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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月前，黑心油事件鬧得沸沸揚揚，各大媒體都在

討論食安問題，人人跟著緊張，但沒多久，彷彿「三

秋一過，武林就迅速把你忘懷」，只要幾位政府官員請辭下

台，廠商用花俏的行銷手法，重新包裝產品，社會大眾也配

合地回復平常的飲食或採買習慣，很少人會去設想怎麼杜絕

類似問題重演。

 事實上，食安這件事值得仔細考量。若說傷人殺人可處無

期徒刑、死刑等重刑，就代表傷害「一個人」的罪刑不輕。

深究黑心油事件，間接傷害數以千萬人的健康，情節當然不

容輕忽。但因為這些油品經過層層轉賣，經手的貿易商、大

廠又製成不同商品，陸續賣給更下游的店家、小販等等，使

得究責過程益發複雜。由於因果推論、事實舉證如此困難，

到後來幾乎都以「大數法則」予以處分。但這些不肖業者造

成的傷害，如漣漪般層層擴散，以受害人總數來看，其過錯

恐怕不下於重大罪犯。

 政府在整個事件中扮演關鍵的角色，從法令訂定是否合理

有效、檢驗品項是否涵蓋多數食品、實際執行是否徹底、政

府認證機制是否完備，有無與廠商容易產生曖昧的空間，都

是需要討論與檢討，才能切合當今社會的現況與需求。

 消費者的認真與堅持也非常重要，對於累犯廠商，如果還

是同樣去消費，還有什麼廠商會認為自己需要注重原料品

質，避免使用劣質油。以實際的消費行動，來支持優質廠商

非常重要，即使這個意味要付出更多時間，了解食品原料與

製作過程，花費更多金錢，購買講究品質的食品，也應該是

值得的投資。

 現今許多疾病都與飲食有關，認真看待食安問題，不只是

讓人民安心，同時能節省健保與醫療資源，具有高度效益。

惟有政府、廠商、人民都負起責任，才能從源頭解決問題，

形成健全的食安網絡，進而有機會提升與發展台灣的餐飲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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