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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家畜傳染病防治條例」於民國五十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公布施行，嗣

於八十五年一月三十一日修正公布，並將名稱修正為「動物傳染病防治條

例」（以下簡稱本條例），歷經十次修正，最近一次於一百零三年十二月二

十四日修正公布。 

為調和檢疫物輸出入之應遵循規範、檢疫流程與實務操作等程序，遂

重新審視本條例修正條文並依業務執行時序進行架構調整及排序，統一相

關用詞，俾利執法及檢疫實務與操作流程順暢。 

為利申請人瞭解申請檢疫之責任義務，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檢疫物

品目、各國疫情狀態及訂定相關檢疫準則或條件，俾有效掌握國際疫情以

防範疫病入侵，檢疫物品目應自公告之港、站輸入，以管理檢疫物經由貨

運、旅客攜帶、郵遞寄送、進儲自由貿易港區等方式輸出入或途經我國轉

換運輸工具，並明訂違反相關行為樣態之罰則。爰擬具本條例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重點如下： 

一、為擴大重要動物傳染病檢驗量能以利動物防疫，並符國內外實驗室實

務運作計，參酌傳染病防治法第四十六條規定，修正第一項第二款，

經指定公告之動物傳染病檢驗結果，由中央主管機關所設具實驗室能

力試驗證明之機關，或其他具實驗室能力試驗證明之機關、學術或研

究機構確定之。（修正條文第十二條之二） 

二、配合檢疫順序及實務作業，進行架構調整及排序，爰刪除現行條文第

三十二條及刪除現行條文第三十四條之一。 

三、配合檢疫實務及順序，明訂對檢疫物之判定原則及通知其結果。（刪除

現行條文第三十二條之一、修正條文第三十七條之二） 

四、為利申請人瞭解申請檢疫之責任義務，對應申請檢疫之檢疫物品目及

其檢疫準則或條件，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及訂定，並授權公告各國

疫情狀態，俾有效掌握國際疫情以防範疫病入侵，以管理檢疫物輸出

入或途經我國轉換運輸工具。（修正條文第三十三條） 

五、動物須進行隔離檢疫者，輸出入前應先排妥隔離場所，將現行條文第

三十四條之一第二項移列規範。（修正條文第三十三條之一） 

六、授權公告輸入檢疫物品目之港、站，供申請人遵循辦理。申明檢疫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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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目不得以郵遞寄送輸入，檢疫物品目途經我國轉換運輸工具前應申

請同意，賦予航空或船舶等運輸業者申請檢疫之責任義務，並配合政

府推動自由貿易港區政策，針對非以輸入為目的而進儲該區之檢疫物

品目，簡化其檢疫作業，並授權訂定相關辦法。（修正條文第三十四條） 

七、為防範疫病散播，裝載屬檢疫物品目之活動物於輸入或途經我國轉換

運輸工具時，動物檢疫人員得於該動物仍在運輸工具內之情形下，先

行檢疫。另考量檢疫風險，輸入人不得擅自破壞檢疫物之包裝或移動。

檢疫物經檢疫發現有散播動物傳染病之虞時，應禁止輸入或途經我國

轉換運輸工具且為必要之處置。（修正條文第三十五條） 

八、檢疫物品目之輸入人或其代理人，向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申請檢疫時，

未依規定繳驗動物檢疫證明書或檢疫準則所規定之文件等情形之處置

原則。（修正條文第三十五條之一） 

九、輸出檢疫係配合輸入國規定，賦予輸出人申請輸出檢疫義務，且經檢

疫合格後始核發動物檢疫證明書，免再行檢疫，以簡化出口程序及提

升行政效率。（刪除現行條文第三十六條、刪除現行條文第三十七條、

修正條文第三十八條之二） 

十、明訂活動物輸入後留檢隔離期間的相關人事物應遵行事項。（修正條文

第三十七條之一） 

十一、有關採取安全措施或必要處置之費用應由輸入人、所有人、管理人

或其代理人負擔，俾符合使用者付費之精神。（修正條文第三十八條） 

十二、規範自外國抵達之運輸工具所載運殘留肉類及其製品而非走私之檢

疫物的處置原則。（修正條文第三十八條之一） 

十三、經查世界動物衛生組織全年均有國際間發生重大動物傳染病通報之

疫情，實無期間限制。對造成疫情之重大過失應納為考量要件。（修正

條文第四十一條之一） 

十四、配合修正條文第三十三條、第三十三條之一、第三十四條、第三十

五條及第三十七條之一等，同時考量貿易行為多樣化，如行為人屬非

以營利為目的之自然人，或旅客攜帶少量檢疫物入境，評估其危害風

險，針對情節輕微者給予減輕或免予處罰，前述違規程度基於比例原

則，修正相關罰則。（修正條文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二條、第四十三條、

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五條、第四十五條之一及第四十五條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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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二條之二  經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公告之動物傳染

病，其檢體之檢驗與報告及

確定，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檢驗與報告：送中央主

管機關或具實驗室能

力試驗證明之機關、學

術或研究機構檢驗；檢

驗結果，應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及中

央主管機關。 

二、確定：前款檢驗結果，

由中央主管機關所設

具實驗室能力試驗證

明之機關，或其他具實

驗室能力試驗證明之

機關、學術或研究機構

確定之。檢驗結果經確

定後，中央主管機關應

即公開。 

  前項具實驗室能力試驗

證明之機關、學術或研究機

構之資格要件、輔導與查核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二條之二  經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公告之動物傳

染病，其檢體之檢驗與報告

及確定，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 

一、檢驗與報告：送中央主

管機關或具實驗室能

力試驗證明之機關、學

術或研究機構檢驗；檢

驗結果，應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及中

央主管機關。 

二、確定：前款檢驗結果，

由中央主管機關所設

具實驗室能力試驗證

明之機關確定之。檢驗

結果經確定後，中央主

管機關應即公開。 

  前項具實驗室能力試驗

證明之機關、學術或研究機

構之資格要件、輔導與查核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 依第二項規定，經中央主

管機關以嚴謹程序審定

具實驗室能力試驗證明

之檢驗機構，其檢驗結果

已足具相當之品質及可

信度，如該等結果皆須再

經中央主管機關所設具

實驗室能力試驗證明之

機關以書面審查或重新

檢驗確定之，反徒耗檢驗

人力與檢測資源，並恐拖

延防疫時效。 

二、 為擴大重要動物傳染病

檢驗量能，以維動物防疫

工作之推動，並符國內外

實驗室實務運作計，經中

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檢驗

機構，具有標準檢驗能力

者，即能加入防疫工作。

爰參酌傳染病防治法第

四十六條規定，修正第一

項第二款，經指定公告之

動物傳染病檢驗結果，由

中央主管機關所設具實

驗室能力試驗證明之機

關，或其他具實驗室能力

試驗證明之檢驗機構均

可確定之 

第三十二條(刪除) 第三十二條 輸出入檢疫物之

檢疫，由輸出入動物檢疫機

關或其委託之機構辦理，並

應在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

指定之港、站、動物隔離所

或其他指定場所行之。 

    輸出檢疫物需於輸出前

進行產地檢疫者，動物防疫

機關應配合輸出入動物檢

疫機關辦理；其檢疫程序、

輸出登記及廢止、衛生管理

、抽樣檢驗、疫情通報、查

核、健康證明之核發與廢止

一、 本條刪除。 

二、 配合檢疫實務順序，第一

項移列修正條文第三十

四條第二項規範。 

三、 第二項係規範輸出檢疫

業務，按檢疫實務順序，

移列修正條文第三十八

條之二第三項規範。 

四、 考量經檢疫合格之動物

引入動物傳染病之風險

甚低，近十年之輸入活動

物經追蹤檢疫結果無引

入疫病風險，為適當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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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輸入檢疫物需於輸入後

進行追蹤檢疫者，由輸出入

動物檢疫機關通知動物防

疫機關辦理；其查核、飼養

管理、通知、疫情通報、追

蹤檢疫期間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行政資源及減輕民眾負

擔，爰刪除第三項規定。 

 

第三十二條之一(刪除) 第三十二條之一   輸出入檢

疫機關或其委託之機構依

本條例執行檢疫時，對整批

動物得個別為之；對動物以

外檢疫物，應整批為之。 

    前項檢疫不合格者，不得

申請複檢。 

一、 本條刪除。 

二、 按檢疫實務順序，檢疫結

果之判定，應列於申請檢

疫後，爰將移列修正條文

第三十七條之二規範。 

第三十三條 為維護動物及人

體健康之需要，中央主管機

關應公告檢疫物品目及外

國動物傳染病之疫情狀態

，並得針對特定檢疫物品目

採取下列檢疫措施： 

一、輸入前應事先申請輸入

檢疫同意文件或檢疫

條件函。 

二、禁止輸出入或途經我國

轉換運輸工具。 

三、依檢疫條件管理。 

四、隔離檢疫。 

首次輸入之檢疫物品目

，未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檢

疫條件者，其輸入人應於輸

入前，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發給個案檢疫條件，並依個

案檢疫條件向輸出入動物

檢疫機關申請檢疫。 

第一項申請輸入檢疫同

意文件或檢疫條件函之申

請程序、核發、禁止輸出入

或途經我國轉換運輸工具

、檢疫條件、隔離檢疫、前

項個案檢疫條件之申請程

序、條件、核發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準則，由中央主管

第三十三條 為維護動物及人

體健康之需要，中央主管機

關得訂定檢疫物之檢疫條

件及公告外國動物傳染病

之疫區與非疫區，以禁止或

管理檢疫物之輸出入。 

一、為利輸入人瞭解及遵循輸

入貨物之適用規定，授權

公告檢疫物品目及訂定

其輸入規定。與國際規範

調和，參照世界動物衛生

組織及各國防治動物傳

染病之公告措施係依其

發生情形及風險狀態進

行管制，例如將各國（地

區）發生牛海綿狀腦病之

風險區分為風險未定、風

險已控制及風險可忽略

三等級，爰將「疫區與非

疫區」修正為「疫情狀態

」。又邊境檢疫實務除輸

出入外，亦有「途經我國

轉換運輸工具」，而該詞

較現行條文第三十四條

第五項之「過境或轉口」

明確，且切合國際間慣用

之 transit 或 transshipment

用語，遂為防範外國特定

動物傳染病傳入我國，落

實邊境檢疫措施管理制

度，輸入之檢疫物自輸出

國或產地起運輸出前，由

輸入人事先向動物檢疫

機關申請同意，核發檢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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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定之。 

動物疾病非屬前項檢疫

條件所列應施檢疫疾病者

，中央主管機關得因應國際

間緊急疫情，公告指定為應

施檢疫疾病及其檢疫措施。 

物品未經中央主管機關

依第一項公告為檢疫物品

目，而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

認為有必要者，得逕予強制

執行檢疫或檢查；其有傳播

動物傳染病之虞者，輸出入

動物檢疫機關應禁止其輸

入、途經我國轉換運輸工具

或為必要之處置。 

同意文件或檢疫條件函

，並依所適用之檢疫條件

申辦輸入作業，不符檢疫

條件之檢疫物，予以禁止

輸出入或途經我國轉換

運輸工具，另規範經公告

指定活動物，輸入後須進

行隔離檢疫，爰修正第一

項。 

二、現今國際貿易發達，輸入

貨品之樣態迭有更新；對

首次輸入之貨品，倘皆須

依第一項規定逐一循法

制作業程序公告檢疫條

件，勢必緩不濟急。故應

由輸入人於輸入前，先向

中央主管機關申請發給

個案檢疫條件，以兼顧風

險管控與國際貿易順暢

，增訂第二項。 

三、為保障人民權益，檢疫準

則應由中央主管機關訂

定，並敘明檢疫實務作業

程序、檢疫物品目之檢疫

條件及個案檢疫條件等

實質內容，其認屬檢疫條

件之管理事項包括輸出

國應符合之疫情狀態、檢

疫物品目之應施檢疫疾

病、檢疫物品目之來源場

或生產設施應符合之要

求、檢疫物品目輸出前應

施行之檢疫措施、輸出國

主管機關簽發動物檢疫

證明書、健康證明書或輸

入人應檢附之文件所記

載事項及輸入後處置措

施，增訂第三項。 

四、受氣候變遷等因素影響，

新興傳染病層出不窮，且

因交通便利，國際貿易發

達，人與貨品的移動或流

通，加速傳染病的散播，

例如一百零六年六月間

國內首見之吳郭魚湖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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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毒 病 （ Tilapia Lake 

Virus, TiLV），造成產業及

消費者之恐慌。為有效防

範新興動物疫病藉貿易

方式傳入我國，授權中央

主管機關得以公告指定

方式將新興動物疫病病

納入應施檢疫範圍，以因

應緊急疫情，增訂第四項

。 

五、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基於

疫病傳播風險考量，得依

職權對輸入未經第一項

規定公告之物品者，執行

檢疫或檢查。經發現有傳

播動物傳染病之虞者，應

禁止輸入或為必要之處

置，例如自駕旅遊車輛搭

乘國際客貨輪抵達我國

時，若該車輛於外國期間

有經過畜牧（禽）場或候

鳥棲息之濕地等地區，駕

駛人與車輛均有被動物

傳染病病原體污染之風

險，人員衣物、鞋底與自

駕車輛應為必要之處置

，以降低動物傳染病散播

風險，增訂第五項。 

第三十三條之一   輸出入動

物應受隔離檢疫者，動物之

輸出入人或其代理人應於

輸出入前，先向輸出入動物

檢疫機關請准排妥動物隔

離場所或其他指定場所後

，始得輸出入。 

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二項   輸

出入動物應受隔離檢疫者

，動物之輸出入人或其代理

人應於輸出入前，先向輸出

入動物檢疫機關請准排妥

指定之港、站動物隔離場所

或其他指定場所後，始得輸

出入。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現行檢疫實務，輸出

入動物須進行隔離檢疫

者，應於輸出入前先排妥

隔離場所，進行檢疫作業

始得辦理後續事宜，將現

行條文第三十四條之一

第二項移列本條規範，文

字酌作修正。 

第三十四條   檢疫物品目應

由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公

告之港、站輸入或途經我國

轉換運輸工具。 

檢疫物品目之檢疫，由輸

出入動物檢疫機關或其委

託之機構辦理，並應在輸出

入動物檢疫機關指定之港

第三十四條   檢疫物之輸入

人或代理人應於檢疫物到

達港、站前向輸出入動物檢

疫機關申請檢疫，繳驗輸出

國檢疫機關發給之動物檢

疫證明書。檢疫結果認為罹

患或疑患動物傳染病者，應

禁止進口或為必要之處置。 

一、輸入或途經我國轉換運輸

工具之檢疫物品目，應由

設有海關之海、空港等通

關商埠為之，其港、站應

由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

公告，使利害關係人能切

實遵循辦理檢疫物品目

之檢疫作業，爰增訂第一



附件 2018.04.19 

 7 

、站、動物隔離場所或其他

指定場所、區域行之。 

檢疫物品目之輸入人或

其代理人，應於檢疫物品目

到達第一項公告之港、站時

，向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申

請檢疫，繳驗輸出國檢疫機

關發給之動物檢疫證明書

或檢疫準則所規定之文件。 

旅客或服務於車、船或航

空器之人員攜帶檢疫物品

目者，應於入境時依前項規

定申請檢疫。 

檢疫物品目不得以郵遞

寄送輸入；其以郵遞寄送輸

入者，應予退運或銷毀。 

檢疫物品目途經我國轉

換運輸工具前，應由所有人

或其代理人，或管理人先向

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申請

核准，並由民用航空運輸或

船舶運送業者於檢疫物品

目途經我國轉換運輸工具

時申請檢疫。 

檢疫物品目非以輸入為

目的而進儲自由貿易港區

者，其申請檢疫之程序或應

檢附之文件，得予簡化；其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

自由貿易港區主管機關定

之。 

旅客或服務於車、船、航

空器人員攜帶檢疫物者，應

於入境時依前項規定申請

檢疫。 

第一項所定動物檢疫證

明書應載有符合前條所定

檢疫條件之檢疫結果。 

未依第一項規定繳驗動

物檢疫證明書，或動物檢疫

證明書記載事項與檢疫條

件規定不符者，輸出入動物

檢疫機關得按其情節輕重

，為下列處置： 

一、依國際動物檢疫規範，

採取安全性檢疫措施。 

二、延長動物隔離留檢期間

，並為必要之診斷試驗

或補行預防注射；認無

動物傳染病嫌疑時，得

簽發檢疫證明書放行。 

三、通知輸入人或代理人限

期補齊必要之檢疫證

明文件；證明文件無法

補齊者，得將檢疫物予

以退運或撲殺銷燬。 

四、將檢疫物逕予退運或撲

殺銷燬。 

過境或轉口、轉運之檢疫

物，應由輸入人或代理人、

管理人依第一項規定申請

檢疫，若發現有罹患、疑患

或可能感染動物傳染病或

污染動物傳染病病原體之

虞時，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

應即依職權採取安全措施

或必要之處置。 

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派

員於港、站稽查輸出入之檢

疫物，發現有逃避檢疫情事

，除依本條例規定處罰外，

並令其補辦檢疫手續。未於

規定期限內完成補辦檢疫

手續者，輸出入檢疫機關應

即依職權採取安全措施或

必要之處置。 

項。 

二、第二項由現行條文第三十

二條第一項移列規範，為

使大多數合法貨品順利

通關，兼顧貿易便捷及敦

促各機關共同把關，朝向

於指定區域執行集中開

櫃開箱查驗作業，文字配

合相關條文酌作修正。 

三、第三項由現行條文第一項

前段移列規範輸入人申

請檢疫事宜，後段文字針

對動物傳染病採取安全

措施或必要處置移列第

三十五條第一項後段規

範，文字酌作修正。 

四、第四項由現行條文第二項

移列規範，文字配合相關

條文酌作修正。 

五、增訂第五項，參考萬國郵

政公約禁止活動物郵遞

寄送之規定，禁止檢疫物

以郵遞寄送方式輸入，違

者應予退運或銷毀。 

六、現行條文第五項移列第六

項規範，有關中央主管機

關依修正條文第三十三

條第一項公告之檢疫物

品目於途經我國轉換運

輸工具前，應事先取得同

意文件並交由民用航空

運輸或船舶運輸業者申

請檢疫，並由輸出入動物

檢疫機關執行檢疫。針對

動物傳染病採取安全措

施或必要處置之文字移

列第三十五條第一項後

段規範。 

七、增訂第七項，配合政府推

動設立自由貿易港區政

策，考量輸入並進儲自由

貿易港區之檢疫物係為

轉口、集散、製造、加工

等目的，且終將再輸出，

其輸入之檢疫條件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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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疫物在未經檢疫前，不

得拆開包裝或擅自移動。 

由國外裝運動物之進口

船隻駛抵港外時，應依照國

際慣例豎立動物檢疫信號。 

第一項及第四項至第六

項所定安全措施或必要處

置之費用，由輸入人或代理

人、管理人負擔。 

第三十二條第一項   輸出入

檢疫物之檢疫，由輸出入動

物檢疫機關或其委託之機

構辦理，並應在輸出入動物

檢疫機關指定之港、站、動

物隔離所或其他指定場所

行之。 

般貨物雖無不同，惟其檢

疫之申請方式及檢附文

件得予簡化，期加快檢疫

物通關速度，並授權訂定

辦法。 

八、動物檢疫證明書應記載事

項，已納入修正條文第三

十三條第一項之檢疫準

則規範，爰刪除現行條文

第三項。 

九、配合檢疫實務順序，現行

條文第四項、第六項及第

七項分別移列修正條文

第三十五條之一及第三

十五條規範。 

十、現今裝載動物船舶入港時

採電子通訊，無豎立檢疫

信號，爰刪除現行條文第

八項。 

十一、配合檢疫實務順序，現

行條文第九項移列修正

條文第三十八條第二項

規範。 

第三十四條之一(刪除) 第三十四條之一   為執行檢

疫並防止動物傳染病之傳

染及蔓延，中央主管機關得

視檢疫物種類，訂定應實施

動物傳染病檢疫之處理、方

法、作業程序、動物隔離之

地點、時間、程序及留檢動

物之運送等相關管理辦法。 

輸出入動物應受隔離檢

疫者，動物之輸出入人或其

代理人應於輸出入前，先向

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請准

排妥指定之港、站動物隔離

場所或其他指定場所後，始

得輸出入。 

非動物檢疫人員未經輸

出入動物檢疫機關許可，不

得擅入動物隔離場所。在隔

離期間，供應該動物之飼料

、褥草、藥物及留檢期間所

生產之乳、卵、茸、毛、羽

、幼畜及其他可能傳播動物

一、 本條刪除。 

二、 第一項規範事項與修正

條文第三十三條第二項

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

檢疫準則之內容相近，為

避免重複，爰予刪除。 

三、 第二項移列修正條文第

三十三條之一規範。 

四、 第三項及第四項移列修

正條文第三十七條之一

第二項及第三項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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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病病原體之物品，非經

動物檢疫人員檢查許可，不

得攜出或攜入。 

動物留檢隔離期間，經診

斷為罹患或疑患動物傳染

病者，輸出入動物檢疫人員

得依實際情況進行必要處

置。有立即處理之必要者，

得逕行處理，並發給輸出入

人或其代理人處置證明書。 

第三十五條   檢疫物品目輸

入或途經我國轉換運輸工

具卸貨前，動物檢疫人員於

必要時，得在車、船或航空

器內先行檢疫。動物檢疫人

員執行檢疫時，發現檢疫物

罹患、疑患、可能感染或傳

播動物傳染病之虞時，得對

該檢疫物及車、船或航空器

採取安全措施及必要之處

置。車長、船長、機長、管

理人或其職務代理人不得

規避、妨礙或拒絕。 

檢疫物在運輸途中罹患

或疑患動物傳染病死亡者

，該運輸車、船或航空器進

入港、站時，其車長、船長

、機長、管理人或其職務代

理人於起卸貨物前，應先向

動物檢疫人員報告，並依其

指示執行安全措施或必要

處置。 

航海中依第二十五條規

定處理者，應詳記航海日誌

，以備入港時接受動物檢疫

人員之查詢。 

檢疫物品目在未完成檢

疫前，應維持原狀；未經輸

出入動物檢疫機關核准，不

得擅自破壞包裝、移動或為

其他可能傳播動物傳染病

之行為。 

輸入人或其代理人未依

第三十四條第三項、民用航

空運輸或船舶運送之業者

第三十五條 動物檢疫人員於

必要時，得於輸入之檢疫物

卸貨前，在車、船或航空器

內先行檢疫。檢疫人員執行

檢疫時，發現輸入動物罹患

或疑患動物傳染病時，得對

檢疫物及車、船或航空器進

行必要之處置。車長、船長

、機長、管理人或其職務代

理人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 

輸入動物在運輸途中，罹

患或疑患動物傳染病死亡

者，該運輸車、船或航空器

進入港、站時，其車長、船

長、機長、管理人或職務代

理人於起卸貨物前，應先向

動物檢疫人員報告，並依其

指示辦理。 

航海中依本條例第二十

五條規定處理者，應詳記航

海日誌，以備入港時接受動

物檢疫人員之查詢。 

第三十四條第七項 檢疫

物在未經檢疫前，不得拆開

包裝或擅自移動。 

第三十四條第六項 輸出

入動物檢疫機關派員於港

、站稽查輸出入之檢疫物，

發現有逃避檢疫情事，除依

本條例規定處罰外，並令其

補辦檢疫手續。未於規定期

限內完成補辦檢疫手續者

，輸出入檢疫機關應即依職

權採取安全措施或必要之

一、運輸工具裝載屬檢疫物品

目之活動物輸入或途經

我國轉換運輸工具，必要

時由動物檢疫人員於該

運輸工具內先行檢疫。現

行條文第三十四條第一

項及第五項後段文字「針

對動物傳染病採取安全

措施或必要處置」之文字

均移列至第一項規範。 

二、第二項，文字酌作修正。 

三、第三項，文字酌作修正。 

四、第四項由現行條文第三十

四條第七項移列規範，輸

入檢疫物尚未經動物檢

疫人員檢疫前，考量檢疫

風險，如未獲許可或核准

，應維持原狀，輸入人不

得擅自破壞包裝或移動

，文字酌作修正。 

五、第五項由現行條文第三十

四條第六項移列規範，文

字酌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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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同條第六項規定申請

檢疫者，除依第四十五條第

十三款規定處罰外，輸出入

動物檢疫機關應令其補辦

檢疫手續、採取安全措施或

必要之處置。 

處置。 

第三十五條之一   檢疫物品

目之輸入人或其代理人，向

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申請

檢疫時，未依第三十四條第

三項規定繳驗動物檢疫證

明書或檢疫準則所規定之

文件、前述證明書或文件記

載事項與檢疫條件規定不

符，或有其他不符合檢疫條

件規定之情形者，輸出入動

物檢疫機關得按其情節，為

下列必要之處置： 

一、依國際動物檢疫規範，

採取安全性檢疫措施。 

二、延長動物隔離留檢期間

、施行診斷試驗或補行

預防注射；認無動物傳

染病嫌疑時，得簽發檢

疫證明書。 

三、通知輸入人或其代理人

限期補齊必要之檢疫

證明文件；證明文件無

法補齊者，得將檢疫物

品目予以退運或撲殺

銷毀。 

四、將檢疫物品目逕予退運

或撲殺銷毀。 

第三十四條第四項   未依第

一項規定繳驗動物檢疫證

明書，或動物檢疫證明書記

載事項與檢疫條件規定不

符者，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

得按其情節輕重，為下列處

置： 

一、依國際動物檢疫規範，

採取安全性檢疫措施。 

二、延長動物隔離留檢期間

，並為必要之診斷試驗

或補行預防注射；認無

動物傳染病嫌疑時，得

簽發檢疫證明書放行。 

三、通知輸入人或代理人限

期補齊必要之檢疫證

明文件；證明文件無法

補齊者，得將檢疫物予

以退運或撲殺銷燬。 

四、將檢疫物逕予退運或撲

殺銷燬。 

一、本條新增。 

二、由現行條文第三十四條第

四項移列規範，文字酌作

修正。 

第三十六條(刪除) 第三十六條   輸出檢疫物有

左列情形之一者，應申請檢

疫。經檢疫認為無動物傳染

病或動物傳染病病原體嫌

疑並發給證明書後，始得輸

出： 

一、在輸入國需要輸出國之

檢疫證明書者。 

二、中央主管機關認為國際

檢疫上有必要者。 

一、本條刪除。 

二、按檢疫實務及順序，移列

至修正條文第三十八條

之二第一項規範。 

 

第三十七條(刪除） 

 

第三十七條 業經本國甲地檢

疫，具有證明書之檢疫物，

一、本條刪除。 

二、輸出檢疫業務係配合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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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改由本國之乙地出口時

，須向乙地輸出入動物檢疫

機關報驗，必要時並得在乙

地再行檢疫。 

 

國規定辦理，且輸出檢疫    

物品目須經檢疫合格後，    

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始    

核發動物檢疫證明書，為    

簡化出口程序，輸出人無    

需重複報驗及再行檢疫

，爰予刪除。 

第三十七條之一   輸入應受

隔離檢疫動物，輸入人或其

代理人應依動物檢疫人員

指示，於指定期間內送至動

物隔離場所隔離檢疫。 

動物留檢隔離期間，非動

物檢疫人員未經輸出入動

物檢疫機關許可，不得擅入

動物隔離場所。在隔離期間

，該動物、供應該動物之飼

料、褥草、藥物及留檢期間

所生產之乳、卵、茸、毛、

羽、幼畜及其他可能傳播動

物傳染病病原體之物品，非

經動物檢疫人員檢查許可

，不得攜出或攜入。 

動物留檢隔離期間，經診

斷為罹患或疑患動物傳染

病者，輸出入動物檢疫人員

得依實際情況採取安全措

施及必要之處置。有立即處

理之必要者，得逕行處理，

並發給輸出入人或其代理

人處置證明書。 

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三項 非動

物檢疫人員未經輸出入動

物檢疫機關許可，不得擅入

動物隔離場所。在隔離期間

，供應該動物之飼料、褥草

、藥物及留檢期間所生產之

乳、卵、茸、毛、羽、幼畜

及其他可能傳播動物傳染

病病原體之物品，非經動物

檢疫人員檢查許可，不得攜

出或攜入。 

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四項 動物

留檢隔離期間，經診斷為罹

患或疑患動物傳染病者，輸

出入動物檢疫人員得依實

際情況進行必要處置。有立

即處理之必要者，得逕行處

理，並發給輸出入人或其代

理人處置證明書。 

一、本條新增。 

二、輸入應受隔離檢疫動物，

具高風險性應儘速隔離

檢疫，俾防範疫病入侵，

爰增訂第一項。 

三、第二項由現行條文第三十

四條之一第三項移列規

範，明訂屬檢疫物品目之

活動物輸入後留檢隔離

期間，其隔離場所管理人

事物之原則，並酌作文字

修正。 

四、第三項由現行條文第三十

四條之一第四項移列規

範，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三十七條之二   輸出入動

物檢疫機關對檢疫物品目

執行檢疫時，有部分檢疫物

品目經檢疫不合格者，應評

定為整批不合格。但輸出入

動物檢疫機關評估該批檢

疫物品目彼此間無傳播動

物傳染病及交叉污染之虞

者，得個別認定其檢疫結果

。 

檢疫之結果，由輸出入動

物檢疫機關通知輸入人、輸

出人或其代理人。 

檢疫不合格者，不得申請

第三十二條之一   輸出入檢

疫機關或其委託之機構依

本條例執行檢疫時，對整批

動物得個別為之；對動物以

外檢疫物，應整批為之。 

    前項檢疫不合格者，不得

申請複檢。 

一、本條新增。 

二、考量動物已可明確個別辨

識，如刺青、耳標或晶片

等；另動物產品可藉外包

裝標示辨識，隨科技躍進

採多層次材質且獨立包

裝之產品可有效防範動

物傳染病散播及交叉污

染之虞者，得個別認定其

檢疫結果，第一項及第三

項由現行條文第三十二

條之一移列規範，文字酌

作修正。 

三、通知檢疫結果以保障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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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檢。  權益，爰增訂第二項。 

第三十八條  第十二條、第十

四條、第十五條、第十八條

至第二十一條、第二十六條

及第二十七條規定事項發

生於檢疫中者，由輸出入動

物檢疫機關辦理。 

第三十三條第六項、第三

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及第

五項、第三十五條之一、第

三十七條之一第三項所定

安全措施或必要處置之費

用，由輸入人、所有人、管

理人或其代理人負擔。 

第三十八條  第十二條、第十

四條、第十五條、第十八條

至第二十一條、第二十六條

及第二十七條規定事項發

生於檢疫中者，由各該輸出

入動物檢疫機關辦理。 

第三十四條第九項 第一項及

第四項至第六項所定安全

措施或必要處置之費用，由

輸入人或代理人、管理人負

擔。 

一、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二項由現行條文第三十

四條第九項移列規範，因

應檢疫實際業務情況，為

管控動物疫病，必要時應

立即採行安全措施或處

置，其所衍生之費用應由

檢疫物之輸入人、所有人

、管理人或其代理人負擔

，俾符合使用者付費之精

神，配合相關修正條文酌

作文字修正。 

第三十八條之一   來自國外

之車、船或航空器所載廚餘

及殘羹不得離開該車、船或

航空器；離開者，應以輸出

入動物檢疫機關核准之方

式運離及銷毀。 

 

第三十八條之一   私運未依

本條例規定申請檢疫之檢

疫物，及來自國外之車、船

或航空器所載之殘留肉類

及其製品，不得攜帶著陸；

著陸者，應予銷燬。 

經查緝機關查獲屬海關緝私

條例所稱私運之檢疫物應循

本法或相關法規之法定程序

進行處理，本條以規範運輸工

具載運之殘留肉類廚餘及殘

羹為主，爰刪除前段文字，文

字酌作修正。 

第三十八條之二   輸出檢疫

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輸出

人或其代理人應申請檢疫

；經檢疫合格並取得動物檢

疫證明書，始得輸出： 

一、依第三十三條第一項公

告輸出檢疫物品目。 

二、非屬前款檢疫物品目，

而輸入國主管機關要

求檢附我國之動物檢

疫證明書者。 

除前項申請案外，其餘申

請案件輸出入動物檢疫機

關不予發證。 

輸出檢疫物需於輸出前

進行產地檢疫者，動物防疫

機關應配合輸出入動物檢

疫機關辦理。 

第三十六條   輸出檢疫物有

左列情形之一者，應申請檢

疫。經檢疫認為無動物傳染

病或動物傳染病病原體嫌

疑並發給證明書後，始得輸

出： 

一、在輸入國需要輸出國之

檢疫證明書者。 

二、中央主管機關認為國際

檢疫上有必要者。 

第三十二條第二項 輸出檢疫

物需於輸出前進行產地檢

疫者，動物防疫機關應配合

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辦理

；其檢疫程序、輸出登記及

廢止、衛生管理、抽樣檢驗

、疫情通報、查核、健康證

明之核發與廢止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由現行條文第三十

六條移列規範，檢疫物輸

出主要配合輸入國要求

，應由輸出人或其代理人

申請檢疫且經過檢疫合

格者始核發檢疫證明書

，酌作文字修正。 

三、增訂第二項，動物檢疫證

明書係證明我國之疫情

狀態，非屬前述疫情證明

者不予發證。 

四、第三項由現行條文第三十

二條第二項移列規範，因

修正條文第三十三條訂

定檢疫準則且明訂其內

容及應遵行事項，刪除後

段文字。 

第四十一條   違反依第三十

三條第三項所定準則中有

關禁止輸入或途經我國轉

換運輸工具之規定者，處七

第四十一條 違反第三十三條

規定，擅自輸入禁止輸入之

檢疫物者，處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

配合修正條文第三十三條第

三項，文字酌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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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禁止輸入檢疫物品

目，不問屬於何人所有，輸

出入動物檢疫機關得於第

一審法院宣告沒收前逕予

沒入。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

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或其

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

犯第一項之罪者，除處罰其

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

人亦科以第一項之罰金。但

法人之代表人或自然人對

於犯罪之發生，已盡力為防

止行為者，對該法人或自然

人，不予處罰。 

元以下罰金。 

    前項禁止輸入之檢疫物

，不問屬於何人所有，輸出

入動物檢疫機關得於第一

審法院宣告沒收前逕予沒

入。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

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或其

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

犯第一項之罪者，除處罰其

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

人亦科以第一項之罰金。但

法人之代表人或自然人對

於犯罪之發生，已盡力為防

止行為者，對該法人或自然

人，不予處罰。 

第四十一條之一   運輸工具

所有人有前條第一項所定

行為或因其故意或重大過

失致使第三人以其運輸工

具從事該項行為，而散播特

定種類動物傳染病或有散

播之虞者，其運輸工具應予

沒入。 

明知該運輸工具有前項

情事，而仍取得所有權者，

亦同。 

第一項動物傳染病之特

定種類，由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之。 

第一項之沒入，由查緝機

關為之。 

第四十一條之一 運輸工具所

有人於一定期間內，有前條

第一項所定行為或因其故

意致使第三人以其運輸工

具從事該項行為，而散播特

定種類動物傳染病或有散

播之虞者，其運輸工具應予

沒入。 

明知該運輸工具有本條或

前條之違法情事，而仍取得

所有權者，亦同。 

第一項一定期間及動物傳

染病之特定種類，由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 

第一項之沒入，由查緝機

關為之。 

一、鑑於國際上重大動物傳染

病有持續發生之特性，非

以特定期間即可限制其

發生，防疫檢疫並無期間

限制，爰刪除「一定期間

」，第一項及第三項文字

酌作修正。 

二、參採行政罰法第二十二條

之主觀要件，除故意外，

應將重大過失之要件列

入，修正第一項規定。 

三、第三項酌修文字。 

四、第四項未修正。 

第四十二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

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違

反第十九條第一項規

定，擅自將動物移出場

外。 

二、車長、船長、機長、管

理人或其職務代理人

違反第三十五條第二

項規定未於起卸貨前

先向動物檢疫人員報

第四十二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

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違

反第十九條第一項規

定，擅自將動物移出場

外。 

二、違反第三十四條之一第

三項規定，未經許可而

進出或將檢疫物攜出

入動物隔離場所。 

有前項二款所定行為致疫

一、輸入應受隔離檢疫動物，

具高風險性應儘速隔離

檢疫，俾防範疫病入侵，

如未依動物檢疫人員指

示送至動物隔離場所，導

致重大疫災，應加重處罰

，爰第一項第二款增訂違

反第三十五條第二項規

定之罰鍰，並載明行為樣

態。 

二、第一項第三款增訂違反修

正條文第三十七條之一



附件 2018.04.19 

 14 

告或未依其指示辦理。 

三、輸入人或其代理人違反

第三十七條之一第一

項規定，未依動物檢疫

人員指示，於指定期間

內將應受隔離檢疫動

物送至動物隔離場所

隔離檢疫。 

四、違反第三十七條之一第

二項規定，未經輸出入

動物檢疫機關許可，擅

入動物隔離場所或將

檢疫物攜出入動物隔

離場所。 

有前項各款所定行為致

疫情蔓延或散播者，處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

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

金。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

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或其

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

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行

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

亦科以前項之罰金。但法人

之代表人或自然人對於犯

罪之發生，已盡其防止義務

時，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不

予處罰。 

情蔓延或散播者，處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

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

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或其

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

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行

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

亦科以前項之罰金。但法人

之代表人或自然人對於犯

罪之發生，已盡其防止義務

時，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不

予處罰。 

第四十四條第三款 車長、船

長、機長、管理人或其職務

代理人違反第三十五條或第

三十八條之一規定。 

第一項之罰鍰。 

三、第一項第二款移列修正條

文第一項第四款，違規者

係針對擅入動物隔離場

所或其他指定場所將檢

疫物攜出入之任何人，並

不侷限於輸入人或其代

理人，配合修正條文第三

十七條之一第二項規定

，文字酌作修正。 

四、配合修正條文第三十七條

之一第一項規定，第二項

文字酌作修正。 

第四十三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一

百萬元以下罰鍰： 

一、動物所有人、管理人或

運輸業者違反第十二條

規定，未向動物防疫機

關報告，或未依動物防

疫人員指示完成必要處

置。 

二、持有、使用感染性生物

材料者違反第十二條之

一第二項規定，規避、

妨礙或拒絕各級主管機

關之輔導及查核。 

三、散布有關動物傳染病流

行疫情之謠言或傳播不

第四十三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一

百萬元以下罰鍰： 

一、動物所有人、管理人或

運輸業者違反第十二條

規定。 

二、違反第十二條之一第二

項規定，規避、妨礙或

拒絕各級主管機關之輔

導及查核。 

三、散布有關動物傳染病流

行疫情之謠言或傳播不

實之流行疫情消息。 

四、獸醫師、獸醫佐或動物

用藥品販賣業者違反第

十三條之一第一項規定

一、為明訂違規人行為態樣，

爰修正第一款、第二款、

第四款及第五款規定。 

二、第三款、第六款及第七款

未修正。 

三、考量違反第二十八條第一

項第一款法定義務之行

為人涵蓋動物產品或動

物運輸業者，非侷限於動

物所有人或管理人，爰修

正第八款所定處罰對象

，刪除「動物所有人或管

理人」之文字。 

四、配合刪除現行條文第三十

二條第二項後段及第三

項文字，爰刪除第九款及



附件 2018.04.19 

 15 

實之流行疫情消息。 

四、獸醫師或獸醫佐違反第

十三條之一第一項規定

，未依中央主管機關規

定使用疫苗種類、接種

疫苗、貯存方式或應繳

交及申報相關文件；動

物用藥品販賣業者違反

第十三條之一第一項規

定，為清除特定之動物

傳染病，販賣未依中央

主管機關規定使用疫苗

種類。 

五、獸醫師或獸醫佐違反第

十七條規定，未向當地

動物防疫機關報告。 

六、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違

反第十九條第一項或第

二項規定，未依動物防

疫人員指示為動物之隔

離、其他必要措施或將

動物移出舍外或移入。 

七、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違

反第二十三條規定，未

依動物防疫人員指示處

置，或違反第二十六條

第一項規定，未向動物

防疫人員報告。 

八、違反第二十八條第一項

各款所定措施之一。 

。 

五、獸醫師或獸醫佐違反第

十七條規定。 

六、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違

反第十九條第一項或第

二項規定，未依動物防

疫人員指示為動物之隔

離、其他必要措施或將

動物移出舍外或移入。 

七、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違

反第二十三條規定，未

依動物防疫人員指示處

置，或違反第二十六條

第一項規定，未向動物

防疫人員報告。 

八、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違

反第二十八條第一項各

款所定措施之一。 

九、輸出檢疫物之所有人或

管理人違反依第三十二

條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

關檢疫程序、輸出登記

、衛生管理、抽樣檢驗

、疫情通報或查核之規

定。 

十、檢疫物之所有人或管理

人違反依第三十二條第

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查

核、飼養管理、通知或

疫情通報之規定。 

十一、檢疫物之輸入人或代

理人違反依第三十

三條所定檢疫條件。 

十二、檢疫物之輸入人或代

理人、管理人違反第

三十四條第一項、第

五項或第六項規定

，未申辦檢疫。 

十三、違反第三十四條第七

項規定，未經檢疫前

而拆開包裝或擅自

移動。 

十四、動物之輸入人或代理

人違反依第三十四

條之一第一項所定

第十款。 

五、配合刪除現行條文第三十

四條之一，爰刪除第十四

款。 

六、基於比例原則，第十一款

、第十二款、第十三款及

第十五款條文移列至修

正條文第四十五條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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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中有關檢疫程

序、動物運送、查核

、飼養管理、通知或

疫情通報之規定。 

十五、動物之輸出入人或代

理人違反第三十四

條之一第二項規定

，未先請准排妥隔離

場所而輸出入動物。 

第四十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

萬元以下罰鍰： 

一、化製場或運輸業者違反

第十六條第一項或第二

項規定。 

二、化製場或運輸業者違反

依第十六條第三項所定

辦法中有關化製場之消

毒設施與設備之設置、

項目、消毒方法、消毒

程序、委託化製、化製

原料來源之限制使用、

通報、查核、運輸車合

格證之換證或報備義務

規定。 

三、車長、船長、機長、管

理人或其職務代理人違

反第三十五條第三項規

定，於航海中未詳記航

海日誌，以備入港時接

受動物檢疫人員之查詢

。 

四、違反第三十八條之一規

定未依輸出入動物檢疫

機關核准之方式銷毀或

運離車、船或航空器所

載廚餘及殘羹。 

五、檢疫物品目之輸出人或

代理人未依第三十八條

之二第一項規定申請檢

疫。 

第四十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

萬元以下罰鍰： 

一、化製場或運輸業者違反

第十六條第一項或第二

項規定。 

二、化製場或運輸業者違反

依第十六條第三項所定

辦法中有關化製場之消

毒設施與設備之設置、

項目、消毒方法、消毒

程序、委託化製、化製

原料來源之限制使用、

通報、查核、運輸車合

格證之換證或報備義務

規定。 

三、車長、船長、機長、管

理人或其職務代理人違

反第三十五條或第三十

八條之一規定。 

四、檢疫物之輸出人或代理

人未依第三十六條規定

申請檢疫或第三十七條

規定檢疫或申請報驗。 

一、第三款係修正違反第三十

五條第三項規定之罰鍰

，詳述相關行為樣態。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三十八條

之一，由第三款後段文字

移列至第四款規範，詳述

相關行為樣態，文字酌作

修正。 

三、配合修正條文第三十八條

之二第一項及刪除現行

條文第三十七條規定，第

四款移列至第五款規範

，文字酌作修正。 

 

 

第四十五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

五萬元以下罰鍰： 

一、所有人或關係人無正當

第四十五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

五萬元以下罰鍰： 

一、所有人或關係人違反第

一、為使所有人或關係人違規

樣態更為明確，爰將第一

款配合現行條文規範之

行為樣態，文字酌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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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規避、妨礙或拒絕

動物防疫人員或動物檢

疫人員依第九條執行職

務或任何人違反第二十

九條停止營業規定。 

二、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違

反第十三條第一項、第

二項不為動物防治措施

或違反第四項無正當理

由規避、妨礙或拒絕動

物防疫人員或執業獸醫

師施行防治措施之指示

。 

三、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違

反第十三條之一第一項

規定，有關使用疫苗之

種類、投與時機、附加

標示、繳交及申報相關

文件或移動管制及其他

應施行之防治措施。 

四、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違

反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未依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命令，於指定

區域內應施行之防治措

施。 

五、動物運輸業者未依第十

四條第二項或產銷業者

未依第十四條第四項規

定辦理，經勸導拒不改

善或一年內再次違反。 

六、任何人違反第十四條之

一公告禁止事項。 

七、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違

反第十五條規定，未依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命令提供動物剖驗，

或未依動物防疫人員指

導燒燬、掩埋動物屍體

。 

八、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違

反第二十條規定，未依

動物防疫人員指導撲殺

、燒燬、掩埋、消毒、

化製或其他必要之處置

九條或第二十九條規定

。 

二、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違

反第十三條第一項、第

二項不為動物防治措施

或第四項、第十三條之

一第一項、第十四條第

一項、第十五條、第二

十條或第二十二條規定

。 

三、動物運輸業者未依第十

四條第二項或產銷業者

未依第十四條第四項規

定辦理，經勸導拒不改

善或一年內再次違反。 

四、任何人違反第十四條之

一公告禁止事項。 

五、違反第二十四條擅自開

掘掩埋地點或燬損標識

。 

第四十三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一

百萬元以下罰鍰： 

十一、檢疫物之輸入人或代

理人違反依第三十

三條所定檢疫條件。 

十二、檢疫物之輸入人或代

理人、管理人違反第

三十四條第一項、第

五項或第六項規定

，未申辦檢疫。 

十三、違反第三十四條第七

項規定，未經檢疫前

而拆開包裝或擅自

移動。 

十五、動物之輸出入人或代

理人違反第三十四

條之一第二項規定

，未先請准排妥隔離

場所而輸出入動物。 

  

。 

二、考量第二款所列條文規範

之行為樣態有別，為使動

物所有人或管理人違規

樣態更臻明確，爰分列於

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

、第七款、第八款及第九

款。 

三、第三款移列至第五款。 

四、第四款移列至第六款。 

五、第五款移列至第十款。 

六、第十一款至第十二款、第

十四款及第十六款由現

行條文第四十三條第十

一款、第十二款、第十三

款及第十五款移列規範

，其修正如下： 

（一）配合修正條文第三十

三條第二項規定，現

行條文第四十三條

第十一款移列第十

一款規範。 

（二）現行條文第三十四條

之一第二項輸出應

受隔離檢疫動物移

列修正條文第三十

三條之一規範，爰將

罰則自現行條文第

四十三條第十五款

移列第十二款，文字

配合修正。 

（三）現行條文第四十三條

第十二款移列至第

十三款規範，賦予相

關輸入人或其代理

人，以及民用航空運

輸或船舶運送業者

申請檢疫之義務。 

（四）違反修正條文第三十

四條第六項規定未

先向輸出入動物檢

疫機關申請核准者

，應予處分，增訂第

十四款。 

（五）違反修正條文第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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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違

反第二十二條規定，無

正當理由規避、妨礙或

拒絕動物防疫人員、委

託之獸醫師或其聘請執

業獸醫師施行防治措施

之指示。 

十、違反第二十四條擅自開

掘掩埋地。 

十一、檢疫物品目之輸入人

或其代理人違反第

三十三條第一項第

一款規定，輸入特定

檢疫物品目前未事

先申請輸入檢疫同

意文件或檢疫條件

函。 

十二、動物之輸出入人或其

代理人違反第三十

三條之一規定，未先

請准排妥動物隔離

場所或其他指定場

所而輸出入動物。 

十三、檢疫物品目之輸入人

、所有人、管理人或

其代理人違反第三

十四條第三項規定

，或民用航空運輸或

船舶運送業者違反

第三十四條第六項

規定未申請檢疫。 

十四、檢疫物品目所有人、

管理人或其代理人

違反第三十四條第

六項規定未先向輸

出入動物檢疫機關

申請核准。 

十五、車長、船長、機長、

管理人或其職務代

理人違反第三十五

條第一項規定，規避

、妨礙、拒絕動物檢

疫人員對該檢疫物

及車、船或航空器採

五條第一項規定未

先向輸出入動物檢

疫機關申請核准者

，應予處分，增訂第

十五款。 

（六）現行條文第三十四條

第七項移至修正條

文第三十五條第四

項規定，將現行條文

第四十三條第十三

款移列至第十六款

規範，文字酌作修正

。 

（七）另現行條文第三十四

條第五項有關過境

或轉口內容移列至

該條第六項規範為

途經我國轉換運輸

工具之事先申請核

准義務，且現行條文

第三十四條第六項

移列修正條文第三

十五條第五項規範

，經輸出入動物檢疫

機關或海關查獲未

申請檢疫者得令其

補辦檢疫手續及採

取必要措施，違反前

述規定未申請檢疫

或未向輸出入動物

檢疫機關補辦檢疫

手續、採取安全措施

或必要之處置者，予

以處罰，增訂第十七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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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安全措施或必要

處置。 

十六、檢疫物品目之輸入人

或其代理人違反第

三十五條第四項規

定，未經輸出入動物

檢疫機關核准，將動

物檢疫物品目擅自

破壞包裝、移動或為

其他可能傳播動物

傳染病之行為。 

十七、檢疫物品目之輸入人

、所有人、管理人、

民用航空運輸或船

舶運送業者或其代

理人違反第三十五

條第五項規定未依

輸出入動物檢疫機

關指示補辦檢疫手

續，或未配合採取安

全措施或必要處置。 

第四十五條之一 旅客或服務

於車、船、航空器人員未依

第三十四條第四項規定申

請檢疫者，處新臺幣三千元

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 

第四十五條之一 旅客或服務

於車、船、航空器人員未依

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規定申

請檢疫者，處新臺幣三千元

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 

配合修正條文第三十四條第

四項，文字予以修正。 

第四十五條之二 未申請檢疫

而應依第四十五條第十三

款或依前條規定處罰，其情

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予處

罰。 

前項情節輕微之認定及

減免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違反修正條文第三十四條

所定之義務責任者，除輸

入人及其代理人外，亦涵

蓋入境旅客違規攜帶少

量自用之檢疫物，評估危

害風險屬輕微者，為符合

比例原則且避免處罰過

於嚴苛，得予減免或免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