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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冷鏈指的是易腐食品或需溫控的
產品，從生產端運送至消費端皆維持
產品在低溫環境，以確保食品安全與
品質之「低溫物流系統」。過去臺灣
農業著眼於國內產銷，在東西最長距
離144公里、南北最長距離僅約394
公里的情況下，相對較為忽略冷鏈的

建置。近年伴隨農產品販售通路逐漸
由農產品批發市場、販運商等傳統通
路，轉移至量販店、超市等大型實體
通路及電子商務通路，加上異常氣候
造成農產品穩定供應愈加困難，如何
確保各節點作業流程維持保鮮、低損
耗，成為農產品運銷的重要課題。
循此，107年9月「第6次全國農業會
議」針對農產品冷鏈建議：「建構全

註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註 2：	台灣農業科技資源運籌管理學會。

農糧產品冷鏈產業發展趨勢
與人才需求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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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觀點

國農產品冷鏈物流體系，設置智慧型
冷鏈物流中心，優化採前及採後處
理、分級包裝、貯運系統。整合業者
建立跨國冷鏈物流體系。」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已積極規劃並整合業者建立
現代化冷鏈物流體系，並爭取行政院
110∼113年中長程重大公共建設經
費支持，期能健全國內農產運銷冷鏈
體系。

農 產 品 冷 鏈 體 系 的 升 級 不 僅 要
重視設備等硬體的設置，也要重視技
術研發、管理系統及人才培育等軟體
的強化。由於水產品、畜產品的運輸
溫層相對單純，冷鏈導入率亦高於農
糧領域，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簡稱農糧署）於108年度特透過計
畫由台灣農業科技資源運籌管理學會
進行農糧產品冷鏈產業發展趨勢與人
才需求調查及研析，本調查聚焦於蔬
菜、水果品項，探討合作社（合作農
場）、批發市場、盤商、現代通路、
物流等業者冷鏈導入現況及人才需
求，與核心科系學生之投入意願，最
後彙整產業建議，以作為未來施政之
參考。

二、 冷鏈產業國際趨勢

根 據 M a r k e t s a n d M a r k e t s
（2018）調查，全球冷鏈市場從107
年2,031億4,000萬美元，預估到112
年可成長至2,923億7,000萬美元，複
合年均成長率（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 CAGR）達7.6%。市
場成長的推動主因包括：生鮮食品國
際貿易量的增加、跨國企業擴大食品
零售販售鏈，以及政府對於冷鏈基礎
建設整備之支持等。

根據調查顯示，當人均GDP超過
3,000美元，社會形態將進入消費社
會，而人均GDP超過5,000美元時，
對於冷鏈需求將呈現快速增加的傾
向。以亞洲國家為例，新加坡、日
本、香港等已進入冷鏈成熟階段，普
及率高達80%∼90%，蔬菜抵達消費
者手中的損腐率約1%∼2%，相較於
印度，蔬菜損腐率則高達約40%。近
年伴隨新南向國家經濟快速成長、政
策支持及消費端對於冷凍、冷藏食品
的需求日增，冷鏈物流被認為具有龐
大市場潛力。

觀察日本等冷鏈先進國家，近年
發展策略著眼於提高物流精準化、效
率化、環境友善。農產品冷鏈物流除
了溫度控制之外，進而涵蓋濕度、氧
及二氧化碳濃度、乙烯等其他影響農
產品保鮮要素之管理。再者，藉由導
入IoT、AI等技術提高物流透明化、
效率化，以改善勞動條件、職場作業
環境。最後，應用標準化裝載農產品
之容器，以及研發環境友善包裝資材
等，以有效降低對環境的損害。

觀察中國大陸等冷鏈中度發展國
家，從105年提出「關於開展農產品
冷鏈流通標準化示範工作的通知」、
106年公告「關於深入推進農業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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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培育農業農村新動
能的若干意見」及「關於加快發展冷
鏈物流保障食品安全促進消費升級的
意見」等政策可發現，中國大陸運輸
貯存設備等基礎設施仍不足，供應鏈
上游尚未建立集中的採購機構及普遍
應用預冷設備，在中游與下游則缺乏
相應的運輸與銷售場所，且缺乏健全
的農產品冷鏈物流標準及法規。是
以，建置現代化冷鏈物流以改善運銷
環境、提高食品安全則被視為政府施
政方針。值得注意的是，雖然106年
農產品物流僅占整體物流市場規模
252.8億元人民幣（約36.8億美元）
的1.6%，但伴隨電商市場競爭愈加
激烈，電商型（如菜鳥冷鏈、京東到
家、愛鮮蜂、神盾快運）及平臺型
（如碼上配、冷鏈馬甲、鮮安行）業
者積極投入冷鏈建置，加速農產品冷
鏈的普及。

三、 農產品冷鏈國內趨勢

在MarketsandMarkets（2018）
的調查中，臺灣位於冷鏈第二階段成
長期，僅次於新加坡、日本、香港等
成熟階段國家。由於農產品冷鏈包含
產銷鏈中保鮮的技術、設備及系統，
國內欠缺相關產值評估。本調查共拜
訪22家業者，包含農糧署所推薦的合
作社、合作農場，運銷股份有限公司
（17家），及基於產業代表性挑選出
現代通路、物流，及資材、設備業者

等5家。
成立年數超過50年以上的業者

皆為應用端（運銷公司、合作社、盤
商），內銷為主的業者占82%（18家
業者）。不同業態的員工人數呈現分
散趨勢，以本次受訪合作社為例，正
職員工人數少則7人、多則超過250
人。再者，營業額分布少則5,000萬
元以內，多則超過200億元，但由於
業態及經營結構不同，未必反映於獲
利，也無法直接等同於農產品冷鏈獲
利。

關 於 各 環 節 冷 鏈 應 用 率 ， 按 照
應用冷鏈品項所占營收比例為評估基
準，以盤商的冷鏈應用較高皆有80%
以上，批發市場的冷鏈應用最低。合
作社冷鏈應用與否主要來自於通路對
於冷鏈的要求。若是以果菜批發市
場作為主要通路，由於批發市場未設
置冷藏拍賣區，普遍僅使用冷藏庫以
調節供給；若以超市如全聯、家樂福
為主要通路，基於通路的要求，而會
有較高比例產品應用冷鏈設備，包含
預冷、冷藏車運送等。調查中將冷鏈
設備區分為預冷、冷藏庫、截切、包
裝、加工、冷藏車及其他等7項。雖
然因業者形態不同而導致冷鏈設備應
用情形差異，但以冷藏庫的應用最為
普遍。以合作社為例，本次受訪業者
皆設有冷藏庫，依次為預冷設備、低
溫包裝場所、冷藏車等，部分單位設
有截切設備（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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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階 段 ，
超 過 7 成 的 受 訪
業 者 對 於 未 來 3
年 （ 1 0 9 ∼ 1 1 1
年 ） 景 氣 表 示
樂觀，CAGR為
6.85%。主要推
動 因 素 包 括 ：
（一）末端通路
對於食品新鮮度
的要求提高，促
使通路端對於農產品冷鏈的要求增
加。（二）伴隨外食市場的提升，截
切蔬果具有龐大市場機會，帶動冷鏈
產業發展。（三）歷經食安風暴後，
消費者愈加重視食品安全，對於優質
農產品的願付價格提高。（四）相應
於近年減少食物浪費的趨勢，農產品
冷鏈有助於延長農產品貨架壽命，從
通路端的冷鏈需求回溯至生產端，有
助於完善從採後、預冷至通路這過程
中各環節的溫控、冷藏設備及系統之
運用。

四、 農產品冷鏈產業人才職能供需分析

總 體 而 言 ， 根 據 本 次 訪 談 的 結
果，在應用端，相較於經過專業訓練
的「人才」，業者普遍強調缺乏勞力
工作的現場作業「人力」，重視的是
可配合周末排班、配合現場作業，強
調需具備團隊合作、品行佳、能吃苦
等人格特質。所需要的相關證照為堆

高機證照、冷凍及冷藏設備初級維
修。相較於聘用專業的農產品冷鏈人
才，業者更傾向藉由訓練課程，提升
既有人員對於農產品冷鏈系統及設備
應用的管理能力。

參考先進國家逐漸由物流中心取
代批發市場的發展經驗，本次受訪業
者中，跨足農業生產、物流運銷領域
的部分業者經驗格外值得參考。其皆
表示現行仍缺乏兼備農業專業及物流
管理知識的跨領域人才。該類人才被
期待具有規劃最適流程、提升物流迴
轉效率的物流管理能力，且由於農糧
產品種類繁多，其生理特性也各有不
同需求，也需具備對農產品特性的充
分認識，並需對近年智慧物流服務系
統具有基本認識。

由 於 前 述 跨 領 域 人 才 培 育 尚 未
有充分對應的學系或學程，本調查聚
焦於農藝、園藝、生物機電工程、行
銷、運籌管理等核心科系，以國立嘉
義大學農藝學系、國立嘉義大學園藝

圖 1. 農產品冷鏈設備應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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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園生產
系、國立中興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
學系、國立中興大學行銷學系、國立
高雄科技大學運籌管理系大四學生為主
要調查對象，共回收231份有效問卷。

調 查 顯 示 ， 畢 業 後 直 接 就 業 的
174名受訪者中（占全體填答者的
75%），有意願投入農產品冷鏈產業
占45%（78名），當中以運籌管理
系的投入意願最高（75%），其次
為農園藝系（54%）。投入的主因
為「產業前景可期」（占73%），
依次為「可獲得工作成就感」、「企
業制度完善」、「透過本次說明會簡
報，對產業產生興趣」。反之，「不
熟悉產業」是影響畢業生投入農產品
冷鏈產業的最主要負面因素，依次為
「自身能力無法勝任」、「薪資不符

合期待」、「另有其他創業規劃」
（圖2）。對照願意投入此產業的主
要因素，總體而言，受訪學生對於農
產品冷鏈產業皆自認為對於產業熟悉
度不足，顯示由於農產品冷鏈所需職
能橫跨農業及物流等領域，農園藝或
物流領域同學目前課堂所學仍不夠全
面，從而降低投入意願，並突顯在未
來就業後，企業仍須提供相關培訓。
反之，若能導入業師、設置學程，在
產業前景可期之下，將可吸引學生投
入。

再 者 ， 分 析 有 意 願 及 無 意 願 投
入者之間的初任職之願意接受最低月
薪，可發現有意願投入的「願意接受
最低月薪」較多落在3.5萬元以內的
區間（2.2∼3.5萬元占82%），無意
願投入者的「願意接受最低薪資」則

圖 2. 核心科系學生投入農產品冷鏈產業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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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落於2.6∼4萬元區間（占70%）
（圖3）。對照學生願意接受最低月
薪及業者招募薪資（表1），可發現
兩造對於預期薪資的落差並不大，但
由於職缺分散於不同領域，建議未來
可強化人才媒合推廣。

五、 結論與建議

本調查參考國際冷鏈產業發展趨
勢，並綜整專家、業者、核心科系學
生的訪談及問卷調查成果，藉以釐清
國內農糧產品冷鏈產業發展趨勢及人
才需求。總體而言，伴隨氣候變遷增
加農產品保鮮必要性、國際農產貿易
愈加密切帶動長程貯藏及運輸需求，
及消費者對於食品安全及品質日益重
視等因素，農糧產品冷鏈在內外銷通
路皆成為政策重要推動方向。農糧產
品冷鏈體系的構築，除了設備等硬體
層面的提升、人才等軟體層面的培
育，同時也將涉及農產品運銷產業鏈
的整體升級；因
為國內農業以小
規模生產為主，
多樣化品項增加
溫層管理的複雜
度，若訂單缺乏
穩定性、價格未
能 適 度 反 映 、
下游業者未要求
等，均會影響業
者投資冷鏈設備

的意願。是以，建立硬體、軟體及制
度的妥善配套並進行串聯，是農糧產
品冷鏈產業升級的要點。

經上開調查彙整冷鏈產業相關協
會代表、受訪業者對於農產品冷鏈產
業發展及人才培育之建議如下，以作為
政府未來持續推動產業發展之參考。

（一） 完善人才培育之環境
1.  辦理產地教育訓練及推廣活

動，說明冷鏈技術與設備對
於農業作業效益，並輔導應
用。

2.  廣設實體、數位課程，並建
立冷鏈相關證照制度，鼓勵
從業人員強化專業知能，並
協助新進人員快速具專業知
能。

3.  與物流業者合作推行長期農
業實習以培養具備現場作業
的人才，結合選才、用才等配
套措施，吸引優秀人才投入。

圖 3. 初任農產品冷鏈產業願意接受的最低月薪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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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升物流品質及推廣
物流標準化
1. 導 入 三 級 品 管 制

度，鼓勵業者通過
國際第三方驗證，
持續精進品質管理
制度。

2. 由政府主導冷鏈物
流 認 證 、 評 鑑 制
度，針對優良業者
或提供相關獎勵，
補助或稅制優惠，
以形成良性循環，促進產業
升級。

3. 建立農業生產者與物流業者
的合作平臺，協助提升冷藏
車配送頻率及運送效能。

4. 推廣標準化棧板作業，以減
少低效率的人力搬運；推廣
折箱機等省工設備，提高物
流效率並改善勞動條件。

（三） 研發冷鏈設備及保鮮資材
持續研發省能、環保之保

鮮設備及資材，並建立貯運之
最適空間及塑膠籃清潔、回收
系統，以達成減量、再利用，
建構環境友善之物流體系。

（四） 強化農產品冷鏈教育及價值推廣
1. 以產地分級、預冷為基礎，

搭配批發市場卸貨、暫存低
溫區設備設置，推廣產地分

級及導入冷鏈系統。
2. 教育消費者購買「在地」、

「新鮮」農產品，以與進口
蔬果區隔。

（五） 彈性化冷鏈補助
1. 補助冷藏卸貨區：拍賣市場

設置冷藏卸貨區，除了初期
的設置成本，也會增加後續
維運管理成本。前期可由政
府分擔部分費用建立示範模
式與進行效益評估，以增進
各批發市場跟進的誘因。

2. 彈 性 補 助 就 地 升 級 冷 藏 設
備：配合政府盤點冷藏庫與
冷藏車應用、維管情形，從
整體運作規劃角度提供「就
地升級」的補助，並提供合
作平臺運作基礎。

（參考文獻請逕洽作者）

表 1. 農產品冷鏈產業人才招募薪資分布

職位 工作內涵

研發 農業、食品科學、食品加工科系背景：月薪 3～ 6 萬元。

採購
品管
拍賣

1. 採購：月薪 2.8～ 4 萬元。
2. 品管：農業或食品科學系大學畢業生：月薪 3～ 4 萬元。
3. 拍賣：月薪 5～ 6 萬元，津貼另計。

作業

1. 搬運：具有堆高機證照，月薪 4～ 5 萬元。
2. 田間採收人員：月薪 3～ 7 萬元，亦有業者表示加上裝

櫃等額外獎金，最高可月領 15 萬元。
3. 理貨人員：月薪 3.4～ 5 萬元（加上補貼）。
4. 包裝人員：日薪 1,200 元。

行政 1. 會計專員：月薪 2.7～ 3.2 萬元。
2. 客服專員：月薪 2.6～ 3.5 萬元。

銷售 1. 業務：月薪 2.8～ 4.5 萬元。
2. 電訪專員：時薪 1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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