积极配合紧急对应方案的实行 

第 16 条（生产，销售等的禁止） 

① 相关行政机关的负责人根据第 15 条第 2 项判定为有必要进行紧急对应的,可以在确认食

品等是否存在危害之前禁止相关食品等的生产,销售. 

② 发展商不可以生产,销售根据第 1 项规定已经被禁止生产,销售等的食品等 

③ 根据第 1 项需要禁止生产,销售等的相关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先听取根据大总统令规

定的利害关系人的建议. 

④ 相关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在认定食品等没有对公民的健康产生危害或者发生危害的潜在

因素消失的情况下应该立即对相关禁止进行全部或者部分的解除 

⑤ 发展商对根据第 1 项实施的禁止措施有异议的情况下，可根据大总统令规定的内容，可

以向相关行政机关的负责人申请解除全部或部分禁止。 

第 17 条（检查命令） 

① 相关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可以命令相关中央行政机关的负责人指定，通告的检查机关对符

合下面任意一项的食品等生产，销售发展商进行检查。 

1. 根据第 15 条第 2 项被判定为需要紧急对应的食品等 

2. 在国内外曾被提出或正被提出的有发生危害潜在因素的食品等 

3. 除上述内容之外，大总统令指定为对公民健康产生重大危害或者有发生危害的潜在因素

的食品 

② 根据第 1 项接到检查命令的发展商应在大总统令规定的检查期限内接受检查，检查机关

应将检查结果向发展商及相关行政机关的负责人通报 

第 18 条（跟踪调查等） 

① 为了跟踪食品等的生产，销售等的经历相关中央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制定实行相关政策 

② 对公民健康产生重大危害或者有发生危害的潜在因素的食品相关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

实行跟踪调查，这种情况下如果存在关联的行政机关，应根据协同调查等的方法一起进

行跟踪调查 

③ 关联的行政机关的负责人根据第 2 项后面的要求积极协助跟踪调查 

④ 发展商应该记录和保管可以确认食品等的生产，销售过程的必要事项，认真管理以应对

相关行政机关的负责人要求阅览或提交记录的情况 

⑤ 根据第 4 项需要记录保管食品等的生产，购入及销售过程的发展商的范围根据大总统令

制定 



第 19 条（食品等的回收） 

① 发展商对已经生产，销售的不符合食品安全法令规定的相关安全标准，规格的食品等，

以及对公民健康产生重大危害或者有发生危害的潜在因素的食品等，应当立即进行回收 

② 发展商根据第 1 项回收食品等的情况，应该根据大总统令的规定向消费者公开回收的事

由，回收计划及回收的现状 

 

第 4 章 食品安全管理的科学化 

 

第 20 条（危害性评价） 

① 相关中央行政机关的负责人需要制定以及修正关于食品等安全的标准，规格或者断定食

品等是否对公民健康造成危害时，应事先实施危害性评价。但是，根据第 15 条第 2 项

需要紧急对应的情况，可以在事后进行危害性评价 

② 不顾第 1 项涉及的内容，凡符合以下各项任意一项的，可以经委员会审议不进行危害性

评价 

1. 观察与食品等安全相关的标准，规格或危害的内容后，很明确没有必要实施危害性评价

的情况 

2. 确切得知能够对公民的健康造成危害的情况 

③ 以现在可利用的科学性证据为基础，客观，公正，透明的实施危害性评价 

第 21 条（新型食品的安全管理）相关中央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该制定和实行安全管理对策，

避免利用遗传材料组合技术生产的农，水，畜产品，以及许可生产销售的用以往未被作

为食物的东西为原料新开发出来的食品危害到公民的健康 

第 22 条（食品危害因素重点管理标准）相关中央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采用实行能做到重点

管理的制度以防止在食品等的生产，销售过程中产生食品的危害因素，可以对适用该制

度的发展商在技术及资金上提供支持 

第 23 条（实验，分析，研究机关的运用等）相关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为提高进行食品等的

安全相关的实验，分析或研究的机关，政府援助研究机关或食品安全法令等指定的机关

（以下简称“实验，分析，研究机关”）的专门性和效率性而努力。 

 

第 5 章 信息公开及相互协作等 

 

第 24 条（信息公开等） 

① 政府为了管理和公开食品等的安全信息，应构筑和运营综合性的食品等安全信息管

理体系 

② 相关中央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在制定食品安全政策时应当向发展商，消费者等利害关

系当事者提供与政策相关信息 



③ 相关行政机关负责人在判明发展商违反食品安全法令的情况下，可以不顾《公共机

关的信息公开等相关法律》第 9 条第 1 项第 5 号的规定将相关食品和发展商的信息

公开 

④ 根据大总统令的规定一定数量以上的消费者，在具备信息公开申请事由，信息公开

范围及能确认消费者身份的证明书以及根据大总统令规定的条件，申请公开相关行

政机关保存，管理的与食品安全相关的信息时，而被申请公开的食品等的信息又与

大多数公民的健康相关联的情况下，相关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可以不顾《公共机关的

信息公开等相关法律》第 9 条第 1 项第 5 号的规定将相关信息公开 

⑤ 实验，分析，研究机关在进行关于实验，分析，研究，开发及信息收集等工作时，

各机关应做到相互协作，信息共享。 

第 25 条（消费者及发展商的意见收集） 

① 相关中央行政机关的负责人收集消费者和发展商的意见从而制定或修订关于食品

安全的标准和规格，制定或修订的时候应该具体的公开事由和科学性根据。 

② 相关中央机关的负责人为了保障消费者的选择权等应该努力完善关于食品标识标

准的事项 

第 26 条（相关行政机关间的相互协作） 

① 相关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在制定实行食品安全政策时相互之间应当紧密协作，如需要

制定或修订关于食品等安全方面的标准，规格时，应事先与有关行政机关的负责人

进行协议 

② 相关行政机关的负责人通过与外国政府及国际机构的交流与协作等取得与食品等

安全有关的信息等国内外与食品等安全有关的信息，应按照大总统令规定的内容做

到相互之间的共有。 

③ 搜查违反食品安全法令事件的机关的负责人如需要公开发表相关事件的内容，应事

先与有关行政机关的负责人进行协议 

第 27 条（对于消费者及发展商等的支持） 

① 相关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该制定政策支持消费者健全的，自主的，有责任的食品安

全方面的相关活动 

② 对于发展商共同检查设施等根据大总统令规定的为了确保食品等的安全性而进行

的设施投资所需的费用和生产技术等，相关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可以提供支持 

③ 为了确保国际水准食品等的安全管理技术和提高公民饮食生活的质量，相关行政机

关的负责人可以对与食品相关联的研究机关或团体等在食品安全方面的研究提供

必要的财政上的支持 

 

第 6 章 消费者的参与 

 



第 28 条（消费者的参与） 

① 相关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该努力做到使消费者参与到与食品等安全有关的各种委

员会之中 

② 根据大总统令的规定一定数量以上的消费者，在具备申请事由，申请范围及能确认

消费者身份的证明书以及根据大总统令规定的条件，申请对食品等的进行实验，分

析及材料采取（以下简称“实验，分析”）的情况，除符合以下各项中任意一项的

情况以外，相关行政机关的负责人都应当予以回应 

1. 实验，分析，研究机关没有能力完成消费者所申请的实验，分析的情况 

2. 实验，分析等的申请件数过多从而导致相关实验，分析，研究机关的业务出现滞涨

的情况 

3. 同一个消费者以相同的目的反复申请实验，分析等的情况 

4. 以特定的发展商的利益为目的申请实验，分析等，并且违反了公益性目的的情况 

③ 相关行政机关的负责人根据第 2 项对关于对食品等的实验，分析申请做出回应后，

应该在 120 天之内将实施实验，分析所得到的结果根据大总统令的规定通报给提出

申请的消费者。这种情况下实验，分析等所产生的手续费根据大总统令的规定，由

提出实验，分析等申请的消费者负担 

第 29 条（保护举报人）对于向相关行政机关举报对人体有害的食品等，发展商违反食

品安全法令的行为以及提交有关资料的举报人，发展商不得使之处于不利的境地 

第 30 条（奖金的支付）对于参与举报违反本法律及食品安全法令等不法行为的举报人，

相关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可以根据大总统令所规定的标准向其支付奖金。但是，食品

安全法令等如有另行规定的，按照其规定执行。 

 

附则 

 

从本法公布经过 6 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但是，第 2 条第 5 号的《儿童饮食生活安全

管理特别法》部分从 2009 年 3 月 22 日起开始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