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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本政府於 2005年開始實施食育基本法，並正式推動食農教育政策。

而日本食農教育政策歸屬於其「確保糧食穩定供應」大目標之下，「食農

教育推廣、擴大國產農產品之消費，以及『和食』的保護與繼承」之政策

領域。直至目前為止，日本政府規劃了三次五年期的食育推廣基本計畫。

其中，日本政府第 1次食育推廣基本計畫方針，主要依據食育基本法之內

容，該階段的重點在於是否能引起民眾對於食農教育議題的關心，培養民

眾正確的相關知能，以及動員地方政府與民間團體推動與推廣食農教育。

第 2次食育推廣基本計畫延續第 1次食育推廣基本計畫之內容，並且針對

改善因生活習慣不良所導致的相關病患增加、孩童沒吃早餐、單獨進食而

沒有與家庭聯繫，以及老人營養不良等問題進行規劃，因此，該階段加入

了相關的策略目標。此外，第 2次食育推廣基本計畫之重點漸漸由對食農

教育之認知、態度與知能，延伸至民眾實際的行為與生活習慣。第 3次食

育推廣基本計畫則在前者的基礎下，增加了針對年輕世代的早餐食用、飲

食文化傳承，以及食品安全基本知識等目標，減少食物浪費之目標，以及

較詳細的健康飲食目標。建議政府未來在規畫食農教育整體計畫，以及推

動食農教育政策方案時，能參考日本政府之作法，先整合地方政府與民間

可動用的資源，再以循序漸進的方式，由民眾對於食農教育之認知、態度

與知能，逐漸延伸至民眾實際的行為與飲食習慣。 

 

關鍵詞：食農教育政策、日本農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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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食農教育對我國之啟示 

 

壹、 前言 

為提升我國糧食自給率，降低進口食材依賴，改善國人飲食習慣，增

進國人對在地農產的認同，以及發揚本土飲食文化，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自

2013年開始推動食農教育相關之政策措施1，並於 2019年正式籌畫食農教

育推動方案。另一方面，立法院自 2016 年 3 月，先後由姚文智等立法委

員、陳曼麗等立委與蔡培慧等立法委員提出三種版本食農教育法草案；目

前（2019年）食農教育法草案已一讀通過，並排程進入二讀。若以目前我

國的食農教育法草案為依據，我國食農教育的內涵包括：飲食文化、健康

飲食(正確的飲食知識)、食品安全、農業（農村）發展、食農體驗、環境

友善農業操作、全球環境變遷調適，以及糧食安全等多元面向。因此，未

來我國食農教育推動方案策略目標的擬定，以及應如何逐步推動該方案就

成為我國食農教育政策上的重要議題。 

日本政府為推動食農教育政策之先行者，其於 2005 年制定食育基本

法，並正式推動食農教育政策。雖然其推動食農教育政策的緣起及進程與

我國並不相同，其食農教育政策的分工體系與我國亦有所不同，但在推動

方案（計畫）的目標設定、實施步驟與推動經驗，應可作為我國政府之參

考。 

 

貳、 日本三次食農教育計劃與其策略目標 

日本政府自 2005年即開始制定食育基本法，訂定食育推廣基本計畫，

並進行該計畫的評估。基本上，日本食育白書之中的食農教育計劃評估，

主要在於對政策計畫目標本身所進行的監測與考核（為日本農林水產省之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與農糧署過去針對食農教育之推廣計畫包括：產銷履歷教案徵選活動

（2013）、食農教育扎根推廣計畫（2014）、食米養成教育推廣計畫（2016）、食農教育推廣計畫

（2017）、食農教育場域營造與體驗推廣試辦計畫（2017）、食米教育延伸推廣計畫（2018）、推

動食米農學園計畫（2018）等。 



                                                                            

2 
 

實績評估），而其計畫目標主要對應計畫方針與各期之重點課題。 

直至目前為止，日本政府規劃了三次五年期的食育推廣基本計畫。其

中，日本政府第一次食育推廣基本計畫之規劃，主要依據食育基本法之內

容，因此，該計畫方針一如日本食育基本法之理念（如以下七點）： 

1. 促進國民身心的健康及豐富人性的養成。 

2. 理解食品相關人員的努力，並保持感謝的心情。 

3. 食育推廣運動的推展。 

4. 幼童之父母及其保護者應扮演食育教育者的角色 

5. 推行與實踐與食品相關的體驗活動與食育推廣活動。 

6. 飲食教育可維護傳統良好的飲食文化，而有效利用地區特性的飲食生

活，以及環境調和的糧食生產和消費，促進農山漁村的活性化，並提升

糧食自給率。 

7. 藉由食育的增進食品安全。 

在該方針與食育基本法相關內容之指導下，日本政府訂定第一次食育

推廣基本計畫的計畫目標，並在計畫執行期間與計畫完成之期間，進行該

計畫目標的監測與評估。前述計畫目標及評估目標如表 1所示。表 1顯示，

日本政府第一次食育推廣基本計畫之目標，主要在於引起民眾對於食農教

育議題的關心，培養民眾正確的相關知能，以及動員地方政府與民間團體

推動與推廣食農教育。此外，民眾早餐的食用情況與學校午餐的部分，亦

為該階段的重點之一。 

而日本政府第 2次食育推廣基本計畫除了延續第 1次食育推廣基本計

畫之內容外，當局希望能夠利用食育推廣計畫改善因生活習慣不良所導致

的相關病患增加、孩童沒吃早餐、單獨進食而沒有與家庭聯繫，以及老人

營養不良等問題。因此，第 2次食育推廣基本計畫的焦點轉向三大課題，

包括： 

1. 根據不同的生命階段持續的進行食育推廣。 

2. 透過食育推廣來預防及改善與生活方式有關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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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透過家庭共食達成孩童的食育推廣。 

表 1 第 1次食育推廣基本計畫的目標值與實際績效（2006年-2010年） 

目標項目 基準值 目標值 

1. 關心食農教育的國民比例 69.8% 90%以上 

2.沒吃早餐的國民比例 

i)兒童 4.1% 

ii)20-29歲男性 29.5% 

iii)30-39歲男性 23.0% 

i)0% 

ii)15%以下 

iii)15%以下 

3.學校午餐使用在地食材的比例 21.2% 30%以上 

4.餐飲參考飲食均衡指南的國民比率 58.8% 60%以上 

5.了解內臟脂肪症候群的民眾比例 77.3% 80%以上 

6.參與食育促進相關活動的志工人數 28萬人 
基準值增加 20%以

上 

7.協助農事教育的市町村比例 0.4% 60%以上 

8.具有食品安全基礎知識的民眾比例 45.7% 60%以上 

9.規劃與實施食農推廣計畫的都道府縣與市町

村比例 

i)都道府縣 

ii)市町村 

i)100% 

ii)50%以上 

資料來源：総務省（2015）；本研究整理。 

第 2次食育推廣基本計畫在計畫方針的部分則與第 1次食育推廣計畫

的政策方針大致相同，但在計畫目標的部分則依三大重點課題，新增家庭

共食與慢食等目標。而在內臟脂肪症候群之計畫目標，亦由民眾對該症狀

的理解，進一步延伸至民眾是否為改善或預防該症狀而採行健康的飲食與

適當的運動。第 2次食育推廣基本計畫之計畫目標及評估如表 3所示。對

照表 2與表 3可發現，相較於第 1次食育推廣計畫，第 2次食育推廣計畫

的重點漸漸由對食農教育之認知、態度與知能，延伸至民眾實際的行為與

飲食習慣；而相關的計畫評估項目也更具體化。 

第 3次食育推廣基本計畫則在第 2次食育推廣計畫的基礎下，進一步

擴充，而此時日本政府認為當前的重點課題包括： 

1. 著重於年輕世代(20 歲至 39 歲)的飲食習慣改善，除預防生活習慣病、

增進健康以外，亦可提高糧食自給率。 

2. 成為政府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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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第 2次食育推廣基本計畫的目標值與實際績效（2011年-2015年） 

目標項目 基準值 目標值 

1.關心食農教育的國民比例 70.5% 90%以上 

2.早餐與晚餐與家人「共食」的頻率 9次/週 10次/週以上 

3.沒吃早餐的國民比例 

i)兒童 1.6% 0% 

ii)20、30 歲世代男性

28.7% 
15%以下 

4.學校午餐使用在地食材的比例 26.1% 30%以上 

學校午餐使用國產食材的比例 77% 80%以上 

5.飲食生活考慮營養均衡因素的國民比例 50.2% 60%以上 

6.為預防或改善內臟脂肪症候群，採取適當飲

食與運動的國民比例 
41.5% 50%以上 

7.慢食的國民比例 70.2% 80%以上 

8.推動飲食教育的食育相關志工人數 34.5萬人 37萬人以上 

9.體驗過農漁業農事的國民比例 27% 30%以上 

10.擁有食品安全的基本知識的國民比例 37.4% 90%以上 

11.規劃與實施食農推廣計畫的市町村比例 40% 100% 

資料來源：農林水產省（2016）；本研究整理。 

3. 讓國人健康壽命得以延伸，推行少鹽飲食或綜合代謝症、 肥胖、過瘦、

營養不良的預防或改善，降低醫療成本。 

4. 由於世界飢荒，開始著重於珍惜食物，推動減少食物浪費的國民運動。 

5. 和食被登錄為「世界無形文化遺產」，恢復日本傳統飲食文化，攝取樸

實且對人體健康有益之食物，亦可以擴大日本米食消費量。 

6. 加強市町村食育推進計畫的制定及達成率(普及率)，讓食育推動能從中

央向地方扎根。 

因此，在第 3 次食育推廣基本計畫中增加了針對年輕世代的早餐食

用、飲食文化傳承，以及食品安全基本知識等目標，減少食物浪費之目標，

以及較詳細的健康飲食目標（如飲食多樣化、重視生活相關疾病的飲食、

配合製造少鹽少油產品的食品公司）。第 3 次食育推廣基本計畫之計畫目

標如表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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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第 3次食育推廣基本計畫的目標值與基準值（2016年-2020年） 

目標項目 
調查資料 

來源機構 

基準值 

(2015年) 

目標值 

(2020年) 

1.關心食農教育的國民比例 

內閣府、 

農林水產省 

75% 90% 

2.早餐與晚餐與家人「共食」的頻率 9.7次/週 11次/週以上 

3.在特定場域內（如社區或職場）想要「共食」

的比例 
64.6% 70%以上 

4.沒吃早餐的兒童比例 文部科學省 4.4% 0% 

5.沒吃早餐的年輕世代（20歲至 39歲）比例 
內閣府、 

農林水產省 
24.7% 15%以下 

6.國中學校的校園午餐供餐實施率 

文部科學省 

87.5% 90%以上 

7.學校午餐使用在地食材的比例 26.9% 30%以上 

8.學校午餐使用國產食材的比例 77.3% 80%以上 

9.每日 2次以上之包含主食、主菜與副菜組合之

國民比例 

內閣府、 

農林水產省 

57.7% 70%以上 

10.每日 2次以上之包含主食、主菜與副菜組合之

年輕世代比例 
43.2% 55%以上 

11.為預防與改善與生活方式相關的疾病，並意識

應保持適當體重並於飲食中減少鹽分國民比

例 

69.4% 75%以上 

12.致力於產品少鹽少油的食品公司數 厚生勞働省 67個 100個以上 

13.慢食的國民比例 內閣府、 

農林水產省 

49.2% 55%以上 

14.推動飲食教育的食育相關志工人數 34.4萬人 37萬人以上 

15.體驗過農漁業農事的國民比例 農林水產省 36.2% 40%以上 

16.採取減少食物浪費的國民比例 消費者廳 67.4% 80%以上 

17.傳承地區及家庭的和食文化的國民比例 

內閣府、 

農林水產省 

41.6% 50%以上 

18.傳承地區及家庭的和食文化的年輕世代比例 49.3% 60%以上 

19.擁有食品安全的基本知識，並會自行判斷的國

民比例 
72.0% 80%以上 

20.擁有食品安全的基本知識，並會自行判斷之年

輕世代比例 
56.8% 65%以上 

21.規劃與實施食農推廣計畫的市町村比例 76.7% 100% 

資料來源：農林水產省（2016）；本研究整理。  

 

參、 討論與建議 

由日本政府 3次食育推廣基本計畫之目標項目及其評估結果可發現，

日本政府推動食農教育政策採循序漸進的方式進行，首先喚起民眾對於食

物、農產品、健康飲食與傳統飲食文化的重視與關心，再進一步將焦點放

在民眾實際的行為與生活習慣。在政策對象的部分，日本第 1次食育推廣

基本計畫著重在全體民眾，以及未來可動員推廣食農教育的地方政府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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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而第 2次與第 3次食育推廣基本計畫的重點政策對象則隨政府認定的

社會課題而改變；第 2次食育推廣基本計畫較著重家庭與學童的部分，而

第 3次農推廣基本計畫則在第 2次食育推廣基本計畫的基礎下，將重點政

策對象延伸至年輕世代(20歲至 39歲)，以及高齡獨居家庭、單親家庭及貧

困孩童。 

最後，建議政府未來在規畫食農教育整體計畫，以及推動食農教育政

策方案時，能參考日本政府之作法，先整合地方政府與民間可動用的資

源，再以循序漸進的方式，由民眾對於食農教育之認知、態度與知能，逐

漸延伸至民眾實際的行為與飲食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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