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前言

冷鏈及物流，意指利用控制溫
度的供應鏈體系，從原物料供應、運
送、倉儲、配送至零售皆以保鮮為目
的讓產品處於特定環境之下，確保食
品安全、延長保存期限。國際上為因
應全球化、消費需求多變及電子商務
蓬勃發展，對農產品品質與安全、運
送時間的要求日益提升，發展可維持
農產品品質並快速運送至不同地區之

冷鏈及物流（Cold Chain Logistics）
已為全球趨勢。

我國受制於農業經營主體以小農
為主，分散式的生產及處理導致成本
偏高；且多數農產品都不耐貯運，再
加上近年極端氣候頻仍，生產時程調
配不易。觀察到國內外需求及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政策與第6次全國農業會
議結論指出，建構解決損耗與產銷失
調的冷鏈物流體系為臺灣農業現今必
需舉措，期能藉冷鏈物流體系創造新

國內蔬果供需
與蔬果鮮品之冷鏈物流

林恒生 1 楊承運 1 彭士芳 1

體系需求現況

調查結果

註 1：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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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食價值鏈，穩定到貨品質，進而推
升加值衍生服務。

因此本調查聚焦於蔬菜、水果，
透過量化問卷調查供、需兩端，並輔
以業者深度訪談。共回收消費端樣
本1,326份、產業端樣本370份、深
度訪談8次，探詢消費者蔬果購買行
為、冷鏈蔬果消費意願，及產地端業
者冷鏈體系應用現況等。期能透過調
查分析，尋得各通路供需媒合機會，
作為市場推廣策略參考，並協助蔬果
冷鏈物流體系建構。茲將各項調查結
果分述於下。

二、 蔬果消費端現況

（一） 購買通路以傳統市場為主，超
市因購買方便受青睞
本次消費端調查採全國抽樣，

對象為過去6個月曾購買蔬果之一般
大眾，並據內政部之統計資料，對年
齡、性別、居住地予以加權，使分配
一致。

結果顯示，在蔬菜購買通路方
面，傳統市場為蔬菜最主要之購買通
路，占整體消費額7成，其次為超級
市場占比近2成。選擇至傳統市場購

買蔬菜的主因為「蔬
菜新鮮」。而選擇超
市之主因為「購買方
便」，僅3成為超市
消費者因「有低溫保
鮮」（圖1∼圖3）。

水果方面，傳統
市場亦為最主要消費
通路，占消費額之6
成，其次為水果專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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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消費者在各通路蔬菜消費金額占比。

圖 2. 傳統市場之蔬菜購買原因（n=902）。 圖 3. 超級市場之蔬菜購買原因（n=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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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占近2成，超級市場則1成左右，
此3通路即占約9成。與蔬菜市場相
似，傳統市場因「水果新鮮」、「購
買方便」及「水果選擇性多」而受青
睞；超市購買者係因「購買方便」，
其中有超過3成5因水果「低溫保鮮」
而光顧（圖4∼圖6）。
（二） 冷鏈體系蔬果較新鮮衛生之認

知待提升，優惠為最有力消費
誘因
在冷鏈體系運輸蔬果「新鮮度」

及「食品安全」認知方面，雖有近6
成消費者認為蔬果採低溫物流較新
鮮，但仍有近3成民眾不瞭解低溫與
常溫保存在新鮮度的差異；食品安全
上亦同，仍有超過2成認為2種運送
方式無衛生安全差異，顯示消費者的
認知落差（圖7∼圖8）。

消費者挑選蔬果時約有4成最重
視「蔬菜外觀」、「無農藥殘留」，而
考量「低溫保存」者不及2成5，顯
示儘管超過半數認為低溫保存配送之

蔬果較新鮮安全，但
鮮少在購買時將低
溫納為重要考量因素
（圖9）。

為確認購買意
願，本調查向受訪者
說明低溫保存蔬果之
優勢，發現有意願
購買者比例提升近1
成，而平均每位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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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消費者在各通路水果消費金額占比。

圖 5. 傳統市場之水果購買原因（n=759）。 圖 6. 超級市場之水果購買原因（n=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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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13.27%之金額購買。另外，提供
購買優惠方案、增加販售地點、提供
冷鏈蔬果認證及加強宣傳等都有望提
升整體市場之偏好（圖10）。

 
三、 產地端冷鏈體系應用現況

產地端調查對象以產銷班為大
宗，另有合作社、農會、合作農場及

發貨公司。其分布於雲嘉南、高屏及
中部地區，並涵蓋蔬果產量低於49噸
之小型單位至產量1,000公噸以上之
大型單位。

除問卷調查外，亦深度訪談已應
用冷鏈物流業者，包含全國農會供銷
部門、產銷合作社及合作農場、超市
的產地發貨中心等，其訪談與問卷結
果一併於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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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保存配送方式對蔬果新鮮度影響的認知（n=1,326）。

圖 8. 保存配送方式對蔬果衛生安全影響的認知（n=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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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挑選蔬果之購買考量因素（n=1,326）。 圖 10. 提升低溫保鮮蔬果購買意願之誘因（n=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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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蔬菜供應鏈應用冷鏈比例較水
果高，預冷為冷鏈採用比例最
低之階段
本調查將蔬果冷鏈應用分為預

冷、運輸、倉儲、配送及零售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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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各階段導入冷鏈之蔬菜業者比例（由上而下 n=147, 
107, 108, 130, 87）。

圖 12. 各階段採用冷鏈保存之蔬菜比例。

圖 13. 各階段導入冷鏈之水果業者比例（由上而下 n=205, 
159, 160, 165, 197）。

圖 14. 各階段採用冷鏈保存之水果比例。

結果顯示，受訪單位中業務涉及蔬
菜採收者，近4成有導入預冷措施，
近7成以低溫運輸、3成使用低溫倉
儲、近4成採低溫配送，而超過4成
以溫控方式販售蔬菜。可看出運輸階
段導入冷鏈的業者比例最高。

在水果供應鏈方面，冷鏈導入狀
況不如蔬菜，1成5的業者在水果採
收後採預冷作業，近4成5採低溫倉
儲，近2成以低溫運輸，超過2成應
用低溫配送、零售。雖在倉儲階段導
入冷鏈之業者最多，但僅不到其4%
的水果進入溫控（圖11∼圖14）。
（二） 冷鏈斷鏈情形在批發市場至傳

統市場銷路中較常見
根據訪談結果，目前國內農產品

運銷通路可分為2大類：第1類銷路
的蔬果集中處理，農會、合作社或運
銷公司與農民契作、收購，進行處理
和包裝，配送至全國與地區型超市、
量販店、大型消費戶如國軍副食、團
膳業者等；第2類銷路規模較小、分
散，包括農會及合作社等農民團體共
同運銷，送至各大批發市場，透過拍
賣、議價交易快速集散，再經傳統零
售市場等賣點銷售。

前述第1類銷路下游為超市或團
膳業者等，由於此類通路對品質要求
高，從採收開始，農民即會將蔬果送
入合作社或運銷公司之溫控設施。然
而，上述第2類銷路為求節省成本，
運銷合作社會根據品項決定預冷與否。

倉儲是供應鏈中導入冷鏈的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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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最高的階段，第1類銷路的農產
品預冷後依其特性冷藏在合適溫度的
倉別，得到最佳保存效果。第2類收
購商，普遍皆未採低溫倉儲，僅在批
發市場休市或客戶預下訂單而暫未出
貨時冷藏。

從產地端至集貨地的運輸過程
中，第1類銷路供應者雖幾乎全採低
溫運輸，然少部分銷往批發市場的蔬
果，因非其最主要的銷售管道，加上
批發市場常無冷鏈設備，失去溫控運
輸意義，故僅採用常溫運送。另一方
面，第2類小型運銷合作社雖認為全
面採用冷藏配送最為理想，但因成本
過高而難以落實，僅少部分具品牌知
名度的蔬果會運用冷鏈，如燕巢芭樂。
（三） 導入冷鏈之主要困難為資金不

足及成本效益低
在導入冷鏈遭遇之挑戰方面，超

過4成5業者遇「資金不夠」問題；
亦近 4成認為需冷鏈的蔬果「量太
小、不符成本效益」。而未採用冷鏈
物流之業者超過6成因「產品本身的
特性不需要冷鏈物流」，亦有5成5認
為「快速到達市場端即可，不需要冷
鏈物流」（圖15∼圖16）。

相較之下，蔬菜業者普遍較水果
業者更有意願導入冷鏈，各階段意願
皆達4成；水果業者各階段採用意願
約3成。其中，蔬菜業者在倉儲階段
較有冷鏈需求，而水果業者則偏向在
產地運輸至集貨地的階段（圖17）。

欲提升業者採用冷鏈物流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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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導入冷鏈物流時遭遇之挑戰（n=180）。

圖 16. 業者未採用冷鏈物流之原因（n=190）。

圖 17. 未採用冷鏈物流之業者中有意願導入冷鏈之比例（由左而
右，蔬菜 n=89, 74, 35, 79, 51，水果 n=173, 130, 88, 126,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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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增加採用冷鏈物流意願之誘因（n=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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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半認為需「政府提供相關補助」，
而近4成認為「有一條龍式的冷鏈物
流服務」或「有專業冷鏈技術團隊指
導」亦為重要誘因。另外，從市場端
來看，3成左右的業者認為「冷鏈農
產品價格提升」及「消費者購買冷鏈
生鮮產品意願高」也有助於提高採用
意願（圖18）。

四、 結語

（一） 從產地端導入集運制度及設
施，批發市場、傳統市場設備
升級與空間重劃
根據消費端問卷結果顯示，傳統

市場為最主要之購買通路，占6、7
成消費量。加上近5成消費者表示增
加冷鏈蔬果購買地點，將提升購買意
願。因此，建議可於傳統市場增設冷
鏈蔬果銷售區。此外，傳統市場蔬果
的供應單位如農民團體、批發市場，
尚未設置專業冷鏈體系，使農產品處
理、包裝、運輸皆由各合作社場自行
運作。此分散之供應結構易造成低溫
物流斷鏈，故建議建立產地端運銷端
的完整冷鏈農產品集運制度與設施。
（二） 冷鏈物流中心的設立縮短產地至

集貨距離，集運創造規模經濟
在預冷階段之蔬果冷鏈落實比

例最低，蔬菜預冷比例約2成，多因
業者認為「產品本身特性不需冷鏈物
流」或「快速送至市場端即可」。而
導入冷鏈之主要障礙為「資金不夠」

及「產量太小不符成本效益」。
因此，建構功能涵蓋預冷至加工

階段的冷鏈設施，縮短產地到冷鏈設
備之距離，方便業者將剛採收之鮮品
快速送達，將有助於提高使用比例；
亦可透過集中處理達到規模經濟，降
低資金不足及成本過高問題。
（三） 提升消費者對冷鏈產品的認

知，並推動冷鏈蔬果教育
隨著國內市場的食安意識越趨普

遍，已有6、7成消費者認為低溫運輸
之蔬果較常溫更新鮮、衛生安全；而
超市因其購物方便性，為次於傳統市
場、水果專賣店之消費通路。再加上
各大線上購物網都正擴大銷售生鮮品
項，農產品低溫物流服務需求預估將
持續增長，成為農產品提升未來競爭
力的關鍵。

順應此趨勢，並藉消費需求拉動
供應業者導入冷鏈，建議建立農產品
冷鏈教育課程，提升消費者對冷鏈價
值之認知、教育其購買「新鮮」農產
品，此舉亦有助於應用冷鏈的業者形
成品牌區隔，便於通路及消費端辨識
及支持。

總結而言，未來我國應透過建置
冷鏈物流中心，並搭配批發市場升級，
鼓勵供應端採後預冷作業及冷藏運輸設
備。並透過第三方驗證、人才培育及評
鑑等制度，提供我國農民團體適應未來
產銷變化所需的基礎設施，在變動快速
的全球市場下維持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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