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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日本以國產食材與地產地消為核心所推動之學校供餐，及所建構之食

材供應鏈已運行多年，考量該國國情與我國相似，又北海道學校午餐使用

道產食材比例達 70%，爰此考察其推動作法，供本署精進校園使用國產食

材政策參據。此次參訪瞭解，日本透過《學校給食法》規範，串聯中央與

地方政府、給食會、給食中心或調理場、供餐廠商及生產者，確保全國的

學童們吃到品質統一且穩定安全、符合營養需求的學校午餐，且該國將學

校午餐視為食農教育的重要場域，強調食農與飲食教育的重要性，國人對

國產食材認同度高，在使用國產食材的觀念與對食農教育之重視等方面值

得我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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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考察目的 

為達校園食材溯源目的，農業部與教育部自 2017年開始共同推動學校

午餐採用國產可溯源食材政策，以確保學童吃到來源明確、優質安全之國

產農產品，政策推行至今已有階段性成果。而日本於 1954年即制訂《學校

給食法》規範學校供餐並推行多年，並設有學校給食會，以國產食材為核

心推動學校供餐，並建立供應鏈模式，實現地產地消的理念，有關建構生

產供應端至學校需求端之在地食材供應鏈作法，值得借鏡。 

再者，我國 2022年《食農教育法》立法後，使用在地食材與低碳飲食

議題更受重視，尤以學校午餐。日本自 2005年通過《食育基本法》，將校

園午餐視為食農教育的重要場域，學校午餐不僅供應食物，強調食與育在

學校的重要性並使用在地生產之農產品，使學生認識飲食的價值和當地農

產品，希望汲取日本多年的推動經驗，作為佈局校園食農教育之參據。 

由於日本和我國的生產環境及國情相似，其中北海道農業產值占全日

本約 15%，且為蔬菜主要產地之一，學校午餐使用道產食材比例約 70%，

因此本計畫規劃前往該地考察學校午餐和校園食農教育，目的如下：第一，

瞭解日本學校午餐的在地食材供應鏈模式，以提升我國生鮮蔬菜採後處理、

截切加工和流通配送流程。第二，汲取日本校園食農教育的經驗，深化我

國學校午餐與農業的連結，提高地方農業支持度。 

此外，本次行程除官方拜訪外，亦規劃赴札幌市中央批發市場、Hokuren

農業協同組合連合會經營之直賣所、伊達市道之驛、洞爺湖道之驛、八雲

町物產館等地，期透過參訪北海道農產品批發市場與蔬菜直銷據點，進一

步瞭解當地蔬菜農產品運銷通路與結構，以及地產地消等推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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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考察行程 

一、出國時間 

為能充分瞭解北海道學校午餐在地食材供應鏈及當地蔬菜運銷

情形，於 113年 9月 23日飛抵該地進行考察，並於 9月 27日搭機

返國，考察行程合共 5日。行前承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蔡淳瑩

簡任秘書協助聯繫安排，讓考察活動得以順利，本次五日行程亦由

蔡簡秘隨行陪同。茲將考察行程及內容依實際情形臚列如次： 

日期 行程 地點 

9 月 23日 

(一) 

搭乘華航 CI 130班機(臺北→新千歲) 新千歲市 

Hokuren 農業協同組合連合會-食農教

育農場くるるの杜、直賣所 
北廣島市 

9 月 24日

(二) 

札幌市中央批發市場 

札幌市 拜會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札幌分處 

公益財團法人北海道學校給食會 

9 月 25日 

(三) 

苫小牧學校給食共同調理場 苫小牧市 

白老食育防災中心 白老町 

9 月 26日 

(四) 

伊達市觀光物產館(道之驛) 伊達市 

洞爺湖道之驛 洞爺湖町 

八雲町情報交流物産館丘之驛 八雲町 

9 月 27日 

(五) 

一般財團法人函館市學校給食會 
函館市 

搭乘星宇 JX 861班機(函館→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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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國人員 

單位 職稱 姓名 

農業部農糧署 副署長 姚志旺 

農業部農糧署 

蔬菜及種苗產業組 

副組長 徐惠瑩 

科長 鄭永青 

技正 余建美 

視察 莊鈞婷 

技士 沈晏安 

三、日方交流人員 

日期 行程 日方接應人員 

9/24 

（二） 

9:00-9:30 

駐日代表處 

札幌辦事處 

粘信士處長 

鍾宜錚秘書 

10:00-11:20 

公益財團法人 

北海道學校給食會 

【北海道學校給食會】 

松本邦由 理事長 

花田誠 常務理事 

太田良則 事務局長兼衛生管理室長 

佐藤明廣 總務課長 

小野右樹 總務課主幹 

【北海道教育廳 健康體育課】 

中野超 副課長 



4 
 

9/25 

（三） 

10:00-11:30 

苫小牧第二學校給食 

共同調理場 

【第一學校給食共同調理場】 

稲場和宣 場長 

【第二學校給食共同調理場】 

小堀綾子 副場長 

阿部秀明 主查 

大野美紀 專任營養師 

鹿野諒子 營養師 

14:00-15:00 

白老食育防災中心 

【食育中心】 

富川英孝 學校教育課課長 

村上弘光 中心長 

紺野 主任 

【白老觀光協會】 

鄭延雪 翻譯 

【白老町】 

大塩英男 町長 

9/27 

（五） 

13:30-14:30 

一般財團法人 

函館市學校給食會 

【函館市學校給食會】 

小田将之 理事長 

兵吾晋輔 保健給食課長  

中村ひでの 事務局長  

内村由美 主事 

【函館市教育委員會】 

堤勝幸 學校教育部長 

池田直樹 保健給食課主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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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重要參訪內容 

一、學校午餐部分 

(一)公益財團法人北海道學校給食會 

1、日本為推動學校給食制度，於 1954年即通過《學校給食法》，

並於 1955 年頒訂《學校給食會法》，透過成立「學校給食

會」，推廣學校午餐及食育與飲食教育，提供穩定安全物資

供學校供餐使用，促進學校供餐普及。目前日本 47個都道府

縣均有設立學校給食會，北海道給食會在文部科學省（相當

我國教育部）輔導下於 1949年設立，並於 2013年登記為法

人組織，現成員共計 21位。 

2、是日由松本邦由理事長率員並由北海道教育廳學校教育局中

野超副課長陪同接待本署。交流內容摘述如次： 

(1)學校午餐給食制度： 

a.日本的學校午餐是由國家制定政策後，交由地方政府實

施。北海道教育廳轄下之教育委員會依據中央政策，規

劃學校午餐相關流程，再由市町村執行與實施。 

b.在北海道，除了中小學以外，部分夜間部學校及特別支

援學校（針對身心障礙學生所開設之學校）亦按依上述

流程辦理學校給食。 

(2)給食會與學校之間合作，在不同都道縣府間略有不同，北

海道給食會主要任務包含： 

a.普及推廣學校供餐及推行食農與飲食教育：以學童、學

校供餐從業人員為對象開辦給食教室講習會、開發食育

教具租借學校教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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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提供安心安全物資供學校供餐使用並穩定供應：與

Hokuren 農業協同組合連合會1(以下簡稱北連)、當地農

業 協 同 組 合 ( 以 下 簡 稱 農 協 )(Japan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JA)、生產者或加工廠契約供應學校供餐所

需基本物資(米飯、麵包等)、一般物資(罐頭、調味料等

常溫食品、冷凍食品等)，及使用道產原料開發之半成品

或簡單料理即可食用之加工食品等。並設有「物資開發

委員會」針對品質、過敏源及價格把關。 

圖 1、北海道學校給食會物資處理流程 

                                                             
1 Hokuren 農業協同組合連合會(北連)在北海道農業協同組合(JA)中擔任經濟事業之組織，其設立於 1919年，

目的係為促進北海道農業發展，提供民眾安全及高品質之農產品，並作為農民與消費者之間橋樑，蒐集市場

資訊，協助農產品行銷。北連下分作 8 個部門，包含稻米市場部、農產品事業部、糖用甜菜事業部、酪畜農

事業部、農業資材部、生活事業部、農業研究所及經營管理部門。目前會員數共計 119員，61棟建築或設施，

資 本 額 為 201 億 日 圓 ， 令 和 5 年 度 之 年 營 業 額 為 16,079 億 日 圓 。 ( 資 料 來 源 ：

https://www.hokuren.or.jp/about/hoku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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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北海道中小學供餐型態有 70%於共同調理場(即中央廚房)

製備料理後，再透過保溫保鮮物流將桶餐配送各校。共同

調理場多採用大型且新型的設備進行烹飪，其優點包含可

在同一時間內製備大量食物，節省人力成本，且配送效率

也更佳。 

(4)在食材選擇上，會優先選購道產農產品，以確保食材新鮮

與品質。給食會透過年度計畫，及與北海道農業協同組合

連合會契買建立長期合作關係，確保物資價格合理並穩定

供應學校使用。 

a.米、麥及副食類等物資供應流程如下： 

 

圖 2、精米、米飯主要供應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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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小麥粉(麵包、麵)主要供應流程 

 

圖 4、副食(配菜類)主要供應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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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給食會針對經手之食品、物資進行自主抽樣檢查，確保

食材品質。近年為了穩定供應價與量，對冷凍食材的需

求有逐漸上升趨勢。 

c.學校給食會不經手生鮮食材，生鮮蔬菜、畜禽產品及水

產品等食材由各市町村教育委員會專門部門負責處理，

自供應商購入配送至學校或調理場使用。各市町村擇定

供應商的方式有所不同，包含透過招募、資格篩選等，

簽訂契約期間因食材特性亦有別。 

(5)北海道在學校午餐並無相關法規範要求使用國產食材，僅按

《食育基本法》擬定之食育推進基本計畫，訂有使用國產食

材之目標。北海道於使用道產食材目標為 50%。 

(6)學校午餐剩食、衛生管理、特別支援學校的菜單設計等議題，

是該會近年比較重視的。衛生管理面，除透過開設研修會及

派遣相關講師外，也會針對契約加工廠辦理衛生管理講習會；

至學校午餐剩食，在北海道部分學校或調理場會將剩食製成

推肥，適切的循環使用。此外，該會亦積極串聯學校、家庭

及地域單位合作推動食農教育，宣導地產地消的理念，進而

惜食愛食，給食會開發製作之食育教具會提供免費借用給各

市町村的教育委員會、學校及給食中心等，並鼓勵學童將學

習到的內容帶回家與家人分享。 

(7)參訪當日亦至該會物資保管倉庫進行參觀，分為常溫及冷藏

(凍)倉庫及作業場域，主要存放食品罐頭、調味料等常溫物

資，以及冷凍食品等。另倉庫內觀察到有存放罐裝綠茶，經

洽該會人員說明，北海道政府有投入經費推動學校使用北海

道道產的牛奶，而針對乳品過敏之學童則會改提供鋁箔包裝

綠茶替代。本署進一步詢問學校使用豆漿情形，該會回覆目

前較少使用豆漿作為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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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苫小牧市教育委員會-苫小牧學校給食共同調理場 

1、苫小牧市為北海道第四大城市，居住人口數約 16 萬人。該

調理場自 1947 年設立供應學校午餐，因應供餐數漸增，於

1978 年再增設第二調理場，現供應全市國中小共 38 所學校

餐點。調理場主要職責包含：(1)執行學校午餐的菜單擬定、

烹飪、餐食運送及營養指導相關的事務、(2)學校午餐用物資

的保存、管理與使用相關的事務。 

2、是日由該場稲場和宣場長，及苫小牧市教育委員會阿部秀明

主查接待本署。該調理場管理單位為苫小牧市教育委員會教

育部，在供應學校午餐交流情形： 

(1)學校午餐費2：學校午餐餐費國中生為 361 日元/人、小學

生為 271日元/人，向家長收取的費用 100%用於食材採購，

廚房營運、設備費等費用，則由國家負擔。由於食材物價

上漲，目前盡量在既定預算內使用價格合理的食材，仍考

慮自明年度起要增加午餐的收費金額。 

(2)苫小牧市為一地形狹長之城鎮，該市教育委員會將給食供

應服務範圍分作東、中、西部三個區域，其中第一調理場

供應東部、中部共 9,200人餐(15所國小、9所國中與 1所

特別支援學校)，西部地區約 4,550 人餐(7 所國小、5 所國

中及 1所特別支援學校)則由第二調理場供應。 

(3)菜單開立： 

a.由該市聘任營養師負責菜單設計，以道產且當令食材優

先使用，並依餐費預算與營養規範辦理(國小生設定為

650大卡、國中生為 830大卡)，再經由包含調理場職員

                                                             
2 依據《學校給食法》第 11 條規定，(第 1 項)依據政令中規範，實施學校午餐所需之設施設備的經費及經營學

校午餐之必要經費，由各義務教育學校的設置者負擔。(第 2 項)前項規定以外辦理學校午餐所需之經費(以下

簡稱學校午餐費)，依據學校教育法第 16條，由有採用學校午餐的學童的監護人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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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的菜單會議上共同決定，家長和學生的代表不會參

加會議。透過午餐試吃會，以家長與學生為對象進行問

卷/滿意度調查，作為菜單開立參考，另在研議調整餐費

收費時也會先進行問卷調查。 

b.午餐菜單以 1 主食、1 主菜、1 副菜、1 湯(溫食)及附餐

牛奶為原則。主食包含米飯、麵包及麵食，每週吃 3 次

米飯、1次麵包或麵食，主菜以肉或魚為主，溫食如味噌

湯或其他湯品類，副菜則以蔬菜為主要食材的料理，每

天都會有牛奶，提供鈣質攝取。 

c.基於食品安全考量，會設計兩種菜單(A、B菜單)分別供

應東、中、西部三個區域學校，避免發生食物中毒事件

時全體學生受影響。 

 

 

圖 5、苫小牧市 2024 年 9月份學校給食菜單(西部、中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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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苫小牧市 2024 年 9月份學校給食菜單(東部) 

 

(4)食材採購：米、麥、麵包等物資由「給食會」統一採購並

提供轄下給食中心或調理場使用；至蔬果肉品等生鮮食材

由苫小牧市教育委員會每月自行採購，蔬果產品於烹調前

一日進貨、肉品則為當日，維護食材品質。調理場說明，

有關學校午餐使用國產食材，北海道或地方政府係採鼓勵

方式推動，調理場積極配合辦理，除要求供應商使用國產

或北海道產食材外，在投標及報價時，也要求其提供下列

文件以供審核確認： 

a.蔬菜類：送貨單上須明確註明產地。 

b.肉類：須提供產地證明書或運輸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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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乾貨和調味料：須標示原產國，並提供原料成分表和營

養標示。 

d.冷凍食品：須標示原產國，並提供原料成分表和營養標

示。其中加工肉品均須使用國產肉品，並提供細菌檢驗

報告。 

e.即食品(加工完成品)：須標示原產國，並提供原料成分表

和營養標示。 

(5)生鮮蔬果處理：當菜單需要較長的食材處理時間時，該調

理場表示會部分使用已進行前處理的冷凍蔬果。另外，在

生鮮蔬果價格較高的季節，也會使用價格較為經濟的冷凍

蔬菜供應。 

(6)倘遇颱風或天災，造成北海道產地蔬果供應短缺時：依現

況調整使用國產的蔬果。但若國產亦逢供應困難情事，則

會使用冷凍蔬果調節因應。以不停止提供營養午餐為原則。 

(7)營運管理： 

a.調理場業務包含管理膳食數量、製作菜單、推廣飲食教

育與預防學童過敏，第一調理場職員共計 16名、第二調

理場職員共計 6名。 

b.調理場之設施管理、烹調業務係委外東洋食品公司辦理；

配膳及回收業務則與在地物流業者合作，使用保溫餐桶

與常溫車輛配送。第一調理場設施管理人員 2 名、調理

員 60 名、配送與回收 23 名、車輛 7 台；第二調理場設

施管理人員 2 名、調理員 40 名、配送與回收 23 名、車

輛 6 台。由於送膳車輛無具加熱或保溫等特別的設備，

餐食會盡量在 2個小時內送達各學校，確保餐食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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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因供應人餐數較多，白飯烹煮另獨立委外煮飯工廠煮好

後配送各校。 

d.調理場作業場域透過劃分為「受汙染之工作區域」、「未

受汙染之工作區域」以明確工作流程。受汙染之工作區

域(下圖藍底處)係處理帶有泥土或灰塵等異物或有害物

質之食品處理區域，包含蔬菜及肉類的收貨驗收室、前

處理室、以及餐盤器皿鍋具清潔室，而未受汙染之工作

區域則進一步區分為加熱前(下圖淺黃底處)與加熱後(下

圖橘紅色處)之作業場域，包含食材室、煎炸、燒烤、蒸

煮等烹調室、預防過敏專用烹調空間及配膳器具室。 

 

圖 7、苫小牧學校給食第二共同調理場作業場域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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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為使菜餚更豐富提升品質，該調理場導入新型烹飪機器，

針對需要嚴格控管溫度之涼拌料理，利用真空冷卻技術

將加熱過的蔬菜等食材一次冷卻，再用涼拌釜進行調理，

搭配保冷容器配送到各校。 

f.為避免引起過敏反應並強化過敏風險管理，設置與一般

烹飪空間區隔之過敏專用調理室，可烹調包括主食、熱

食、主菜、配菜等料理，最大供應 100 份的學校午餐，

並設計以具附加營養價值之其他食材替代供應之菜單，

例如奶油燉湯改以豆漿燉湯。 

(8)調理場會定期執行檢驗，確保食材安全： 

a.每年選取 3至 5項食材，進行一次微生物和理化檢測。 

b.農藥殘留檢測每年選取 1 至 3 個食材，進行一次檢測。

若冷凍蔬菜原料是進口的，會要求供應商附上農藥殘留

檢驗結果。 

c.核能災害食品對策，針對指定的地區所生產的蔬果，進

行放射性物質檢查。 

d.每年選取 1 至 4 家供應商進行設施檢查，確保供應食材

的安全。 

5、有關文部科學省公布之「學校供餐中的當地產品及國產食

材的使用情況調查」，令和 5 年度(2023)，北海道整體的統

計結果來看，學校午餐使用日本國產食材的比例是 87.1%，

北海道產的比例為 71.5%。該場人員表示，從令和 2年度(2020)

開始，計算方法由食材數量改成以金額為基礎，並且從全國

各都道府縣內的單獨調理場(學校自設廚房)或共同調理場中

進行抽樣調查(每個都道府縣選取 7 校)。不過苫小牧市在令

和 2年度之後，未被抽中進行調查，故無法提供詳細的抽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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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又「納入計算之品項」的範圍，受調查月份使用的所

有食材都須納入報告。 

6、調理場說明，苫小牧市每天約有 400公斤學校午餐剩食，過

去處理方法採焚化處理，為實現苫小牧市碳中和目標，故轉

型實施剩食發電。目前該市學校午餐剩食，統一送回共同調

理場會以殘渣處理機脫水及粉碎處理，再送到生質能發電設

施進行生質能發電，發電作用後發酵殘渣，再供作農場作為

肥料使用，並生產農產品供給學校使用。惟調理場人員表示，

學校午餐對於中小學的學童的身心發展扮演重要的角色，苫

小牧市與調理場都希望學生能將學校午餐吃光，以不產生剩

食為目標，為此針對菜單設計會持續精進與努力。 

 

圖 8、苫小牧市學校給食剩食循環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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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於該調理場體驗當日供應在地之學校午餐餐點，內容包含白

飯、洋蔥味噌湯、豆腐羊棲菜漢堡排、蘿蔔乾絲沙拉及牛奶。

是日菜餚出現的蔬菜以根菜為多，如蘿蔔、胡蘿蔔、牛蒡等，

無綠色葉菜，白飯份量足具飽足感，經洽調理場每位學童食

米量約 70公克；口味清淡不油膩，使用分隔盤盛裝各道菜色

層次分明，與臺灣學校午餐觀感有明顯差異。 

8、苫小牧調理場於 2024年開設了官方 Instagram社群平臺，將

午餐菜單、特色料理、烹調實態等上傳社群，強化市市民對

學校午餐及食育的理解與關注，宣傳苫小牧市於校園午餐的

努力，也讓家長與在地民眾安心。 

(三)白老町教育委員會-白老食育防災中心 

1、白老町居住人口數約 15,000人，白老食育防災中心設施於平

成 27年度(2015)完工啟用，平時作為學校午餐供應，在災害

發生非常時期則可向各避難所供應食物，最大供應量能為

1,300人餐，扮演白老町糧食供應據點之一的角色。白老町與

我國花蓮縣秀林鄉於 2022 年 9 月簽訂友好交流備忘錄，我

國 0403地震該町有捐贈善款投入賑災。 

2、是日由白老町大塩英男町長、白老町教育委員會富川英孝課

長、白老食育防災中心村上弘光中心長等人接待本署。該中

心平時供應全町 6間學校的午餐計約 700人餐： 

(1)學校午餐費：國中生 350 日元/人、國小生 300 日元/人，

在去(2023)年町長選舉期間曾實施過 4 個月之公費營養午

餐。 

(2)生鮮食材由白老町政府與地方供應業者簽訂契約，業者會

直接配送至中心，蔬菜及肉品 1 個月配送 1 次，調味料、

米等物資則是由北海道給食會 1年配送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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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鮮蔬果清洗尚未導入自動設備，目前採人工處理，但削

皮、分切等處理有機器協助；部分會選用冷凍食材，降低

處理食材所需人力與成本。 

(4)為提升學童對在地的鄉土的認同，每年會至少推出 3次北

海道原住民愛努族的傳統料理，使用如鮭魚、鹿肉、扇貝、

昆布等具有傳統及地域特色的食材，並以愛努族料理方式

烹調，讓學生用餐的同時學習自己家鄉文化，是相當富有

文化及食育意義的菜單設計方式；另外也有每年 3 次的家

鄉食材日，使用白老町當地的牛肉、貝類、鱈魚等食材，

藉此讓學生了解家鄉的特色農產品。 

(5)團膳烹煮及配送採委外辦理，食材採購則與苫小牧模式相

同。是日透過 2 樓參觀通道參觀作業場域，其配置與苫小

牧共同調理場雷同；相異處為，因該中心供應人餐數較少，

米飯為中心自行烹調，非使用炊飯工廠煮好的米飯。 

4、當發生地震或海嘯等災害時，該中心可以轉變為防災中心，

提供收容及緊急食物供應。平時備有發電機、煤氣設備、儲

水槽及備貯常備食品(水、米、罐裝麵包、即食咖喱等，可保

存 5年)，確保災害期間仍能正常運作，作為向避難所分發食

糧的基地。 

5、此外，該中心亦積極進行防災教育，包含於學校午餐提供五

目飯(指加入雜糧、藻類、蔬菜、乾貨等 5種食材的炊飯，目

前也製成防災常備食品料包)，增加學童防災觀念，以及配合

北海道政府防災週間辦理宣導與演習，於相關活動提供防災

常備食品試吃，盤點消耗庫存的防災物資，以定期更新物資

以確保應急時的食品供應安全。這種結合防災功能的模式，

不僅體現食品安全管理，更展現學校午餐在災害時期可協作

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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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白老食育防災中心作業場域配置 

 

(四)一般財團法人函館市學校給食會 

1、函館市為北海道僅次札幌與旭川之第三大城市，居住人口數

約為 25萬人。函館市學校給食會於 1966年成立，於 2018年

登記為法人組織。 

2、是日由給食會小田将之理事長、函館市教育委員會堤勝幸學

校教育部長等人接待本署。交流情形摘述如下： 

(1)推動方針：函館市於 2013年確立學校給食基本方針，藉由

學校午餐，讓孩童獲得正確的飲食知識與選擇能力，並且

能理解與傳承函館等地域的飲食文化。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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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為了供應孩童安全安心的學校午餐應選擇品質優良的食

材，並確立穩定的採購管道，推動烹調、配送相關衛生

管理及烹飪業者的教育。 

b.應竭盡所能發揮各學校的特色，盡善使用的食材與調味，

以提供「美味的午餐」為目標。 

c.為使孩童養成合宜的飲食習慣，學校、家庭與地方應一

起研究指導內容與推動指導體制。 

(2)供餐概況：該市小校數為為 57 校，學童數約 13,000 人。

自設廚房共計 6校(其中 1校委外經營、5校自辦)，配置 2

名營養教師；設置共同調理場共計 18 校(均為委外經營)並

供應 33所他校午餐，配置 18名營養教師。 

(3)學校午餐費：國中生每餐為 311日元/人、小學生為 251日

元/人。學生家長繳交予學校或調理場。 

(4)食材採購與供應： 

a.米、麵包等主食物資，由各校或調理場向北海道學校給

食會合作之製造商或供應商訂購；牛奶由各校或調理場

自行向乳品業者下單；至生鮮蔬果、雞蛋、肉品及一般

物資(如調味料、冷凍食品等)，由該市之教育委員會以募

集方式，並透過衛生管理標準評定出合格供應商，供應

食材予轄下各學校調理場使用，依食材特性有不同採購

訂約頻度，以蔬菜為例為每週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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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函館市轄下學校與調理場食材採購與供應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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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使用在地食材：該會說明在學校給食法雖沒特別規定使

用國產食材，但會依據推動方針積極選用市產及時令食

材，強化採購體制及供應穩定性，實踐充滿季節感且美

味的學校午餐。依該會提供之統計資料，全市學校 2023

年使用食材實績(採用重量計算)，如下表： 

 

表 1、函館市 2023年學校午餐食材產地             單位：% 

分類 
道內產 

道外產 進口 
函館市產 北海道產 

米、小麥(麵包用)、

牛奶、雞蛋、肉品

(牛、豬、雞) 

 100%   

蔬菜 24.2% 43.7% 32.1%  

水果  22.3% 72.6% 5.1% 

魚介、海藻類 7.4% 30.0% 24.6% 38.0% 

資料來源：整理自一般財團法人函館市學校給食會提供之資料。 

c.函館市學校午餐使用之蔬菜，其中胡蘿蔔、蘿蔔、番茄、

馬鈴薯、大蔥、高麗菜等計 6 項，係與函館地區的農協

(JA)契作供應，以穩定的價格與量供應給學校午餐使用，

其餘蔬菜亦以北海道產為主。然受季節影響，北海道冬

季為休耕期，5至 11月以外的月份無法採用道產或函館

當地的食材，會改以國產供應。 

(5)訂有「函館市學校午餐食物過敏對策指南」，校內設置「食

物過敏對應委員會」，並依據學校生活管理指導表的紀載

事項，個別注意需要食物過敏因應對策的學生的狀況。 

(6)目前針對學校午餐剩食沒有相關統計資料，會透由營養教

師辦理學校給食相關飲食指導活動，以及多樣化食材及飲

食體驗，讓學童喜愛學校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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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札幌市中央批發市場 

(一)札幌市中央批發市場(下稱札幌市場)係 1959 年依據日本批發市

場法設立，由札幌市政府籌設，為日本第 17個、北海道第 1個

中央批發市場，營運主體為一般社團法人札幌市中央批發市場

協會。 

(二)札幌市場是北海道生鮮農產品流通的重要據點，占地面積

129,748平方公尺，場內主要區分為青果棟及水產棟，分別作為

生鮮蔬果及水產品的交易場域，其交易商品來自日本全國各地

(部分來自進口)，透過市場集貨、決定價格、銷售至零售商，市

場管理端設有完善的結帳系統，可確實支付貨款，有效節省貨物

流通所需費用，同時市場亦為生鮮食品情報交流之重要場所，並

有商品抽查機制確保食品安全衛生，為 230 萬札幌市民提供各

種安全安心的食材。 

(三)依據札幌市場 2023 年年報資料，該市場全年總交易量 265,717

公噸，交易額達 1,360 億 5 千萬日圓，其中蔬果類共計 210,629

公噸(79.3%)，包含蔬菜 169,787 公噸及水果 40,842 公噸；水產

類共計 55,089公噸(20.7%)，包含生鮮海鮮 25,611公噸、冷凍海

鮮 17,598公噸及海鮮加工品 11,879 公噸。 

(四)承上，該市場蔬菜主要交易品項為洋蔥(22.2%)、馬鈴薯(11.6%)、

甘藍(10.4%)、白菜及蘿蔔等，產地主要來自北海道(70.4%)、茨

城縣(10.5%)、愛知縣(3.2%)等；水果主要交易品項為蜜柑(15.9%)、

香蕉(14.5%)、蘋果(12.3%)、西瓜及哈密瓜等，產地主要為北海

道(24.5%)、菲律賓(15.9%)、和歌山縣(11.4%)等，由此可知札幌

市場內流通之農產品仍以道產為主，且蔬果交易量以每年 7 至

11 月為最高，月交易量皆達 2 萬公噸以上，此期間恰逢北海道

夏秋之際，為農產品盛產期，而每年 12月至隔年 6月為北海道

雪季休耕或春季蔬果生育期，此期間多由道外產地供應貨品。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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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在該市場交易的進口產品中，來自臺灣的農產品包含香

蕉、鳳梨、芒果及其他水果等共 126公噸。 

(五)札幌市場相關從業人員之主要結構： 

1、生產者：包含產地農民或農協、漁協等農民團體，其產品透

過委託方式交由批發商在市場內進行販售，並不直接參與交

易。 

2、批發商：經市場許可於市場販售農產品的業者，其貨品來自

全國各地生產者，受生產者委託在市場內代收代銷，每日市

場交易前批發商都需進行進貨、理貨、排列等工作，札幌市

場內之批發商業者為青果部計 1家、水產部計 2家。而拍賣

員也是批發商的所屬人員，需在市場內累積一定工作經驗後，

才可參加考試取得拍賣員資格，該考試則是由政府機關依法

令授權給市場管理者辦理，以札幌市場為例，即是由札幌市

政府授權給一般社團法人札幌市中央批發市場協會辦理考

試。 

3、中介商：透過拍賣、競價、議價等方式向批發商購買農產品

的業者，經過適當分裝、分切或加工後，在「中介商賣場(類

似我國零批場之交易場所)」內再販售給零售商，其角色類似

我國市場交易法所稱承銷人。札幌市場內的中介商業者包括

青果部計 24家、水產部 24家。 

4、交易商：經市場批准，可直接以拍賣、競價、議價等方式向

批發商購買農產品的零售商或大型消費者。依札幌市場 2023

年資料顯示，青果部有 343人、水產部有 66人。 

5、零售商：以議價方式向中介商購買商品的業者，如超市、蔬

菜商、水果商、魚販等，通常透過電話、傳真等方式向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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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訂貨。依札幌市場 2023年資料顯示，青果部有 45人、水

產部有 500人。 

6、關聯事業者：經市場批准，在市場內從事諸如貨款結算、運

輸、餐廳、理容院、雜貨店等工作的相關業者，有助於市場交

易運作更為便利、快速。 

圖 12、札幌市中央批發市場之組織結構 

(六)札幌市場每日交易流程： 

1、每天凌晨 00:00，蔬果及水產品開始進貨至市場內。由於冷

藏保鮮需求，水產品需較早進行交易，約清晨 03:00 開始陳

列貨品，中介商此時可檢視當日貨品品質及估價，約清晨

05:15至 06:30進行水產品拍賣，由中介商競價購入批發商的

產品，並進行分裝、整理，再販售給零售商；約 07:00 後零

售商開始配送出貨至各通路端。蔬果產品進貨至清晨 5:00才

開始由中介商視貨，約清晨 06:30 至 07:30 進行蔬果產品拍

賣，上午 8:00後配送出貨。 

2、參訪當日我們於 4:30抵達實習教室，由導覽員村上由美小姐

進行市場簡介及現場導覽。 

(1)約 5:05移動至水產棟觀摩，由於 1 樓交易場內規定只有配

戴特定帽子的相關人員包括拍賣員、批發商及承銷商才可

進入，因此我們的參觀路線僅限於市場 2樓看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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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產棟設有鮪魚及活魚的低溫拍賣專區，約 5:10開始進行

鮪魚拍賣，採用「一聲拍賣」的方式，由拍賣員喊一長聲，

喊聲期間承銷人將出價寫在紙板上並直接翻牌競標，高價

者得。水產品另有高級、近海、大口(即大宗品項)、冷凍品、

鮭鱒魚卵、加工品等拍賣區，各區皆在此時開始交易。 

(3)接著 5:50我們移動至青果棟，此時貨品均已陳列完畢，並

開始進行拍賣，蔬果品項分別有「固定拍賣」及「移動拍

賣」，前者將拍賣員及承銷人集中在一區，設有黑板展示

目前拍賣品項，由拍賣員喊價由低至高，承銷人以手指示

意出價，價高者得；後者則由拍賣員隨著貨架一區一區依

序拍賣，承銷人同樣採用手勢出價，參訪當天蘋果即是採

用移動拍賣。在確認得標者及價格後，記帳員會做成紀錄，

同時手寫紙條標示於得標商品上。另外，生菜、菠菜、甜

瓜等易損壞蔬果亦設有低溫拍賣專區。 

 

圖 13、札幌市中央批發市場一日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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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除了經營市場本業，札幌市場也致力於推廣業務： 

1、市場導覽：札幌市場開放國內外學校、產業界及行政部門等

各類團體預約報名參觀，由專人進行簡介並現場導覽，參觀

路線沿線牆上設置許多介紹看板，並且有專門的展示室，陳

設市場編年史、介紹看板、搬運車、場內專用帽、魚類標本、

漁業工具等，可藉此充分了解札幌市場的歷史與運作。村上

小姐說明，全年約有 300多個團體報名參觀札幌市場，據統

計 2023年到訪人數達 3,226人。 

2、料理教室：札幌市場內設有料理教室，有 9組烹飪桌並備有

完整炊具及餐具，開放民眾及企業申請使用，或可預約料理

體驗課程，用以推廣消費者使用當令食材烹飪美味料理。 

3、社群平臺：透過 YouTube、Instagram等社群平臺，介紹當令

新鮮食材、料理教學、食材保存方式等，也有拍賣現場實錄、

拍賣員及相關工作人員採訪等，讓消費者藉由活潑的影音認

識札幌市場及時令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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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蔬菜直銷部分 

(一)Hokuren 農業協同組合連合會-食農教育農場くるるの杜、直賣

所 

位於北海道北廣島市大曲，札幌市和新千歲機場之間，佔

地 17 公頃，由 Hokuren 農業協同組合連合會(北連)成立，營業

時間為上午 10時至下午 5時，主要宗旨為建立生產者和消費者

間連結的食農教育農場。包括可進行田間操作作業體驗的農場、

體驗農產烹飪和加工的場域及販售來自北海道各地農畜產品的

銷售中心、森林餐廳和咖啡館，遊客可體驗從田間到餐桌的完

整流程。目的希望作為農民與消費者之間橋樑，協助農民行銷

產品，透過實作體驗讓消費者瞭解所食農產品從何而來的食農

教育，並提供民眾安全及高品質之農畜產品。 

農場及烹飪和加工操作體驗，參與者可學習從播種至收穫

再到烹飪或加工的過程。所有的體驗課程均需事先預約，本次

行程因入境時間的不確定性，故未事先預約而無法參與體驗，

於參觀農場時，現場有家長帶小朋友參與胡蘿蔔實作採收之體

驗，觀察農作生長情形等，農場內種植蘿蔔、蘆筍、落花生、南

瓜、地瓜、辣椒、青椒等農作物。 

農畜物產直賣所內銷售新鮮的蔬果，乳製品、肉類、米、味

噌、甜點等生鮮、加工品及即食食品、北海道所產米及葡萄等農

產品釀造之酒類等，陳列類以臺灣農民直銷站或生鮮超市，所

售產品包括當季農產包括水果、哈密瓜、西瓜、葡萄、柑橘類、

大蔥、青蔥、洋蔥、甜菜、蘿蔔、高麗菜、葉菜類、南瓜等，販

售場域也會標示農產品的營養價值。為利小家庭購買，高麗菜

及南瓜等大型農產品，分別有整粒及分切方式銷售，供消費者

多樣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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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伊達市觀光物產館(道之驛) 

伊達市因四季氣候溫暖，冬季少有積雪，為北海道重要蔬

菜產地，主要生產蔬菜包括高麗菜、大白菜、菠菜、青花菜、番

茄、芹菜、萵苣、青蔥、草莓、玉米、南瓜、馬鈴薯及湘南野菜

(水菜、青椒等)等，其中高麗菜、「藤五郎」番茄、南瓜及上長

和特選馬鈴薯皆已取得北海道代表低化肥及農藥栽培之特有的

「YES! clean」認證。 

伊達市觀光物產館於 2012年 4月 1日成立，位於北海道伊

達市松枝町 34-1，管理者為伊達觀光物產株式會社，旨在發揮

其作為路邊車站的吸引客能力，透過當地物產的銷售和宣傳提

高知名度，吸引遊客。營業時間為 09:00-18:00，為北海道營業

額及來客數最多的道路休息站。 

場內區分肥料、花卉、苗區、農產物直賣所、工藝品及加工

品販賣區、休憩區、辦公區及小吃區等，農產物直賣所販售約 80

家農友生產新鮮蔬菜，並銷售各式各樣的畜產、水產、地方特

產，每樣蔬果架上都有種植的農民照片，並揭露生產者地址與

電話，工藝品方面則有販售裝飾品及藍染作品。 

(三)洞爺湖道之驛 

洞爺湖地區生產之蔬菜包括馬鈴薯、山藥、蘿蔔、番茄、玉

米、青花菜、南瓜等，生產者除重視所產蔬果品質外，在洞爺湖

農業協同組合(JA 洞爺湖)推動綠色農業下，當地農產多數取得

「YES! clean」綠色標章，JA 洞爺湖亦為日本第一個取得

GLOBALG.A.P 的 JA組織。 

洞爺湖道之驛位於虻田郡洞爺湖町香川 9-4(國道 230 號沿

線)成立於 2008年 4月 17日，4至 10月營業時間為 8:30-17:30；

11 月至隔年 3 月由於日長較短，營業時間調整為 9: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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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 50 輛小型車、3 輛大型車及 2 輛殘障專用車之停車場，站

內出售洞爺湖町生產農產品及加工品，均以生產者的名義出售，

並附有生產者照片，讓消費者產生信賴，農產品包裝多以塑膠

袋包裝，網站亦有蔬果箱的銷售，以本(2024)年秋季蔬果箱為例，

內含馬鈴薯 5 公斤、洋蔥 3 公斤及南瓜 2 公斤，售價 2,750 日

元。道之驛內亦設有自助餐廳 Toyako 食堂，店內銷售以當地農

產為材料之蕎麥麵、咖哩飯、扇貝套餐及豬肉蓋飯，供餐時間為

11:00-15:00，參訪當日於該食堂內用餐。 

洞爺湖道之驛旁有處與臺灣市民農園相同之蔬菜區，種植

苦瓜、青蔥、辣椒、玉米等蔬菜，因非專業經濟栽培，管理較為

粗放，參訪當日中午時分，見一對老夫以水壺前往澆水，顯見為

市民農園，市民農園附近並有一處波斯菊田，可供遊客觀賞及

拍照。洞爺湖道之驛已具有讓遊客從產地至餐桌體驗之樣態。 

(四)八雲町情報交流物産館丘之驛 

八雲町位於北海道渡島半島北部，函館市及室蘭市之間，

東側面內浦灣、西側為日本海，是日本唯一同時具太平洋及日

本海海岸的城鎮。八雲町在農業方面以生產馬鈴薯、洋蔥、蘿蔔

等蔬菜及糯米為主；由於較早開始引進西方乳牛養殖技術，八

雲町被稱為北海道乳牛養殖發源地，酪農業相當發達，是道南

地區重要的乳牛養殖區域之一；另外，八雲町漁產也很豐富，據

日本農林水產省統計每年約有 3,000噸以上漁獲量，以鱈魚、鮭

魚、貝類為主。 

從洞爺湖町往函館方向行駛「道央自動車道(國道 5號線)」，

會行經「噴火灣全景公園」，公園位於丘陵高處，可遠眺內埔灣

海景，公園佔地 62.7公頃，設有高速公路八雲休息區、停車場、

情報交流物產館丘之驛、全景館、野餐區、高爾夫球場、Harvester

八雲餐廳、咖啡廳等，並有冒險廣場及全景館室內的兒童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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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娛樂設施豐富，吸引周邊住戶及遊客假日前往遊樂。本次參

訪的八雲町情報交流物產館丘之驛，於 2014年 1月設立，地址

為北海道二海郡八雲町字浜松 368-8，店內販售八雲町內及附近

市町村生產的海鮮加工品、冷凍肉類、乳製品、畜產品等，春季

至夏季亦販售當地生產的蔬菜。 

由於八雲町也是北海道土特產「木雕熊」的發源地，物產館

店內亦販售以木雕熊為主題設計的文創商品，如茶杯、提袋、T

恤等，同時也透過官方網站販售前述產品及伴手禮、冷凍肉禮

盒等，增加多元銷售管道。另外，我們也在店內看到以鹿角製成

的潔牙骨及鹿肉乾等寵物食品，反映出北海道當地產製鹿產品

的文化。 

(五)當地 7-11等連鎖超市 

1、Smoothie蔬果冰沙：這次考察過程中，我們發現部分 7-11門

市在櫃檯處除了日本超商常見的自助咖啡機，更有新穎的自

助 Smoothie 果昔機，可以購買門市內販售的冷凍蔬果杯後搭

配機臺使用。在 7-11 白老虎杖浜温泉店門市中販售有

Greens(綠色蔬菜)、Blueberry(藍莓)及 Strawberry(草莓)等 3種

口味，結帳後依機臺指示自助操作，先掃取商品條碼、撕除

杯口封膜並放入機器中，再按下按鈕，約 70秒後即可完成一

杯富含蔬果營養的果昔冰沙。冷凍蔬果杯的材料包含原型蔬

果及冷凍果泥丁，前者為蔬果經截切後再以急速冷凍加工製

成，可保留蔬果本身的營養及鮮度，而後者則是使用各式蔬

果打成泥狀後再冷凍處理並切成丁狀，可有效利用一些具有

營養價值但不易銷售的植物部位，如 Greens 口味中的黃色果

泥丁，即是使用青花菜莖部打泥製成。 

2、冷凍截切蔬菜：由於近年全球氣候變化加劇，蔬菜產量易受

氣候影響而波動，冷凍蔬菜具有保存容易、使用便利、價格

https://www.google.co.jp/maps/place/42.227044,140.31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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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穩定的特性，因此日本連鎖超商、超市等通路常能見到

冷凍截切蔬菜。本次在 7-11白老虎杖浜温泉店門市的開放式

冷凍櫃內陳設有各類冷凍截切蔬菜，如臺灣冷凍毛豆、厄瓜

多冷凍青花菜、中國冷凍鹽味蠶豆、冷凍菠菜、冷凍青蔥、

冷凍黃秋葵、冷凍豬肉蔬菜組合包等，由於冷凍蔬菜已經過

清洗、去除外皮、裁切、殺菁等處理，消費者選購後可直接

微波後簡單調味食用，或可烹煮入菜，對於冬季生鮮蔬菜取

得相對不易的北海道民而言，冷凍蔬菜是相當便利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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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考察心得與建議 

一、學校午餐 

(一)北海道地廣物豐，為該國農水畜產品重要產地，因日本運費貴，

使用他縣食材反而墊高進貨成本，因此北海道學校午餐 5 至 11

月期間以「道產」農糧食材供應為主，12 月至隔年 4 月不利農

糧作物生產之下雪季節才以其他都/府/縣生產之「國產」食材補

足需求缺口。本次參訪瞭解，北海道在學校午餐並無相關法規範

要求使用國產食材，僅按《食育基本法》擬定之食育推進基本計

畫，訂有使用國產食材之目標。又此次觀察發現，該國學校相當

重視食農與飲食教育，使用國產食材、地產地消已是基本民情，

北海道政府未提供額外經費補助學校使用國產食材，與我國學校

午餐食材採購多以價格考量，並透過價差補貼鼓勵使用國產可溯

源食材的民情不同。我國在政策引導下，學校使用國產食材已有

階段成果，惟補貼非長久之計，須滾動檢討，在推動學校使用國

產食材，宜取法日本經驗，透過食農教育方法讓在地食材與均衡

飲食觀念在校園向下扎根。在食農教育部分可參考之作法： 

1、日本學校相當重視食農與飲食教育，在「北海道學校給食會」

的主要任務，除穩定提供安心安全物資供學校供餐使用，亦

包含普及學校供餐及推行食農及飲食教育，透過推行食農教

育深化學童對國產食材認識，均衡飲食並惜食愛食。透過食

與育結合讓食農教育從小做起，及如何與教育單位或組織合

作加強推行，可作為學習借鏡之處。 

2、在白老食育防災中心的學校午餐菜單設計中，每年至少推出

3次愛努族傳統料理，讓學生用餐的同時學習自己家鄉文化，

是相當富有文化及食育意義的菜單設計方式；另外也有每年

3 次家鄉食材日，藉由學校午餐瞭解家鄉特色農產品。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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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午餐可參考該中心菜單設計概念，融入在地特色食材或

料理方式，並結合午餐時間進行食農教育，建立學校午餐、

飲食文化、在地農業之連結，同時達拉升在地食材使用之效。 

(二)北海道學校午餐餐費由各市町村或學校自訂，國中約 350 日圓/

人、國小約 300日圓/人，學童繳交之餐費 100%全部用於食材採

購，廚房營運、設備費等費用則由政府負擔。在食材採購面，米、

麥、麵包等主食物資，由文部科學省或地方教育單位輔導成立之

「學校給食會」統一與農業協同組合(JA)或生產者契作供應，每

年針對供應商全面檢視管理，確保供應品質；至生鮮蔬果、雞蛋、

肉品部分，以函館市為例，由該市之教育委員會以募集方式，並

透過衛生管理標準評定出合格供應商，供應食材予轄下各學校調

理場使用，依食材特性有不同採購訂約頻度，蔬菜為每週 1次。

北海道學校食材採購，係由教育單位依需求建立統一或自主採購

模式，與農民或農協契作供應。農方角色主事生產安全食材，並

按市場需求供給。在蔬菜供應鏈建議作法： 

1、依據《學校給食法》及《學校給食會法》建構之食材供應管

道和平臺是日本學校午餐使用國產食材核心與關鍵之一。由

教育單位輔導建置學校給食會作為學校午餐物資管理與吞

吐，透過採購經濟規模、供應品質穩定且一致的產品，帶動

合作的生產者採取計畫性生產確保收益，惟生鮮食材仍回歸

學校或調理場自行採購。參考日本作法，將食材供應平臺納

入學校午餐體制，似有助國產食材使用及食品安全管理，惟

校園需求及農業生產供需礙難分割，且學校採購食材(品)含

括生鮮、加工、乾貨及調味料等涉不同權管等，規劃成立供

應平臺時均須納入評估。經查，目前國內部分地方政府已有

案例，以臺北市為例，該市推動每週吃三次有機蔬菜，由市

府教育局督導臺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建置「有機食材供



35 
 

應平臺」，並編列經費支持辦理，學校每週向北農下單，北

農統籌學校所需數量後再以冷鏈配送各校，團膳業者對於取

得供應量價均穩定之有機蔬菜反應回饋良好。從計畫性生產

出發，擇定單一品項試辦推動食材供應平臺，似可作為教育

與農政單位未來精進食材採購或供應參考。 

2、農產品生產受氣候環境影響，日本學校供餐在面臨天災生鮮

食材供應不穩定時，會改以冷凍加工蔬果替代，亦節省食材

處理之人力成本。國內已輔導具農民團體及加工業者，與農

民契作加工用產銷履歷青花菜並辦理冷凍青花菜倉貯作業，

另輔導花椰菜、紅蘿蔔丁、馬鈴薯丁(塊)、毛豆仁、芋頭丁(角)

及菠菜等多項冷凍蔬菜，透過多元加工穩定國產蔬菜供應。

未來加強推廣媒合冷凍或加工蔬菜予學校與業者使用，國產

蔬菜常年穩定供應學校團膳需求。 

(三)北海道學校午餐配菜組合主要參考日本和食文化「一汁二菜」的

概念，除了主食由米食、麵食、麵包三者輪替出現外，另外會有

「一汁」即一道湯品，及「二菜」即一道肉食與一道配菜，與臺

灣學校午餐的四菜甚至五菜一湯有視覺上的明顯差異，然而實際

體驗用餐後，可知共同調理場或學校在設計菜單時，是充分考慮

學童所需營養及熱量的，尤其湯品中會運用到各式蔬菜，如味噌

湯富含洋蔥、胡蘿蔔、牛蒡、蘿蔔、豆皮等，且配料用量不少，

可讓學童攝取到蔬菜豐富營養，同時會根據配送的年齡層不同，

小學生與中學生所需熱量也會因此調整。涉菜單設計與供應部分，

本次考察歸納可供作教育或他單位參考之處： 

1、為過敏學生提供防過敏餐點，設置防過敏食品專用烹飪室，

並研發具有附加營養價值的替代餐，在過敏兒日益增加的臺

灣，可納入學校午餐菜單改進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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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苫小牧市共同調理場菜單分為 2 份，西部與中部菜單相同，

東部不同，為使所有學生吃到相同菜單，在一個月內重新排

列。使用 A、B 菜單是出於食品安全考量，避免食物中毒事

件發生時全體學生受影響。這種菜單開立策略在食品安全管

理上是可行作法之一。 

(四)臺灣學校午餐的廚餘雖尚無具體調查及資料，2023 年兒福聯盟

曾進行網路調查，回收約 9千份國中生問卷，由學生自行觀察班

上的廚餘量，僅 3成菜量食用完，以蔬菜剩餘最多，飯麵類次之，

約有 1/3-1/2 變成廚餘，札幌市為配合中央減少剩食之政策，推

動校園午餐剩食回收再製為肥料，再用該肥料栽培蔬菜，供為學

校午餐的食材，達到循環效益，並已有提供再製肥料給學校進行

食農教育，讓學生栽培農作物，收成之農產品供作午餐食材，提

升學生對減少食物浪費之的經驗；苫小牧市則將學校午餐產生之

剩食運至沼氣發電廠進行甲烷醱酵，並利用產生的沼氣作為燃料

發電，農民利用甲烷醱酵殘渣消化液作為肥料種植農產品，供學

校午餐，值得國內學習。為響應推動「臺灣 2050 淨零排放路徑

策略」，可參考札幌市及苫小牧市經驗，除透過菜單設計減少浪

費外，未來可輔導學校將廚餘再製料，供校園食農教育利用，創

造剰食循環綠生活。 

(五)學校午餐受地理、城鄉差距、地方自治及財政等影響，有不同供

餐型態及規模，觀察日本學校午餐係由中央制定專法規範，得以

串聯各地方教育局、給食會、給食中心或調理場、供餐廠商及生

產者，確保學校午餐品質。經查，我國教育部為促進學童飲食健

康並完備學校午餐制度，已盤整現行分散於《學校衛生法》及其

他相關法令規範，研擬訂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午餐及飲食教育

條例》草案，刻報送行政院審查。期待未來透過專法的制定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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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配套制度的建立，明確中央與地方、跨部會等權責，我國學

校午餐體系更趨完善。 

二、農產品批發 

(一)札幌市中央批發市場供應札幌市居民所需日常食物，來自各地

之新鮮蔬菜水果及水產透過該市場銷售給零售商、餐館和加工廠

等。為確保新鮮農產品安全及穩定的運銷，批發市場具有蒐集產

品、確定價格、維持市場安全衛生等功能，農漁民等生產者始能

安心地生產。為確保產品品質，該批發市場方、批發商、中間商、

零售商皆與札榥市簽定「札幌食品安全、安心推進協議」，是札

幌市與經營者之間主要為了確保食品安全、提高消費者信任度而

為，值得學習。 

(二)札幌市中央批發市場交易場內不論是蔬果或漁貨均依類別排放

整齊，且離地放置於棧板上，可避免貨品因接觸地板灰塵或水漬

所造成的汙染，另青果棟內有專為生菜、瓜類所設置之低溫拍賣

專區，減少因溫度起伏而造成的蔬果損壞。為健全農產品從產地

到市場的全程冷鏈物流體系，目前本署已輔導臺北(一市、二市)、

板橋等果菜批發市場建置低溫卸貨拍賣專區，並推廣批發市場導

入新式摺疊籃機制，使蔬果運銷品質更好，有助於提升蔬果拍賣

價格，增加農民收益，同時減少一次性紙箱的使用，符合國際節

能減碳趨勢。 

(三)本次參訪札幌市中央批發市場，參訪流程包括簡報說明、簡介影

片、拍賣現場觀摩、展覽室等，當日現場觀摩從青果棟和水產棟

2 樓的參觀通道參觀水產及蔬果拍賣，具備觀摩專用看台並設有

展覽室和資料室，動線流暢且明確，內容含括批發市場結構、歷

史、飲食教育和拍賣機制的展示，簡介影片為中文語音及字幕(簡

體中文)，導覽手冊則使用日、中(繁體中文)、韓、英、俄文等多

國語言，可見札幌市場相當用心致力於市場觀摩業務，且不僅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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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國內團體，更是將導覽對象定位至國際層面，恰正體現札幌

市觀光產業蓬勃的特性。國內目前雖有部分批發市場透過社群平

臺發布市場簡介影片、食材推廣圖文，或建置料理教室開放租用

等，然投入相關業務者仍屬少數，未來期許更多批發市場借鑒札

幌市場模式，融合觀光產業及食農教育發展推廣業務，以利消費

者認識批發市場運作及選購當令食材。 

三、蔬菜直銷與地產地消 

(一)在北海道農業協同組合連合會-食農教育農場、伊逹市觀光物產

館，或者是洞爺湖道之驛，新鮮蔬果的銷售均有不同程度揭露生

產者及產品資訊，包括生產者姓名、照片、住址、電話，產品供

應期、營養價值或利用方式等，於在販賣現場提供完整資訊，讓

消費者產生充份的信任感，或透過辦理講座推廣在地食材，除具

有食農教育內涵外，亦是促銷方式的手段之一，有助於生產者與

消費者間資訊的交流，提升銷售與回客率。近年本署輔導部分據

點朝向複合經營發展，提供輕食服務或食農教育體驗，加深對在

地食材認識及運用，滿足多元消費需求。 

(二)北海道幅員廣大，各城鎮間移動距離長，應運而生的是在國道及

一般道路旁的休息區、服務區，有的僅提供車輛暫時停放與洗手

間設施，有的則販售各式農漁畜產品、伴手禮，並設置遊憩空間

及餐廳等，可兼顧遊客休息所需並推廣當地農產品，發揮多元功

能。我國國道服務區均有提供餐廳及販售伴手禮等服務，近年有

越來越多服務區開始配合時令販售春節、中秋水果禮盒，亦有果

乾、蔬菜脆片等加工產品，並有部分國道服務區開始設置小農驛

站或農民直販所，除禮盒及加工產品，更提供生鮮蔬菜供民眾選

購，未來期有更多服務區可投入生鮮蔬果的販售，讓消費者便於

購買各地具特色農特產品，達到地產地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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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考察在 7-11 超商內有販售冷凍蔬菜，推測可能與北海道冬

季不易取得生鮮蔬菜有所關聯。目前我國已有加工業者或農民團

體投入冷凍蔬菜產品開發，主要透過 B2B 模式提供給食品廠、

團膳業者或餐廳使用，至於一般消費者仍習慣採購生鮮或冷藏蔬

菜，然而因應近年氣候變遷加劇，國內面對夏季汛期蔬菜偶有供

應量不足情形發生，致菜價上揚，而加工蔬菜則不失為一種可考

慮的替代方式，且冷凍蔬菜已經過篩選、清洗、去皮、殺菁等處

理，對於消費者而言，可減少許多處理流程並可降低廢棄物量，

本署目前已與學界合作，持續開發各類冷凍蔬菜產品，並辦理推

廣活動鼓勵民眾使用，未來期望冷凍蔬菜能更普及在各式通路販

售，增加消費者更多蔬菜型態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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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參訪照片 

一、公益財團法人北海道學校給食會 

  
姚志旺副署長代表致詞 給食會松本理事長開場致詞 

  
參觀物資保管倉庫 倉庫作業場域 

 
拜訪北海道學校給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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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苫小牧學校給食共同調理場 

  
日方簡介苫小牧市調理場業務及學

校午餐供餐概況 

姚副署長就我國學校午餐推動在地

食材情形進行說明 

  
視察調理場內部設施與調理實況 學校給食配膳情形 

  
供餐內容與 9月份菜單 當日營養午餐品嚐試吃 

  
參訪苫小牧第二共同調理場 學校給食一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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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白老食育防災中心 

  
場域平時供作學校午餐供餐，災害

非常時期兼具防災功能 

村上中心長簡介設置目的、營運內

容、場域配置及實施傳統飲食日 

  
透過參觀走道設施參觀 中心廚房設備 

  

菜單張貼布告欄，並有餐具展示 結合月曆宣導地產與季節物產 

  
贈禮白老町長與合影 感謝日方用心接待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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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般財團法人函館市學校給食會 

  
函館學校午餐供餐概況說明 雙邊意見交流與問答 

  
中村事務局長說明給食會業務 當日給食內容 

 
函館市學校給食會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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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札幌市中央批發市場 

  
導覽人員簡介札幌市場概況 市場二樓觀摩看台 

  
水產棟拍賣情形 鮪魚低溫拍賣專區 

  
鮪魚採用競價拍賣 蔬果固定拍賣 

  
拍賣員蘋果喊價情形 中介商以手勢出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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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室內展示搬運車 市場簡介看板 

  
承銷人及拍賣員專用帽 搬運車及農產品摺紙模板 

  
道產蔬果分布圖 蔬果供應商安全食材協定書 

  
札幌市場參觀路線圖 與導覽人員村上由美小姐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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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北連食農教育農場くるるの杜、直賣所 

  

參與體驗胡蘿蔔採收之民眾 農場-花生植栽 

  
食農體驗活動預告 農場-蘆筍植栽 

  
農場-地瓜生長茂盛 農場-南瓜以紙覆蓋避免曬傷 

  
南瓜有整粒及分切販售形式 直賣所販賣各式各樣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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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伊達市觀光物產館(道之驛) 

  
館內農產加工品 伊逹市觀光物產館食農講座 

  

結賬後消費者打包區 入口為切花銷售區 

  
展售區以生產者為區分銷售格 冷藏販賣區 

  

結賬區 賣場內各式各樣的生鮮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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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洞爺湖道之驛 

  
洞爺湖道之驛外觀 入口處販售之瓜果類 

  

揭露生產者照片及農產品產期 賣場陳列方式 

  
冷藏銷售區 北海道產財田米 

  
銷售區內有生產者照片 洞爺湖道之驛附近之市民農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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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雲町情報交流物産館丘之驛 

  
丘之驛建物外觀 丘之驛內販售各式伴手禮 

  
丘之驛內販售當地農糧產品 木製產品及鹿製寵物食品 

  
噴火灣全景公園 全景館建物外觀 

  
全景館內設置兒童體育場 噴火灣全景公園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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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當地 7-11等連鎖超市 

  
Smoothie蔬果冰沙杯 蔬果冰沙杯自助機臺 

  
冷凍蔬果及冷凍豆乳丁 蔬果冰沙成品 

  
超商販售冷凍蔬菜 冷凍毛豆原料來自臺灣 

  
冷凍蔬菜豬肉綜合包 冷凍截切秋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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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駐日代表處札幌辦事處 

 

拜會駐日代表處札幌辦事處 

 

向粘信士處長說明此行目的，雙邊交換意見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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