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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行政院管制 

「農林畜水產品溯源安全管理及行銷輔導計畫」 

查證報告 

摘要 

為強化農糧畜水產品可溯源性，行政院 105 年 10 月 7 日核定

「農林畜水產品溯源安全管理及行銷輔導計畫」，主要內容為推動

農林水畜產品生產追溯、辦理溯源農產品整合行銷，以及執行農

產品農藥及動物用藥抽驗等，並考量消費者不同需求及農民接受

度與可行性，將可溯源農產品分為有機、產銷履歷、CAS 優良農

產品、吉園圃等 4 級併行輔導，期提升農產品生產安全。截至 107

年 10 月底止，本計畫有關「參加農糧產品生產追溯之面積」、「導

入水產品生產追溯之養殖戶數」、「輔導辦理養羊場釘掛耳標及建

立羊籍之比例」等指標執行情形較原訂目標落後，且迭有雞蛋食

品安全事件發生，為瞭解計畫推動情形，爰進行本次實地查證，

茲將本次實地查證發現之尚待改進事項及建議事項摘陳如次： 

尚待改進事項 

一、部分績效指標達成值未如預期，農產品全面溯源仍待努力。 

二、國產蛋品之產業鏈，政府管理分工仍有模糊地帶。 

三、吉園圃預定於 108 年全面退場，標章整合待逐步推動。 

四、農產品管理法規落實不足，生產端法治宣導待強化。 

五、民眾對農產品標章認知有限，驗證機構管理待強化。 

六、資訊系統共享程度不足，溯源資通技術有待升級。 

建議事項 

一、強化農產品生產溯源，促進生產者自主管理與產品安全責任。 

二、整合生產管理介面與分工，有效落實食品安全協調通報機制。 



 

三、研定標章整合步驟與時程，輔導原取得吉園圃標章農民轉型。 

四、落實農產品生產管理法規，提升驗證制度公信力。 

五、食農教育及標章推廣並進，提升消費者認知與業者接受度。 

六、參考導入新興資通技術，促進各管理機構資訊交換與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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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農產品衛生安全之相關議題，為近年社會關注焦

點，鑑於農產品之源頭管理與衛生安全極為重要，爰有

必要發展可溯源追蹤之安全農業，強化生產者之責任與

保障消費者之健康安全。我國加入世界貿易組織(WTO)

後，農產品無論在內、外銷均面臨極大競爭，外銷進口

國對出口國產品提出各項安全檢驗要求，使農產品之生

產品質更顯重要。 

國內自從食品不當添加塑化劑、毒澱粉、二甲基黃

及劣質油等食安事件後，國人日益重視食品衛生安全，

為強化農糧畜水產品可溯源性，行政院 105 年 10 月 7

日核定「農林畜水產品溯源安全管理及行銷輔導計畫」，

主要內容為推動農林水畜產品生產追溯、辦理溯源農產

品整合行銷，以及執行農產品農藥及動物用藥抽驗等，

並考量消費者不同需求及農民接受度與可行性，將可溯

源農產品分為有機、產銷履歷、CAS 優良農產品、吉園

圃等 4 級併行輔導，期提升農產品生產安全。 

截至 107 年 10 月底止，本計畫有關「參加農糧產品

生產追溯之面積」、「導入水產品生產追溯之養殖戶數」、

「輔導辦理養羊場釘掛耳標及建立羊籍之比例」等指標

執行情形較原訂目標落後，且迭有雞蛋食品安全事件發

生，為瞭解本計畫整體執行情形，爰辦理本次實地查證，

並依查證發現撰擬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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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概要 

一、計畫目標 

(一)輔導個別農（漁）民、產銷班、農（養殖）場及農（漁）

會等農（漁）民團體、農企業等加入生產追溯制度，

擴大國產農產品可追溯品項範圍，透過簡便申請程序

且無須驗證費用，提高農產品經營業者參加意願。 

(二)輔導現有國產牛肉溯源系統電子化、推動國產羊場釘

掛耳標及建立羊籍溯源系統、強化現有國產雞蛋溯源

系統及建立國產禽肉(含白肉雞、土雞、肉鴨及肉鵝)

溯源管理制度，擴大畜禽產品可追溯品項及普及率，

預定 108 年底畜禽產品整體溯源普及率可達 8 成以

上。 

(三)整合林農、伐木業、林產加工業者之原料生產與加

工，提供產銷所需相關資訊，配合建立國產木竹材產

銷履歷認驗證制度，輔導林產業者參加驗證及加強林

產業產銷追溯管理，協調經濟部國貿局及工業局以國

產木竹材產銷履歷作為國產木竹材加工品原產地證

明文件，換發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或 MIT 標

章，協助業者建立國產品牌與參加國際性展售會。 

(四)輔導農糧作物通過產銷履歷驗證，105 年預定通過驗

證面積為 9,500 公頃，產量 9 萬 7,850 公噸，預估產

值新臺幣（以下同）56 億 7,530 萬元，至 108 年預

定通過驗證面積為 1 萬 1,600 公頃，產量 11 萬 9,480 

公噸，估計產值 69 億 2,984 萬元。 

(五)輔導農民團體積極推動供銷優質安全農產品，除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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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發市場、量販店、大消費戶、國軍副食、團膳單位

等銷售通路外，並建立健全產銷履歷等驗證農產品供

應體系共 8 場。 

(六)輔導農民團體辦理優質安全農產品展售活動擴大銷

售量，每年目標辦理 100 場，逐年提升有機、產銷履

歷、吉園圃、生產追溯及友善環境耕作等農產品銷售

比率達 60%。 

(七)加強辦理以國家標準法定化學檢驗法抽驗有機、產銷

履歷、吉園圃及生產追溯等溯源農產品（如圖 1），每

年 9,000 件，確保溯源農產品安全。 

 

 

 

 

 

 

 

 

 

 

 

 

 

 

 

圖 1 4 章 1Q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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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度工作項目 

(一) 106 年起國產牛肉溯源覆蓋率 100％，107 年羊籍溯源

比例 60％、國產雞蛋溯源覆蓋率 99％，禽產品溯源

普及率 50％。 

(二) 輔導農糧作物通過產銷履歷驗證至 108 年預定通過

驗證面積為 1 萬 1,600 公頃， 107 年預定通過面積為

1 萬 1,200 公頃。 

(三) 建立健全產銷履歷等農產品採後處理供應中心，目標

每年增加 2 場供應中心，107 年為 8 場，至 108 年為

10 場。 

(四)輔導農民團體辦理優質安全農產品展售活動，每年目

標辦理 100 場，逐年提升獲有機、產銷履歷、吉園圃

及生產產追溯等農產品銷售比率，107 年以 35%為目

標。 

(五) 加強辦理以國家標準法定化學檢驗法抽驗有機、產銷

履歷、吉園圃及生產追溯等溯源農產品，每年 9,000 

件，逐年提高抽驗合格率，107 年目標為 97%，108 年

為 98%。 

三、計畫期程與經費 

本計畫 105 年 10 月 7 日行政院核定，計畫期程

為 105 年 1 月至 108 年 12 月，核定總經費為 5.98 億

元，包含農水畜產品生產追溯 2.42 億元、農糧及木

竹材產品產銷履歷 0.48 億元、溯源農產品整合行銷

1.2 億元及農水畜產品安全品質抽驗監測 1.88 億元

（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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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計畫經費明細表 
                                                  單位：千元 

工作項目 
年度經費需求 

合計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農水畜產品生產追溯 60,600 60,600 60,600 60,600 242,400 

（40.5％） 

農糧及木竹材產品產

銷履歷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48,000 

（8％） 

溯源農產品整合行銷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120,000 

（20％） 

農水畜產品安全品質

抽驗監測 

47,000 47,000 47,000 47,000 188,000 

（31.4％） 

合  計 149,600 149,600 149,600 149,600 598,400 

參、執行概況 

一、執行進度 

(一)總進度：截至 107 年 10 月底止，計畫預定進度

68.44%，實際進度 68.46%，超前 0.02 個百分點（如

圖 2）。 

(二)107 年度進度：107 年截至 10 月底止，年累計預定進

度 73.75%，實際進度 73.75%，進度符合。 

 

 

 

 

 

 

 

 

圖 2 107 年 1 月-10 月總累計預定及實際進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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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費支用情形 

(一)總累計經費支用：截至 107 年 10 月底止，總累計預

定支用數 3 億 6,026 萬元，實際支用數 3 億 5,910 萬

元，支用比為 99.68%，達成率 60.1％（如圖 3）。 

(二)107 年度經費支用：107 年截至 10 月底止，年累計預

定支用數 8,790 萬元，實際支用數 8,674 萬元，支用

比為 98.68%，達成率 64.38％。 

 

 

 

 

 

 

 

 

 

 

圖 3 107 年 1 月-10 月年總累計經費支用比及達成率圖 

(三)本計畫 107 年於 3 月至 8 月皆有超出原預定可支用數

之情形，致總累計經費支用比超過 100％，計畫經費

分配之預估與實際執行有落差，實務上採與其他業務

科目流用方式辦理。 

三、計畫執行情形 

(一)在農水畜產品生產追溯方面，「農糧產品生產追溯面

積」、「水產品生產追溯之養殖戶數」及「輔導辦理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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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場釘掛耳標及建立羊籍比例」尚未達預定目標。 

(二)在農糧及木竹材產品產銷履歷及溯源農產品整合行

銷方面，「輔導參加國產木竹材產銷履歷之家數」及

「輔導農民團體建立驗證農產品供應體系」雖尚未達

成年度目標，惟透過主辦機關努力，可望於 107 年底

前達標。 

(三)在農水畜產品安全品質抽驗監測方面，「水產品安全

品質抽驗」年度達成率僅約 51％，抽驗次數尚不符計

畫書原訂目標（各工作項目截至 10 月底止執行情形

詳表 2）。 

 

 

表 2 各工作項目執行情形表(截至 107 年 10 月底止) 

工作項目 
107 

年度目標 

實際 

執行情形 
達成率 

農 水 畜

產 品 生

產追溯 

參加農糧產品生產追溯面積  55,926 公頃 43,008 公頃 76.9% 

導入水產品生產追溯之養殖

戶數 
1,500 戶 715 戶 47.6% 

國產牛隻溯源系統覆蓋率 100% 100% 100% 

輔導辦理養羊場釘掛耳標及

建立羊籍比例 
60% 36% 60% 

國產雞蛋溯源系統覆蓋率 99% 99% 100% 

國產禽肉溯源系統覆蓋率 50% 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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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 糧 及

木 竹 材

產 品 產

銷 履 歷

生產 

農糧作物通過產銷履歷面積 11,200 公頃 12,375 公頃 110.5% 

輔導參加國產木竹材產銷履

歷之家數 
8 家 7 家 87% 

溯 源 農

產 品 整

合行銷  

輔導農民團體建立驗證農產

品供應體系 
6 處 5 處 83% 

驗證與安全農產品銷售占總

銷售比率 
35% 45% 129% 

農 水 畜

產 品 安

全 品 質

抽 驗 監

測 

農糧產品安全品質抽驗 
7,500 件 9,481 件 126% 

抽驗合格率 96%  

水產品安全品質抽驗 
  500 件   255 件 51% 

抽驗合格率 99%  

畜禽產品安全品質抽驗 
1,500 件 1,442 件 96% 

抽驗合格率 99%  

 

肆、主要發現 

一、具體績效 

(一)產銷履歷之推動經費僅占本計畫 8％，截至 107 年 10

月底止實績為 1 萬 2,375 公頃，已超前達成原訂 108

年 1 萬 1,600 公頃之目標值，由於產銷履歷標章制度

為食品安全政策重要認證標準，本項工作績效值得肯

定。 

(二)推動國產牛隻溯源系統覆蓋率及國產雞蛋溯源系統

覆蓋率 104 年底實際值皆為 90％，透過本計畫持續推

動，國產牛隻及雞蛋溯源覆蓋率已接近全面，達成責

任生產之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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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除由溯源政策推動促成責任生產外，本計畫以 3 成經

費辦理農水畜產品安全品質抽驗監測，針對 CAS 標

章增列戴奧辛為 CAS 蛋品之風險監測檢驗項目，並

配合食安五環加強查驗政策，為農產品食品安全把

關。 

(四)為友善消費者瞭解購買產品生產資訊，以溯源二維條

碼（QR code）整合生產溯源及標章制度，消費者可

透過手機等行動載具掃描，連結產品資訊，增加資訊

即時性。 

 

二、尚待改進事項 

(一)部分績效指標達成值未如預期，農產品全面溯源仍待

努力 

本計畫主要目標為建立農水畜產品生產追溯系

統，惟截至 107 年 10 月底止，「農糧產品生產追溯

面積」、「水產品生產追溯之養殖戶數」及「輔導辦

理養羊場釘掛耳標及建立羊籍比例」尚未達計畫預定

目標。 

在「農糧產品生產追溯面積」方面，本計畫自執

行以來，農糧產品可追溯面積由 104 年底之 6,869 公

頃提升至 4 萬 3,008 公頃，約提升 7 個百分點之可耕

地追溯面積，占全臺灣可耕農地 8.38％1，就全面溯

源及責任生產角度而言，尚有努力空間。 

在「水產品生產追溯之養殖戶數」方面，本計畫

                                                 
1按農糧署發布之 106年「農作物種植面積、產量」農業統計資料，全國耕作地 74萬 5,517公

頃，扣除短期休閒地 23萬 2,351公頃後，可耕農地為 51萬 3,166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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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05 年起開始推動水產品導入生產追溯系統，原訂

4 年達成 2,000 戶之績效（107 年累計目標為 1,500

戶），惟截至 107 年 10 月底止實際績效為 715 戶，

達成率僅 47.6％，且可追溯戶數約占總體養殖戶 3 萬

6,000 戶2之 2％，總體覆蓋率仍待提升。 

在「輔導辦理養羊場釘掛耳標及建立羊籍比例」

方面，原訂截至 107 年底預計達成 60％，惟實績僅

36％，尚未達預定目標。 

此外，在畜禽產品之溯源方面，據農委會統計，

106 年我國整體肉品自給率為 59.40%，其中牛肉自給

率 4.9%、羊肉自給率 7.8%、家禽肉 79.4%及豬肉

86.3%3。因此，國產農產品之生產溯源，以自給率較

高之豬肉、禽肉及雞蛋為重要工作。就總體畜禽產品

生產追溯工作績效而言，國產牛隻、雞蛋及禽肉溯源

之績效，尚符合原預期工作進度，覆蓋率分別為國產

牛隻 100％、雞蛋 100％及禽肉 50％4，其推動方法係

分別透過牛隻屠宰場、雞蛋集貨流程予以掌控，努力

達成責任生產之計畫目標，惟近來迭有液態蛋發生食

品安全事件、散蛋於集貨流程不易掌控來源等現象，

爰全面掌握國產雞蛋生產、集貨、洗選、分裝等流程

及抽驗把關等工作流程有待重新檢視（各項產品覆蓋

率如圖 4 所示）。 

                                                 
2 據 106年漁業統計年報，總體漁戶 12萬 7,942戶，其中海面養殖戶數 5,772戶，內陸養殖戶

數 3萬 228戶，合計 3萬 6,000戶。 
3 引自中央畜產會網頁 107年 10月 11日發布之「近年肉品自給率」。 
4國產豬肉溯源尚未納入本計畫推動範圍，據農委會 106年 8月提報行政院院會「推動臺灣養

豬產業振興發展」一案，豬肉溯源覆蓋率為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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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目前我國農水畜產品可溯源比率 

(二)國產蛋品之產業鏈，政府管理分工仍有模糊地帶 

農業生產之產品，在產地為生產管理，在上市之

前仍有集貨、運輸、加工、分裝等流程，產品包裝後，

至進入市場成為商品，相關流程管理需由政策主管單

位農糧署、漁業署及農委會畜牧處主政，防檢局、藥

試所及各農業試驗改良場配合辦理各項防疫、蟲害防

制、用藥安全之輔助管理，環保署依「環境保護與食

品安全聯繫會報」協處，以及辦理農地土壤汙染調

查，產品上市後由衛福部依食品安全衛生標準規範管

理（如表 3）。農產品生產流程需透過跨部會分工協

調，以全面管理製造流程上、中、下游之食品安全。 

就國產雞蛋之生產管理而言，我國 106 年年產雞

蛋量約 75 億個，每日平均生產量約 2,055 萬個，據統

計，其生產至消費者食用期間約為 1 週以內，因此雞

蛋之溯源管理更顯重要。本次查證發現，國產雞蛋之

部會管理分工仍待釐清，雞蛋在產業面之管理單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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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畜牧處，惟在生產流程中，雖然衛福部訂有「蛋

製品工廠應符合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之規定」，惟

目前雞蛋集貨、洗選場之食品安全管理單位尚不明

確，雞蛋集貨過程如有污染、混放等情事，難由目前

管理機制加以控管。 

表 3 農水畜禽產品政府管理分工 

產品類型 農糧產品 水產品 畜禽產品 國產雞蛋 

生產管理 農糧署、藥試

所、防檢局、環

保署、農改場 

漁業署 農委會畜牧

處 

農委會畜牧

處 

運輸管理 農糧署 漁業署 農委會畜牧

處 

管理單位待

釐清 

加工管理 農糧署、食藥署 漁 業

署、食藥

署 

農委會畜牧

處、食藥署 

農委會畜牧

處、食藥署 

分裝管理 農糧署 漁業署 農委會畜牧

處 

散蛋、液蛋

管理單位待

釐清 

市場標示及

查驗管理 

食藥署、各縣市政府 

 

(三)吉園圃預定於 108 年全面退場，標章整合待逐步推動 

我國農產品食品安全機制以 4 章 1Q 之標示制度

為主，分別為有機農產品（Organic）、產銷履歷農產

品（TAP）、優良農產品（CAS）驗證、吉園圃標章

及溯源二維條碼（QR code），其中前 3 項為依法推動

之農產品標章，吉園圃標章及生產溯源機制則為以行

政命令推動之管理措施（內涵比較如表 4）。既有農產

品可追溯性制度中，有機農產品及產銷履歷農產品成

本高，僅特定農業生產者有申辦需求，而吉園圃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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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依據農委會所訂定之「吉園圃安全蔬果標章管理作

業規範」，輔導農民正確使用農藥，生產優質安全蔬

果，將核發之標章黏貼或套印於生鮮蔬菜、水果及自

產農產加工品，因無申辦費用，過去農民接受度高。 

表 4 各項農產品標章內涵比較 

 

 

. 

 

 

 

 

 

 

 

目前吉園圃標章為 9 碼辨識碼，需鍵入電腦系統

才能查詢生產者，尚無法滿足仰賴科技產品之消費

者，且僅限於生鮮蔬果產銷班申請，普及性略嫌不

足，且常有偽用、濫發標章之情形，爰農委會規劃於

108 年 6 月停用該標章，原有 2,127 個使用吉園圃安

全蔬果標章之產銷班，將透過相關輔導，轉型加入有

機、產銷履歷等標章。 

在本次查證過程生產端之業者亦反應，現有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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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對於業者難有足夠之加入誘因。其原因主要係標

章制度申請驗證方式及費用不一、流程有待簡化及標

章未引導產品價格差異化等（相關申請方式及檢驗流

程如表 5），因此未來如規劃標章整合，從申請流程、

獎勵補助、驗證收費流程，至消費者端之識別系統均

應一併進行檢討與流程再造。 

表 5 農產品標章申請方式及檢驗流程比較 

標章別 
生產溯源 

（QR code） 
產銷履歷 吉園圃 

CAS 優良農

產品 

申請方式 向鄉鎮公所

提出申請 

向農委會與

財團法人全

國認證基金

會認證之第

三公正單位

申請驗證 

產銷班提送

名冊，向所在

地之農會、公

所或合作農

場提出申請 

向財團法人

中 央 畜 產

會、食品工業

發 展 研 究

所、工業技術

研究院、臺灣

優良農產品

發展協會檢

送文件申請 

驗證費用 免費 首次申請 9.2

萬元，每年維

持費 6.7 萬元 

免費 首次申請 12

萬元，每年維

持費 7 萬元 

驗證方式 1. 登錄生產者

資料。 

2. 農委會不定

期抽驗。 

3. 農民自行列

印條碼。 

1. 每批生產階

段都需通過

檢驗、上網

登錄。 

2. 批次管理，

不可混貨。 

3. 驗證單位針

對參加者定

期抽驗。 

4. 照生產數量

核發一定數

量貼紙。 

縣市政府接

受申請後，邀

集農糧署、農

藥所及區改

良場進行審

查。 

1. 文件審查、

現場評核、

在場抽驗。 

2. 在場抽驗不

合格者可複

評 1 次。 

3. 每個月於網

站公布上 1

月份產品檢

驗結果及追

蹤 查 驗 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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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農產品管理法規落實不足，生產端法治宣導待強化 

現行規範農產品溯源及產銷履歷之主要法律係

「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畜牧法」、「 有 機 農

業促進法」、「農藥管理法」等。 

依據「農藥管理法」規定，違反農藥使用方法或

藥殘超標者，處 1萬 5,000元以上 15萬元以下罰鍰。

「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規定未經驗證而冒用及

誤用標章之生產者，處 6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罰鍰。

惟實際訪查計畫辦理情形，農委會僅就檢驗不合格案

件函知直轄市及縣市政府，通知農民不得販售、追蹤

再抽驗等，尚無相關罰鍰統計資料，相關罰則落實情

形待強化。 

又以有機農產品為例，「有機農業促進法」已於

107年 5月 30日公布，將於 108年 5月 30日開始施

行，惟「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自 96年 1月 29

日公布施行後，目前尚於修正階段，其中有關原適用

「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之有機農產品將自 108

年 5 月 30 日適用「有機農業促進法」之規定。對於

有機農業生產者，從生產之土壤安全標準、資材使

用、包裝儲存、上市標示等流程，以及政府市場查驗

相關管理作為之法治宣導工作，仍待相關單位積極辦

理。 

(五)民眾對農產品標章認知有限，驗證機構管理待強化 

4 章 1Q 制度各標章法源依據及位階不同，各標

章看似保障範圍類似，驗證內容卻不盡相同，消費者

在選購農產品時，未必能清楚認知各標章之驗證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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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為利消費者以簡單方式辨別，標章整合實有必

要。 

現行農產品驗證機構相關管理法令雖已規範驗

證機構喪失驗證能力之要件與退場機制，惟對欠缺驗

證能力之定義與認定標準未臻明確，導致不適任驗證

機構肇生驗證業務執行疑慮時，易嚴重傷害整體驗證

制度之可信度，爰農產品標章之各驗證機構有待加強

管理。 

(六)資訊系統共享程度不足，溯源資通技術有待升級 

本計畫所推動之農產品追溯制度，除標章制度之

食品安全分級管理外，尚包含國產牛肉溯源系統電子

化、建立羊籍溯源系統、強化國產雞蛋溯源系統、建

立國產禽肉溯源系統，以及擴大畜禽產品可追溯普及

率等，目前溯源相關資訊平臺有「臺灣農產品生產溯

源系統」、「國產牛肉資訊網」、「臺灣雞蛋溯源平臺系

統」、「吉園圃安全蔬果資訊網」、「國產生鮮豬肉追溯

資訊網」、「臺灣有機農業資訊網」、「國產生鮮禽肉溯

源平臺」、「臺灣優良農產品管理入口網」、「水產品生

產追溯查詢系統」及「產銷履歷農產品資訊網」等，

各自管理不同類別農產品之溯源，惟實際點閱上述資

訊系統，多由禽畜公協會協助維護，且相關資訊未及

時更新，所公開之資源亦有限，對於消費者而言，難

有整合性訊息。 

復就毒物管理角度觀之，農委會農業藥物毒物試

驗所對於農藥技術及用藥方法設有「植物保護資訊系

統」，並且針對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訂有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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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檢局針對農藥登記管理設有「農藥資訊服務網」供

農藥業者登記及藥物使用者查詢，惟相關資訊是否可

與農產品溯源機制交換與整合，仍待研議。 

雖然消費者目前由「臺灣農產品生產溯源系統」

可獲得由生產者單方面上傳之產品檢驗訊息，惟該系

統是否可藉由資料介接獲得更為豐富化之訊息，有待

進一步討論。此外，單一生產者農作物用藥之資訊，

在植物保護資訊系統、農產品生產溯源、優良農產品

等資訊系統之使用，亦可能有重複填報資訊之情形，

農作物各項資訊管理系統，宜進一步研議資料整合或

介接交換之可行性。 

伍、建議事項 

一、強化農產品生產溯源，促進生產者自主管理與產品安

全責任 

截至 107 年 10 月底止，農糧產品可追溯面積僅

占全臺灣可耕地 8.38％，水產品可追溯戶數僅占總體

養殖戶之 2％，自給率較高之豬肉、雞肉及雞蛋之溯

源覆蓋率分別為 46％、50％及 100％。為強化責任生

產，建議未來應持續檢視推動之法源依據及精進溯源

相關作為，提升我國整體農林畜水產品溯源覆蓋率，

尤其為因應近來中國非洲豬瘟疫情問題，更應加強豬

肉之溯源管理。另在羊隻管理方面，鑑於國內羊隻產

銷制度複雜多元，有關辦理屠宰羊隻個體識別作業，

請持續整合協調各執行單位任務、確立溯源管制點與

建置溯源資訊系統等，以完善溯源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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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國產雞蛋方面，目前溯源覆蓋率雖接近

100％，惟液蛋、小型蛋雞場在集貨、運輸及理貨流

程可能有混裝及安全管理等問題，且普遍存有防疫措

施不足情形，建議農委會除對雞農推動整體防疫觀

念，加強宣導正確用藥及接種疫苗，持續辦理蛋品檢

驗及認證制度，建立優良蛋品品牌外，並請研議推動

雞蛋逐顆噴印畜牧場溯源編碼，以澈底落實雞蛋溯源

管理。 

二、整合生產管理介面與分工，有效落實食品安全協調通

報機制 

為加強農產食品安全之跨部會協調，現行「行政

院食品安全會報」係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成立，提

供行政院針對食品安全政策、食品安全制度及其他食

品安全重要事項之諮詢；另跨部會協調機制有環保

署、衛福部及農委會共同參與之「環境保護與食品安

全聯繫會報」，協調農產品涉及環境保護及食品衛生

安全之議題，為目前主要之業務交流與協調平臺。 

為強化各項農產品安全管理，建議農委會除善用

現有之跨部會協調機制外，應由產銷流程全面檢視，

盤點產地管理、運輸管理、集貨包裝管理、市場管理

等流程，釐清待協調之分工，尤以運輸管理及集貨包

裝管理之相關作業，應有明確法規分工，並確認各介

面整合，以全面控管農產品之產銷流程。 

現行散裝蛋品為散裝食品，於洗選蛋之包裝標示

亦無嚴格規範應標示原料蛋來源畜牧場，建議農委會

會同衛福部釐清國內雞蛋洗選廠及液蛋加工廠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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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及主管機關，並就洗選廠及液蛋加工廠之生產管理

落實相關規範及管理，以提升國產蛋品食用安全。 

三、研定標章整合步驟與時程，輔導原取得吉園圃標章農

民轉型 

吉園圃標章規劃於 108 年 6 月停用，原有 2,127

個使用吉園圃安全蔬果標章之產銷班，將透過相關輔

導轉型加入有機、產銷履歷等標章，為因應本計畫將

於 108 年底屆期，建議農委會應於下期計畫詳盡規

劃，就標章整合方向訂出時程表與推動步驟

（roadmap），朝簡化流程方式辦理，逐步推動標章

整合，並請農委會規劃辦理農民、產銷班之輔導與詳

盡說明，消除相關疑慮及恐慌，逐步引導生產者依據

產銷履歷標章規範進行生產。 

為落實生產責任及提升農產品食用安全，請農委

會加強對生產者宣導各項農畜水產品在生產流程所

適用之法規，以及現行用藥殘留監測、品質查驗、標

示查驗等執行方式與注意事項，以確保法規落實執

行，降低生產者疑慮。另為防範標章偽、冒用，請農

委會加強查核 QR Code 品項之原料來源、進出貨紀錄

及品質抽驗等，加強宣導溯源管理制度規範，強調業

者責任生產及違反規定之罰則。 

四、落實農產品生產管理法規，提升驗證制度公信力 

為強化法規落實，建議農委會定期公布依「農產

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及「有機農業促進法」辦理品

質檢驗及標示檢查結果，並針對多次受檢不合格之高

風險者採取警示或燈號管理作為，加強對生產者之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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惕作用。 

農產品驗證制度公信力繫於驗證機構素質與管

理，建議農委會定期對標章驗證機構進行稽核，對於

不適任驗證機構，明確訂定淘汰機制，並要求驗證機

構提升人員素質及適時給予訓練，以確保驗證機構業

務執行知能與時俱進。 

五、食農教育及標章推廣並進，提升消費者認知與業者接

受度 

目前消費者對於農糧產品生產溯源認知度不

高，貼有溯源標示之農糧產品市場價差不大，消費端

對於農產品溯源需求不明顯，以致生產者或農民申請

加入溯源機制意願不高。為提升農糧產品食用安全，

請農委會持續辦理消費者端推廣輔導，加強政策溝通

說明會及教育宣導，並請積極實地輔導生產者及業者

加入農產品生產履歷標章，鼓勵溯源農產品生產者購

置採後處理設施及加工設備，提升農產品衛生品質及

生產業者加入溯源制度之誘因。 

在通路行銷方面，建議優先輔導與媒合溯源生產

者拓展量販店、連鎖超市、國軍副食品供應站、監所、

機關團膳等大型消費戶及研議拓展外銷市場，發展多

元直銷通路，減少運銷費用，保障加入溯源生產者之

收益。另請加強推廣溯源農產品，提高消費者認知與

接受度，藉由條碼資訊可認識溯源產品生產者，從責

任生產至品牌行銷，提升優質農產品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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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參考導入新興資通技術，促進各管理機構資訊交換與

共用 

在資訊共享方面，現有已開發之各大溯源資訊系

統訊息尚無法共享與交換，更新進度亦有待加強，建

議農委會各業管單位研議增進各系統間之資訊交

流，進一步提升生產者使用之可近性，以及消費者使

用之友善度。 

此外，在資訊串連方面，農委會目前以「智慧農

業 4.0」計畫推動智慧溯源，從人、資源及產業等 3

方面進行優化，將農業從生產、行銷到消費市場系統

化，請農委會持續推動溯源農產品產業建立與食品雲

介接機制，強化資訊聯結，以提升國人對國產農產品

安全之信賴感。 

在新興科技運用方面，請農委會研議運用資通技

術提升農產品生產管理及市場競爭力，例如區塊鏈具

有去中心化、資料寫入後無法竄改及變造之特性，相

對安全，應用於產銷履歷，一般小農可不需透過中間

人情況下，將產品送到市場，降低交易成本，且民眾

可公開檢視生產銷售過程，提升農產品外銷競爭力及

農戶收入。又如物聯網之應用，可針對需求開發智慧

環控平臺，進行全天候監測土壤、病蟲害等，並透過

數據分析，控制農作物產量等，提升農產品價值。管

銷部分則可建立雲端農作產銷平臺，媒合企業通路與

在地小農以保證利潤方式進行契作收購，提高農民收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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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查證照片 

 

照片 1：本次實地查證主辦機關簡報 

 

照片 2：本次實地與查證主辦機關綜合座談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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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實地查訪屏東雞蛋生產場 

 

照片 4：實地查訪屏東雞蛋生產場雞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