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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方案緣起

Next Target

相互採認具等同性
食品安全管理驗證方案

共同制定新驗證方案並於第三國營運
整合JFSM及TQF的方案為新方案於第三國共建聯合CPO

共同評鑑標準

GFSI GMaP 

V1.1 (2023)

JFS-B Plus
方案

TQF-B Plus
食安管理

符合性評鑑方案
International

由本會與日本JFSM協會合作，引進依據GFSI的新版GMaP
制定適用於中高階食安管理系統評鑑之「JFS-B Plus方案」

•2022/11/30 本會與JFSM於會員大會簽署合作夥伴協議

•2023年GFSI發布新版全球市場計畫(GMaP)

•2024/05/29 JFSM公佈JFS-B Plus方案

•2024/06/26 TQFA與JFSM簽署引用JFS-B Plus標準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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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營運特定驗證方案



1.方案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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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FS-C

➢本方案已取得GFSI認可，具國際水準的規格基準。

➢管理技術符合GFSI標竿要求的GMP、HACCP及FSM。

JFS-B Plus

➢整合GFSI新版GMaP與JFS-B方案規格基準。

➢本方案屬於國際規格基準能力提升行的方案。

JFS-B

➢本方案屬於完全履行Codex HACCP的規格基準。

JFS-A

➢本方案屬於彈性應用Codex HACCP所實施之食品安全
管理基準，包含基礎的GMP、HACCP及FSM。

日本JFS方案介紹



2. 引進JFS-B Plus規格基準

5



3.評鑑管理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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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要規範文件

方案
規範

參考JFS-B Plus方案

制定符合台灣國情的評鑑制度

規格
基準

完全引用JFS-B Plus規格基準

其他
規範

評鑑機構管理程序

專業人員管理程序

相互採認管理程序…

TQF-B Plus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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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方案規範的架構
No. 標題 No. 標題 No. 標題

1 總則 3-6 文件保管及保密 4-13 評鑑資格之恢復

1-1 目的 3-7 異議申訴 4-14 評定證書之登錄事項變更

1-2 本方案之特色 3-8 參加共識會議 4-15 評定業者之公告

1-3 本方案之適用對象 3-9 評定業者之意見回饋 5 相關人員要求事項

2 方案主辦機構之管理規範 4 稽核及符合性評鑑 5-1 稽核員、評鑑審查人員之能力

2-1 方案主辦機構 4-1 稽核及符合性評鑑之有效性 5-2 稽核員登錄條件

2-2 組織架構 4-2 稽核及符合性評鑑之申請 5-3 評鑑審查人員之登錄條件

2-3 規範文件之制訂及維護 4-3 稽核及符合性評鑑業務之合約及管理 5-4 稽核員與評鑑審查人員之暫時終止

2-4 與利害關係者之溝通 4-4 稽核員、評鑑審查人員之選任及稽核人天數 5-5 稽核員或評鑑審查人員之登錄資格終止

2-5 方案主辦機構之登錄、資訊公告及變更 4-5 稽核之執行 5-6 能力評審員之要求事項

2-6 業務報告 4-6 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ICT)進行遠端稽核 附錄1 稽核人天數計算

3 對評鑑機構之要求事項 4-7 符合性之審查 附錄2 矯正事項之應對程序

3-1 評鑑機構之條件 4-8 稽核中之指導與建議 附錄3 標準規範及對象類別

3-2 稽核、評鑑審查之公平性與獨立性 4-9 評鑑結果之通知 附錄4 符合性評鑑範圍、食品安全相關業務經驗

3-3 評鑑機構之授權評審 4-10 評定證書之核發 附錄5 稽核員、評鑑審查人員之食品安全相關業務經驗

3-4 評鑑機構之資訊登錄或報告 4-11 評定業者之登錄 附錄6 專門用詞定義

3-5 評鑑機構的資格展延、暫時終止、終止、
結束及評定業者之交接

4-12 臨時稽核、評鑑合格的暫時終止及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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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規格基準的組成

經營
管理

食品
防護

文件
管理

資源
管理

追蹤
追溯過敏原

管理

檢驗
客訴及
危機處理

產品品質
管理

完全履行Codex HACCP程序

硬體規劃
與設計

人員衛生
管理

衛生管理
運輸與
倉儲管理

1.食品安全管理系統FSM(23條)

2.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HACCP(9條)

3.食品良好製造規範GMP(13條)

完全引進JFS-B Plus方案規格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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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適用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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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I

CI

CIIICIV

K

評

鑑

範

圍

類別代碼 類別名稱

CI 易腐壞動物產品之加工

CII 易腐壞植物產品之加工

CIII
易腐壞動物與植物產品

(混合產品)之加工

CIV 常溫穩定產品之加工

K
化學、生物化學或
培養物之加工



8.評鑑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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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科技研究院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

受理
申請

文件
審查

現場
稽核

評鑑
審查

簽約
發證

核發
採認
證書

追蹤
管理



9.方案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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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條文特色

條文完全履行CODEX HACCP要求

強化食品安全文化的要求

3.評定證書有效期限 3 年，與日本同步

4.每年無預警赴廠追蹤管理

1.可提升中小企業食安自主管理能力

稽核作業可提供改進建議
評鑑機構得另設團隊提供顧問服務



10.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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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JFS-B Plus採認證書

HACCP證書(依需求核發)

提升自主管理能力

導入食品安全文化

強化國際接軌基礎

降低方案的人力時間成本

中小企業友善的評鑑開銷

TQF-B Plus評定證書

1驗3證



10.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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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QF-B 

Plus

特定品

質規格

產品附

加價值

消費者

信任

搭配品質規格方案× 提升產品附加價值

從基礎出發，提升產品品質管理

本方案可配套做為「TQF特定規格食品-驗證方案」

食安管理基準。

➢ 食品安全管理標準化，協助食品流通業

者之供應商評鑑及管理作業，進而建立

食品供應鏈的B2B產銷聯合品保體系。

串聯上下游，促進供應鏈的食安管理
標準一致，驗證不重複



11.時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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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QF-B Plus方案發布
6
月

評鑑機構申請
專業人員登錄

8
月

7
月 專業人員培訓

9
月 完成配套文件訂定

10

月 方案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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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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