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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之食用安全，非常重要；衛生福利部於 102 年 12 月 26 日公告「天王補心丹、消痔丸、養

肝丸、六味地黃丸等 22 項（傳統製劑品項約計 200 種）中藥傳統製劑含異常物質限量標準及其

適用範圍」，首次針對中藥傳統製劑訂定限量規範，惟與其他國家中藥重金屬限量標準相較，

過於寬鬆，且又該等標準是否足以確保用藥安全及品質，均有疑慮。又我國中藥材以輸入為主

，且近 3 年自中國大陸輸入量更高達八成以上，惟我國訂定之中藥材重金屬限量標準，卻較中

國大陸及日本寬鬆，尤以「枸杞子」、「人參」、「紅參」及「甘草」等國人常食用之保健養

身品，常被用於烹飪食材，但安全未獲把關。本席建請行政院立即要求衛福部重新檢討中藥傳

統製劑之食用安全與現行中藥材重金屬限量標準及適用範圍標準。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衛福部雖已於 95 年 10 月 26 日開始規範中藥製劑之重金屬限量，並逐步下修限量標準及

擴大適用範圍，惟現行標準仍明顯較中國大陸寬鬆，急需衛福部檢討改進。 

二、衛福部於 102 年 12 月 26 日起規範天王補心丹等 22 項國內中藥傳統製劑之重金屬限量，

惟該限量標準竟係援用市售產品之背景值調查結果為依據，而非以人體食用安全容許量等科學

調查研究為本，甚以多數市售產品皆可符合之數值為訂定標準，顯棄國人健康安全於不顧；復

僅規範 22 種傳統製劑須符合該標準，約僅十分之一之品項納入管理，難謂善盡主管機關之職責

，急需檢討改進。 

三、我國中藥材以輸入為主，且近 3 年自中國大陸輸入量更高達八成以上，惟我國訂定之中

藥材重金屬限量標準，卻較中國大陸及日本寬鬆，尤以「枸杞子」、「人參」、「紅參」及「

甘草」等國人常食用之保健養身品，常被用於烹飪食材，但安全未獲把關；故衛福部應重新檢

討現行中藥材重金屬限量標準及適用範圍，以保障國人食用安全。 

提案人：吳育昇  江惠貞  楊玉欣  江啟臣  李貴敏  

徐欣瑩  邱文彥 

連署人：陳淑慧  鄭天財  張嘉郡  陳怡潔  陳碧涵  

王育敏  詹凱臣  簡東明  徐耀昌  陳鎮湘  

蔣乃辛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一案，請提案人蔣委員乃辛說明提案旨趣。 

蔣委員乃辛：（14 時 2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蔣乃辛、孔文吉、江惠貞等 18 人，有鑑於

衛福部最新統計顯示，101 年核定中低及低收入人數六十三萬九千餘人，而在貧窮線未調整的狀

況下，102 年暴增近六萬人，而且 103 年還會繼續增加，形同底層民眾收入減少。然而，去年台

灣上市（櫃）企業獲利為新台幣 14,764 億元，主計總處也預估今年經濟是正成長，但民眾薪資

卻是負成長，甚至倒退回 15 年前。為落實馬總統全民加薪的多次呼籲，本席要求行政院提高最

低工資；責成各部會全面拚加薪，促成企業加薪。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十一案： 

本院委員蔣乃辛、孔文吉、江惠貞等 18 人，有鑑於衛福部最新統計顯示，101 年核定中低及低收

入人數六十三萬九千餘人，而在貧窮線未調整的狀況下，102 年暴增近六萬人，103 年中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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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會再上升 5 萬人左右，形同底層民眾收入減少。去年台灣上市（櫃）企業獲利為新台幣

14,764 億元，年增率高達 41.9%；另外主計總處預估今年經濟是正成長，但是民眾薪資是負成長

（去年九月的平均薪資卻是前年同期的─0.24%），甚至倒退回 15 年前。雖然國內經濟回溫，

但民眾收入下降，物價上漲，負擔極大。為落實馬總統全民加薪的多次呼籲，本席要求行政院

提高最低工資；責成各部會全面拚加薪，促成企業加薪。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蔣乃辛  孔文吉  江惠貞 

連署人：賴士葆  林德福  楊瓊瓔  張嘉郡  費鴻泰  

呂學樟  蘇清泉  廖國棟  許智傑  盧嘉辰  

王育敏  李桐豪  詹凱臣  陳碧涵  徐少萍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二案，請提案人李委員貴敏說明提案旨趣。 

李委員貴敏：（14 時 3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及本院委員陳鎮湘、蔡正元、王育敏、江惠貞

、陳碧涵、楊玉欣、徐欣瑩等 23 人，鑑於智慧行動裝置日益普及，app 應用軟體發展潛力無窮

，已成為各方創業者競相投入之市場，臺灣亦有許多青年投入開發各種 app。但是用戶數多寡乃

app 應用軟體得否成功商品化之前提，此除需 app 應用軟體夠優秀之外，更要行銷技術之配合。

但是臺灣因為各界對於相關市場仍然感到陌生，創投、銀行對於相關產業仍持保守態度，導致

資金挹注不足，有意藉 app 創業之青年無法取得足夠之資金以進行軟體改進及行銷活動、擴充用

戶數量，嚴重斲傷臺灣發展軟體產業之潛力。爰建請行政院整合相關資源，研擬鼓勵創投資金

投入、專案優惠貸款及輔導諮詢機制，讓軟體開發者可快速引入資金，加速行動裝置 app 應用軟

體之商品化，以發揮我國軟體產業之潛能。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十二案： 

本院委員李貴敏、陳鎮湘、蔡正元、王育敏、江惠貞、陳碧涵、楊玉欣、徐欣瑩等 23 人，鑑於智

慧行動裝置日益普及，app 應用軟體發展潛力無窮，已漸成為各方創業者競相投入之市場，臺灣

亦有許多青年投入開發各種 app。惟用戶數多寡乃 app 應用軟體得否成功商品化之前提，此除需

app 應用軟體夠優秀之外，更要行銷技術之配合。惟臺灣因各界對相關市場仍感陌生，創投、銀

行對相關產業仍持保守態度，導致資金挹注不足，有意藉 app 創業之青年無法取得足夠之資金以

進行軟體改進及行銷活動、擴充用戶數量，嚴重斲傷臺灣發展軟體產業之潛力。爰建請行政院

應整合相關資源，研擬鼓勵創投資金投入、專案優惠貸款及輔導諮詢機制，讓軟體開發者可快

速引入資金，加速行動裝置 app 應用軟體之商品化，以發揮我國軟體產業之潛能。是否有當，請

公決案。 

說明： 

一、智慧行動裝置日益普及，app 應用軟體發展潛力無窮。Facebook 日前以 190 億美元（相當

5700 億台幣）收購手機應用軟體 Whatsapp，而臺灣青年開發之來電過濾軟體 whoscall 也以 5 億

台幣之價格被韓國 NAVER 公司收購，顯見 app 軟體市場確有開發潛能。 

二、用戶數多寡乃 app 應用軟體得否成功商品化之前提，此除需 app 應用軟體夠優秀之外，更

要行銷技術之配合。因此開發者企需資金挹注以改善軟體、推廣用戶。臺灣 whoscall 之開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