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午餐使用在地食材 

及國軍採購三章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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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學校午餐採用在地食材 
是總統新農業與食安的重大 
政策。 

 105年8月11日行政院第3510次 
會議決定，請農委會會同教育部及衛福部建立
機制，積極推動學校午餐使用低碳足跡在地食
材，營造學校午餐特色。 

本政策若能成功落實到全國，除可確保學童校
園食材安全及可追溯外，亦透過地產地消方
式，提升國產食材自給率，並讓學童感受在地
飲食文化，達到食農教育、食品安全及農業永
續之三贏。 

學校午餐使用在地食材及 
國軍採購三章蔬菜政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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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內容: 
推動學校午餐食材及國軍副食之蔬菜採用 
國產可溯源標章(示)之農產品 

•政策目標:  
藉學校午餐食材及國軍副食之蔬菜採用四章一Q之
國產可溯源農產品，由農委會針對供應食材之生產
源頭輔導安全用藥，確保學校午餐及國軍食材安全 

•效益:  
提升校園及軍隊食材品質及安全、提升農民收益 

 

http://achievement.ey.gov.tw/cp.aspx?n=2F1E2ABBC7655E47


3 

學校午餐使用在地食材政策影響範圍 

2 學生/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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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午餐使用在地食材跨部會執行策略 

食材 
供應鏈 

行政 
支持 食農 

教育 

教育部修訂「學校外訂
盒(桶)餐採購契約(參考
範本)」及補充規定 

教育部、農委會請試
辦縣市研提「學校午
餐採用國產可追溯生
鮮食材」獎勵金方案，
分年編列預算經費 

農委會生鮮食材抽驗: 

蔬果抽驗3,000件/年 

畜產品抽驗600件/年 

行政院「106年獎
勵地方政府落實推
動食安五環改革政
策計畫」 

教育部函發「食安
五環學校午餐採用
國產可追溯生鮮食
材政策中央暨地方
政府行政作業指
引」 

農委會結合教育部推動
「106年度食農教育推
廣計畫」 

 

 
 

衛福部針對學校午餐半
成品及成品查核抽驗。 

農委會推動溯源取得、
輔導農民團體組成供應
平台、拍賣市場溯源蔬
果專區三大穩定供應措
施 

加強檢 
驗稽查 

 

行政院跨部會「106年學
校午餐聯合稽查專案」 

 

 

 

 

 



學校午餐使用在地食材試辦期程 

106年3月1日行政院召開四章一Q政策跨部會首長協調會議結
論。 

學年度 試辦縣市(數) 所需經費 

105學年度第2學期 
(106年2月起) 

新竹縣、新竹市、 
臺中市、臺南市、
宜蘭縣、臺東縣 
等6縣市試辦 

已核撥 

2,844萬 

106學年度第1學期 
(106年8月起) 

本島各縣市及澎湖
縣試辦 

經費需求 

6億4,928

萬 

106學年度第2學期 
(107年2月起) 

本島各縣市及澎湖
縣辦理 經費需求 

13億130萬
由行政院編

列 107學年度第1學期 
(107年8月起) 

本島各縣市及澎湖
縣辦理，金馬加入
試辦 

107學年度第2學期 全面實施 

新竹縣市 

臺中市 

臺南市 

宜
蘭
縣 

臺東縣 

苗栗縣 

雲林縣 

嘉義縣市 

高雄市 

屏東縣 

南投縣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花蓮縣 

彰化縣 
澎
湖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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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門
縣 

連
江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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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追溯 

吉園圃 

CAS

產銷履歷 

有機 

106年學校午餐使用在地食材執行成效 (1/3) 

※資料來源:政府資料開放平臺-校園食材登錄平臺資料集，調味料、五榖雜糧類、乳品類、甜品、蔥薑配菜類等不列入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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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9、12月各縣市各類食材登錄筆數為四章一Q比例 

106年3、6月試辦6縣市 

各類食材登錄筆數 

為四章一Q比例 

106年9、12月20縣市各類食材 

登錄筆數為四章一Q比例 

87%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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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

產銷履歷 

有機 

41% 
44% 

9月 

12月 

41% 
44% 

透過校園食材登錄平臺可得知每日食材資訊 
食材資訊
全數揭露 

近半數食 

材可溯源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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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用四章一Q之國產可溯源農產品，可針對供應食材之

生產源頭輔導安全用藥，確保學校午餐及國軍蔬菜食材

安全，從源頭解決校園食材安全問題。 

• 以國中小供餐總學生人數約為171萬人，國軍官兵人數

約19萬人，每年可增加國產可溯源農產品需求量近10萬

公噸(蔬菜79,250公噸、水產品3,100~6,200公噸、豬雞

肉14,000公噸) ，提升國產食材自給率。 

• 由農業、教育及衛生單位合作建置學校午餐及國軍食材

供應鏈，藉契作穩定貨源及農民收入、及生產源頭與學

校末端雙重把關，和獎勵金等多元配套措施共同推升校

園午餐食材安全與品質，營造各地學校午餐特色。 

 

106年學校午餐使用在地食材執行成效 (2/3) 

學校午餐食材供應通路單純、價格
穩定，能事先知悉蔬菜的需求量，
讓農民進行計畫性生產，專心做好
田間管理與生產調控。 

我支持 

維持供給盤商收購 

難以確保銷售數量 

 校園午餐契作採用  



• 自106年起，由農委會配合政策加強抽驗，並由行政院食安辦公
室協助整合教育部、衛福部、農委會及地方政府合作，共同辦
理聯合稽查，改善以往針對校園午餐食材抽驗件數太少，以有
效促使團膳或食材供應商重視食材安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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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鮮蔬果 畜產品 

104年與106年學校午餐食材抽驗 

合格率90.8% 

156件 

合格率95.1% 

 3,280件 

 (目標3,000件) 

合格率98.98% 

196件 

合格率99.9% 

822件 

 (目標800件) 

增加抽驗件數， 

確保學童吃得安心。 

           106年 

8 106年學校午餐生鮮蔬果食材合格率由3月91.9％至12月提升為95.1％。 

106年學校午餐使用在地食材執行成效 (3/3) 

           1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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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專業植物醫師證照制 
國家考試取得植物醫師資格者，協助農民診斷病蟲害及管理建議，提升精
準用藥技術。 

輔導重點產區農民建立自主管理團隊 
於主要作物產區輔導籌組自主管理團隊，透過投入政策資源，加強農民安
全用藥觀念。 

持續加強農民建立正確防治技術及用藥心態 
本會各區農改場進行防治示範與宣導，以及各地方政府舉辦安全用藥講習
會與組訓農民。 

從產、消兩端併行推動四章一Q政策 
於生產端輔導農民申請四章一Q，以及加強推動學校午餐及國軍副食採用
溯源農產品。 

加強把關學校午餐食材 
學校午餐尚未完全採用四章一Q食材前，以抽驗非四章一Q及進口生鮮蔬
果為主。 

107年提高蔬果農藥殘留合格率改進措施 



107年推動學校午餐使用在地食材方式 

 農委會查核供應端四章一Q標章(示)真實性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查核學校端四章一Q標章(示)真實性 

農委會協同教育部訂定中央補助地方政府推動學校午餐採用國產可追溯生鮮食材獎
勵金支用要點。 

 將各縣市學校午餐使用可追溯生鮮食材比例納入「107年度中央對直轄市與縣市
政府一般性教育補助款考核」項目。 

 一般性教育補助款考核較佳之縣市，行政院另有獎勵措施，以促使地方政府達成
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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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縣市學校午餐之國產可追溯生鮮食材(水產、肉品、蛋、蔬菜類)登錄比率達
50%。 

 持續加強學校午餐生鮮蔬果食材抽驗，合格率目標達95.5%。 

 金馬於107學年度第1學期起加入試辦。 

行政院直接撥付獎勵金至地方政府： 

查核方式： 

激勵地方政府執行： 

107年度目標： 



106年推動國軍採購三章蔬菜執行情形 

驗證農產品
標章 

補助金額 

(元/公斤) 

有機 

(含轉型期) 
25 

產銷履歷 6 

吉園圃 6 

慣行農業 

77% 

產銷履歷11.3% 

吉園圃11.4% 

有機(含轉型期) 

0.3% 

106年執行檢討尚待加強改善處： 

1. 部分採購單位對具標章蔬菜內涵尚未熟悉。 

2. 採購單位尚不清楚具標章蔬菜有補助，影響
投單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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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執行成果(9/21~12/31) 

106年執行情形(9/21~12/31) 

採購三章蔬菜614.65公噸(產銷履歷498.8公噸(11.3%)、吉園圃502.89公
噸(11.4%)、有機含轉型期12.72公噸(0.3%))。 



107年推動國軍採購三章蔬菜精進作為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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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農產
品標章 

補助金額 

(元/公斤) 

有機 

(含轉型期) 
25      30 

產銷履歷 6       10 

吉園圃 6          3 

慣行農業 

50% 

吉園圃5% 

有機(含轉型期) 

5% 

產銷履歷
40% 

106年11月9日農糧署召開協調會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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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預期效益 

 銷售三章蔬菜達9,250公噸(佔50%採購量) 

 107年度續辦本項工作經費估計需1億587萬元。 

2.設定107年執行目標，據以執行 1.合理獎勵產生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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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效益及未來發展 

• 採用四章一Q之國產可溯源農產品，可針對供應食材之
生產源頭輔導安全用藥，確保學校午餐及國軍蔬菜食材
安全，從源頭管理食材安全，讓家長放心，也提升學校
及國軍供餐品質。 

• 由農業、教育等單位合作建置學校午餐食材供應鏈，藉
契作穩定貨源、生產源頭與學校末端雙重把關和獎勵金
等多元配套措施，共同推升校園午餐食材安全與品質，
營造各地學校午餐特色，讓學生吃得安心，具有機、產
銷履歷、CAS臺灣優良農產品和吉園圃標章的農產品價
格較高，有助於提升農民收益。 

• 國中小及國軍官兵供餐總人數約190萬人，每年可增加
國產可溯源農產品需求量近10萬公噸(蔬菜79,250公噸、
水產品3,100~6,200公噸、豬雞肉14,000公噸) ，提升國產
食材自給率。 

• 採用四章一Q之國產可溯源農產品，可針對供應食材之
生產源頭輔導安全用藥，確保學校午餐及國軍蔬菜食材
安全，從源頭管理食材安全，讓家長放心，也提升學校
及國軍供餐品質。 

• 以國中小供餐總學生人數約為171萬人，國軍官兵人數
約19萬人，每年可增加國產可溯源農產品需求量近10萬
公噸(蔬菜79,250公噸、水產品3,100~6,200公噸、豬雞肉
14,000公噸) ，提升國產食材自給率。 

• 由農業、教育等單位合作建置學校午餐食材供應鏈，藉
契作穩定貨源、生產源頭與學校末端雙重把關和獎勵金
等多元配套措施，共同推升校園午餐食材安全與品質，
營造各地學校午餐特色，讓學生吃得安心，也有助於穩
定農民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