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齡化社會與各國健康保險支出的不

斷增加，以及隨著經濟成長，普羅大眾對

於身體保健意識之提升，原國內外保健產

品業者對於新保健素材的需求日益殷切，

而全球豐富的植物資源，正好提供了相關

業者無限的機會。

保健作物的「保健」二字，大抵上係

針對人體的保健功效而言；也就是如果依

據文獻記載，或是傳統民間智慧，某種植

物資源被認定為具有促進人體健康之效果

者，即可被界定為廣義之「保健作物」。

就保健產品開發的角度來看，保健作物可

以是：（1）其原料僅能供作藥用之藥用

植物，如奶薊等材料；（2）依法規定可

供作食品材料者；（3）新穎性植物性材

料，例如，臺灣民間常使用之金線蓮、牛

樟芝，又如在歐美風行的紫錐菊等。

在正式介紹與保健作物有關的食品

法規以前，讓我們先來看一下保健作物

的用途。保健作物在收成以後，其精製之

萃取物，可以開發為（1）植物藥，比方

說，知名之銀杏葉萃取物或已獲准在歐美

國家上市之植物新藥，其均含有具有特定

藥效之單一成份。此類產品需要投入龐大

之研發經費、人力與時間，並且需能符合

各國衛生管理當局在法規上與上市後監控

之要求，總投入成本太高，非一般企業或

個人所能完成，但如果成功，毛利最大；

（2）香精原料，或作為食品添加物，

如，甜菊醣 或一般天然食品香料（如，

茶香料）等，投入成本相對較植物藥低

些，但毛利則不若植物藥；（3）作為其

他保健食品、保養化妝品等之原料。

而如果是保健作物之粗萃物，則可以

開發為保健食品（在我國可以在完成相關

毒理試驗、功效性試驗與末端產品之安定

性試驗後，有機會取得健康食品認證）；

或添加於保養品中，提供產品新的宣銷訴

求。比方說，添加玫瑰精油或純露於保養

品中，以提供消費者更具肌膚保濕及抗氧

化能力之保養品；添加金盞菊萃取物之乳

液，對於敏感性肌膚的護養，效果頗佳

等。再者，保健作物原料也可以不經過深

度加工而製成如袋茶、香料或其他產品，

如，能夠舒緩情緒與幫助入眠之香蜂草與

洋甘菊，均可將新鮮葉片於洗淨後，以開

水浸泡飲用；或製成袋茶販售給消費者。

又如，可於麵粉中加入艾草、蕎麥等材

料，以提高相關製品之健康訴求。惟此類

產品因所需之專業技術不多，且進入門檻

文圖／秦昊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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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低，競爭者眾，利潤率較低。

不過，一種新的保健植物素材（比

方說，石蓮花及補骨脂二種材料，都尚

非我國衛生署公告准許使用之可供食用原

料），從發現以至於製成商品在架上公開

販售，供消費者選擇，其間所涉及與食品

管理有關的法規，則是相關業者所需特別

留意的。否則，「提供消費者新選擇」的

立意雖甚佳，但卻讓自己曝露於「違法」

的風險中，反而得不償失。

一項新保健植物素材的開發，第一個

會碰觸到的問題是：「它安不安全?」。

我國衛生署對此，設有「非傳統性食品原

料」安全性評估報准的機制，亦即，如果

業者擬使用一項新的保健素材（未曾為衛

生署公告為可供食用原料者），作為（保

健）食品之原料，則需先向衛生署申請許

可。也就是，衛生署在核准該素材可供為

食品原料使用後，相關商品始能上架販

售；否則，即違反食品衛生管理法第十一

條第一項第九款：「從未於國內供作飲食

且未經證明為無害人體健康」之規定，將

有可能被處以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

以下之罰鍰。

食品衛生管理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

九款，其實就是所謂的「守宮木」條款。

守宮木也就是俗稱的減肥菜，十多年前

曾在臺灣地區掀起一陣風潮。然而，由於

其含有特殊的生物鹼，會造成肺臟的不可

逆性損害，食用不當者，會因肺衰竭而死

亡或必需換肺始能存活。也因此，在維護

國民健康的前提下，衛生署開始規範所謂

的「非傳統性」食品原料。亦即，對於那

些未曾在臺灣地區被大量食用過的食品原

料，做事前的管理。舉例來說，在歐美國

家每一年銷售金額均達到數十億美元的紫

錐菊相關保健食品，雖然深受歐美人士喜

愛，但對於國人而言，它就是一種「非傳

統性」食品原料；畢竟，在國內，知道紫

錐菊的人可能還並不多。又如金線蓮或牛

樟芝，雖然民間長久以來即口耳相傳具有

護肝效果（係針對特殊疾病人口），然由

於該二材料先前在臺灣地區尚未被大量食

用，其長時間服用對人體造成的影響仍未

知，也因此，需要通過衛生署與「非傳統

性食品原料」評核有關的機制，始可供作

食品原料使用。（紫錐菊、金線蓮、牛樟

芝等，目前在國內均為可供食用原料）

以新的植物素材做為保健食品原料，

第二個會碰到的問題是：如何告訴消費者

「它有多好? 」。業者是否能將他們所聽

聞的，或從網路上或電視上所看到的功效

詞句，放在自己的產品包裝上，甚或做

為行銷語彙呢?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以前

述提及的「守宮木」為例，民間俗稱「減

肥」菜，即違反了食品衛生管理法第十九

條：「對於食品、食品添加物或食品用洗

潔劑所為之標示、宣傳或廣告，不得有不

實、誇張或易生誤解之情形」之規定；同

時也當然違法了食品衛生管理法第十一條

第一項第九款之規定：「從未於國內供作

飲食且未經證明為無害人體健康」。而

『減肥』二字因為涉及療效，也違反了食

品衛生管理法第十九條第二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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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紫錐菊」產品為例，許多人

都知道，它對於吾人體內免疫力的調節

（如，提昇免疫力）是有效果的，但是，

如因此而在產品包裝上標示：「本產品可

有效提升免疫力」，則就違反了健康食品

管理法第六條之規定：「食品標示或廣告

提供特殊營養素或具有特定保健功效者，

應依本法之規定辦理之」；因為，『免疫

調節』是衛生署已公告之13項可申請健康

食品認證許可之功效項目之一，因此，如

欲在「紫錐菊」相關保健產品包裝上標示

與「提升免疫力」有關之詞句，則需依我

國健康食品管理法向衛生署提出申請；待

通過審查後，始可標示衛生署准許標示之

保健功效性文字進行標示或宣傳。否則，

違反食品衛生管理法事小，罰錢了事即

可；如違反健康食品管理法，則極可能會

受到刑法伺候。

如欲開發與保健作物有關的保健食

品，大抵上需留意的四大法條，即是前述

之：

一、食品衛生管理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九

款：食品或食品添加物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不得製造、加工、調配、包

裝、運送、貯存、販賣、輸入、輸

出、作為贈品或公開陳列：從未於國

內供作飲食且未經證明為無害人體健

康。

※罰則：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鍰

二、食品衛生管理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對

於食品、食品添加物或食品用洗潔劑

所為之標示、宣傳或廣告，不得有不

實、誇張或易生誤解之情形。

※罰則：處新臺幣四萬元以上二十萬

元以下罰鍰

三、食品衛生管理法第十九條第二項：食

品不得為醫療效能之標示、宣傳或廣

告。

※罰則：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

萬元以下罰鍰

四、健康食品管理法第六條：食品非依本

法之規定，不得標示或廣告為健康食

品。食品標示或廣告提供特殊營養素

或具有特定保健功效者，應依本法之

規定辦理之。 

※罰則：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

金。明知為前項之食品而販

賣、供應、運送、寄藏、牙

保、轉讓、標示、廣告或意

圖販賣而陳列者，依前項規

定處罰之。

當然，在產品包裝或標示上，仍需

符合食品衛生管理法的一般規定（如七大

營養素、食品衛生標準、產地標示等），

如遇有特殊規定者，如衛生署對於新核准

之保健植物素材，多訂有每日食用限量之

規定，或需加註食用注意事項或警語；又

如果該植物素材之來源為契作或大量栽培

者，也可能會被要求做農藥殘留檢驗等，

則另需留意。

參考資料：行政院衛生署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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