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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非關稅措施之規範方向

SPS vs TBT

• SPS措施與TBT(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措施之區
分：

– 並非以產品類型（食品、農產品、或工業產
品），而係以措施目的加以區分

TBT

S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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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生命 免於
• 食品、飲料或飼料中的添加劑、污染物、
毒素或致病有機體所產生的風險
• 動物或植物所攜帶的病原體

動物生命 免於
• 食品、飲料或飼料中的添加劑、污染物、
毒素或致病有機體所產生的風險
• 蟲害、病害、帶病有機體

植物生命 • 蟲害、病害、帶病有機體免於

國家 • 蟲害的傳入、定居或傳播所產生的

其他損害

免於

N
O

是否為技術性法規、

標準、或確保產品符合

一定標準之評估程序？

YES

SPS措施之目的：

NO 4



WTO之SPS的重要概念：
必要性原則及調合原則

• 必要性原則（SPS協定第2.2條）

• 會員應保證任一檢驗或防檢疫措施之實施，係以保護人類、
動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之必要程度為限，且應基於科學原
理，若無充分的科學證據即不應維持該措施。

• 調和原則（SPS協定第3條）
– 1. 為儘可能廣泛調和檢驗與防檢疫措施，會員應根據現有的國際

標準、準則與建議，訂定其檢驗或防檢疫措施…。

– 2. 凡符合國際標準、準則或建議之檢驗或防檢疫措施應視為
(deemed)是保護人類、動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之所需，且應被認
定為符合本協定及GATT 1994之相關規定。

Codex =UN農糧組織（FAO）/世界衛生組織（WHO）聯合食品法典委員會

OIE =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
IPPC = 國際植物保護公約組織 5



WTO/SPS協定之特殊要求

• 基於科學及風險評估

– 第二條

• 會員應保證任一檢驗或防檢疫措施之實施，係以保護人類、
動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之必要程度為限，且應基於科學
原理，若無充分的科學證據即不應維持該措施。

– 第五條 風險評估及適當的檢驗或防檢疫保護水準之決定

• 會員應保證其檢驗或防檢疫措施，係在適合狀況下依據對
人類、動物或植物生命或健康的風險所做評估而制定，並
將相關國際組織所研訂的風險評估技術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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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之SPS規範目的

• 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ITC)報告所言：

TPP Chapter 7 would apply to SPS measures and is 
designed to require modern, science-based food 
safety regulations in TPP parties. 

Source: 
https://www.usitc.gov/publications/332/pub460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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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明確界定「風險分析」之概念

• TPP第7.1條:定義

• 風險分析係指由風險評估、風險管理與風險溝通三個
部分組成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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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分析：

–風險評估

–風險溝通

–風險管理

TPP

第7.9條

•風險分析之
「法規影響評估」

(最小限制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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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分析

• 風險分析分為：評估、溝通及管理

• 何謂「風險評估」？
– 風險：造成某種損失的可能性。

– 風險評估：針對產品對消費者所造成可能損害的預測程序。

– 風險等級 = 損害嚴重性 x 損害可能性

• 損害可能性 = 商品危害類型 x 造成損害的機率

– 可容許風險：隨使用族群的類型而有所不同
• 一般成人：

• 易受損族群（老幼身心障礙）：易受損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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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問題的關鍵：建立風險評估及科學證據基礎
（客觀化）

密切觀察

發生機率

危
險
程
度

Do 

Nothing

強化
標示

強化查驗

禁止進口

1. 是否有進行評估程序？
2. 評估是否基於科學證據？
3. 歷史及科學數據是否充分

且可受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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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檢查亦須與風險評估及最小限制
原則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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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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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關於SPS議題的雙邊side 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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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大多數TPP之SPS規則，具可爭端性

• 除了少數例外，TPP之SPS章義務倘有爭議，可尋求

TPP第28章爭端解決機制加以解決，不過有額外規則

如下：

– SPS爭議訴諸TPP第28章爭端解決前，必須先經TPP 第7.17條

「合作性技術諮商」機制(cooperative technical consultation)尋

求解決

– TPP以WTO-based的SPS規則，可選擇WTO或TPP爭端解決機

制解決，選擇其一即排除其他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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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加入TPP之意義與挑戰

• 我國多數雙邊經貿問題，均與SPS有關

• 意義

– 有助於我國建立現代化之食安制度： 強迫政府依「證
據」施政，而非依「感覺」施政

– 安全感的確信：人民對政府的不信任問題

– 降低「非關稅」貿易障礙對我國出口帶來的不確定性

• 衝擊

– TPP國家的競爭增加

– 政府人力與資源是否能因應國內後市場監督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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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化的風險分析，對臺灣亦有利

口蹄疫發生前，豬肉出口曾於1996年創下16.9億美元的產值，為當年度
全球第二大豬肉出口國。當時日本進口豬肉41%來自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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