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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次考察參訪農林水產省關東農政局（產銷履歷制度推動情形）、參觀川越

地區生協出荷組合（有機蔬菜與減農藥蔬菜之生產及經營情形）、參觀

AEON-JUSCO（食品追蹤系統 Green Eye與牛肉產銷履歷推動情形）、拜會中央

農業總合研究中心（農作物之農藥使用追蹤系統研究成果介紹、蔬菜產銷履歷

追蹤系統研究成果介紹）、參訪 Club COA有機農作物生產法人（有機蔬菜及產

銷履歷作業情形）、拜會全國農業協同組合連合會（生產履歷記帳及全農安心系

統）、參訪 Breeding有限公司白老牧場（和牛牧場）及其所附設之阿部牛肉加工

有限公司(牛肉產銷履歷推動情形)、參訪北海道岩見澤農協（了解農協如何指導

生產安全蔬菜及選別設施）、參訪北海道畜連肉品公司（牛肉產銷履歷推動情

形），藉由實地參訪農民團體及實務界為實踐安全農業，其推動農產品履歷制度

之相關措施、具體作法及遭遇之困難與解決策略等，供我國規劃、推動安全農

業相關政策及措施參考，建構與世界先進國家同步之農產品產銷履歷制度。 

本次考察建議事項如下：1.加強消費者之教育、宣導及行銷推廣，將使產

銷履歷制度推廣更具成效。2.應指導農民確實朝 GAP生產與紀錄，採行集團契

作方式經營與驗證，該制度推動將較易成功。3.實施履歷資訊系統應採行一元化

管理，較簡化及容易推廣普及。4.追溯制度應導入 GAP 及第三者認驗證制度，

將是確認產品安全性之關鍵。5.台灣物產館應參採行其它物產館之成功經營模

式，找出自我的獨特性，透過穩健經營與較長期經營，其成效方能展現。6.應思

考增設專司加強農、水、畜產品的衛生安全把關工作之專責單位，將生鮮及加

工農產品的品質安全問題及加強維護消費者權益，提升至與農業產銷發展並

重。7.應成立跨部會協調與建立溝通整合平台，同時需請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配

合督導辦理，方能有效貫徹落實。8.在全球化的經貿環境下，隨著人類對於食品

安全的關注，推動農產品產銷履歷制度已是不可逆的時代洪流與趨勢，需有一

定操作標準與規範落實推動。9.我國規劃與推動農產品產銷履歷制度之策略及做

法是正確的，且進度與時程並不輸給日本的，更應值得全面擴大推動範疇，以

保障消費者食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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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消費者意識抬頭的時代，由於農產品生產過程的藥物殘留問題（含

進口蔬菜農藥殘留）、食品中毒事件、不適當的保鮮與加工處理方式、基因

改造食品（GMO產品）充斥，以及國際間相繼發生口蹄疫、禽流感、狂牛

症（BSE）等重大疫病，嚴重威脅、影響人類健康與生命安全，加上標榜有

品牌的產品也相繼發生問題，使得消費者對於農產品「生產過程」之外的「流

通過程」的衛生安全也產生相當疑慮。因此，相對於食品的外觀、價格與品

質，食品本身的安全性已成為先進國家消費者最重視的因素，故食品安全儼

然已成為目前食品供應鏈最重要的一環，各先進國家對這方面的要求及規範

也日益重視，其中最重要的發展就是食品的「可追溯性」制度的導入。 

由於消費者對食品衛生安全問題日益關切，要求「農產品的源頭管理

與衛生安全」已成為國內外社會大眾關注的焦點，為了順應國際潮流，並防

堵黑心食品入侵，農委會推動「新農業運動」，將農業施政加以整合、創新

與改革，將傳統農業發展為高價值產業，並將「農產品產銷履歷制度」納入

「新農業運動」之重要政策，以保護消費者「食」的安全，讓消費者能夠吃

得安全、吃得安心。有鑒於歐洲及日本等先進國家，已將食品安全列為 21

世紀農業的首要課題，分別實施食品產銷履歷可追溯制度，架設生產者、流

通業者、消費者之間相互聯繫共享產銷資訊的媒介，建立負責任的產銷機

制，將產銷履歷資訊的公開化，建立食品安全與安心制度，讓消費者能對購

買的產品產生信賴，當食品發生問題時，亦能迅即處理、回收成品或追溯責

任，將農場與餐桌緊密連結，讓食品的安全路徑更有跡可循，並能獲得確保，

導入產銷履歷可追溯制度已成為今後農業發展的必然趨勢。 

為提升國產農產品附加價值及國際競爭力，並確保飲食安全、提昇全

體國民生活品質，本院農委會已將 2015 年全面實施國產農產品產銷履歷制

度列為優先目標，積極擴大推動此一制度，使安全農業日益健全，與先進國

家農產品安全基準接軌，以利全面生產安全優質農產品，維護國人健康及消

費者權益，確保國人飲食安全，營造消費者、生產者與政府三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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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考察目的 

本考察計畫之主要目的，係農委會企劃處規劃農產品產銷履歷制度，

確有必要瞭解國外推動之農產品產銷履歷之相關措施與實際執行經驗，故乃

派員赴日本考察農民團體建立全農安心系統及推動產銷履歷制度推之策略

與做法，藉此研習並檢討日本政府及相關農民團體成功推動之策略模式及具

體執行方式與作法，研議並引進適合我國農民團體推動之具體內容與策略，

對推動我國產銷履歷制度之發展將更能具體落實。 

本次考察共參訪農林水產省關東農政局（產銷履歷制度推動情形）、參

觀川越地區生協出荷組合（有機蔬菜與減農藥蔬菜之生產及經營情形）、參

觀 AEON-JUSCO（食品追蹤系統 Green Eye與牛肉產銷履歷推動情形）、拜

會中央農業總合研究中心（農作物之農藥使用追蹤系統研究成果介紹、蔬菜

產銷履歷追蹤系統研究成果介紹）、參訪 Club COA有機農作物生產法人（有

機蔬菜及產銷履歷作業情形）、拜會全國農業協同組合連合會（產銷履歷記

帳及全農安心系統）、參訪 Breeding有限公司白老牧場（和牛牧場）及其所

附設之阿部牛肉加工有限公司(牛肉產銷履歷推動情形)、參訪北海道岩見澤

農協（了解農協如何指導生產安全蔬菜及選別設施）、參訪北海道畜連肉品

公司（牛肉產銷履歷推動情形）。藉由實地參訪農民團體及實務界為實踐安

全農業，考察日本各界推動農產品產銷履歷制度之相關措施、具體作法及遭

遇之困難與解決策略等，供我國規劃、推動安全農業相關政策及措施之參

考，以建構與世界先進國家同步之農產品可追溯性產銷履歷制度，確保國人

消費安全，並提升國產農產品競爭力，促進農產品國際行銷。 

本考察報告內容包括：考察目的與行程、考察參訪紀要，最後並提出

考察心得與建議事項，供我國相關機關建立農產品產銷履歷制度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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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察行程 

 
參訪日期 

（星期） 
起訖地點 考察內容 

8月 26日

(日) 

台北－東京 啟程：搭機前往日本東京 

8月 27日

(一) 

東京－埼玉縣 1.拜會農林水產省關東農政局消費安全部 

2.參訪 AEON-JUSCO超市（与野店） 

3.參訪川越地區生協出荷組合 

8月 28日

(二) 

東京－茨城縣 1.拜會中央農業總合研究中心 

2.參訪 Club COA有機農作物生產法人 

8月 29日

(三) 

東京－北海道 1.拜會全國農業協同組合連合會 

2.參訪「北海道物產館」、「琉球物產館」 

8月 30日

(四) 

北海道 參訪白老牧場其所附設之阿部牛肉加工有限公司 

8月 31日

(五) 

北海道 1.參訪北海道岩見澤農協 

2.參訪北海道畜連肉品公司 

9月 1日

(六) 

北海道－台北 返程：搭機返回台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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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參訪紀要 

一、拜會農林水產省關東農政局消費安全部 

（拜會消費安全部安全管理課 有馬聰課長、桓見勝彥副課長） 

(一) 消費安全部成立緣由 

日本自 1999 年 2月，發生戴奧辛問題；2000 年 3月，在日本已消失

92 年的口蹄疫再現；2000 年 6月，在大阪關西地區發生雪印乳業加工乳黃

色葡萄球菌集體食物中毒事件；2001 年 9月 10日，日本發現第一頭海綿狀

腦症（BSE）感染牛隻，牛肉消費大受影響；2002 年 5月起，陸續從食品

中發現未被認可添加物；2002 年 6月之後，陸續從中國進口的蔬菜中檢查

出藥物殘留等，消費者對於食品安全喪失信心。因此，各地都有要求消費

安全的聲音出來，在這樣的背景下，農林水產省於 2003 年 7月成立「消費

安全局」，各地的縣市政府成立「消費安全部」，以加強管理食品安全、風

險資訊交流及飲食安全知識推廣與食品消費安全有關業務，並將畜產農作

物的生產與消費安全分開來管理，以期提供安全安定的食物給消費者。 

關東農政局為農林水產省直屬之地方單位，配合農林水產省消費安全

局成立消費安全部，下分消費生活課、表示規格課、安全管理課及地域課

等四課，人力約 1,580人（含 9個地方農政事務所 730人），主要業務係配

合農林水產省消費安全局執行地方相關業務，其經費係以計畫方式向農林

水產省申請。 

(二) 牛肉產銷履歷法實施階段及內涵： 

日本國會於 2003 年 6月 11日以法律第 72號通過「有關為識別牛個體

之資訊管理及傳遞特別措施法」（簡稱「牛肉產銷履歷法」），希望透過國產

牛之識別號碼，將管理、生產、流通、消費各階段之資訊，正確傳遞給消

費者。農林水產省並於 2003 年 10月 31日公告「生產資訊公開之牛肉 JAS

規格」，自 2003 年 12月 1日開始實施。  

牛肉產銷履歷法分階段實施。第一階為「生產階段」，自 2003 年 12

月 1日起實施，凡牛隻出生、移動均需向農林水產省委託的獨立行政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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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畜改良中心」申報，全國 13萬戶養牛農家的 450萬頭牛全部掛 10位

數識別號碼耳標，截至 2005 年 6月已經有 1,000萬頭牛完成申報登記。第

二階段為「流通階段」，自 2004 年 12月 1日起開始實施，規範屠宰業者、

販賣業者、特定料理供應者等；第二階段的實施對象是食用肉的中盤商(約

1萬家)、食用肉品零售商(約 4萬家)及烤肉店、涮涮鍋、火鍋及牛排等四種

特定料理的供給業者(約 2萬 7千家)。牛肉產銷履歷法規定範圍對象及於一

般料理店。 

牛肉產銷履歷法規定批發商、零售店、飲食店均有義務備妥產品進貨

帳簿，並須詳實記載批發或銷售等流通紀錄。此外，法律亦規定，四種特

定料理的店家有義務在菜單表上標示每道菜所用食材的肉牛識別號碼，讓

客人明白。依規定上述所有的店家，所販賣的牛肉都需標上 10位數的識別

號碼，並在店裡公告所販賣的牛肉的「產銷履歷」，這個「履歷」包括牛是

何時、在哪裡出生、由誰在哪裡飼養、在哪裡屠宰或做食用肉處理、經由

何種通路販賣等，如果消費者用手機或電腦等，直接上獨立行政法人「家

畜改良中心」的網頁，輸入 10位數識別號碼，即可得知牛肉的出身等相關

產銷履歷資訊。 

牛的履歷追蹤制度(1)牛隻出生 1個禮拜之內要通報，兩耳打上耳標，

並記錄何時、何地、何人、性別、牛籍號碼等事項。(2)牛隻買賣，要憑牛

籍號碼等紀錄登錄。(3)牛隻屠宰，要記錄牛籍號碼，如果記錄不詳實或未

登錄，屠宰場不予宰殺，每頭採腦脊髓液（檢查 BSE）、採集肌肉（驗 DNA），

每年約有 130萬頭牛的 DNA檢體，每年再從超市抽檢 1～2萬份牛肉檢體

去進行 DNA比對。(4)分切完畢之屠體，於包裝箱上註明個別的牛籍編號，

耳標則進行回收。 

日本至目前為止，檢驗出 23頭牛罹患狂牛病（BSE），因有以上追蹤

系統的建立，可以追蹤飼料來源，探討發病的原因，當罹患狂牛病時，也

可以即時行移動管制與流向，因此可以有效減少民眾對於狂牛病牛肉的疑

慮，相關的問卷調查也指出，2003 年調查發現 70%的民眾想要有牛肉的生



  9

產追蹤系統，到 2006 年，則提昇到 90%，酪農與相關牛肉販售業者也希望

藉由追蹤系統，可以在意外發生時，第一時間進行追蹤與回收，可以有效

減少民眾的疑慮，民眾也可藉由超市所購得牛肉包裝上所註明的牛籍號

碼，透過電腦或是手機，上網查詢所購買的牛隻與牧場等相關資料。 

(三)蔬菜、水果的履歷追蹤（即食品追蹤系統）： 

目前蔬菜、水果的履歷追蹤並無法律的強制性規定，是由各供貨商或

超市自發性的追蹤與記錄其所販售的產品來源，且紀錄資料之內容與格式

均由生産者、業者的自主設定，並無所謂標準化之共通格式。 

(四)日本農林水產省導入食品產銷履歷制度實施措施如下： 

◎日本政府對於食品追蹤系統： 
  法令制度 對象 記錄的資訊 
食品追蹤系統 無 

 (對於自主投入追蹤
系統的業者之補助）

食品整體 
（國産牛肉以外） 

生産者、業者的

自主設定 

牛的履歷追蹤

制度 
有 
（義務性） 

特定牛肉 
（在國内飼養的牛的肉） 

出生年月日、性

別、種別、飼養

地、管理者等 
生産資訊公告

ＪＡＳ規格 
（≠追蹤系統） 

有 
（任意） 

牛、猪、農產品 
（包括進口的肉品在內） 
 

上述資訊＋ 
飼料、醫藥品等

 

1.「促進導入產銷履歷制度對策事業」3 年計畫 

(1)實施期間：2003-2005 年 

(2)事業內容： 

為依據蔬果、米、猪肉、雞肉、雞蛋、養殖水產品、菇類等各種食品

的特性導入相關制度，開發先進的資訊系統、進行實證性試驗及導入資訊

系統，並補助建構所需的基本資料、充實資訊相關機器等。 

透過縣政府補助以 JA為主的農民團體或事業合作團體，導入相關制

度，支援各相關團體建構所需基本資料或資訊相關設施等。 

I.產銷履歷制度生產階段之支援費用（政府補助生產者組織：補助比率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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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銷履歷制度相關機器導入費：支援產銷履歷制度相關資訊鍵入、

輸出機器、資訊管理機器、條碼標籤等之導入。 

II.產銷履歷制度加工、流通、零售階段支援費用（縣政府補助相關事業單

位或協議會：補助比率 1/3） 

產銷履歷制度相關機器導入費：支援產銷履歷制度相關資訊管理機

器、資訊鍵入、輸出機器、條碼標籤、條碼讀碼器、觸摸式面板導入。 

(3)事業實施主體：農業協同組合、NPO、民間團體等。 

(4)預算數： 2003 年度 25億日元，2004 年度 19億日元，2005 年度 6億日元。 

2.「Ubiquotous（無所不在）食的安全、安心系統開發事業」3 年計畫 

(1)實施期間：2005-2007 年 

(2)事業內容： 

透過先進的追蹤系統之開發、無所不在（Ubiquotous、computing）技術

的運用，而以公開招募方式，致力於「食的安全、安心系統」之開發。另

包括分品目別的資訊導入手冊及相關宣導推廣研討會等相關配套措施之補

助。補助比率依補助項目，分別為定額或全額補助。 

(3)事業實施主體：農業協同組合、NPO、民間團體等（公開招募）。 

(4)預算數：2005-2006 年度編列經費 12億日元，2007 年度編列 11億日元。 

3.2007 年「無所不在食的安全、安心系統之開發事業」補助內容 

(1)時程：2007 年 4月-2008 年 3月 

(2)補助內容標的與範圍 

I.系統開發與檢討：系統開發委員會之召集、製作導入指引方針、第三者驗

證制度之建構、執行調查、召開全國性研討會、針對 traceability 系統構

想策略之補助。 

II.系統之普及與推廣：召開地區推廣座談會、製作宣導手冊、召開地區性研

討會、補助相關推廣活動。 

III.系統之實証研究： 

a.利用『生產至零售系統』流通資訊等追蹤管理系統之開發與實証。 



b.與 HACCP系統等加工、流通階段的安全管理系統合作之追蹤管理、系

統之開發與實証。 

4.食品追蹤管理提升對策補助費(2008 年度) (0.6億日元) 

(1)時程：2008 年 4月－2009 年 3月 

(2)補助內容標的與範圍 

 I.配合狀況的調查與追蹤管理導入介紹手冊的實證 

有關食品追蹤管理相關之食品業者的配合狀況，針對各品種、各流

通的階段進行調査之同時，依照該調査為基礎所作成的追蹤管理導入介

紹手冊，來進行其實效性之驗證。 

II.追蹤管理的啓發 

藉由研討會的舉辦或發放小冊子，來進行追蹤管理的啟發。 

a.食品業者針對進貨商品、出貨商品，是否有將其相關資訊加以記錄、

傳達等進行調査。 

b.為進行追蹤管理，各業者針對商品是如何的管理、什麼樣的資訊是如

何的記錄、如何來傳達比較好等，來提出建議，進行啓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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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參觀AEON-JUSCO超市（拜訪永旺(AEON)与野店金井至副店長） 

永旺(AEON)以日本永旺股份有限公司為核心，加上日本國內外 142家

企業所構成的日本最大流通企業集團，1989 年時，將集團名稱由原本的「佳

世客集團(JUSCO GROUP)」變更為「永旺集團(AEON GROUP)」。2001 年

8月正式更名為「永旺(AEON)」。 

AEON是由 JUSCO百貨公司(總店數已超過 316家，在日本超過 290

家，香港、泰國、馬來西亞等也各有分店)、便利商店面(在日本國內擁有

2010家分店)、藥品連鎖店(1,252家分店)、金融服務事業等共 142家公司所

構成。AEON秉持「顧客第一」的經營理念，受到顧客及社會各界的高度

評價，2002 年 2月時，永旺被日本經濟新聞譽為「日本年度最佳優良企業」。

此外，亦創下日本各大流通公司中最高的營業額與成長率，成為日本最大

的零售業集團。 

AEON以成為世界前 10大零售業為目標，揭示了「Global 10」的長期

目標，建構出堅強的集團經營體制。AEON在全球經營的通路型態，多元

強調新鮮、安心、健康和品質。因此，除了不斷推動革新之外，亦秉持「以

顧客為原點，永續投入和平產業、人本產業、地區產業」之永恆不變的信

念，並將具體落實此理念的行動指針「AEON宣言」謹記在心，為了提供

顧客更豐富的生活，不斷奉獻心力。 

AEON推出自有品牌「TOP VALU」，並引進日本最新產品，提供顧客

豐富、多樣、物超所值的商品，以及舒適、愉快的購物環境，讓所有的顧

客在輕鬆、舒適的環境下，充份享受購物的樂趣。TOP VALU系列商品是

由 JUSCO進行開發的獨創品牌，包含了食品、服飾、家庭用品等日常生活

所需品，提供顧客可安心購買的超值商品及完善貼心的最佳服務，其系列

的綜合性，支援了我們生活的每一天。 

(一)TOP VALU 的五大訴求： 

1.顧客的聲音是商品的生命來源：根據顧客的建議，以改善、創造每樣商品的

品質及功能。 



2.以環保及食用安全為第一考量：減少添加物用量；不使用破壞環境的物質。 

3.重要資訊明確的呈現：營養成分、保存日期等重要訊息皆明顯清楚的標示。 

4.提供價格合理的商品：將商品售價定位比知名品牌更便宜，其品質卻可比擬

知名品牌。 

5.和顧客的滿意約定：傾聽顧客的聲音，讓商品能夠滿足大眾的需求。 

 

(二)AEON以「Green Eye為中心」 

AEON可以說是除了生鮮品、日常食品外，藉由其自創的品質規格展開

全面性的商品開發，並且以有機農產物為中心，致力於食品履歷商品的企業

代表。在賣場中可以看到它所推出的自有品牌「TOPVALU、Green Eye」，無

論是哪一項商品都標示有二維條碼和自家公司的網址、8～9位數的商品代

碼。以本店的情形而言，放置有雞肉 20項、牛肉 10項、蔬果 21項的食品履

歷商品，蔬果方面，水果有陽光富士蘋果、陽光金星蘋果、王林蘋果、草莓、

奇異果、香蕉，蔬菜則有番茄、迷你番茄、小黃瓜、萵苣、蘿蔔、牛蒡、馬

鈴薯、洋蔥、生薑等。 

關於 Green Eye，AEON在其網頁上如此寫著「為了讓消費者安心享用食

品原有的美味和營養，本公司推出活用大自然力量孕育農、水、畜產物的品

牌系列商品，同時也為了讓消費者可以完全放心購買，透過網頁和行動電話

的條碼讀取功能，不僅可以獲得安全、安心的相關資訊，亦積極對外公開美

味食用方法的建議和食品履歷」。所謂的「活用大自然力量」，係指有機栽培

或減少農藥、化學肥料的栽培方法，甚至AEON在其網頁中還清楚列出「Green 

Eye的 5大基準」。 

(三)Green Eye的 5大基準： 

1. 絕不販售含有人工色素、人工防腐劑、人工甘味料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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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極力抑制生產使用化學肥料、農藥、抗生物質等的化學商品。 



  14

3. 採行適地、適期、適作、適肥育等栽培方法，以自然力量保有食品的美味。 

4.在保障環境和生態的條件之下從事農業生產。 

5.依據自主管理之生產基準，從生產到販售的整體流程嚴格管控。 

(四) Green Eye之系統內涵： 

1.Green Eye主要目的是為建立消費者對食品信賴性及產品安全安心的回復。 

2.Green Eye包含對象農、水、畜產品，其包括有機農產品、AEON基準之農

產品＋適正農業規範（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GAP，相當我國之「良好

農業規範」），故 Green Eye其標準乃比適正農業生產規範更為嚴格，而其為

企業自主訂定為主。 

3.AEON自行開發 Green Eye的認證系統，是基於消費者食的安全，所開發

出的品牌，儘量減量使用化學肥料、抗生素、農藥等，有品質好、對環境

的保護、安全等特點，一方面提供真正安全的產品供顧客購買，二來也可

以保障生產者的權利。 

4.每項經過 AEON超市認證的 Green Eye產品，都有一個查詢條碼，透過賣

場的電腦或手機上網，都可以查詢到這農產品的生產者基本資料、生產地

址、生產方式與聯絡方式等，消費者可以與生產者產生互動並相互聯繫。 

(五)牛肉履歷查詢追蹤系統： 

為使消費者對於日本國產牛肉的信心，AEON於賣場設立電腦，裝載該

賣場所開發的牛肉肉品查詢系統，可憑牛肉產品包裝上頭所註明個別牛隻的

「生產履歷識別號碼」，來查詢到相關的飼養資料與 BSE檢驗之相關資料，

前述資料再經由 AEON所提供之印表機列印出來。 

 

三、參訪農事組合法人川越地區生協出荷組合 

（拜訪戶口永太郎組合長及安藤勇副組合長） 

(一)該農事組合法人川越地區生協出荷組合起創於 1971 年，於 1999 年 3月改為

現在法人化之組織。所在地為琦玉縣川越市大字今福 2900-1。 

(二)該組合成員 58人（芳野地區 11 戸、今福地區 41 戸），其中 100%委託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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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貨者佔 39人，平均年齡 37歲，平均耕作面積 1.6ha。 

(三)該組合出貨 60%為生協關聯之 8個相關超市，採契作生產方式，40%乃進橫

浜丸中青果批發市場販售。 

(四)該組合平成 18 年栽生產包括菠菜、小松菜、大根、里芋、人蔘、枝豆、青

江菜、水菜、甘薯等販售金額約 5億日元。 

(五)該組合有 1名專職負責出貨、社員病蟲害防除記錄資料之資訊化等業務。 

(六)該組合自 2003 年起開始進行履歷紀錄，研擬栽培基準與計畫書，藉由各栽

培品項之農藥防除與施肥標準之「病蟲害防除記錄用紙，由各社員紀錄生產

者基本資料、施肥用藥之資訊、訂定使用基準（包括病蟲害名、使用農藥名、

使用量、使用時期、使用回數），每年度耕作前進行修正檢討。 

(七)該組合於 2003 年接受農林水產省「促進導入產銷履歷制度對策事業」補助，

主要為補助相關電腦設施。 

 

四、拜會中央農業總合研究中心 

（拜會丸山清明所長、菅元幸治主任研究員、島川悠太先生） 

(一)本州地區(關東、東海、北陸)農業發展研究機構，包括許多專業領域的綜合

性研究，進行包括如新的食米政策的研究，水田的高度利用和生質能源之

有效利用等等新技術體系的開發。另外針對新開發技術研究、土壤肥料、

病害蟲、雜草防治等等環保型農業生產進行專業研究。 

(二)農作物之農藥使用追蹤系統研究成果介紹： 

1.近來日本因農藥的種類越來越多，使用上也漸趨複雜，其誤用所造成的農

藥殘留等事件有升高趨勢，基於這些理由做研究，開發「農藥施用風險管

理系統」，希望於最剛開始種植作物時，就可以確定施農藥的時間與間隔，

以避免農藥殘留及農藥浪費等問題。 

2.「農藥施用風險管理系統」可使用電腦上網登錄確認或是手機上網登錄，

作施藥前農藥種類、作物種類、病蟲害種類、農藥施用次數及收成前停藥

時間長短等農藥施用計畫；超過基準值的農藥使用量會標示紅色，接近基



準值臨界點的數值會標明黃色；當正確輸入後，會有該種作物使用該種農

藥於該地區所正確使用的農藥施用計畫，農民按照計畫施予農藥，就可避

免農藥誤用或是農藥殘留等問題。 

3.此系統裡頭有各種不同的基準量，如政府規定基準、農協或其他有機生產

團體的基準。而農藥使用基準是於山形縣的實驗室實地試驗出來的數值。

農藥的標籤有二維的條碼，使用手機就可讀取正確的名稱，可以避免農民

輸入錯誤的名稱。 

4.這個措施經過問卷調查，發現 50歲左右的農戶接受度也頗高，因為透過這

套系統，縮短農藥施用的確認工作，以往傳統方式是要 3個人花 3天的工

作天，現在只要 1人花 15分鐘上網填好資料，就可以開始施藥，可於農

藥施用前就可以避免誤用或是農藥過量的情形，「農藥施用風險管理系統」

比起生產紀錄來說，更能提供安全的農作物給消費者食用。 

5.本計畫為農林水產省補助之 3 年計畫(2005-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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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參考資料：http://nouyaku-navi.info/ http://www.nnavi.org/

 

(三)蔬菜產銷履歷追蹤系統研究成果(SEICA網路型錄)介紹： 

1.SEICA係從 2002 年 8月 23號起運用，SEICA系統是基於消費者食的安全

所開發的系統，SEICA適用的對象包括蔬菜、水果、茶葉、稻米等，加工

品與畜產品則不包括在內，目的為傳遞正確使用農藥的觀念給消費者與流

通業者，目前 SEICA是公開免費使用的。 

2.農民上網登錄作物，會取得一個條碼，再將這個條碼貼於販售的農作物上

頭，流通業者或是消費者，都可以上網透過這組條碼，查詢到這項作物的

品名、數量、農藥使用的情形等生產情報，生產者的所在地與出貨者的情

報，包括農家的心情與期望、聯絡方式等，讓消費者與農家可以產生互動。 

3.目前這套系統的使用有逐年上升的情形，以過去這一年來說，有 1萬件的

作物上網登錄，分布於全日本的 47個府縣，佔全日本所流通農作物的 1

成左右，其中包含的對象，有農家自發性的，也有批發商要求旗下的農家

使用這套系統上網登錄。以目前的使用經驗來說，消費者可以得知農作物

產地的資訊與作物本身的相關資料，增加消費者購買的信心，農家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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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消費者的意見，作為改進與生產更好更安全作物的信念。流通業者也

可以透過這套系統查詢資料，開發新的產地，也可以提供資訊給消費者，

萬一有問題發生，也有回收追蹤的方便性。 

4.SEICA並不是像食品履歷那般的系統，必須經由自行申請才能登錄，甚至

管理者方面應該事先告知「SEICA並不是利用行銷媒體，把對商品的想

法、堅持、特徵等正確傳達給顧客的食品履歷系統」，但如果能將與 JA等

合作食品履歷的各個栽培農地、農作物進行記錄、保存、檢查和驗證，並

且建立隨時可以公開詳細履歷內容的體制，可說是完美的食品履歷系統。 

6.SEICA網路型錄介紹 

(1)現有 1,689個農業協同組合（公會）、農業生產法人、株式會社、有限公司、

任意組合（公會）、個人所利用的食品履歷系統，可說是日本最大規模的

簡易食品履歷搜尋機構，其登錄品項共有 7,565件，平均 1個團體、個人

刊登 4.48項的型錄。 

(2)登錄件數好像很多，不過在超市的門市並不容易發現登錄的商品，其原因

之一是有機栽培、特殊栽培的商品都變成各超市自有品牌的產品形式，但

以所有蔬果流通的品項來看，目前的登錄件數只能說是處於入口階段。型

錄內容分為公開型錄和非公開型錄，前者佔 79.4％，而後者佔 20.6％，係

指當季以外的產品、曾經公開現在卻選擇非公開的產品。 

(3)登錄內容來看，在組織別中，以地區農協為首，其次是株式會社、個人、

有限公司、農協生產人、任意團體的排序。此外，在栽培法區分中，普通、

慣行栽培佔 54.2％、農藥和化學肥料節約型佔 13.5％、特殊栽培佔 15.0％、

不使用農藥和化學肥料佔 13.5％。 

(4)蔬果型錄中也包含稻米和茶葉，登錄者只需輸入 18個項目，便能成為可供

搜尋的型錄，不過，輸入項目又分為必要項目和詳細項目（任意輸入），

若全部輸入的話，需輸入達 146個項目。 

(5)採自行申請，不需要經過檢查和第三者認證，所以不同於架構完善的有機

認定制度，在安全方面也不能斷定為毫無危險。事實上，營運者也抱持「並



沒有確認登錄資訊是否正確」、「若因使用本系統招致損失時，一概不負任

何責任」、「嚴格禁止損害本系統的信用、以及導致使用者損失的不實資訊

和誇張表現」的態度，因此，應該事先瞭解此種型錄是一種基於良心道德、

以遵守法令、自我責任為前提的系統。但也因為此系統沒有登錄詳細的食

品履歷和進行集中管理，事故發生時，會重新要求個人的登錄者公開資訊。 

(6)SEICA型錄優點： 

1.以電腦使用為前提，在網路上可以登錄含照片在內的所有資料，十分方

便。輸入農作物資訊時，每項商品都會自動發行一個 8位數的型錄號碼。 

2.只要在商品的包裝容器或貼紙上標示型錄號碼，購買者以電腦輸入號

碼，即可立刻搜尋到生產資訊，亦可藉由品項名稱和產地進行搜尋。 

3.型錄的有效期間自動設定為「最終更新日＋1 年」，如果是舊型商品或過

季商品，只要將其設定為「非公開」資訊，便無法讓人搜尋瀏覽。 

4.同時具備將登錄內容 POP化的系統，對銷售者而言非常方便。 

5.不僅有例行栽培，也登錄有減少農藥、肥料、特殊栽培、不使用化學農

藥、肥料、有機栽培等資訊，超市業者可按照門市的特色選擇。 

6.尤其是有機栽培基於 JAS法附有第三者認證的義務，即使採用自行申請

制度，也能讓人感到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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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參訪Club COA有機農作物生產法人有限會社（拜訪五十野節雄社長） 

(一)該組織生產者約 70人（2004 年至今），主要地區為茨城縣、千葉縣及壢木

縣，該社社場場址位於茨城縣行方市次木 580-1。 

(二)該社五十野節雄社長表示： 

1.有機農法，是目前國際上的期望，日本的 JAS相關部門也已成立了 6 年，

在市場上也引起很大的迴響。大家都是以生產好吃、有機的蔬菜為目標，

當然有機蔬菜是由何人、何時、何地、如何做，是大家也很關心的。生

產地很重要，如果沒有登錄，很有可能是由大陸進口，再轉賣出去。 

2.目前日本的農業，也一直在改變，例如強調產銷履歷的重要性，以我們農

家來說，消費者如果買了覺得有問題而向農家反應，農家也可以憑著本

身的產銷履歷，來查出問題的所在。另外，有時賣場的標示錯誤，消費

者憑著農家的條碼查出賣場標示錯誤，也可以即時指正賣場做出更正，

是一種重視消費者安全的好作法。 

3.我們農場的作法是自己製作堆肥，並沒有做土壤的成分分析，純粹是憑本

身的經驗，在堆肥添加蛋殼、死魚、賣相不好的蔬果、稻殼等物品，當

然還有添加一些特殊的發酵物質，發酵製成的堆肥，是提供給我們合作

的農家來使用，15公斤的包裝，售價是 900元日幣。 

4.目前有機栽種的區域有 35公頃，這些區域都有取得 JAS的認證。目前農

藥的殘留是厚生勞動省（相當我們衛生署）在進行檢測，一般農家的農

藥使用習慣也一直在改變，我們也是費了很多工夫在預防周邊的農藥污

染，例如與鄰近農地有 1公尺的緩衝空地是不種任何作物的。另外，鄰

居在噴灑農藥時，也會通知我們，我們本身會有防護網來防護周邊農地

所飄散過來的農藥。 

5.日本於 2006 年實施「有機農業資源法」，美國與德國在前幾年也有類似的

法律，裡頭有制定一些有機農業的規範，農政單位也有開發防蟲網，我

們的做法是在夏天儘量不種植那種蟲子會靠過來的蔬菜，當然有蟲子叮

咬痕跡的蔬果，也是有機栽種的證明，我們並不會將之拔除，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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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一開始就挑選特定的賣場販售，例如生協的超市或是販售有機作

物的超市，這類賣場的消費族群都是認同有機作物的栽種方式，而且是

可以接受蟲子叮咬的蔬果，這類封閉的賣場，是由農家與賣場進行直接

的議價，也可以賣得比一般賣場來的稍高，這樣我們才有動力與收入可

以支持我們繼續栽種有機作物。如果一開始我們挑選開放的市場，其市

場價格是由賣方所掌控，只能任由賣方殺價，或許賣場與消費者不接受

我們賣相比較不好有機作物，我們會產生挫敗而無法繼續下去。 

6.有機栽種的作物，收穫量大概是平常一般慣行作物的 7～8成，有時會低

到只有 3成，因此我們為了預防這類產量下降所造成的損失，我們會採

少量多樣化的栽種方式，來降低風險。對於農家來說是一項不小的挑戰，

因為不同的作物需要不同的技術，一般的農家或許只有栽種 1～2種作

物，不過我們總共栽種 40種的作物，每天都有 10項左右的作物可以出

貨，賣場也設有我們有機作物的專櫃，每天出貨的作物就可以直接上櫃，

以我們的立場來說，議價的空間就很大，平均 1分地的 1種作物 30萬日

幣左右，40種則有 1,200萬日幣。 

 

六、拜訪全國農業協同組合聯合會 

（拜訪大消費地販賣推進部 森永靖武主任調查役） 

(一)「全農安心系統」緣起：  

2003 年 1月間，全農（全國農業協同組合聯合會）的「福岡園藝販賣

業務佐賀園藝販賣所」販賣的洋蔥及全農的子公司－「珍珠米東日本股份

公司」的白米，因被農林水產省查獲標示不實（偽造產地、內容物標示不

實等），違反 JAS法，被命令進行業務改善（農林水產省 1月 16日函）。

該案經全農處分相關人員，並利用內部檢查機制，全面清查各級 JA 及子

公司產品，發現福岡縣總部所製造販售的煎茶有偽造產地標示的情形，因

而責請各 JA 系統（包括子公司）立即改善缺失並確實遵守法令，以建立

守法的經營體制，實踐高信賴度的經營機制，並於 3 月 14 日向農林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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省提出業務改善報告，保證不再犯。但不幸的是，農林水產省再度於同年

6月間，發現前述 2家違規單位依然未做改善，遂於 7月 17日再度發出嚴

正警告函。此一結果致使 JA形象跌至谷底。 

因為 2001 年日本發現狂牛症之後，以進口牛肉冒充國產牛肉，詐騙

政府補助款的雪印公司，已因消費者抵制而陷入困境，並於 2002 年 4 月

底解散。但雪印公司係以營利為目的之營利性公司組織，而 JA 係經濟上

或社會上的弱者相互扶持，講究互愛與誠信的非營利合作組織，一再發生

違法事件，乃屬違背互愛及誠信的嚴重瑕疵。 

全農為挽回 JA 整體形象，於 2003 年 12 月底將事務性辦公場所取得

ISO14001認證，而各食品相關事務所則於 2006 年 3月底取得 ISO9001認

證。此外，為消弭國民、消費者對於生產者的不信任感，以實現恢復其信

賴之目標，JA全國農協中央會配合農林水產省之促進導入食品產銷履歷制

度對策，並於 2002 年 7月訂定「邁向確保食料安全與安心之 JA團體推動

方針」，設置以此方針為核心的「生產工程管理（生產標準作業流程管理）、

記錄運動」推動組織，並為因應運作方針提出了「生產履歷紀錄運動」。

藉由紀錄將安全的農產品製造流程公開給大眾，藉此將「安心」的訊息傳

達給消費者，縮短食用者與農業者之距離，以恢復國民對國產農產品的信

賴，並以提高其信賴感為主要目標。 

(二)全農的目標： 

提升日本國內的消費者信心、作物的持續供給與自給自足、生產履歷

的記錄、農家可以安心地持續生產作物等。全農會與農家做好生產前的溝

通，依照不同的基準來生產不同規格的作物，包括產銷班的基準、農協的

生產基準、慣行栽培作物、有機栽培作物等。農家在生產時，做好可追溯

資料的記錄，再透過安心系統銷售給消費者，當有問題產生，消費者可以

循管道向農家來反映，而不是將不好的風評，擴及全地區的作物。以往的

生產體系來說，農家與消費者的距離很遠，透過「全農安心系統」，可以

拉近農家與消費者的距離，進而產生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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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農安心系統」之體系： 

日本 JA團體於 2003 年 7月訂定「邁向確保食料安全與安心之 JA推

動方針」，並設置「生產流程管理及記錄運動」之推動組織。「生產流程管

理及記錄運動」係指生產者以預先訂定的標準生產作業流程為基礎，進行

生產管理，並詳實記錄包括整地、定植、土壤改良、病蟲害防治、採收、

保管等生產流程相關內容，JA再將按生產流程管理及記錄運動所生產的農

產品分別販賣，並對消費者及交易對象公開相關生產資訊的配套措施。 JA

團體為推動「生產流程管理及記錄運動」，先由全農制定「全農安心系統」，

再由各級 JA團體配合落實推動。 

「生產流程管理與記錄運動」（如圖 1）係指生產者事先確認交易對

手、鎖定目標市場，確定交易對手係外國市場或國內市場、係透過拍賣市

場或直銷等；生產者再依據目標市場需求，制定適切的標準作業程序，進

行生產標準作業等生產工程管理，並詳實記載包括整地、栽植、土壤改良、

病蟲害防治、採收、保管、出貨等生產流程相關內容，再將所記載資料隨

產品一起出貨，或以傳真 OCR方式，於出貨前一週至 10天，將紀錄紙本

傳真給所屬 JA。JA 再將農家所記載生產履歷掃描或鍵入電腦，追加記載

農產品分級、包裝等出貨資訊後，共同運銷、販賣，並對消費者及交易對

象公開相關產銷資訊的一貫化配套措施。同時，透過第三者檢查或審查驗

證機制，保證產品的安全性與資訊的可信度。 

透過此一產銷履歷資訊的公開化與透明化機制，可確保農產品之安全

性，亦可向消費者及交易對象保證所提供的農產品確實安全、安心，萬一

發生食品危害之際，亦可進行危害原因分析，可清楚追究產銷過程中的問

題環節，釐清責任歸屬。 

「全農安心系統」之推動，在生產與出貨階段可達下列目的： 

1.透過適當的生產及出貨管理，確保農產品衛生安全。 

2.透過提供產銷履歷資訊，確保進貨單位、零售業及消費者的安心。 

3.排除產地不實標示情形。 



4.透過公開生產與出貨資訊，有效因應顧客抱怨處理。 

5.強化出貨及行銷體制。 

6.修正及提昇生產者之農業生產與經營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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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前確認 

產地 交易對手 

第 3者檢查或審查 

  

圖 1「全農安心系統」架構圖 

基本上，「全農安心系統」係為重現過去消費者在農家的屋簷下面對

面購買農產品的關係，重新喚回生產者的「責任生產」，及產地與消費地

之間的「相互信賴關係及資訊透明化」。為結合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產

品與資訊，將產品的生產、物流、保管、加工、販賣等所有的相關資訊確

實一元化掌握、連結，同時導入「檢查與驗證」制度（如圖 2），以客觀確

認資訊的正確性，並將資訊的保管或活用，與更優良的生產相結合，以實

決定生產標準作業流程 

開始生產 

生產工程管理、記錄 

農產品出貨 資料分析

分貨、加工 

JA團體 

消費者 資訊公開 

驗證 

全農 

由外部具有資格者

進行檢查 

商品販賣 

由外部審查機關或

審查員審查 

申請



現能讓消費者安心購買的資訊傳播，及可追溯、能確認的資訊體制，俾強

化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的信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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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申請  

審查機關 
檢查認證事務局 

（由外部審查員審查） 

審查結果報告 

圖 2「全農安心系統」檢查、驗證制度 

以「全農安心系統」以農園藝作物農家為例，生產履歷資訊主要紀錄

內容包括以下 3 大項：1.栽培記錄：生產者姓名、農場概要、品項或品種

名稱、作業型態（露天、促成、抑制等）、作業履歷（播種日、栽種日、

開始收穫日、收穫結束日、收穫量等）、生產資材（肥料、土壤改良資材

等）施用紀錄等。2.防治記錄：農藥名稱（或成份名稱）、稀釋倍率、噴灑

量、噴灑日期、病蟲害發生狀況等。3.收穫、出貨記錄：收穫日、出貨日、

出貨數量等。 

(四)「全農安心系統」之運作模式： 

全農安心系統是以因應「4個問題」的形式展開： 

1.現在食用的農產物是否從產地直接運送到餐桌？ 

2.農產品是否依照銷售處和產地共同栽培、飼育方法，進行生產、製造？ 

申請者 

產地、加工廠 

審查員 

（外部具有資格者） 

申
請 

檢查 

提
出
檢
查
報
告
書 

檢查申請認證 

交付驗證書 

檢查結果報告 

請求檢查驗證費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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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是否進行農產物的品質分析？ 

4.是否以有利於消費者、生產者、環境的農業形態為目標？ 

「全農安心系統」和 GAP一樣的是，全農安心系統也將注重環保的

循環型農業納入前提，且由專門負責的檢查員確認在生產、加工、流通的

過程中是否確實執行，再將其內容交給由流通、加工、生產者、學者專家

組成的第三者全農安心系統驗證部門審查，通過後發予驗證證書。 

(五)「全農安心系統」內涵包括： 

1.訂定妥適的生產標準，使農產品的生產能有一定的管理機制可以遵循，並

經由生產管理的內容以記帳方式詳實紀錄，不但可以確實掌控整個生產流

程，更可達到確保產品的安全性等目標。 

2.農協宣傳其頗自豪的安心系統驗證制度時，所堅持的「安全的農產品來自

日本生產」的理念，在農產品生產品質有安全的保障，消費者採購能安心

的實情下，得以落實。 

3.將農產品生產過程中之記帳資料予以蒐集、分析後，可以供做改進生產方

法及經營方式等使用，進而達到降低生產成本、提高安全保障、提高附加

價值等目的。 

4.日本各地的農協，可經由「全農安心系統驗證制度」，達到強化經營體質

的目的；而各地的農協會員經由對於自己所生產的農產品能深入了解其特

徵，不但可以向消費者及社會大眾提供完整且正確的生產資訊，更可在互

動的過程體認「盡自己應盡的責任」的重要性，並由所扮演的角色中肯定

自己的成就。 

5.生產者與消費者經由網路資訊等傳播媒體的互動，除了提升對於日本國產

農產品安全性的認同感外，亦可達到促進城鄉交流等目的。 

(六)「全農安心系統」配套措施： 

1.「全農安心系統」制定一套農藥使用規範，農家必須依照此標準來施用農

藥，這套標準是試驗了 10 年，95%的作物是檢測不出有農藥的殘留，5%

的作物雖然還可以檢測出農藥的殘留，但都是遠低於安全量以下，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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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項研究資料指出，基於 JAS的標準來檢測農藥的殘留，91%未檢出

農藥殘留，9%雖有檢出農藥殘留，但也是低於安全容許量以下。 

2.「全農安心系統」所規範的作物生產流程，可以生產出同樣規格的作物，

可以視為同一批號的作物，例如同一個牛蒡生產班下頭的 50個農戶依照

同樣的生產程序，所生產出的牛蒡都可視為同樣品質的作物，收成時也

可以共同挑選，共同包裝，出貨時紙箱註明「安心」兩字。以目前各種

不同的作物認證制度來說，常用的宣傳方式有透過網頁、傳單或看板、

消費者專線等方式來宣傳。 

3.如何解決農藥飄散的問題： 

全農要求經過「安心」驗證過的農家要做好可溯性生產履歷的記錄，

包括農場、分佈圖、農藥的使用，其實全農在進行驗證時，也會調查周

邊的農地使用情形。農家在預防周邊農地的農藥飄散，有無進行防護措

施也要進行記錄，例如防護網、風向、風速、噴頭大小、農藥種類等。

另外，噴撒的農藥器具也要進行清洗，以避免農藥的殘留。 

4.「全農安心系統」驗證的費用與產品售價： 

「全農安心系統」驗證費用是每件 6萬日元，再加上審查員的差旅

費，算下來大約是 10萬日元，驗證書期限一年有效，惟每年如通過追察，

將無有效期限之限制，一般是產銷班提出需求，當地農協再協助支付相

關的驗證費。經過「全農安心系統」驗證的作物售價大概比平常的產品

高一成，銷售管道除了可以在一般的賣場販售，也可以在全農旗下的子

公司或是有意銷售全農產品的賣場來販售。全農雖然推廣「全農安心系

統」驗證制度，但農林水產省並沒有補助全農，反而是由全農為進行食

品安全的把關與保證之動作。 

(七)「全農安心系統」之展望： 

JA團體希望能透過「全農安心系統」的推動，建構生產者與消費

者之間一條鞭的透明資訊管理系統，俾建立消費者對所有的日本國產農產

品的信賴關係與安心體制，以利 JA將日本農產品的優點嘉惠於消費者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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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同時獲致消費者對國產農產品的信心與信賴，藉以向消費者明確保證

JA所提供者為高品質、安全、安心的國產農產品，俾利與進口廉價農產

品做有效的市場區隔。 

 

七、參觀「琉球物產館」、「北海道物產館」 

日本各鄉鎮在東京至有樂町間設立物產中心，包括北海道、京都、宮

崎、鹿兒島、沖繩物產館等，其中琉球物產館、北海道物產館位於有樂町

線－銀座一丁目駅附近。有關琉球物產館與北海道物產館介紹如下： 

(一)琉球物產館 

1.琉球物產館展售內容的豐富多樣，展示了傳統的三弦琴、酒、黑糖、蔗糖葉

與芭蕉葉製成的紡織品販售，當然也有沖繩產的天價芒果（一盒兩粒裝 8,500

日元）與百香果販售（每粒 490日元）。 

2.琉球物產館內幾乎把琉球具特色的農產品全都搬了來，例如木瓜、芭樂、香

蕉、鳳梨、西瓜等生鮮亞熱帶水果，就擺在入口處，水果外型遠不如台灣

產品起眼，芭樂倒是香氣四溢，價格不斐；冷藏櫃中豆腐製品、醃漬品、

乾話梅、酒類、玻璃與陶瓷藝品及花卉等，一應俱全。 

(二)北海道物產館 

1.北海道物產館展示了魚貝類製品與乳製品的販售，也提供前往旅遊之資訊。 

2.北海道物產館因為坪數不大，就以最具盛名的乳製品和水產品主打，入口

處，顧客可點一客冰淇淋，就地品嘗那又香又濃的乳香，黑巧克力、牛奶

巧克力、大大的北海道鮮蟹腳及各式作法的海帶等，無一不代表北海道的

特色。 

 

八、參訪Breeding有限公司白老牧場及其所附設之阿部牛肉加工有限公司 

（拜訪白老町長飴谷長藏與白老牧場阿部正春社長） 

(一)阿部牛肉加工有限公司成立於昭和 47 年 9月 21日，負責人為阿部正春，資

本額為 1,000萬日圓，人員為 125名，住址在北海道白老郡白老町本町 3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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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447-5。白老牧場從業人員有 4人，主要肥育為黑毛和牛大約 350頭，其

對水、飼料、飼養環境均有做嚴格控管。其相關策略聯盟之供貨牧場也均位

於白老町，包括劍持牧場、上村牧場、阿部牧場、大浦牧場及鈴木牧場，其

飼養均為日本黑毛和牛種。 

(二)白老牧場是一處以圈養方式、養殖數百頭和牛的小型牧場，白老牧場生產白

老牛，係由阿部社長親自逐頭 365天，早晚 2次的細心管理，對每一頭牛均

採標準化的方式管理，不論飼料、疫苗施打都有其標準，且每一頭都有個體

識別番號進行肥育管理與紙本紀錄。 

(三)白老牧場阿部社長表示：我們是拼命在生產安全、安心的牛肉，並且要超越

進口的牛肉品質，加工工廠本身進口澳洲羊肉，也將本身牧場生產的牛隻屠

宰後，再進入加工廠，依照超市所要的牛肉規格作包裝，或是生產烤肉串、

火鍋肉片等特殊規格的產品。牧場清一色飼養未懷孕女牛，由別場購買 10

月齡大小的女牛後，該場並無進行繁殖工作，肥育至 24～28月齡後再行屠

宰販售。肥育後的白老牛，體重約可達 700餘公斤，非常壯碩。每頭白老牛

買進到屠宰完畢再經本身的加工廠處理完畢，約可淨賺 40萬日元。 

 (四)白老牧場為降低生產成本，需要儘量善用當地資源，例如採用北海道當地

所產的甜菜粒及稻草桿等農作物當作飼料，餵飼穀物、牧草、甜菜渣（榨完

糖的甜菜）、落葉，飼料以牧草及豆腐渣的植物性的蛋白質量是中心，不使

用肉骨粉，而其最大特點為飲用水，係用當地之溫泉水。對於牛舍的清潔管

理極為注意，牛舍地面撲撒木屑，每週定期使用鏟裝機清掃。 

(五)白老牧場生產之白老牛，包括整體之產銷過程，從家畜市場→生產→加工→

流通，均有充分紀錄，屬完整從農產到餐桌之範例，其相關資訊包括生產情

報、加工情報及出貨情報之紀錄與公開三大部分。 

(六)有關產銷履歷相關資訊如下圖所示： 



  

九、參訪北海道農協聯合會及北海道岩見澤農協 

（拜訪北聯管理本部細矢亮二室長、管理本部布施友敬考察役、海外業務部管

國平部長、岩見澤農協日村殉常務理事） 

(一)北海道簡介 

1.農業史： 

在北海道，少數民族－愛奴族很早以前就開從事獵鹿、捕魚和採摘

果子等勞作。以前北海道的大部分地區屬山林原野，而明治維新的第二年

(即 1869 年)設置開拓使以後，開拓北海道正式開始，從此農業也就逐漸

發展起來了。 

2.氣候： 

北海道位於日本最北部，北緯 41 度到 46 度之間，四面瀕臨鄂霍次

克海、日本海和太平洋。日本的其他地區屬溫帶地區，因季風影響而高溫

潮濕，受 6月份的梅雨和 9月份的颱風影響而多雨，故適合於栽培稻米。

北海道的氣候特點是夏季乾燥溫暖，冬季嚴寒多雪。北海道地處溫帶與亞

寒帶之間，11月中旬到次年 4月之間因降雪和零度以下的低溫，冬季幾

乎不可能進行耕作，但夏季和秋季氣候溫和，故最適合農作物的生長和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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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家畜。北海道內各地的氣候差異較大。但一般來說，夏季夜間涼爽，晝

夜溫差大，故能促使農作物的糖分增加，這就是北海道的農作物美味而出

名的原因所在。 

3.土壤： 

北海道的耕地面積為 120萬公頃，而三分之二是特殊土壤。這種土

壤影響農作物的生長，需要改良。為了提高土地的生產能力，需進行客土、

改善排水條件等的綜合土壤改良。經過較長時期的土壤改良，迄今為止已

改良完畢的水田和旱地占整個農用地的 60％。北海道的單位面積平均產

量逐年增長。以水稻為例，2004 年的每公頃平均產量為 5.2噸(以糙米計

算)，20 年來增長了 20％。 

4.其他 

1869 年設置開拓使正式開始開拓已有 130 年的歷史。北海道的農業

是以旱田種植和奶牛業為基礎發展起來的，尤其是小麥 (65%)、大豆

(16%)、紅小豆(85%)、四季豆(94%)、馬鈴薯(79%)、甜菜(100%)、蕎麥

(41%)、洋蔥(55%)、胡蘿蔔(29%)、南瓜(45%)、甜玉米(43%)、白蘿蔔(12%)、

牛奶(46%)、牛肉(15%)、種馬(94%)，產量均居全國首位。北海道是全國

糧食產量第一的生產縣，農業產值超過一兆日元，占全國的 12％。 

北海道擁有全國最大最富饒土地資源，農戶進行著高效益、大規模

經營。一戶的耕地面積達 17.2公頃，是其他縣平均指數 1.2公頃的 14.3

倍。二次大戰後，農戶總數年年遞減，從 1960 年 233,634戶降到 2003 年

為 66,690戶。因北海道的農業就業者與其他縣相比比較年輕，擁有大面

積農業用地，附近工廠較少，專業農戶比較多。以農業收入為主(50％以

上)的農戶占全農戶的 72.6％，遠高於其他府縣平均指數的 18.9％。 

(二)北海道農協聯合會(HOKUREN)  

1.有關農業協同組合業務分工如下圖 



 
2.北聯成立於 1919 年，由全北海道各農業協同組合（144個，截至 2007 年

3月 31日）出資組建，是負責全北海道農業的各種經濟活動的組織。具

體包括農畜產品的收購、銷售、加工及流通業務、農業生產資材與生活

物資採購及供應業務以及農業技術的開發及推廣業務。 

3.北聯資本額為 213億日元，從業人員為 1,939人(截至 2007 年 3月 31日），

包括管理本部、米穀事業本部、農業事業本部、甜菜事業本部、酪農畜

產事業本部、生產資材事業本部、生活事業本部等及 29個分部與農業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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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研究所，此外還包括 20處分支機構（或營業所）、56處工廠及相關設

施。北聯營業額(截至 2007 年 3月 31日）14,217億日元，其中銷售額

9,855 億日元，購買額 4,332億日元。 

4.因應日本對於農藥的檢查非常的嚴格，政策也推廣農藥的減量使用，北

聯目前是規定收穫前的 1至 1個半月前就要停止使用農藥。另外，也有

採可溯性的生產履歷記錄，要記錄作物的種類、使用肥料的種類、次數

與所使用的量、所使用農藥的相關情形。目前全國因為各地的氣候、土

壤等因素都不儘相同，各縣市也都有各自的認證制度，北聯也不例外，

我們是採取達不到我們北聯的生產規範則不收購的作法。 

5.北聯從 3 年前就開始制定相關的生產規範，並且是由北聯旗下的試驗單

位針對北海道地區所試驗出的規範，農協是依據試驗單位所提出的生產

規範來進行協調。目前農戶個人是無法申請認證的，必須要由部會決定

後，再由農協出面與都廳談，這其中是不需要費用，當填好資料，北海

道的都廳再派人現地審查，認證有效期 1 年，必須每年都提出申請。 

6.北聯當初認證制度的發起，是在 5 年前左右，完整記錄農作物的生產過

程，包括肥料與農藥的使用情形等等，各個認證制度是基於同樣的目的

所制定出來的，希望生產安全的作物。以短期來看，有認證的作物，售

價雖然稍高，但市場的流通是較為順暢的，以這 1至 2 年來看，是看不

出成果的，需要長期來看，因為要經過消費者認可，是需要時間的。 

(三)北海道岩見澤農協 

1.岩見澤距離札幌約 50公里，共有人口 9萬 3千人，農戶則有 1,750戶，

耕作面積 18,230公頃，主要生產稻米（7,916公頃，43.4％）、小麥（3,697

公頃，20.3％）、洋蔥（1,220公頃，6.7％）、豆類（1,459公頃，8％）、

蔬菜（833公頃，4.6％）及其它（3,105公頃，17％）。不過因為開放大

米進口與日本國內減少米食的消費，目前稻米的產量逐年在下降，目前

是由水田改為旱田。 

2.岩見澤農協資產為 85,452百萬日元，2006 年度營業額 17,050萬日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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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為稻米（7,109萬日元，41.7％）、洋蔥（3,951萬日元，23.2％）、小

麥（1,918萬日元，11.2％）等農畜產品。 

3.2007 年是主要推廣洋蔥的種植，計有 1,200公頃的種植面積，佔北海道

產量的 1/3，黃瓜則有 123公頃。最近 7月底收成的是小麥，收完以後的

土地，可以種植白菜，可以由 8月初種植到 10月初。 

4.岩見澤農協日村殉常務理事表示，目前推廣小黃瓜的種植面臨一些問

題，面臨高齡化問題，必須委託民間的採果公司來配合採果，再交給選

果的組合，白蔥與高麗菜也是類似的情形。目前選果的方式有自選與共

選兩種方式，自選是農戶自己選果，而共選則是統一將收成好的蔬果送

往農協的選果場來進行選果包裝，再依全日本 30個批發市場的需求量，

透過冷凍火車或冷凍貨櫃車運送過去販售，販售的價格是由市場來決定

售價，農協是統一送到批發市場販售後，扣除 8％選果的費用，再將錢

發給農戶。 

5.日村殉常務理事亦表示，我們所生產出來的作物首先要經過岩見澤的居

民來吃，覺得好吃我們才會賣出去，希望透過岩見澤居民的認可後，由

他們作見證並且做推廣。目前日本的作物自給率由 40%下降為 39%，我

們希望能夠生產出讓日本國民覺得安心並且可以認可的作物。 

 

十、參訪北海道畜連肉品公司

（拜會北海道畜連肉品公司製造部 木村正一部長與總務部 鈴木哲彌部長） 

(一)北海道畜聯肉品公司是北海道畜產農業協同組合聯合會（北畜聯）底下的子

公司，成立於 1982 年 7月 15日，資本額為 68億 899萬日元，從業員工 318

名，社長為三上信一先生，營業額 69億日元。北海道畜聯肉品公司包括本

社工場、札幌工場、札幌第二工場、北見工場、北見屠宰場、千葉工場。 

(二)北海道畜聯肉品公司飼養約 35,000頭肉用牛，平均年屠宰量為 13,000頭，

約 5,000噸之肉產品，主要進行畜產品的加工，包括牛肉分切、火腿、熟食

品的研發等。以「提供安全、美味、健康之肉品」為該公司的經營理念。該



公司對飼養管理、飼料給予、出貨重量等採行標準化獨特之控管，並從生產、

加工、流通採一貫化之管理，其生產途徑如下： 

 
(三)北海道產牛肉情報公開系統，其包括牛隻的生產、飼養、肥育、屠宰、分切、

上市，均都可透過公開的北海道牛籍查詢系統查詢，網址為http://h-beef.net/。 

(四)該公司是每 5頭為一批貨，（政府是規定 50頭是一批貨），牛隻宰殺後，會

依照客戶的需求做分切，再裝箱出貨。 

(五)該公司生產與情報公開之義務化之方式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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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beef.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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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心得與建議 

日本自 1999 年 2月，發生戴奧辛問題；2000 年 3月，在日本已消失 92

年的口蹄疫再現；2000 年 6月，在大阪關西地區發生雪印乳業加工乳黃色

葡萄球菌集體食物中毒事件；2001 年 9月 10日，日本發現第一頭海綿狀

腦症（BSE）感染牛隻，牛肉消費大受影響；2002 年 5月起，陸續從食品

中發現未被認可添加物；2002 年 6月之後，陸續從中國進口的蔬菜中檢查

出藥物殘留等，消費者對於食品安全喪失信心，故如何確保產品之安全，

使消費者食的安心已經是日本政府、生產業者極力待克服解決之議題。 

而今年發生竄改食用期限北海道名產「白色戀人」巧克力夾心餅、不二

家的泡芙中含有食品衛生基準約 10倍的細菌、商家一直使用超過賞味期限

的原料等等的食品安全醜聞，均為已經營數十年以上有品牌口碑之產品，

這些事件也發現工廠管理鬆散的問題，使得消費大眾對於瞭解到有口碑的

經營業者亦可能造假，也對食品安全、安心的疑慮持續升高。雖然北海道

名產「白色戀人」、不二家事件與食品履歷無關，雖是以內部告發的方式公

諸於世，但在連原料生產者的農產業者都已經導入部分 HACCP手法、致

力確保食品安全的今日，這實均是非常嚴重的錯誤與疏失。 

本次考察行程，恰逢金門縣政府在擬定金門地區酒糟養牛計畫與安全

農業時為求能更為周全，赴日本考察肉牛產業、安全蔬果與生產履歷推動情

形，故有幸隨團一起前往日本考察特此感謝，亦感謝本會駐日代表處戴德芳

秘書精心規劃安排及全程陪同與翻譯。 

本次考察共參訪農林水產省關東農政局（產銷履歷制度推動情形）、參

觀川越地區生協出荷組合（有機蔬菜與減農藥蔬菜之生產及經營情形）、參

觀 AEON-JUSCO（食品追蹤系統 Green Eye與牛肉產銷履歷推動情形）、拜

會中央農業總合研究中心（農作物之農藥使用追蹤系統研究成果介紹、蔬菜

產銷履歷追蹤系統研究成果介紹）、參訪 Club COA有機農作物生產法人（有

機蔬菜及產銷履歷作業情形）、拜會全國農業協同組合連合會（生產記帳及

全農安心系統）、參訪 Breeding有限公司白老牧場（和牛牧場）及其所附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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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阿部牛肉加工有限公司(牛肉產銷履歷推動情形)、參訪北海道岩見澤農協

（了解農協如何指導生產安全蔬菜及選別設施）、參訪北海道畜連肉品公司

（牛肉產銷履歷推動情形）。 

此一考察行程，使我瞭解到日本推動安全農業及相關農民團體建立產

銷履歷追蹤系統之策略及做法，可以明暸日本農林水產省之相關食品履歷推

動之執行措施內容，日本各相關農民團體與業者（如全國農業協同組合聯合

會、北海道農協聯合會、AEON-JUSCO超市、川越地區生協出荷組合、Club 

COA有機農作物生產法人、北海道畜連肉品公司、白老牧場）建立與推動

食品履歷追蹤制度及系統之策略及做法。承如其中一位受訪的日本農民表示

「推動生產履歷記帳是理所當然的事，而且是一定要做的，這是一種使命感

與對消費者負責任的態度」，這種執著的精神、榮譽感與守法的態度，讓我

非常難忘，因為這是一個政策能否成功之關鍵所在，生產業者如果不能有「守

法」之觀念，再好的農業政策，亦無法持續落實推動。 

這一趟考察，收穫頗豐，藉由本次參訪，對日本推動產銷履歷、安全

農業等方面受益良多，對於後續政策之規劃與推動有極大助益；也更瞭解到

農委會推動安全農業上，尤其是產銷履歷制度之推動上如制定標準化「良好

農業規範」（TGAP）、建構履歷資訊查詢系統及建立公正第三者認驗證制度

等三大措施之方向與規劃架構是正確的，亦瞭解到日本各相關農民團體與業

者建立與推動食品履歷追蹤制度及系統做法上現階段之作法與待解決之問

題。針對此次考察行程之研習心得與建議事項彙整如下： 

一、研習心得 

(一)有關生產者與消費者宣導教育應再加強落實推廣

「白色戀人」曾經是台灣觀光客赴日本旅行最受歡迎之伴手禮，曾幾

何時，自爆發竄改食用期限的事件，使我此次去日本北海道完全看不到販售

的店，白色戀人幾乎消聲匿跡。為了能重新喚回消費者之信賴，白色戀人製

造公司「石屋製果」總經理島田俊平表示：「現在石屋製果的體制不會再出

現背叛消費者的情形，今後將腳踏實地生產，以期儘早讓消費者恢復對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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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任」。該公司表示這三個月以來（96.8至 96.11），已投注了十億日圓（合

新台幣約 2.7億元）改善工廠衛生管理體制，並導入防止竄改食用期限的印

刷機器，加上停產 3個月帶來的損失，超過新台幣 12億元，無非是想要恢

復消費者的信心，可以看出竄改日期的事件，已經對白色戀人的形象，造成

重大打擊，但此手段是否就能重新贏回消費者信賴，亦值得後續追蹤觀察。 

惟日本人講求信用、守法之民族性，不會輕易作假，一旦作假，要再

恢復消費者信心是很困難的，過去有非常多的例子可以證明。故此次訪問之

中央農業總合研究中心丸山所長提及「生產履歷的登錄，相關資訊設備都不

是問題，最大的重點是要憑著良心做事，要確實的做，不斷的做，提供給消

費者食的安心的資訊，日本雖然也有發生偽造產銷履歷的情形，不過，最後

傷害的仍是農家本身」。 

因為品牌形象建立不易，但一夕之間即可分崩瓦解。因為一個好的農

業政策，如果生產業者不守法，生產業者一昧造假、應付、敷衍，抱存著上

有政策下有對策之心態，不認為需自主管理、責任生產，再加上如果消費者

對於這些不法經營業者縱容、不加以抵制的話，將使用心經營之生產業者反

遭淘汰，無法進行市場區隔。因為日本消費者能夠監督並發揮制衡的力量，

故生產業者生產都抱持小心謹慎之態度，也因為日本國民「守法」，所以各

項政策均能按既定準則方向依循。惟國人往往不太守法，而守法為各項政策

推動之關鍵，否則再好的政策亦難持續推動，這是國人所要深思反省的問

題，也需加強對生產業者宣導與教育之處。 

再者國人並無如日本消費者般監督制裁之力量，藉由消費者力量可使

不法業者不敢亂來，亦可透過消費者要求賣場及超市要負起對產品安全性確

保之責任，並提供相關佐證資訊；故唯有透過消費者之覺醒，將「食的安全

與安心」變成一個全民運動時，且不再只強調農產品之便宜，亦考量農產品

之新鮮及安全時，將使賣場形成一種壓力，要求供貨之生產業者最基本時，

農委會推動之農產品產銷履歷制度方才有全面落實推廣之可能性，故生產者

與消費者宣導教育應再加強落實推廣，將是極為重要之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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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日本農民團體推動產銷履歷制度方面

目前各農民團體所建置之不同的農產品追溯系統，經歸納如下： 

1.SEICA網路型錄： 

財團法人中央農業總合研究中心研發之 SEICA網路型錄系統並不是像

其他食品履歷系統，該系統須經由自行申請才能登錄，但如果能將與 JA等

合作之食品履歷的各個栽培農地、農作物進行記錄、保存、檢查和驗證，

並且建立隨時可以公開詳細履歷內容的體制，便可以說是完美的食品履歷

系統。由於採自行申請，不需要經過檢查產品之安全性與透過第三者認證，

所以不同於架構完善的認證制度，在產品安全性之確保與資料真偽方面仍

尚待克服。 

2.全農安心系統： 

全農安心系統的範圍橫跨蔬果、稻米、肉類、茶葉、香菇、豆腐等多種

商品，和 GAP一樣的是，全農安心系統也將注重環保的循環型農業納入前

提，並且由專門負責的檢查員確認在生產．加工．流通的過程中是否確實

執行，再將其內容交給由流通、加工、生產者、學者專家組成的第三者全

農安心系統驗證部門審查，通過後發予驗證證書。儘管此系統的優點是已

經確立驗證制度，其驗證以地區農協居多，各地區農協是否標準一致，且

由於地區農協亦是出貨單位，是否易有球員兼裁判之情事發生。 

3.在縣階段，JA和行政機構採多種形式系統： 

都道府縣的階段，則採取以下 4種不同方式：(1)都府縣實施自創的食

品履歷商品登錄制度（東京都的登錄制度）、(2)都府縣和 JA縣聯等和SEICA

型錄等外部系統合作（和歌山的登錄制度）、(3)JA縣連等和全農安心系統

合作（JA茨城和 SEICA合作）、(4)JA縣連等建構自創的食品履歷系統（JA

愛知經濟連、JA靜岡縣經濟連、JA宮崎經濟連）。 

4.地區農協的相關系統： 

具有銷售力的地區農協也建構自創的食品履歷系統，位於埼玉縣西南部

的「JA-Iruma」便是其中之一，它是在 1996 年合併 11個地區農協、坐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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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大區域的大型農協，由於身為靠近東京和埼玉中心的近郊農業地區，致

力推行自創的食品履歷系統，即在埼玉、東京的超市亦可經常看到其包裝

上印有網址的小松菜、菠菜、青江菜、蕪菁、紅蘿蔔、芋頭等商品。 

5.出貨組合（公會）和個人案例： 

有許多基於相同理念的個人和團體利用 SEICA型錄對外公開食品履

歷，例如將根據地設在埼玉的「懷舊之會」、「自然農法販賣機構」等，此

外，如取名為「美味浪漫」的食品履歷搜尋網站中，亦有介紹分佈日本全

國的菌茸類商品等的生產者資料，相信今後有機、特殊栽培、以及其他講

究商品的生產團體，應該也會成立除食品履歷搜尋功能外、亦附加通信販

賣功能的網站，以期能夠發揮食品履歷行銷之成果。 

綜合上述分析，我門可以了解到日本農民團體推動生產者的食品履歷

系統主要包括有全農、縣經濟連或者全農縣支所、地區農協、生產者團體等

各種不同的組織，因為不同組織團體有不同設施、系統與規範；因此，使用

者必須依照按組織別來進行搜尋，優點是自由、彈性，有極大之發揮空間，

但缺點是相當不方便的食品履歷系統，因為不同供貨體系有不同系統，對於

資訊傳輸之統一、標準化與一致性極為不便，故已經有學者反應必要建構一

套能夠讓消費者統一搜尋的系統，如此消費者可以方便使用，經營業者也可

以方便管理，如此要達到 Ubiquotous目標與理想將更加容易與順暢。 

(三)日本超市推動產銷履歷制度方面

日本超市的食品履歷因應措施包括 AEON(永旺)、Ito yokado(伊藤洋華

堂)、INAGEYA(裕毛屋)、Yaoko等超市目前正致力於以 JAS認定的有機農

產品、GAP驗證的產品為中心，建構安全保證系統，採取相當積極的態度。

例如 AEON 不僅在牛肉方面，也在雞肉、猪肉、蔬果、日用品以及水產物

等各領域擁有許多 Green Eye品牌的食品履歷的產品。Ito yokado在蔬菜、

肉類、魚類、蛋等多方面，展開「看得見容顏（照片）」的系列商品。INAGEYA

開闢「INAGEYA指定農場」的攤位與 GAP驗證的農場進行交易，增加「限

定生產者」的品牌。Yaoko設立「有機農產物」、東急 Store設立「健康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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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有機）」攤位，還與 SEICA型錄產地合作，共同推行食品履歷制度。 

AEON、Yaoko、東急 Store是以有機農產物為中心，推行食品履歷，

AEON、Ito yokado、Yaoko、東急 Store、INAGEYA則是以（創造自有品

牌）結合食品履歷，甚至 AEON、Ito yokado依據自創的生產基準，開發商

品，不過差異點在於前者是由公司內部認證，後者是由第三者驗證，而與

其不同的是 Yaoko、東急 Store、INAGEYA是從獲得有機驗證、GAP驗證

等外部機構認證的特定農場採購商品。INAGEYA選擇指定 GAP驗證的農

場，並按照法令基準之規定生產、Ito yokado是遵守減少農藥的標準、

AEON、Yaoko、東急 Store等則是採行有機農產物的食品履歷。 

為了能夠讓食品履歷更加普及，有必要增加一些農產品的附加價值如

有機、特殊栽培、增進美味、健康、環保等品質方面的特性，此種特性亦

可和產地邁向品牌化互相共存，超市想要擁有個性化的農產品，就應該重

視具有食品履歷的商品。 

(四)日本推動食品履歷資訊系統推廣方面

從日本推動食品履歷資訊系統經驗看來，如何使食品履歷更普及化亦

是當前日本社會思考之問題，經探究其原因，係因為食品履歷資訊系統其

實只是一種資訊傳遞的工具，透過此一界面，讓生產之經營業者與消費者

均能看到其所需及想要看到的資訊。從日本賣場現有食品履歷系統來看，

係包括兩種系統內涵：(1)流通、零售等監視機構的專業資訊之提供：產銷

履歷的追蹤功能、食品履歷、基本系統詳細的產銷履歷紀錄內容。(2)提供

消費者、超市賣場的資訊的提供：安全、口味、健康、其他資訊食品履歷、

行銷系統部分的產銷履歷。其分別站在生產業者與消費者之不同需求立場

所設計開發之系統。 

但據日本賣場針對如何選擇料理食材的調查中，以消費者「重視什麼」

的提問詢問，結果形成美味＞健康＞當季風味＞安全＞簡便性＞家庭口味

＞便宜＞數量…等排列順序，其中安全排名第 4，為能填補此落差，應該

加深生產者和零售業者與消費者之間的相互理解。就另一個層面來看，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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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可以導向「展現真心的食品履歷」，故實有必要融合兩者的系統之優點，

儘管生產者強調具有完整、詳細、安全性之生產紀錄，若僅以訴求安全做

為促銷重點，卻只得到 38％消費者的關注；因此，在講究安全的同時，還

必須以美味、健康、環保、甚至食譜等為宣傳重點，如此一來才能增強消

費大眾對於食品履歷的關心，也順便帶動目前產地致力推動的適地適產、

地產地銷、商品差異化、品牌化、分眾化等附加價值提升，亦可和超市等

追求品牌商品附加價值銷售融為一體，促使食品履歷系統更為普及與流通。 

二、研習建議 

(一) 加強消費者之教育、宣導及行銷推廣，將使產銷履歷制度更具成效。為了

消費者食的安心，對產品的外觀不要過多的苛求，而且在日本「安全、安

心」的農產品價格，平均都高於一般產品一成以上。據日本農林水產省統

計有高達 60%的消費者認為「即使比較貴，也會購買」，但超市賣場只將食

品履歷制度侷限於明顯有其附加價值的有機栽培、特殊栽培商品之上，某

位採用GAP生產者團體的代表便說：「目前超市業界處於店家過剩的局面，

價格競爭非常激烈，商品就算有GAP認定，也不會被認為具有附加價值，

但是，未來GAP商品增加的話，非GAP商品勢必變成廉價商品」。超市業界

必須從單純的價格競爭中蛻變，因此要讓顧客正確認識食品履歷，生產者

也要為顧客做出相同的努力，兩者應該謀求合為一體的共存方式，而部分

消費者則應該對於「安全、安心」的商品，付出對等的價格及合理的利潤，

針對消費者「又要食品安全又要食品完美」之觀念之導正，加強消費者之

教育與宣導應為重要課題，唯有透過消費者之力量，要求賣場提供安全優

質之農產品，進而使賣場要求生產業者依照規範契約生產與穩定供貨，如

此方能生產者能放心生產，使消費者能安全消費，政府政策能落實推動，

達到三贏之效益。 

(二)指導農民朝GAP生產與紀錄，採行集團契作方式經營與驗證，該制度推動將

較易成功。日本目前極力推動安全與安全之農業政策，如何推廣安全農業環

境，建立消費者信賴品牌，除加強農民安全農業訓練，提升種植理念和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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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加強永續土地的概念推動外，應指導依GAP生產與紀錄，在生產每個環節

和過程就要確實把關工作，以及不定期採樣抽驗，採收上市前，還必需通過

抗生素、化學成份等多種藥品含量的檢驗，而產品外包裝上還有產品履歷和

生產紀錄，清楚地標示產地、生產者資訊。從日本實務推行經驗看來，採行

集團方式經營與驗證比個別農民較易推動，主要為集團方式經營其生產可採

行標準化生產方便管理、生產資材使用可以統一降低生產成本，且由於集團

經營驗證費用平均分攤亦較便宜，且有專人進行紙本資訊化與管理，並方便

與賣場進行穩定供貨與契約生產，藉由此一業務分工，不但農民不需從生

產、資訊化、驗證、行銷等各環節均需事必躬親，農民只要按專人指導與

GAP生產，藉此專業分工，將使集團成員各司其職，方能克服農村人力老化

問題，也才能擴大產業規模，提升產業競爭力。 

(三) 實施履歷資訊系統採行一元化管理，較簡化及容易推廣普及。日本在食品

履歷追蹤系統方面，政府並無法令的強制規定（除牛肉以外），亦沒有強制

規定條碼的格式，而是由各供貨商或超市及生產者，自發性的記錄其所販售

的產品來源，是由下而上的執行產銷履歷等相關工作；日本產銷履歷制度較

台灣有彈性，以個別追溯碼或二維條碼上網或手機查詢，但不強制是否經認

驗證。日本此一作法是較自由，亦符合Ubiquitous精神，惟日本JA全農、縣

單位的全農組織、地區農協、生產者團體等相關農民團體組織都各自發展建

構出個別的食品履歷追溯系統，由於彼此之間沒有聯結交集，所以雖說是無

所不在的系統，卻因尚未控制資訊的流程，導致食品履歷系統變成許多資訊

系統中最無法隨心所欲使用的系統。現在日本社會已有考慮要將各個不同之

資訊系統業者、生產團體，實施資訊系統管理一元化，建立簡化搜索程序的

架構，其做法與目前本會推動台灣農產品產銷履歷追溯平台之單一資訊系統

類似，故我國現階段之做法乃為較符合潮流趨勢。 

(四)追溯制度應導入GAP及第三者認驗證制度，將是確認產品安全性之關鍵。為

了不讓食品履歷成為「事後的追蹤」，使其成為「保證真正安全的食品履歷」，

有必要在事前整建法規，以便能夠嚴格處罰威脅安全的違反行為、進行殘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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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的檢查、當然還要檢查是否含有重金屬、戴奧辛等土壤和農作物的檢查

以及採用HACCP安全管理。近年來，日本開始盛行導入GAP、GMP(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GHP(Good Hygienic Practice)，而GAP、GMP及GHP

意謂充分活用HACCP的食品生產管理基準，是將重點放在預防危害的處置

方式（其他還有考量環境、農作業者的安全），甚至將殘留農藥、土壤的取

樣檢查和第三者的驗證列為必要條件，因此如果沒有導入GAP等，就無法成

為「真正的安全保證」。目前本會推動農產品產銷履歷制度除導入TGAP、亦

導入公正第三者認驗證制度，以健全其公正性，故我國推動農產品產銷履歷

制度之做法應屬正確及較可行的。 

(五)台灣物產館應參採其它物產館之成功經營模式，找出自我的獨特性，並透過

穩健經營與較長期經營，其成效方能展現。日本為台灣農產品最重要的外銷

市場，為將台灣優質農產精品介紹給日本消費者，農委會與日本池榮青果株

式會社合作，於 2006 年 7月於東京澀谷開設「台灣物產館」本店，並於同

年 10月在橫濱開設分館。由於該店係屬末端零售通路性質，販售品項必須

多樣化及多元化，方能招攬客群，在池榮會社之努力下，館內銷售品項已由

開館之初約 200項達目前之 320項，該會社評估，未來必須再擴增販售品項

達 500項，才能持續穩定長期性的消費客群。台灣要在日本設立農產品展售

據點，其日本當地之物產館如「琉球館」、「北海道館」、「米食館」等相關經

營績效卓著之物產館設立經驗值得參考與借鏡與學習，因為我們的產品是要

打入日本國內消費市場，所以其因應符合日本消費者之需求，學習人家過去

經營之經驗；不過，以琉球館為例，設立超過 10 年，近幾年才開始賺錢，

而轉虧為盈的關鍵就在走出自己的特色，端出多樣化的產品吸引顧客上門，

因此，台灣物產館要成功，除找好的地點外，建議是否需分析經營績效卓著

之物產館設立經驗與經營模式，尋找我國相似可參採之處，並透過穩健經營

與較長期經營，其成效方能展現。 

(六)建議應思考增設專司加強農、水、畜產品的衛生安全把關工作之專責單位，

將生鮮及加工農產品的品質安全問題及加強維護消費者權益，提升至與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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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銷發展並重。消費者保護成為 21世紀的普世價值，在國際貿易中，缺乏

衛生安全保障的農產品，無論價格如何低廉，都難以在市場上立足，許多國

家更將保障消費者權益列為施政要務，日本在農林水產省下設立「消費安全

局」等，都彰顯了消費者保護的重要性與迫切性。農委會也應思考增設如日

本「消費安全司」專責單位，專司加強農、水、畜產品的衛生安全把關工作，

將生鮮及加工農產品的品質安全問題及加強維護消費者權益，提升至與農業

產銷發展並重。 

(七) 建議應成立跨部會協調與建立溝通整合平台，同時需請直轄市及各縣市政

府配合督導辦理，方能有效貫徹落實。為確保產品安全，於農產品產銷履歷

制度導入之首要條件為「營造所提供的產品能讓消費者安全安心消費的環

境」，由於食品安全鏈各環節環環相扣，產銷團體或業者各階段必須確實遵

守優良作業規範，例如生產階段在農場實施GAP、在工廠依GMP進行加工

製造、在流通及零售階段以GHP進行流通及販售，並落實執行，嚴格控管，

方能克竟全功。農委會在完成TGAP之後，有必要會同相關部會逐步建構生

產團體及流通、零售等階段之相關良好規範，方能建立低風險之食品安全

鏈。食品從田間至消費者手上，涉及產、製、儲、銷多重流通環節，惟依農

委會現行職掌僅能主管至農產品拍賣市場及畜禽屠宰場為止之農政相關業

務。因此，將來實有必要將主導提升至行政院層級，俾利整合環保署、經濟

部、衛生署、消保會等相關部會跨部會協調與建立溝通整合平台，同時需請

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配合督導辦理，方能有效貫徹落實。 

(八)在全球化的經貿環境下，隨著人類對於食品安全的關注，推動農產品產銷履

歷制度已是不可逆的時代洪流與趨勢，需有一定操作標準與規範落實推動。

為導入農產品產銷履歷制度，建構具有國際競爭力的條件，從生產端，農產

品生產者依據GAP標準作業流程、風險管理表及檢查表等規範，進行田間管

理，確實依據推薦許可量從事施肥、病蟲害防治等作業，進行誠實、負責任

的生產，同時進行產銷流程自我查核，確實記錄、保管產銷資訊，並申請公

正第三者進行驗證，同時公開相關資訊；其下游加工、分裝、流通至販賣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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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相關經營業者，亦將遵照各階段GMP、GHP等規範，進行風險管理與

記錄，並公開可追溯之資訊，逐步建立從產到銷的安全、安心的農產品產銷

制度，將能有效區隔劣質、廉價的進口農產品，保障生產者、通路業者及消

費者權益，並提昇國產農產品競爭力。 

(九)我國規劃與推動農產品產銷履歷制度之策略及做法是正確的，且進度與時程

並不輸給日本的，更應值得全面擴大推動，以保障消費者食的安全。藉由本

次考察「日本推動安全農業及農民團體與業者建立產銷履歷追蹤系統」，我

們可以很有自信說，我國規劃與推動農產品產銷履歷制度之策略及做法是正

確的，且進度與時程並不輸給日本的，如我國推動農產品產銷履歷制度已規

劃完善之推動架構與實施程序包括制定標準化TGAP、建構履歷資訊查詢系

統及建立公正第三者認驗證制度等措施，我國農產品產銷履歷制度將進入量

產行銷新階段，我們應思考如何生產者方面擴大產銷履歷產品之生產、行

銷，消費者方面將加強宣導教育，推廣購買產銷履歷農產品成為一種全民運

動，如此一來追求食的安全與安心之理想，將很快能付諸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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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1、農作物之農藥使用追蹤系統宣導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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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2、 SEICA網路型錄系統登記使用情形 
 
SEICA網路型錄系統登記使用情形（截至 2007 年 11月 11日為止） 

新加入型錄登記數 9個、更新型錄登記數 11個、公開型錄登記數 7681個、非公開型錄

登記數 7681個。至於包括都道府縣、栽培區分、組織區分及品項區分之屬性比率，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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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3、東京都生產情報提供食品事業者登錄制度宣導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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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4 、北海道農產品（YES!clean農產品）表示制度宣導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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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5、JA靜岡經濟農業協同組合連合會之產銷履歷宣導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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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6、茨城縣 JA (JA茨城縣中央會與 JA全農)產銷履歷推動宣導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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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7、JA全農(全國農業協同組合連合會)安心系統宣導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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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8、川越地區生協出荷組合病蟲害防除記錄簿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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