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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營養午餐採用國產可溯源食材北區推展現況 

    為照顧 170萬國中小學童的飲食健康，能夠吃到優質安全的國產

農產品，讓全國家長更安心與放心，行政院在「食安五環」政策下，

自 105 年邀集教育部及農業部等共同推動學童午餐優先選用在地生

產之可溯源食材政策，鼓勵學校午餐選用有機、產銷履歷、台灣優良

農產品 CAS等標章或具有台灣農產品生產追溯 QR Code（以下簡稱

「三章一 Q」）食材，110 年起為強化各式食材安全性及可追溯性，

擴大全面推動學校營養午餐採用國產可溯源食材，確保學童吃到來源

明確、優質安全之國產農產品，增進學童環境保護意識、感受在地飲

食文化，培養在地低碳飲食習慣，開展食農教育與生活教育。 

    為確保三章一 Q 國產食材穩定安全供應，農業部對於地方政府

推動學校午餐採用國產可溯源食材而增加之成本，訂定「中央補助地

方政府推動學校午餐採用國產可溯源食材經費支用要點」，提供一定

金額補助經費，以增加學校、食材供應商、團膳業者等支用對象採用

國產可溯源食材意願，提升學校營養午餐品質。 

    中央為獎勵地方政府落實推動食安五環改革政策計畫績效方案

指標「推動學校午餐採用國產可溯源食材」，訂定評分標準提供獎勵

金措施，充裕地方經費，並同步針對學校三章一 Q獎勵金請領率及三

章一 Q食材覆蓋率列入「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一般教育補助款」

考評指標，激發地方政府推動辦理。 

歷年學校午餐補助變革整理如下： 

推動時間 一般學

校 

偏鄉學

校 

主要更新規定(註) 

109年前 3.5元 3.5元 1.主要食材、大宗季節蔬菜及正向臚

列品項均應使用國產可溯源食材。 

2.額外補助驗證蔬菜及米(有機 4元、

產銷履歷 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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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 1月 6元 6元 1.全部食材為國產可溯源食材(採重

量計價則為主要食材) 

2.季節蔬菜及正向臚列品項均應使

用國產可溯源食材。 

3.額外補助驗證蔬菜及米(有機 4元、

產銷履歷 1.5元) 

110年 4月 6元 10元 偏鄉學校增加補助 4元/餐。 

110年 9月 6元 10元 1.增加豆漿應採用國產驗證產品。 

2.正向表列水產加工品應為國產並

優先使用可溯源食材。 

3.增列鴨肉應使用國產可溯源食材。 

4.刪除產銷履歷米補助(已有政策補

貼，避免重複補助)。 

111年 2月 6元 10元 1.修正蛋品標章規定。 

2.季節蔬菜品項增列菜豆 (包含敏

豆、粉豆、醜豆 )、豇豆。 

3.修正查核機制，增列異常資料表，

以利後續查處。 

111年 5月 10元 14元 1.學校午餐供應對象增列共餐之教

職員工。 

2.增加供應國產水果 21 種品項於主

產季需使用國產可溯源食材、雜糧

(紅豆、花生、甘藷)、每月增供主

餐溯源水產品及附餐驗證豆漿各 1

次。 

112年 4月 10元 14元 1.配合法規修正溯源農糧產品追溯

條碼、溯源水產品追溯條碼、溯源

畜產品等相關標示名稱。 

2.修正部分季節蔬菜(甘藍、結球白

菜、蘿蔔、胡蘿蔔、馬鈴薯、玉米

筍)及水果(鳳梨、大目釋迦、梨)之

產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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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修正附件 2表格 3不合規定之處理

流程。 

112年 9月 10元 14元 1.組織調整農委會改制為農業部。 

2.生鮮蔬菜短期葉菜正向表列 12 品

項應使用有機或產銷履歷農產品

(自 113年 1月 2日開始)。 

3.紅豆、花生、甘藷及冰烤地瓜應使

用產銷履歷(有機)農產品。 

4.採重量計算食材補助經費，有機農

產品每公斤調升為 42 元，溯源農

糧產品每公斤調降為 3元 

    農糧署北區分署針對轄內 9 縣市(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

園市、新竹市、新竹縣、苗栗縣、金門縣、連江縣)校園學校營養午餐

採用國產可溯源食材精進方案分述如下： 

(一)訪視供應鏈單位，建立聯繫管道：為輔導各地區不同供應鏈樣態，

由分署主動聯繫、地方政府提出需求或會同國教署委託團隊辦理

相關業務時，實際走訪各縣市相關單位，包含需求端及供應端之

學校、農民團體、批發及公有市場、團膳業者及食材供應商等，

說明政策相關規定、了解食材供應鏈情形、遭遇問題及建議事項，

建立 line聯繫管道以便隨時協助媒合食材及解決相關問題。 

(二)協助媒合三章一Q食材：除輔導各地區團體擔任食材供應平台外，

主動蒐集紅豆、花生、水果、豆漿、加工肉品、蛋品等各類食材

廠商或供應團體名冊，提供學校業者參考採購。遇供應商有特殊

食材取得困難者，協助洽詢生產農民。供應商反映生產農民未具

三章一 Q，則協助輔導農民向當地農會申請 QR Code。 

(三)配合學校午餐研習協助說明三章一 Q辨識及注意事項：暑假期間

配合地方政府舉辦研習活動，協助講授三章一 Q辨識及注意事項，

以協助地方學校午餐人員提升食材驗收及品質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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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偏鄉學校辦理聯合菜單：偏鄉學校成立食材聯合採購聯盟，

但未必使用共同菜單，造成供應商準備小量食材之困難，新竹縣

推動聯合菜單有具體成效，未來適時鼓勵群組學校從食材聯合採

購進階到聯合菜單。 

(五)管控學校午餐覆蓋率與地方政府教育單位協力研議精進改善措

施：透過每月發布全國各縣市學校午餐三章一 Q占比，調閱 9縣

市各校三章一 Q覆蓋率及公布當月食材明細資料，針對覆蓋率偏

低之學校，匯出未登錄三章一 Q之食材品項回饋地方政府教育單

位，據以輔導學校改善。 

    統計 111 年 1 月~112 年 12 月北區 9 縣市學校使用三章一 Q覆

蓋率(如折線圖)，金馬地區有明顯成長，112年 12月份全國平均覆蓋

率為 98.68%、北區平均為 98.93%，覆蓋率接近 100%。 

北區 9縣市每月食材三章一 Q覆蓋率折線圖 

 

    落實「食安五環」政策，推動學校午餐使用「三章一 Q」食材，

攸關全國學子的營養與飲食教育，是我國自推動營養午餐普及以來，

首次針對食材使用所做的重大改革，除能確保國中小學童吃到來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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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優質安全的國產農產品，亦能提升國產食材自給率，期能從學校

營養午餐開始做起，由中央、地方之教育、衛生及農業相關單位以及

學校與民間組織等共同努力，逐步展開食安相關政策，全國齊心為學

童午餐共同把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