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意快遞進口規定，跨境網購少煩惱 
 

基隆關表示，國內民眾跨境網購情形日益普遍，而網購的貨物大部分透

過快遞，包括海運快遞方式進口，也大多採用簡易報單申報。惟進口人

未必了解快遞貨物簡易申報有其限制，也可能不知道貨物輸入相關管理

規定，往往因所購買的貨物不得於海運快遞貨物專區通關，或不適用簡

易報單申報，以致無法於預期時間收到貨物。於是海關經常接獲民眾抱

怨電話，指稱網購貨物遭卡關。因此，該關特別提醒商民注意快遞貨物

簡易申報及進口有關規範，以免網路下訂後無法及時收到貨物，或是網

購的貨物因無法取得輸入許可而需辦理退運，徒增煩惱。 

 

基隆關強調，並非所有貨物均可經由海運快遞管道，並以簡易申報方式

通關，據海運快遞貨物通關辦法第 12 條規定，凡涉及輸出入規定、應課

徵貨物稅及反傾銷稅等貨物不得以簡易申報單辦理通關。常見相關貨品

諸如食品、藥品、通訊產品、醫療器材、毛巾及鞋靴等，皆不得採取簡

易申報通關，而應以一般報單申報進口。 

 

然實務上仍有前述貨物以海運快遞方式報運進口、或以簡易報單申報情

形，一旦經海關發現，即會要求由簡易申報改為正式申報，或自海運快

遞專區移至其他倉棧辦理通關，並對貨物進行查驗。如貨物屬於需要許

可始得進口者，海關將立即通知進口人向主管機關專案申請，完成輸入

許可手續後，貨物方得放行；其作業程序，含重新申報、貨物移倉、補

證(輸入許可文件)、貨物查驗及估價、放行等，至少須時 2 週以上。又

如進口人未能取得輸入許可，尚需辦理貨物的退運，將耗費更多時間。

類似情形，都會延滯貨物的通關。 

 

基隆關籲請民眾訂購海外商品前，先行確認貨物是否適合以海運快遞方

式運送，或是否需要輸入許可文件。如對於貨物是否適用海運快遞簡易

申報不明瞭，可洽本關服務台(電話 0800306021)或八里分關(電話

02-2610-1108 分機 5026)。 

 

 

 

 

 

 

 

 

 



海關呼籲民眾勿信報載買家所稱實名制漏洞，海外網購應誠實申

報納稅 
 

同一進口人每上下半年免稅進口次數超過 6 次即應課稅，海關呼籲民眾

與業者應依法誠實申報納稅。有關媒體報導更改不同超商取貨地址，企

圖規避課稅情事，海關已掌握並自 109 年 7 月 1 日調整以進口人統一編

號為計算免稅進口次數依據。 

 

    報導民眾網購下單付款 3 千元，但收到「EZ WAY 易利委」APP 推播

報關資料之總申報價格卻只有 15 元情事，請民眾務必透過「EZ WAY 易

利委」APP 回報完稅價格申報不符情事，海關將依法查核，嚴懲不法業

者虛報及違章行為。 

 

    為維護國內合法業者公平競爭環境，海關以進口商銷貨物為查緝重

點，持續透過金流、物流等多管道蒐集並分析資料，針對進口商銷貨物

之高風險業者，加強查核並依法補稅，至於一般民眾合法進口貨物不受

影響，無報導所稱「不抓商人抓草民」及「做做樣子」情事。 

 

海關自 109 年 5 月 16 日實施未委任報關不受理申報機制，海關鼓勵民眾

使用「EZ WAY 易利委」實名認證 APP，以簡化取代原紙本委任作業，加

速貨物通關，至未實名認證進口案件，海關將依法查核報關委任文件，

未有「不實名認證反而超額闖關機率大」之情形。 

 

 

 

 

 

 

 

 

 

 

 

 

 

 

 

 

 



認識肉毒桿菌毒素中毒 
 

食品藥物管理署(下稱食藥署)於本(109)年 6 月 29 日接獲衛生福利部疾

病管制署通報 1 例 4 個月大嬰兒疑似肉毒桿菌中毒案例，食藥署接獲通

報後，立即請衛生局前往調查患者飲食史，並採集檢體送驗，其中人體

檢體經疾病管制署檢驗，糞便檢出肉毒桿菌毒素 B 型陽性。 

 

肉毒桿菌喜愛在無氧環境下生長，且易產生毒素，毒素為神經毒，主要

侵犯末梢神經，造成患者視力模糊或複視、眼瞼下垂、瞳孔放大、顏面

神經麻痺、唾液分泌障礙、口乾、吞嚥困難、呼吸困難及講話困難等症

狀。肉毒桿菌中毒主要有四種感染形式： 

 

腸道型(嬰兒型)：人體腸道為一無氧環境，若攝入肉毒桿菌孢子，其在

腸道中萌發並產生毒素，常發生於體弱、腸胃有疾病

之患者或新生之嬰幼兒。蜂蜜、土壤、灰塵、毛毯偶

亦含有肉毒桿菌孢子，因一歲以下嬰兒腸道免疫尚未

發育完全，應避免食用蜂蜜，以根莖類食材製作副食

品時，也一定要將食材洗淨、削皮，並澈底加熱。 

 

食因型(傳統型)：為攝食遭肉毒桿菌污染之食品，如自行醃漬肉品，殺

菌條件及儲存環境不當所引起。 

 

創傷型：大多為傷口維護不當，如沾染受到肉毒桿菌污染之灰塵、泥土

所引起。 

 

其他型：為美容施打過量肉毒桿菌製劑，或使用非法之肉毒桿菌製劑所

引起。 

 

食藥署提醒家長，嬰兒因免疫力較弱，製備食品的環境應維持整潔，調

理食品前應以肥皂澈底洗淨雙手，並注意生熟食避免交叉污染、根莖類

產品應洗淨、削皮並澈底烹煮後再提供予嬰兒食用，而且新鮮現做，儘

早食用完畢。食藥署已製作「肉毒桿菌宣導單張」並置於食藥署官網「防

治食品中毒專區」(http://www.fda.gov.tw/TC/site.aspx?sid=1816)，

歡迎民眾自行下載使用及前往閱讀。 

 

 

 

 

 



多項新藥納入健保給付，提供病患用藥新選擇 
 

中央健康保險署於 6 月 18 日召開「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

準共同擬訂會議」(以下稱「藥物共擬會議」)，在醫藥界、付費者代表

以及病友團體的共同努力下，通過多項新藥納入健保給付案和給付規定

擴增案，其中包括 B 型血友病的預防性治療新藥納入給付、生物製劑藥

品擴增給付用於小兒非感染性葡萄膜炎，以及治療過動症的新劑型新藥

納入健保給付等。 

 

目前健保已收載用於 B 型血友病預防性治療的基因重組第九凝血因子，

其半衰期較短，因此須每週注射 1 至 2 次，而此次藥物共擬會議通過將

含 eftrenonacog alfa 成分藥品以及含 albutrepenonacog alfa 成分藥

品納入健保給付，此兩項藥品相較於現行健保給付用藥具有較長的半衰

期，每週僅須注射 1 次即可，大幅減少了靜脈注射的頻率及每位病患的

藥品療程費用，同時減少出血頻率，並可藉此提升病患的遵醫囑性和生

活品質，預期此兩項藥品納入給付後五年內，將會有約 57 位至 148 位病

患受惠，對於健保的財務影響則可節省約 500 萬元到 1,650 萬元。 

 

另外，藥物共擬會議同意修訂生物製劑含 adalimumab 成分藥品之給付規

定，擴增給付使用於小兒非感染性葡萄膜炎。小兒非感染性葡萄膜炎為

一種自體免疫性疾病，可能會導致視力喪失或全盲，嚴重影響病患的日

常生活、求學和社交活動，目前的標準治療用藥為第一線給予眼用類固

醇，視病情需要可短期給予口服類固醇，若治療效果不佳則再加上免疫

調節劑 methotrexate(MTX)。而對於二線用藥 MTX 效果不彰的病人，含

adalimumab 成分藥品則是目前國內唯一被核准使用的生物製劑，在擴增

給付後可望降低此類病患失明的風險，預計將有約 130 名病患受惠。 

 

此外，治療過動症含 methylphenidate 成分之國產新劑型新藥，經過藥

物共擬會議討論並同意納入健保給付，該藥品符合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

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 17-1 條規定，在我國為國際間第一個上市，其劑型

兼具速效及緩釋特性，可滿足臨床需求並提升病患的遵醫囑性，具有臨

床價值，預計納入給付後將會有約 2,200 名病患受惠。 

 

健保署近年致力於合理分配有限之醫療資源，期盼將健保資源給付於最

有效益的治療上，未來亦將持續與藥物共擬會議代表(含專家、醫界團體、

付費者代表、病友團體及製藥界代表)一起努力，讓每個藥品的給付均能

達到最佳效益。 

 

 



 

食藥署啟動「109 年皮蛋及鹹蛋製造業稽查專案」 
 

從傳統皮蛋豆腐、鹹蛋炒苦瓜到現在創新的炸皮蛋、金沙料理能看出國

人對皮蛋及鹹蛋的喜愛，為確保市售該等產品之安全衛生，食品藥物管

理署(下稱食藥署)近日將啟動「109 年皮蛋及鹹蛋製造業稽查專案」，聯

合地方政府衛生局針對皮蛋及鹹蛋製造業執行稽查及抽驗，以維護民眾

食用衛生安全。 

 

本次稽查重點除包括食品業者登錄、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GHP)、食品

安全管制系統準則(HACCP)、使用原料來源及使用情形、原料驗收及自主

管理、食品添加物使用情形、產品銷售流向等，另抽驗加工蛋品及原料

蛋分別檢驗鉛、銅含量、防腐劑、蘇丹色素、一般食品衛生標準或動物

用藥殘留等。 

 

食藥署呼籲食品業者落實自主管理，製作皮蛋及鹹蛋之場(廠)區環境衛

生、人員操作及倉儲管理等應遵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相關規定。如果

經衛生單位查獲不符 GHP 的缺失，經要求限期改正而屆期沒有改正，將

依違反食安法第 8 條第 1 項及同法第 44 條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2 億元以

下罰鍰；另原料或成品如經檢出不符法規標準，將依法處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