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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及健康飲食促進法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1200115251 號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為建構健康飲食支持環境，提升人民營養及健康飲食知能，增進人民

健康，特制定本法。 

第 二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營養：指人體利用食物中所含之營養成分，進行新陳代謝、調節

生理機能及生長發育過程之一種生理狀態。 

二、營養成分：指食物中可作為人體新陳代謝所需熱量、促進生長發

育及調節生理機能之營養素，包括醣類、脂質、蛋白質、維生素、

礦物質及其他微量元素。 

三、營養不良：指不健康飲食所造成人體中之營養素缺乏、過多或不

均衡，致體重過輕或過重、肥胖、慢性病或其他健康問題之狀態。 

四、健康飲食：指足以提供個人適當熱量及均衡營養，且以新鮮、在

地、多樣化之食材為原則之飲食。 

五、營養及飲食調查：指以各種調查方法蒐集、分析人民飲食變遷、

營養狀況及其他相關資料，作為訂定人民營養需求基準及相關政策

之依據。 

六、營養及飲食建議攝取基準：指依據營養調查或相關研究、國家健

康政策、人民飲食習慣、性別、年齡、體重及其他相關因素，以科

學實證方法所定一般人民飲食及營養素攝取量之基準。 

第 三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本法所定事項，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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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條  中央主管機關掌理下列營養及健康飲食促進事項： 

一、政策與方案之規劃、訂定及宣導。 

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執行之督導及協調。 

三、獎助及輔導之規劃。 

四、人員訓練之規劃及推動。 

五、國際交流合作。 

六、其他應由中央主管機關辦理之事項。 

第 五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掌理轄內下列營養及健康飲食促進事項： 

一、實施方案、計畫之規劃、訂定及執行。 

二、獎助與輔導計畫之訂定及執行。 

三、人員訓練之訂定及執行。 

四、教育宣導、轉介服務與資源網絡聯結之規劃及提供。 

五、其他應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之事項。 

第 六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指定營養相關專業單位或人員，於社區

協助辦理營養及健康飲食促進之相關工作。 

第 七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邀集民間團體、專家學者、食品業者及農產業者代表

召開營養諮詢會，諮詢營養與健康飲食促進政策、調查、研究及其他有關

事項；其中任一性別委員之人數，不得少於總數三分之一。 

中央主管機關應採行適當公民參與機制廣詢意見，納入營養諮詢會議

討論。 

第 八 條  主管機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逐年編列預算，辦理有關營養及健

康飲食之促進及衛教宣導工作。 

第二章 確保健康飲食 

第 九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辦理及發布營養調查、研究及建置食品營養成分

資料庫，並得委託有關機關（構）、學校或營養健康相關專業團體為之。 

第 十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分別依性別、年齡、懷孕及生產等，擬訂人民營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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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建議攝取基準，經諮詢營養諮詢會後公告之。 

前項基準，至少每五年檢討修正一次。 

中央主管機關應依第一項之基準，並考量人民宗教信仰、區域及文化

之差異，提出飲食建議。 

第 十 一 條  政府機關（構）於訂定社會救助相關計畫及辦理補助時，應將計畫及

補助對象之營養問題納入考量，改善營養不良所致之體重過輕、過重、肥

胖、慢性病或其他健康問題及提升健康飲食獲取之可近性。 

政府機關（構）應鼓勵辦理實物給付之法人、團體或民間機構，於募

集、運用實物給付物資或辦理其他救助計畫時，將受贈對象之營養問題納

入考量。 

政府機關（構）得考量偏遠、原住民族地區及離島地區之需要，訂定

營養改善計畫或飲食供應之補助計畫。 

第 十 二 條  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九條之營養調查、研究結果，發現人民缺乏特定營

養素而有營養不良之虞時，得提出營養強化建議，鼓勵食品業者於食品中

添加特定營養成分。 

食品業者依前項建議於食品中添加特定營養成分，應符合食品安全衛

生管理法及其相關法規之規定。 

第三章 健康飲食支持環境 

第 十 三 條  政府機關（構）於輔導食品業者開發、產製食品及製備飲食時，應納

入營養之考量，生產以在地農產品為主原料之食品及有益於人民之健康飲

食。 

第 十 四 條  中央主管機關與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推行並鼓勵營養及健康飲食

教育納入下列人員之在職訓練或繼續教育課程： 

一、從事相關工作之醫事人員。 

二、公共衛生師。 

三、長期照顧服務人員。 



  4 

四、托育人員、早期療育教保人員及早期療育助理教保人員。 

五、教保服務人員及課後照顧服務人員。 

六、食品業者專門職業或技術證照人員。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人員。 

第 十 五 條  政府機關（構）、行政法人、公立各級學校與幼兒園、軍隊、公營事

業機構及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辦理之活動或會議、採購禮品或其他物品

及製作宣導品，應納入健康飲食之考量。 

第 十 六 條  主管機關得獎勵政府機關（構）、醫療機構、護理機構、社會福利機

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學校、幼兒園、托育機構、軍隊、法人及團體，

建構健康飲食環境。 

前項獎勵之對象、條件、方式、申請程序、審查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十 七 條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應提供符合兒童及少

年營養需求之飲食。 

第 十 八 條  幼兒園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供售飲品及點心，應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學校衛生法及其相關法令之供售原則或範圍辦理。 

第四章 營養及健康飲食教育 

第 十 九 條  政府機關（構）、行政法人、公立各級學校與幼兒園、軍隊、公營事

業機構及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應鼓勵員工接受營養及健康飲食教育。 

第 二 十 條  主管機關與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鼓勵政府機關（構）、醫療機構

、護理機構、社會福利機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學校、幼兒園、托育機

構、軍隊、法人及團體，對其員工辦理營養及健康飲食教育，並得開放人

民參與。 

第二十一條  主管機關應鼓勵醫療機構、護理機構、社會福利機構及長期照顧服務

機構，對其服務對象及其家屬、社區居民，進行營養及健康飲食教育。 

第二十二條  中央主管機關與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將營養及健康飲食教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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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下列政府機關（構）、學校、幼兒園、民間機構或法人之輔導項目： 

一、從事相關工作之醫事機構。 

二、社會福利機構及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三、托育機構、早期療育機構、安置及教養機構、矯正機關與其他依

法設立之收容、安置及就養機構或場所。 

四、各級學校及幼兒園。 

第二十三條  任何人不得利用廣告或其他方法，傳播不實之營養及健康飲食消息。 

前項所稱利用廣告或其他方法傳播，指利用電視、廣播、影片、幻燈

片、報紙、雜誌、傳單、海報、招牌、牌坊、電腦、電話傳真、電子視訊

、電子語音、網際網路或其他方法，使不特定多數人知悉其宣傳內容者。 

第五章 罰  則 

第二十四條  違反前條第一項規定，傳播不實之營養或健康飲食消息，有影響人民

健康之虞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至改正為止。 

第六章 附  則 

第二十五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六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