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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執行赴日研習稻米品質檢驗技術及管理制度計畫，由臺中區農業改良場及

農糧署 2位研究人員於 103年 9月 23～10月 2日赴日本農林水產省、日本穀物檢

定協會本部、農林水產消費安全技術中心、日本農研機構作物研究所、千葉縣米

專賣店、靜岡製機株式會社、掛川市農業協同組合、遠州中央農協袋井營農中心、

伊藤忠食糧株式會社、日本精米工業會、東京精米工場等單位研習。透過本次研

習，瞭解日本農產物檢查法、米的可追溯法、水稻育種方向及品質檢驗方法、米

穀相關業者之自主品質管理，及日本政府對於市售食米之管理與監督制度。 

    日本農產物檢查工作已民營化，全部由民間登錄檢查機關辦理，市場流通之

稻米約有 8 成經過檢查，未經檢查取得證明的米不得標示品種及產年，但依「米

的可追溯法」必需標示產地，未經檢查米一般價格較低。日本政府對市售食米雖

未訂定品質標準，但民間團體自發訂定市售白米品質基準，故市售食米之品質均

能維持在一定水準以上。各地方農政局及都道府縣設有專責人員，針對市售食米

標示進行監視及取締，且政府設有專門窗口，接受民眾檢舉及諮詢。日本政府對

其國內稻米之輔導與管理，以及藉由民間力量共同維護市售食米品質之作法，值

得我國借鏡參考。 

    日本已開發各種稻米品質檢驗儀器，如糙米外觀品質判別機、食味分析計、

稻米新鮮度測定儀等，業者依據分析結果，指導農民改善栽培技術以提升米質，

並作為自主檢查，確認原料及產品品質之參考。民間團體開設稻米品質檢驗研修

課程，亦培訓米飯官能品評員，支援稻米品質檢驗工作。日本碾米廠環境整潔，

需先洗手消毒，經空氣浴塵室除去塵埃後，始可進入廠房。廠內設有先進自動化

之加工設備，並購置多種品質檢驗儀器，自我品管相當嚴格，此可供國內米穀相

關業者參考。 

    日本水稻育種朝抗病、耐寒、食味佳、高產、機能性米等多樣化方向發展，

亦相當重視米飯放冷後的食味品質，米穀業者依據客戶需求，利用真空冷卻法將

米飯降溫到 20℃或 25℃，然後進行冷飯食味官能品評。可參考日本作法，依據販

售流通實況，建立適合國內之冷飯食味官能品評法，作為選拔冷飯用品種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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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習目的 

         近年因全球暖化，氣候極端變化，影響稻米外觀品質，業界要求檢討修 

     訂檢驗標準，故有必要重新檢視國內稻米國家標準，以符合時宜並與國際接 

     軌。另 102年 9月國內發生市售小包裝米混米事件，進口米產地標示不實， 

     嚴重影響消費者信心，政府修法提高違規罰則，加強管理。日本稻米的生產 

     背景，及對米飯的嗜好性與臺灣相似，而且日本在稻米品質檢驗技術與管理 

     制度方面均有顯著之成效，值得我國借鏡。為能深入瞭解日本對其稻米產業 

     之輔導與管理經驗，擬赴日研習稻米品質檢驗技術與管理制度，供國內改進 

     稻米品質檢驗方法、訂定檢驗標準、強化市售米品質管理與修訂糧食管理相 

     關法規之參考，期提升國產市售小包裝米品質，提振國產米消費，及增強國 

     產米競爭力。 

貳、研習行程 

一、參加成員 

姓 名 服務機關(單位) 職 稱 

洪梅珠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研究員兼秘書 

楊敏宗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科 長 

二、參訪行程 

 赴日研習稻米品質檢驗技術及管理制度計畫之主要行程如下: 

日 期 地 點 工作摘要 

103年 9月 23日 

(星期二) 

桃園機場→日本成田機場→馬

喰町→稻荷町 

搭乘 08:50 長榮航空

BR0198班機，13:15抵達

成田機場，轉乘 JR 及地

下鐵到稻荷町，進行米食

標示調查。 

103年 9月 24日 

(星期三) 

東日本橋→農林水產省消費．安

全局 表示．規格課 

由荻田敏先生陪同赴農

林水產省消費．安全局 

表示．規格課，拜訪江渡

浩室長，研習日本米可追

溯法、品質標示基準及登

錄檢查機關之登錄條件

等。 

103年 9月 25日 

(星期四) 

人形町→日本穀物檢定協會本

部→(獨)農林水產消費安全技

術中心本部 

上午赴一般財團法人日

本穀物檢定協會本部，拜

會理事長伊藤元久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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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事平島和男先生、

坂元仁志部長、古川先道

先生，研習日本米的農產

物檢查與流通。下午赴

(獨)農林水產消費安全

技術中心本部，拜會津村

明宏課長及佐菅野清先

生，研習日本米的 JAS管

理系統及監視制度。 

103年 9月 26日 

(星期五) 

人形町→日本農研機構作物研

究所 

赴日本農研機構作物研

究所，拜會近藤始彥博

士、山口誠之博士及鈴木

啓太郎博士，研習日本水

稻育種方向及米質特性

檢定技術。 

103年 9月 27日 

(星期六) 

人形町→千葉縣米專賣店→西

八王子米麵包店→江東橋米專

賣店 

赴千葉縣、西八王子及江

東橋之米專賣店、米麵包

店，調查米之標示及可追

溯法。 

103年 9月 28日 

(星期日) 

馬喰町→東京 赴東京都區內之便利商

店及超市調查米之標示。 

103年 9月 29日 

(星期一) 

馬喰町→靜岡製機株式會社→

掛川市農業協同組合→遠州中

央農協袋井營農中心 

上午赴靜岡製機株式會

社，拜會石黑直樹先生、

青島由武課長及石津裕

之先生，研習日本米質分

析儀器之開發與應用。下

午赴掛川市農業協同組

合，拜會黑澤康男先生，

並赴遠州中央農協袋井

營農中心，拜訪西尾一利

先生，瞭解日本稻穀收

購、烘乾、碾糙、裝袋、

檢查與儲藏過程。 

103年 9月 30日 

(星期二) 

人形町→日本穀物檢定協會→

伊藤忠食糧株式會社 

上午赴日本穀物檢定協

會，拜會岸野光泰部長及

木野信秋部長，研習米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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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味評鑑。下午赴伊藤忠

食糧株式會社，拜會木下

裕樹部長及節諏訪悉久

先生，瞭解該公司之米穀

業務及一元化的品質管

理。 

103年 10月 1日 

(星期三) 

人形町→日本精米工業會→山

種商事株式會社東京精米工場 

上午赴日本精米工業

會，拜會山浦潔久專務理

事、加藤宏理事、安藤智

之部長及武田法久次

長，研習精米品質檢查管

理制度及該會對會員之

輔導方式。下午赴東京精

米工場，拜會小澤正英場

長及蛭間角雄室長，研習

精米工場的自主品質管

理制度。 

103年 10月 2日 

(星期四) 

浜町→成田機場→桃園機場 搭乘 14:10 長榮航空

BR0197班機，16:50抵達

桃園機場。 

參、研習內容 

一、日本之稻米檢查制度 

    (一)日本農產物檢查法 

            日本依據「農產物檢查法」執行農產物檢查工作，該法係於昭和26 

        年(1951年)制定，目的為協助農產品能公平、順利的交易及改善農產品 

        品質，使農產品消費合理化，經檢查的農產品售價較高，可增加農民收 

        益，促進農家經濟發展。 

            該法檢查之農產物包括稻米(稻穀、糙米及白米)、麥(小麥、大麥及 

        裸麥)、大豆、紅豆、四季豆、甘藷、蕎麥及澱粉等共10品目。以前農產 

        品檢查係由政府辦理，現在則全部由民間檢登錄查機關辦理，包括農協 

        、稻米集貨業者、流通業者等。欲登錄為檢查機關，需向農林水產大臣 

提出申請，經審查如果其檢查員之知識技能、相關檢驗儀器設備及作為 

檢查機關之適當性等均符合規定，即可登錄為檢查機關，進行農產物檢 

查。農林水產大臣對於檢查機關負有指導及監督責任，檢查機關則需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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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報告檢查情形。檢查機關係針對農產物之規格進行檢查，檢查項目包 

括「品位等檢查」及「成分檢查」二部分，並依據檢查結果開具檢查證 

明。 

 

 

 

 

 

 

 

 

 

 

 

                                      

                                  ※資料來源：日本農林水產省消費安全局。 

                                   

            日本於平成12年修正農產物檢查法，讓檢查工作民營化，並自平成 

        13年開始，將檢查工作交由民間登錄檢查機關辦理，至平成17年短短5年 

        間，農產物檢查已全部由民間登錄檢查機關辦理。依據農林水產省統計 

        資料，平成24年日本民間登錄檢查機關共有1,537家，檢查人員共15,981 

        人，檢查場所(放受檢糙米之場所)共12,504處。所有檢查機關中，農協 

        體系佔35.3%，全集連(全国主食集荷協同組合連合会)體系佔2.3%、批發 

        及零售業者佔32.9%、第三者機關(例如穀物檢定協會)佔2.5%、其他(主 

        要為農業生產法人，日本農民可以依規定申請成為農業生產法人)佔26.9%。  

 日本民間登錄檢查機關家數變化情形統計表  

年度(平成)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登錄檢查機關(家) 297 561 790 968 1,387 1,390 1,425 1,393 1,414 1,479 1,496 1,537 

農產物檢查員(人) 1,211 3,479 6,518 9,597 12,077 12,884 13,452 13,847 14,516 15,612 15,544 15,981 

民間檢查比率(%) 11 35 74 96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檢查場所數(所)      11,914 12,247 12,424 12,638 12,837 12,521 12,504 

※資料來源：日本農林水產省消費安全局。 

規 格 制 定 農  林  水  產  大  臣 

登    錄 
指導 監督 

檢查員技能、相關

儀器設備、作為檢

查機關之適當性

等事項審查。 

進入調查等 

改善命令 

業務停止命令 

取消登錄資格 

適合命令 

登  錄  檢  查  機  關 

檢  查  證  明 

檢    查 

 品位等檢查 

 成分檢查 

(農協、流通業者等) 

檢查情形

之報告義

務 



8 

 

           日本平成24年主要農產物之檢查情形如下表，其中稻米年產量為852.3 

        萬公噸糙米，檢查比例為59%。惟日本農民自用或送給親朋好友之稻米約 

        佔總產量之20%，實際流通市場者約80%，實際流通市場之稻米中，約有8 

        成有接受檢查，2成無檢查。日本精米工場大多只購買有經檢查的原料糙 

        米，未經檢查的米，主要銷售給加工廠使用，售價較有檢查的米便宜。 

日本平成24年主要農產物檢查情形統計表 

單位：千噸 

 米 麥 大豆 蕎麥 

生產量（a） 8,523 1,030 265 45 

檢查數量（b） 4,988 1,082 205 26 

受檢率（b/a） 59% 105% 80% 58% 

註：麥的受檢率超過100%，係因調查產量時農民未將等外麥約8.8萬噸算入，但檢 

    查時有拿出來檢驗，造成檢查數量超過生產量。 

    ※資料來源：日本農林水產省消費安全局。 

    (二)日本農產物之檢查規格概要 

            檢查機關檢查之規格項目，分為「品位等檢查」及「成分檢查」二 

        部分，說明如下： 

1.品位等檢查：檢查項目包括種類(農產物之種類、生產年等)、銘柄(產 

              地品種)、品位(等級)、重量、綑綁、包裝。其中品位項 

              目，係針對穀類進行檢查並判定等級，檢查內容包括水 

              分含有率、異物、被害粒、異種穀粒及未熟粒混入率、 

              形質、整粒率、發芽率、容積重等。 

   2.成分檢查：檢查項目包括蛋白質(米、小麥)、直鏈澱粉(米)及澱粉(小 

               麥)。 

    (三)日本登錄檢查機關對於國產米之檢查方式與流程 

        1.檢查儀器設備 

       (1)辦理國產稻米檢查須具備之儀器設備 

檢查種類 儀器設備 

稻穀 
1.米刺 2.厚紙板 3.恆溫器 4.天秤 5.小型礱穀機 6.小型精

米機 7.常溫加熱乾燥機 

糙米 1.米刺 2.厚紙板 3.天秤 4.小型精米機 5.常溫加熱乾燥機 

白米 1.米刺 2.厚紙板 3.試驗篩 4.天秤 5.常溫加熱乾燥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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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辦理成分檢查需具備之儀器設備：○1 米刺○2 厚紙板○3 試料均分器○4 天 

          秤○5 小型礱穀機○6 小型精米機○7 粉碎機○8 試驗篩○9 微量天秤○10常溫加 

          熱乾燥機及氮素檢驗等儀器○11加熱器○12恆溫槽○13分光光度計○14純水裝 

          置。 

        2.受檢米之包裝樣式 

          農民需將受檢之糙米包裝好，送至檢查場所受檢，一般以30公斤裝的 

          紙袋包裝並堆疊於棧板上，亦有以一公噸裝太空包袋包裝者。檢查機 

          關受理檢查申請後，會指派檢查人員至檢查場所進行抽樣檢查。 

        3.抽檢數量及判定標準 

          日本政府對於登錄檢查機關執行農產物檢查，其抽檢樣品數及判定標 

          準，訂有一致性標準，檢查所會依受檢樣品數決定抽樣數量。有關糙 

          米檢查之抽檢數及判定標準如下表，例如受檢量有150包，則抽樣5包 

          做檢查，5包之檢查結果均合格整批才算合格，倘有1包以上不合格者， 

          則須逐包抽樣檢驗判定。又倘受檢樣品為600包，則需抽樣13包做檢查， 

          倘僅有1包不合格，該批受檢糙米即判定為合格，該包不合格米亦視同 

          合格。 

日本稻米檢查之抽檢數與合格判定標準表 

受檢數量(包) 抽檢個數(包) 
判定為合格所容許之 

不合格數(包) 

2-50 2 0 

51-100 3 0 

101-200 5 0 

201-500 8 0 

501-1000 13 1 

1001-3000 20 1 

3001-10000 32 1 

1001-35000 50 2 

35001以上 80 3 

※資料來源：日本穀物檢定協會提供。 

        4.檢查費用 

          申請檢查需支付檢驗費用給檢查機關，檢查費用係由民間登錄檢查機 

          關自行訂定，政府並無規定收費標準。但農林水產省對於問題榖檢驗 

          (例如災害榖收購)，則有訂定收費標準，60公斤裝每包收取50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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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公斤裝每包收取30日圓，如為散裝米則每公噸收取790日圓，便宜 

          5%。檢查機關檢查糙米，倘需逐包檢查，抽檢費用仍一樣，不會因逐 

          包檢查而增加。檢查人員檢查完畢須逐包蓋上等級及檢查人員姓名印 

          章。 

        5.銘柄檢查 

    日文「銘柄」一般指品牌，而檢查規程內之「銘柄」，係指可作為品 

          牌行銷之品種。日本稻米品種繁多，需符合一定條件才可成為銘柄， 

          包括該品種是可被鑑定的、縣內至少要有一個檢查機關可以執行該品 

          種之檢查工作、無侵害育成者權益等。如屬於品種群情形（例如越光 

          有抗稻熱病之品種群，各抗病越光品種間，其外觀及稻米品質均相同， 

          無法區分。），則需從品種特性及品質方面，評估該等複數品種作為 

          同一銘柄之適當性。日本各道府縣每年均會依照農林水產省規定之農 

          產物銘柄設定等申請手續，選出產地品種銘柄稻米推廣種植。產地品 

          種銘柄又可分為必須銘柄及選擇銘柄二種：必需銘柄為面積及產量多， 

               轄區內每家檢查機關均可受理檢查；選擇銘柄則為面積及產量較少， 

          只要有一個檢查機關可受理檢查即可。 

          檢查人員檢查銘柄，係以目視法判定，因此需熟記該縣各銘柄之粒形、 

          色澤等外觀性狀，並依據申請者提供之品種相關資料，包括種子更新 

          情形、品種名稱及種植面積等，進行綜合判定。檢查員判定銘柄之要 

          件如下： 

       (1)申請者提供之種子更新數量、種植品種、種植面積等有關資料，及種 

  植面積與受檢數量有無矛盾之處。 

       (2)受檢品種之特性、特徵必須明確。 

       (3)無異品種混入情形。 

          檢查結果須全部符合上述要件，檢查人員才會給予銘柄證明；如有1個 

          要件不符，即判定為不合格。農民對於檢查結果如有不服，檢查人員 

          會當場對農民解釋說明不合格原因，農民一般均可接受，很少有不服 

          者，如有不服，可向上級單位反應，再以DNA進行鑑定確認。日本用DNA 

          檢查品種純度，考量自然混雜度，異品種低於5%以下就合格，但如屬 

          刻意外加混入就不可以。 

        6.品位檢查 

          有關米的品位檢查，檢查機關只對原料糙米進行檢查，稻穀及白米均 

          非其檢查範圍。日本地處高緯度，並無生產供人食用之秈型米，其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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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生產之稉糙米及糯糙米，品位判定標準相同，並分為3個等級(如下 

          表)，未達3等標準者，稱為規格外米，惟規格外米之異種穀粒及異物 

          合計不得超過50%，倘超過50%，該批穀物即不屬於米穀類。農林水產 

          省為利各檢查機檢執行稻米檢查工作，並使檢查標準一致，每年均會 

          由農林水產省生產局製作1等、2等及3等糙米之標準品，分送全國各檢 

          查機關使用。檢查人員判定糙米等級，需熟記1等、2等及3等米標準品 

          之外觀形質，再與受檢樣品作比較，判定其等級，每一個樣品之判定 

          時間約10~15秒，倘有疑義才作進一步之細項分析。日本所謂糙米之形 

          質，係指糠層厚薄、充實度、軟硬、米粒大小、粒形、光澤、糠層剝 

          離度、心白及腹白等。 

          含水率標準為15%，依地區別可以±1％，其他檢查項目則無寬限值。檢 

          查人員檢查完畢，會開具檢查證明給申請檢查之農民。檢查證明可作 

          為交易之依據，買方看檢查證明就知道該批貨品之品質，不需要看實 

          物。依農林水產省統計資料，每年檢查結果判定為1等米之比例約80%， 

          2等米之比例約16%，3等米之比例約2%，規格外之比例約2%。日本糧商 

          很重視糙米等級，主要是等級高低與碾米率有密切相關，而消費者則 

          注重產地及品種，其代表該包米食味品質好壞。 

日本之稉糙米及糯糙米等級標準 

等級 

最低限度 最高限度 

整粒

（%） 
形質 

水分

（%） 

被害粒、死米、著色粒、異種穀粒及異物 

合計

（%） 

死米

（%） 

著色粒

（%） 

異種穀粒 
異物

（%） 
稻穀

（%） 
麥（%） 

稻穀及麥以

外者（%） 

1等 70 1等標準品 15.0 15 7 0.1 0.3 0.1 0.3 0.2 

2等 60 2等標準品 15.0 20 10 0.3 0.5 0.3 0.5 0.4 

3等 45 3等標準品 15.0 30 20 0.7 1.0 0.7 1.0 0.6 

※資料來源：日本穀物檢定協會提供。 

        7.檢查流程 

          日本登錄檢查機關對於稻米之檢查程序如下，經過檢查之糙米，檢查 

          人員會在每包受檢米上蓋上等級及檢查人員姓名，並開具檢查結果證 

          明給申請檢查者。 

       (1)檢查申請：由檢查申請者填具檢查申請書，向檢查機關提出申請。 

       (2)受理：檢查機關受理檢查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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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搬入受檢品：由檢查申請者將包裝好之受檢糙米，搬入檢查場所，並 

                      排列整齊。 

       (4)受檢品之確認：由檢查人員對數量及記載事項進行確認。 

       (5)包裝檢查：檢查包裝袋樣式是否符合規定(可事先拿空袋檢查)。 

       (6)檢查重量：依規定數量隨機抽檢重量是否與包袋標示重量相符。 

       (7)抽取樣品。 

       (8)檢查品位：先依據樣品米之外觀形質鑑定等級，再測定含水率，最後 

                    記錄檢查結果。 

       (9)檢查證明：日本裝原料糙米之紙袋，均印有檢查證明書表格，鑑定之 

                    等級係以等級印章直接蓋於包袋之檢查證明書上，並蓋上 

                    檢查人員章戳；惟倘為太空包袋，檢查證明書則附掛於太 

                    空包袋上。 

       (10)確認檢查證明及數量是否正確。 

       (11)檢查結果統計：統計當日檢查結果。 

       (12)檢查結果通知：將檢查結果通知檢查申請者；完成檢查之原料糙米， 

                         一般直接賣給設置檢查場所之業者(例如農協)，然後 

                         進倉保管。 

       (13)作成檢查總帳(法第 25條)。 

       (14)向政府報告檢查結果(法第 20條)。 

    (四)檢查後之糙米行銷 

            完成檢查後，申請檢查者會依據檢查機關開具之檢查證明，與買方 

        商談交易價格。日本稻米交易自由，交易管道多元化，農民一般將檢查 

        過的糙米賣給農協或集貨販賣業者，再轉賣給批發業者（精米工廠）或 

        零售業者（散裝米店或零售商店），碾成白米後販售給消費者。批發或 

        零售業者須依據檢查證明所記載規格，標示產品之產地、品種及產年等 

        事項。 

日本農民生產稻米之檢查與流通圖 

 

 

 

 

 

 

 

 

※資料來源：日本農林水產省消費安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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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市售食米之標示制度 

    (一)日本食品標示制度 

            日本與食品標示有關之法律，主要包括「農林物資之規格化及品質 

        標示之適正化法律(Japanese Agricultural Standard，簡稱 JAS法)」(農 

        林水產省)、「食品衛生法」(厚生勞働省)、「健康增進法」(厚生勞働省) 

        及食品可追溯相關法令(農林水產省)。各法之立法目的說明如下： 

1.JAS法：規定市售食品應就原材料及原產地等與品質有關事項，作適當 

         之標示，以利消費者選擇購買。 

        2.食品衛生法：防止食品發生衛生方面的危害。 

        3.健康增進法：為改善國民營養及促進國民健康標示營養成分。 

        4.食品可追溯相關法令：為掌握食品移動路徑，對其生産、加工、流通 

                 等各段階之購進及售出等，作成紀錄並保存，便於發生食品衛 

                 生安全事件時，能依據紀錄資料，快速進行追溯及追蹤，找出 

                 事件發生原因及進行商品回收。目前日本僅規定米及牛肉二樣 

                 食品須記錄進出資料。有關稻米部分，日本政府於 2011年執 

                 行「米的可追溯法」將米穀等交易記錄的製作與保存，以及傳 

                 達產地訊息義務化。 

       日本有關 JAS法、食品衛生法及健康增進法之關係 

 

 

 

 

 

 

 

 

 

 

 

 

※資料來源：日本農林水產省消費安全局。 

JAS法 

(商品選擇) 
食品衛生法 

(食品安全之確保) 

原材料名稱 

內容量 

原產地 

名稱 

添加物 

過敏 

保存方法

法 
基因改造 

製造廠商 

賞味期限

法 

健康增進法 

(營養標示、特別用途標示等) 

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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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政府鑑於其國內食品標示管理法規分散且管理事項重疊，業者 

        及消費者不容易了解，且由不同單位管理，也造成管理資源分散且影響 

        整體管理效率，已由消費者廳研擬「食品標示法」（草案），該草案係整 

        合 JAS法、食品衛生法及健康增進法等三法之食品標示規定，刻正徵詢 

        各界意見中。 

    (二)JAS法標示規定 

            JAS法原係由農林水產省制定並負責監督及取締工作，惟日本內閣府 

        於平成 21 年 9月設立消費者廳後，有關食品品質標示基準之制定及修正 

        工作，改由消費者廳負責。至於執行層面（監督及取締），包括進入調查、 

        指示及公布等，則由消費者廳及農林水產省共同辦理，並由都道府縣對 

        轄內業者實施監督及取締工作。至對業者之行政處分，則由消費者廳辦 

        理。 

            JAS法管理之農林物資產品，範圍相當廣泛，包括(一)飲食料品、油 

        脂。(二)農産物、林産物、畜産物及水産物，以及以上述產物為原料或 

        材料，製造或加工成之物品，但不包括酒類及藥事法所管理之醫藥品、 

        醫藥部外品及化粧品。 

            JAS法之標示規定，可分為「品質標示基準制度」及「JAS規格制度」 

        二種標示制度，說明如下： 

        1.品質標示基準制度 

          品質標示基準係屬強制性規格標示，包裝上至少須標示名稱(一般性之 

          農產品名稱，不可使用消費者看不懂的名稱)、原材料、原產地等項目。 

          品質標示基準又可分為「生鮮食品品質標示基準」及「加工食品品質 

          標示基準」二大類。生鮮食品係指蔬菜、水果等農產物、肉類及蛋類 

          等畜產物、魚類等水產物。加工食品則以生鮮農產物為原料加工製造 

          的食品。JAS法對於部分特定食品，有另訂品質標示基準，例如對於水 

          產物、糙米及白米、香菇等生鮮食品，訂有「水產物品質標示基準」、 

         「糙米及白米品質標示基準」及「香菇品質標示基準」。對於蔬菜冷凍 

          食品、農產物漬物、鰻魚加工品、香腸等 46種加工食品，則各訂有品 

          質標示基準。 

          日本相當重視生鮮食品之產地標示，對於國產生鮮農產物，產地至少 

          須標示都道府縣名，也可標示更小區域；畜牧產品標示國產即可，牛 

          畜等如於不同國畜養，則以養的時間長者為產地；水產品需標示捕獲 

          水域或卸貨之港口名稱。對於進口生鮮農產品則標示原產國名即可。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8f%ba%8e%4f%8c%dc%96%40%88%ea%8e%6c%8c%dc&REF_NAME=%96%f2%8e%96%96%40&ANCHOR_F=&ANCHOR_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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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日本對於大多數食品規定須標示「賞味期限」或「消費期限」， 

          賞味期限用於品質較為穩定、較不易變壞之食品，例如糖果、餅乾、 

          罐裝食品等，超過賞味期限之食品，仍保有一定品質，並非時間超過 

          就不能食用。消費期限則用於較易腐壞之食品，例如三明治、便當等， 

          超過時間可能有衛生安全問題，最好就不要食用。惟日本對於市售包 

          裝食米，則無規定應標示賞味期限或消費期限。 

        2.JAS規格制度 

          屬於隨意規格標示，食品如通過 JAS驗證，可於包裝上標示 JAS驗證 

          標章。目前日本之 JAS標章，有一般 JAS標章、特定 JAS 標章、有機 

          JAS標章、生產情報公布 JAS標章及定溫管理流通 JAS標章等 5種。稻 

          米部分，目前只有 JAS有機米驗證，其基本條件需 2年不施用農藥及 

          化學肥料，且非基因轉殖水稻。通過有機驗證之產品雖然價格較高， 

          但因通過驗證相當麻煩，目前獲得 JAS有機驗證之稻米僅佔總量之 

          0.12%，比例微小。 

    (三)日本市售包裝食米標示規定 

        依據 JAS法，日本市售包裝食米標示主要規定如下： 

        1.須標示名稱、原料糙米(產地、品種、產年，如為混合米需標示混合比 

          例)、內容量、精米年月日及販賣者等 5個項目。 

        2.需以鉛字體(印刷字體)標示，且重量超過 3公斤者，字體大小需 12點 

          以上，重量在 3公斤以下者，字體大小需在 8點以上。 

        3.只能使用表格方式標示，且格式固定。 

        4.可標示於包袋正面或背面，且可用黏貼方式(包括精米年月日)貼於包 

          裝袋上。 

        5.標示義務人為販賣該包裝食米之業者，倘販賣者為精米工場，則由精 

          米工場標示；倘為生產者直接銷售給消費者，則由生產者標示。 

 單一原料米                              複數原料米 

名稱 白米  名稱 白米 

原料糙米 
產地 品種 產年  

原料糙米 
產地 品種 產年 使用比例 

   

內容量   內容量  

精米年月日   精米年月日  

販賣者   販賣者  

※資料來源：日本農林水產省消費安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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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日本市售包裝食米應標示事項，其標示方式說明如下： 

1.名稱 

  標示白米、稉白米、糯白米、糙米、胚芽白米(含胚芽率需達 80%以上) 

  等。 

        2.原料糙米 

       (1)原料糙米如有經過檢查，可依檢查證明書內容，標示產地、品種及產 

          年；如未經檢查，則不得於產品上標示品種及產年，但因依日本米可 

          追溯法規定，食米須傳達產地資訊，故雖未經檢查，仍須標示原料糙 

          米之產地，並註記產地未檢查。 

       (2)原料糙米如經登錄檢查機關檢查，內容物之產地、品種及產年均相同 

          者，屬於「單一原料米」，若有不同則屬於「複數原料米」，其標示方 

          式如下： 

        ․單一原料米：依據檢查證明，標示原料糙米之產地、品種及產年，產 

                      地須標示到縣或更小區域。 

        ․複數原料米：使用之原料糙米中，如有經登錄檢查機關檢查者，可就 

                      有檢查部分，標示產地、品種、產年及使用比例。未經 

                      檢查之原料糙米，則不可標示品種及產年。 

        3.內容量：需以公斤或公克為單位標示重量。 

        4.精米年月日：內容物如為白米，則記載「精米年月日」；如為糙米，則 

                      記載「調製年月日」。倘為進口米且不知上述日期，則標 

                      示「輸入年月日」。又，內容物如為混合米，則標示其中 

                      最早之日期。所謂「調製年月日」，係指業者將購入之原 

                      料糙米，再過篩選別之日期。 

        5.販賣者：標示販賣業者之名稱、地址及電話等。 

       例 1－單一原料米 

名稱 白米 

原料糙米 

產地 品種 產年 

單一原料米 

   ○○縣          ○○        ○○年產 

內容量 10kg 

精米年月日 平成 26 年○○月○○日 

販賣者 

○○米穀株式會社 

○○縣○○市○○町 15-5 

T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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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複數原料米(有檢查) 

名  稱 白  米 

原料糙米 

產地 品種 產年 使用比例 

複數原料米 

   國內產                                  10成 

     ○○縣      ○○         25年產       6成 

     △△縣產    ○○         25年產       4成 

內容量 10kg 

精米年月日 平成 26年○○月○○日 

販賣者 

○○米穀株式會社 

○○縣○○市○○町 15-5 

TEL ○○○（○○○）○○○○ 

 例 3－複數原料米(未檢查) 

原料糙米 產地 品種 產年 使用比例 

複數原料米 

   國內產                                    10成 

     ○○縣產                                 8成 

     △△縣產（產地未檢查）                   2成 

 例 4－原料米未檢查 

原料糙米 產地 品種 產年 使用比例 

未檢查米 

   國內產                                 10成 

    △△縣產（產地未檢查）               10成 

三、日本市售食米管理 

(一)經營米穀事業須申報 

日本早期為穩定國內糧食供需及價格，於 1942 年訂定食糧管理法，

依據該法，米穀集貨業者為指定制，經營米穀批發及零售業則為許可制。

惟隨著戰後糧食生產豐富及市場開放，於平成 7年（1995年）廢止食糧管

理法，改訂主要食糧供需及價格安定法（食糧法），從事米穀出貨及販賣

改為登錄制。平成 16 年（2004 年）大幅修改食糧法，並將登錄制改為申

報制。食糧法定義之「主要糧食」，係指米穀及麥（小麥、大麥及裸麥）。

至其他政令規定之糧食則以「食糧」（包含加工或調製後之食糧）稱之。

http://ja.wikipedia.org/wiki/%E9%A3%9F%E7%B3%A7%E7%AE%A1%E7%90%86%E6%B3%95
http://ja.wikipedia.org/wiki/1995%E5%B9%B4
http://ja.wikipedia.org/wiki/%E4%B8%BB%E8%A6%81%E9%A3%9F%E7%B3%A7%E3%81%AE%E9%9C%80%E7%B5%A6%E5%8F%8A%E3%81%B3%E4%BE%A1%E6%A0%BC%E3%81%AE%E5%AE%89%E5%AE%9A%E3%81%AB%E9%96%A2%E3%81%99%E3%82%8B%E6%B3%95%E5%BE%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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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食糧法施行令」第 1條，目前之「食糧」有雜麥及黑麥，及米穀粉、

麥粉及其調製食品等。依新修正之食糧法，從事米穀出貨或販賣達一定規

模之業者，才需向農林水產省申報（第 47 條），至經營其他糧食則無規

定須申報。依該法第 47 條之規定，應申報事項如下，倘有變更或停業情

形者，均應立即向農林水產省申報，不得延遲： 

1.商號、名稱或姓名及住所。 

2.經營者如為法人，須申報代表人姓名。 

3.主要營業處所在地。 

4.其他農林水產省令所規定事項。 

依「食糧法施行規則」第 27條，前述食糧法第 47條所規範之一定規

模，係指當年度米穀預定出貨或販賣數量，或前一年之米穀出貨或販賣數

量，達 20 公噸以上白米量者，但申報者如有自產之稻米，則自產數量不

包含在內。前述農林水產省所規定事項，係指業者預定開始從事米穀出貨

或販賣之日期，以及申報當年預定出貨或販賣數量。 

另食糧法第 48條及食糧法施行規則第 28條規定，申報之業者須備置

帳簿記錄，記載米穀種類別之出貨或販賣數量，且帳簿至少應保存 3年。 

日本對於未依規定申報或申報虛偽之米穀出貨或買賣資料者，處 50

萬日圓以下罰金。申報資料有變更而未提出更正、不備置帳簿、帳簿不記

載或未保存帳簿者，處 20萬日圓以下罰鍰。 

 

 

 

 

 

 

 

 

 

  

          ※資料來源：日本農林水產省消費安全局。 

(二)糧商從事米穀交易應遵行事項 

日本為加強穩定米穀供需及價格，其食糧法規定，對於主食用以外之

用途限定米穀，必須依規定之用途使用及販賣，禁止作為其他用途，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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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穀出貨及販賣業者均須遵行，並自平成 22 年 4 月 1 日開始實施。對於

違反規定之業者，農林水產省會先勸告改善，倘業者經勸告後仍不改善，

則將勸告業者應採行之改善事項，改用命令要求改善，倘仍不改善，則處

以 1年以下徒刑或 100萬日圓以下罰金（法人則為 1億日圓以下罰金）。  

  日本之用途限定米穀，可分為加工用米、新規需要米、備蓄米、區分 

 出貨米、國家或米穀安定供給確保支援機構所販售用途限定之稻米等，販 

 賣時須於包裝袋上標示用途，例如加工用途米、米粉用途米、飼料用途米 

 等。各限定用途米說明如下： 

 1.加工用米：供製造清酒等酒類、加工米飯、味噌等調味料、上新粉等粉 

   類、米菓類等使用。 

 2.新規需要米：作為飼料用、米粉用（供製作麵包、麺條等，與傳統用途 

   不同）、輸出用、生質酒精用等。 

 3.備蓄米：政府為儲備糧食買入的米穀。 

 4.區分出貨米：取代其他非米類原料或輸入之米粉調製品原料等用途。  

 5.政府或米穀安定供給確保支援機構所販售用途限定之稻米：［政府銷售 

   關稅配額米］加工用或飼料用、［機構販賣的現物償還米等］米粉用・ 

   飼料用等。  

 (三)市售食品(含市售食米)稽查 

  日本之市售食品（含市售食米），係由農林水產省、消費者廳及各都 

       道府縣共同辦理監視及取締（調查、指示及公布）工作，並依業者設立之 

       營業處所範圍，決定權管單位。倘業者之營業處所僅位於某都道府縣轄內 

       ，則由該都道府縣負責該業者之監視及取締工作；倘業者之營業處所分布 

       於不同都道府縣，則由農林水產省負責該業者之監視及取締工作。 

           農林水產省為執行食品之監視及取締，於全國所屬地方農政局有配置 

 專職稽查員，平成 25年配置之總人數約 1,300人。稽查員平時會做一般 

 性之巡迴調查，對零售店鋪等進行監視及取締工作。 

           此外，農林水産省基於消費者對食品品質標示越來越關心，於平成 14 

       年 2月 15日開始設置「食品標示 110 番」之專門窗口，除了農林水產省 

       外，各地方農政局、農林水產消費安全技術中心及各都道府縣，均有設置 

      「食品標示 110 番」窗口。消費者於市面上如有發現標示偽造仿冒、賞味 

       期限更改或標示不清之食品，或其他食品標示疑義問題，均可就近向窗口 

       提供情報。企業內部告發者亦可向窗口舉發。該窗口並可提供消費者有關 

       食品標示問題之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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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結果如有違反 JAS法標示規定者，則指示業者改正（修正標示或 

       將商品下架）並公布業者名稱，倘業者對於要求改正之指示倘不遵從，則 

       由消費者廳以命令要求遵從指示，倘仍不遵從，則移送警察單位介入調查 

       ，倘為個人違規則處一年以下徒刑或 100萬日圓以下罰金，倘為法人違規 

       則處 1億日圓以下罰金。惟對於原產地造假案件，則直接處罰，倘為個人 

       則處 2年以下徒刑或 200萬日圓以下罰金，對於法人則處 1億日圓以下罰 

       金。 

品質標示違反 JAS 法之處理流程 

 

 

 

 

 

 

 

 

 

 

 

 

 

 

 

             ※資料來源：日本農林水產省消費安全局。 

前述對於食品標示違反規定者，倘非屬經常性違規而係一時之過失，

依 JAS 法「指示公布指針」之運用改善規定，可以不「指示公布」，而改

以「指導」之方式處理，即直接向業者說明標示錯誤之處，並請業者改正

標示或將商品下架。 

           另外，農林水產省自平成 23年 1月 1日起規定，違反標示規定之業 

       者，必須將商品標示錯誤之事，迅速傳達給消費者知道，即使是接受「指 

       導」之業者也必須遵從辦理。傳達的方式，可於店鋪內或網站上揭示違規 

       事實，揭示時間需 2週以上；或在一般報紙上刊登公告至少一次。對於事 

       業夥伴也要以 e-mail、傳真、郵件等方式告知。 

調   查(農林水產省、消費者廳) 

指示並公布： 

 指示改正 

 公布業者名稱  等 

(農林水產省、消費者廳) 

命令： 

 指示遵從命令 

 公布 

(消費者廳) 

罰則： 

 個人：處一年以下徒刑或

100 萬日圓以下罰金 

 法人：處 1億日圓以下罰

金 

罰則： 

 個人：處 2年以下徒刑或

200萬日圓以下罰金 

 法人：處 1億日圓以下罰

金 

直接處罰： 

 原產地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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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間糧商業者之自主品質管理 

    日本由民間糧商組成之公會，除農協（JA）系統外，其他主要包括由加工

業者組成之「日本精米工業會（JRMA）」、由集貨業者組成之「全國主食集荷協

同組合連合會（全集連）」、由米穀批發業者組成之「全國米穀販賣市業共濟

協同組合（全米販）」、由零售業者組成之「日本米穀小賣商業組合連合會（日

米連）」、由零售及批發業者組成之「全國食糧流通事業協同組合（全流協）」、

促進稻米及米食加工品出口之「全國米關連食品輸出促進會（全米輸，JRE）」。

日本政府雖無規定市售食米須標示品質規格等級，但其市售包裝食米外觀品質

普遍良好，除歸功於良好之檢查制度外，民間糧商自發建立之自主管理模式，

亦為重要關鍵。 

    日本糧商是否加入公會，屬自願性，且只要總公司代表加入即可，分公司

並不需要繳會員費，此與我國不同。日本政府對公會並無給予補助，但公會仍

經營良好，主要是靠公會之服務效能，爭取業者認同並加入公會。 

    本次參訪對象為日本精米工業會，日本政府原於平成7年11月1日依據食糧

法，訂定登錄販賣業者須遵行之「白米品位基準」，惟該基準於平成16年3月31

日廢止。該精米品質基準如下： 

    1.白米裡面不可含有泥土及砂石。 

    2.須符合下表之品質規格標準。 

日本政府訂定之「白米品位基準」(平成16年3月31日廢止) 

最低限度 最高限度 

形質 

 

水分 

% 

白粉質粒及被害粒 異種穀粒及異物 

合計 

% 

被害粒 
碎粒 

% 

稻穀 

% 

稻穀以外

物質% 
合計 

% 

著色粒 

% 

標準品 16.0 20 2 0.2 10 0 0.1 

  註1：稉白米適用本基準表。 

  註2：胚芽白米除適用本基準表，且胚芽保有率須達80%以上。 

※資料來源：日本精米工業會提供。 

        日本政府於平成 16年 3月 31日廢止上述市售白米品質基準後，民間組 

    成之「米穀公正交易推進協議會」，於同年 4月 1日自主訂定新的白米品質基 

    準，參與制訂之單位有日本精米工業會、日本穀物検定協會、全國米穀協會、 

    主婦連合會、全國農業協同組合連合會、全國主食集荷協同組合連合會、日 

    本米穀小賣商業組合連合會、全國米穀販賣事業共濟協同組合等，業者製造、 

    販賣、流通之白米，均須符合該品質基準，對糧商具有強大之約束力。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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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自訂之品質基準如下表，且不得含有土砂、石、玻璃片、金属片及塑膠片。 

    但如業者在稉白米販賣前，有先提出係屬特定之品質規格，且在包裝袋上標 

    示品質規格者，可不受基準之限制。 

米穀公正交易推進協議會訂定之白米品位基準 

最  高  限  度 

水 分 

（％） 

白粉質粒

（％） 

被 害 粒 碎 粒 

（％） 

異種穀粒及

異物（％） 
合計（％） 着色粒（％） 

16.0  15  2  0.2  8 0.1 

  ※資料來源：日本精米工業會提供。 

        日本糧商業者自訂之白米品質基準，白粉質粒含量相當於我國 CNS3等規 

    格，碎粒相當於我國 CNS2等規格，日本政府雖無規定須標示品質等級，但民 

    間糧商自主制定之品質基準，已有做良好之管控，日本糧商如販售低於該品 

    質基準之食米，公會會出來勸告制止。目前我國市面上常見的小包裝等外米， 

    有很多在日本是無法銷售的。 

        另外，日本精米工業會亦有自訂更嚴格之白米品質標準，供其會員加工 

    時自主管理之參考。工業會所訂標準，係針對白度、水分、胚芽殘存、整粒、 

    白粉質粒、碎粒等 6項訂定最高限度，並分為「雪」及「花」2 級，其標準如 

    下表，本標準未規定之被害粒、異種穀粒及異物項目，則依照業界訂定之品 

    質基準規定辦理。 

日本精米工業會訂定之品質規格 

等級 
白度 

（%） 

水分 

（%） 

胚芽殘存

（%） 

整粒 

（%） 

白粉質粒

（%） 

碎粒 

（%） 

雪 39以上 16.0以下 15以下 93以上 6以下 3以下 

花 39以上 16.0以下 20以下 90以上 8以下 5以下 

※資料來源：日本精米工業會提供。 

        日本生產之稻米，並非外觀品質皆優良，惟日本之加工設備精良，業者 

    可藉由加工設備及碾製技術，生產品質符合精米工業會要求之白米銷售市場。 

    且日本碾米廠非常注重品管，每個加工階段，包括碾米、包裝、重量、打印 

    等各個環節，均會由人工或機器做檢查，確認符合標準才會販賣。對於加工 

    過程篩下來的米，則作為味噌、糖、飼料或肥料等使用，不會回收當作食用 

    米販賣，倘業者被發現有此行為，日本消費者是無法接受的，業者也可能因 

    消費者抵制而倒閉。除了米穀加工業者高度自主管理外，日本之米專賣店， 

    也會要求小包裝米的品質，甚至要求更高之品質才可在其店內銷售，因此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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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質較差的米是不可能在市場流通販售。 

        另外，日本民間已建立良好之教育訓練體系，對農協、加工廠品管人員、 

    批發商、米專賣店、米飯加工業者…等，均有辦理教育訓練課程，例如日本 

    穀物檢定協會有辦理米穀檢查人員及食味檢定人員訓練，日本精米工業會亦 

    有辦理教育訓練。通過訓練且考試及格者則發給證書。日本之精米工廠或米 

    專賣店業者，會將獲得日本精米工業會認定之證明牌，及各種稻米訓練合格 

    證書，懸掛於廠內或店內明顯處，以作為宣傳及對其販售產品品質之保證。 

    對於品種 DNA檢驗，業者向 SATAKE等公司購買品種 DNA檢驗儀器時，儀器公 

    司會同時教導品種鑑定技術及使用之藥品，因此日本有許多業者均可自行做 

    品種檢測，以確保購買原料之品種純度。日本透過多元之訓練管道，廣泛培 

    養民間米穀檢查、食味檢定及品種檢驗人員，讓買賣雙方對於交易之稻米品 

    質能清楚認知，減少交易糾紛，亦為確保其市售食米品質優良之重要因素。 

五、日本米專賣店經營方式 

        本次參訪日本米專賣店，經營者均非常注重充實自身之稻米相關專業知 

    識，積極參與米穀相關公會或協會辦理之講習訓練，並取得相關證書，懸掛 

    於店內，包括全米販之「五星米達人」證書、食味鑑定士協會之「米食味鑑 

    定士」證書等。米專賣店販售之糙米，每公斤價格一般在 350 至 600日圓左 

    右，但魚沼生產之越光米每公斤價格可賣到 780日圓。米專賣店經營情形整 

    理如下： 

(一)商品型態：日本米專賣店現場擺放糙米而非白米，惟店內均設有小型精 

              米機，顧客購買之糙米，倘有需要均可免費幫顧客當場碾成 

              白米，且提供不同碾白度之樣品米供客人參考選擇，服務相 

              當周到。 

(二)糙米來源：店家銷售之糙米，係來自全國各地之稻米產地，例如千葉縣、 

              新潟縣、茨城縣、佐賀縣、山形縣、秋田縣、宮城縣、長野 

              縣、福島縣、島根縣、北海道、熊本縣、沖繩縣等，主要向 

              農協及特定農民購買。原料糙米以檢查用之 30 公斤紙袋包裝， 

              販售品種繁多，同一家商店銷售之糙米品種可達 40種以上。 

(三)產品特點：1.販售產品均為產地品種銘柄米，並經登錄檢查機關檢查通 

                    過，外觀品質相當良好。 

          2.其中部分產品為特別栽培米，屬於減少施用農藥及化學肥 

            料(氮素成分)栽培之稻米。依日本農林水産省「特別栽培 

            農産物標示指導方針」，特別栽培農產物使用之農藥及化 

http://ja.wikipedia.org/wiki/%E8%BE%B2%E6%9E%97%E6%B0%B4%E7%94%A3%E7%9C%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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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肥料之氮素成分，需較慣行栽培法減少 5 成以上。特別 

            栽培農產物由各都道府縣自行推動，對於遵循減藥減肥規 

            定生產之原料糙米，於米袋上均貼有證明標章，並載明減 

            藥減肥比例與節減農藥之名稱與使用狀況。例如山形縣、 

            新潟縣、北海道之「特別栽培農產物」標章，千葉縣之「ち 

            ばエコ農產物」標章。 

    (四)陳列方式：店家銷售散裝糙米，一般將 30公斤裝之紙袋直接打開，或以 

                  木桶盛裝，陳列於店內販售，擺設相當整齊清潔。每袋(桶) 

                  米上，均清楚標示品種、產地及價格，以及該袋米之優點， 

                  供顧客識別選購。 

    (五)宣傳促銷：1.為取得顧客信賴並宣傳所銷售之稻米品質優良，店家習慣 

                    將農協授權販售或與農協合作之旗幟或證明，陳列於店內 

                    ；另外對於獲得日本穀物檢定協會評定食味為特 A級之稻 

                    米產區，亦會將宣傳海報張貼於店內宣傳，吸引顧客購買。 

          2.自行印製 20日圓、50日圓、100日圓不等之優惠券，贈送 

            買米顧客，可於下次買米時抵用。 

          3.另外，日本縣政府如有發放購米專用敬老券，店家會配合 

            政府政策，提供價格、數量及時間限定之優惠米，供敬老 

            券持有者兌換。 

六、日本農協對於農民運來濕穀之處理過程 

        日本稻米以糙米型態儲存居多，農協向農民收購稻米，多以糙米計價。 

    目前日本農民銷售稻米給農協，有下列二種方式： 

(一)農民收穫稻穀後，自行烘乾碾糙，裝於 30公斤紙袋後，運至農協接受檢 

    查，再依等級檢查結果決定價錢，直接賣給農協。自行烘乾碾糙之糙米， 

    米袋上會載明生產農民姓名。 

    (二)農民將收穫後之濕穀，直接運至農協，由農協代為烘乾、碾糙裝袋後， 

        接受檢查，再賣給農協。 

        日本農協有設置大型稻穀乾燥中心及礱穀設備，協助當地農民烘乾稻穀 

    及碾糙。日本農民將收穫後之濕稻穀直接運往農協處理之情形，越來越普遍。 

    農協向農民收購糙米，係按糙米等級計價，因此對於濕穀品質相當注重，會 

    依濕穀品質先做初步分級，並分開烘乾，過程相當嚴謹。有關靜岡縣掛川市 

    農協及遠洲中央農協稻米中心處理農民濕穀之過程整理如下： 

    (一)受理農民運來之濕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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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民將濕穀運至農協，農協受理之程序如下：1.農民提供栽培履歷

表(記載農民姓名、種植地區、面積、品種、插秧日期、收穫日期、收穫

面積、使用肥料、除草劑及病蟲害防治藥劑等。)；2.農協人員確認栽培

履歷確實記載使用農藥及品種資料；3.農協人員填寫該批濕穀之米穀搬

入受理表(記載農民姓名、搬入日期、品種名、入料口號數等)；4.將濕

穀倒入入料口(農協會設置數個濕穀入料口，並視農民繳交之濕穀品質及

品種別，決定倒至哪個入料口，分別烘乾。) 

    (二)過磅及留樣：濕穀進入入料口後，由機器過磅秤重，農協人員並抽取濕 

                    穀樣品留存，供日後對於品質有爭議時使用。過磅秤重後， 

                    農協人員開立受貨單據給農民，記載該批濕穀之總重、含 

                    水率及品種等。 

(三)烘乾作業：過磅後，直接輸入大型烘乾機（約 30公噸）烘乾，同一台烘 

乾機含多位農民之稻穀，一起混合烘乾。 

(四)碾糙作業：稻穀烘乾後，直接輸送至礱穀機，碾成糙米後，立即以 30公 

斤之紙袋包裝，整齊堆疊於棧板上，移至鄰近廠房於常溫下 

集中堆置，準備接受檢查。 

(五)檢查作業：檢查作業一般由農協具資格之檢查人員辦理檢查。收穫期間 

檢查人員一般每週 2-3 次，會至稻米中心執行檢查工作。混 

合烘乾之稻米，以農協稻米中心作為檢查申請者，提出檢查 

             申請。檢查人員對於抽檢之糙米包袋，一般以米刺取樣 2-3 

             次，取樣完畢即以貼紙將刺口黏貼封住。 

(六)農民出售稻米：稻穀碾成糙米後，農協會根據該批糙米總重、原來濕穀 

              總重及各農民之濕穀重量及含水率等資料，換算出農民應持 

              有之糙米重量。檢查完畢後，農協會依檢查判定之等級，與 

              農民商定價格，向農民購買稻米，經詢問當地一袋 30公斤裝 

              之一等糙米價格約 7,000 日幣左右。 

(七)進倉儲存：農協之稻米中心設有冷藏倉庫，檢查完畢之糙米，即以堆高 

             機運至冷藏倉庫內堆置儲存，冷藏溫度為 15℃，濕度 70％。 

七、日本精米工場之品質管理 

        本次參訪日本山種東京精米工場，該工場於昭和 63年設立，佔地 1,180 

    坪。為一家經日本精米工業會品質系統認定之工場，且取得 SQF level 3 及 

    ISO9001認證，廠區相當整潔乾淨。該工場專門生產小包裝米，每天生產之小 

    包裝米，隔天一定送出，並無庫存。每月生產一般白米約 3,000 公噸及胚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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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約 140公噸。工場並無庫存原料糙米，所需原料糙米，係向農協或集貨業 

    者購買，並預約一年份量以確保貨源，無直接向農民購買原料糙米。每日所 

    需原料糙米，由供貨單位以大貨車運來。進入該公司之白米生產工廠，頭部 

    須戴防塵帽及穿著隔離衣，並經過洗手及風淋等程序，避免身上的灰塵污染 

    廠房內部。該工場之加工、包裝及堆疊等作業全自動化，僅需少量的作業人 

    員，主要負責品管工作。從原料至產品，各階段均有做品質管控，工場之品 

    質管理措施如下： 

(一)原料管理：只採購經民間登錄檢查機關檢查通過的原料糙米，未經過檢查 

                 的糙米不買。另外，貨車將原料糙米載運至工場時，每車先抽 

                 一包檢查品質，檢查通過才准卸料進行加工。原料糙米於加工 

                 前，會先以吸塵機除去粉塵，再以流下式選別機(4mm目寬)除 

                 去碎米，再以大型石抜機，透過比重選別及磁力，除去石頭、 

                 金屬等異物，再移至糙米暫存筒等待加工。 

(二)加工階段：各地區送來之原料品質並不相同，品管人員會視原料品質，以 

              人工調整加工條件，並於加工過程中，隨時抽樣檢查加工品質 

              是否符合標準。加工時，原料糙米仍會先以選別機(7mm目寬) 

              除去金屬異物，再連續通過 3台精米機（精米程度分別為 10%、 

              80%、100%）精白後，以碎米分離機除去碎米及米糠，再連續 

              通過 2台色彩選別機，除去著色粒及白粉質粒，再移入白米暫 

              存筒。白米從暫存筒移出後，先以金屬檢出機除去鐵及非鐵金 

              屬，再以流下式選別機(4mm目寬)除去碎米，再以最終選別機， 

              除去 1.4mm以下的微小異物。 

(三)包裝階段：白米於包裝前，先以去糠球機(目寬 3.5 mm × 16 mm + 強力 

              磁鐵)去除米糠，再以自動計量包裝機包裝，通過金屬檢出機 

              檢查後，以重量檢查機確認重量，以印字檢查裝置確認印字是 

              否正確，經過各項檢查正確無誤，再以機器手臂自動堆疊並輸 

              送至出貨場所。 

        該工場於碾米時，除於生產線上抽樣檢查確認加工品質外，並對成品取 

    樣檢查，以確認符合公司內部設定之品管標準。對於原料糙米進貨時所檢測 

    之水分、白度、食味値等資料，均作成紀錄保管。對於成品也會取樣保存 2 

    個月。另外。有委請外部檢查機關檢查原料糙米之品種 DNA、放射性物質及農 

    藥殘留，確認原料品質。此外，考量採購之原料米雖然具有産地、品種、産 

    年證明，但為確保食味品質，工場也實施米飯食味官能評鑑，對米飯進行香 

    味及食味等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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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伊藤忠食糧株式會社之米穀業務及一元化的品質管理 

伊藤忠食糧株式會社為日本頗具規模之公司，除東京總公司外，另有 6

處營業據點，包括大阪府之關西支店、愛知縣之中部支店、北海道支店、福岡

縣之九州支店、京都府之京都工場、東京都之全家溜池山王店。 

伊藤忠食糧株式會社從事稻米買賣業務，本身並無購儲原料糙米或設置

精米工場。其經營模式，係與全國主要地區之精米公司建立合作關係（協力工

場），該公司向農協及生產者等購買之原料糙米，並無運至公司內，而係直接

運至協力工場，並賣給協力工場。協力工場加工成白米後，再賣回伊藤忠食糧

株式會社，該公司再轉賣給下游客戶，包括百貨公司、超市、便利商店、外食

店、中食店、食品加工場、醫院等。協力工場生產之白米成品亦不進該公司，

而由協力工場直接運至該公司之下游客戶。 

為確保原料糙米採購品質、協力工場加工品質及協助下游客戶煮出好吃

的米飯，該公司於東京總公司設有專業之米穀檢驗部門，由檢驗人員對原料糙

米及白米成品進行檢驗，檢驗項目包括品種之 DNA、食味值、品質規格、水分、

新鮮度，白米並增加精白度及水浸胴裂粒檢驗；另外，亦進行米飯食味官能評

鑑並依據客戶之需求，利用真空冷卻約 20分，將米飯降溫到 20℃或 25℃，進

行冷飯食味官能品評，同時以儀器測定米飯之硬度、黏度等物理性質。該公司

運用專業檢驗技術，採購合乎品質要求之原料糙米，並對客戶提供技術支援，

包括指導協力工場改善廠區環境、加工技術及品管技術，並指導米飯業者改善

炊飯工場之環境、炊飯技術，亦辦理炊飯講習會等。下圖為伊藤忠食糧與產地、

協力工場、下游廠商之關係圖。 

 

 

 

 

 

 

 

 

 

 

 

 

 

 

                    ※資料來源：伊藤忠食糧株式會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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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日本穀物檢定協會之米飯食味官能試驗 

    赴日本穀物檢定協會研習，感謝業務部長岸野光泰及營業部長木野信秋詳細 

    解說，並安排實際體驗米飯食味官能品評。茲將(財)日本穀物檢定協會實施 

    的「米飯食味官能試驗」摘述如下: 

        米飯食味官能試驗的目的，在生產面是要發掘開發良質米，在消費面是 

    要在消費者買米時，提供有關米的食味資訊，以協助買到喜歡的米。因此從 

    昭和 46年開始實施「米飯食味官能試驗」，樣品來自全國各地的產地品種， 

    每年公布各品種的食味等級。另一方面，亦接受委託進行試驗，依據數值提 

    出報告。自平成元年(1989年)起，食味評鑑分成「特 A」、「A」、「Aˊ」、「B」 

    及「Bˊ」等 5 個等級。米飯食味品評員有 20人，男女各半，均需通過味覺 

    測試(甜味、鹹味、酸味、苦味及鮮味)及嗅覺測試，品評前 1 小時，要禁煙 

    禁食。米飯品評用的基準米(對照)，是穀檢選取複數個產地生產的越光米調 

    製而成的。品評用樣品需保存在 5~10℃，品評前一天取出，待回溫再碾成白 

    米。品評的項目有香味、外觀、口味、黏性、硬度與總評等 6 項，是採取相 

    對法進行比較，即相對於基準米的良劣程度，分別給予±3、±2、±1或 0之分 

    數。米飯食味官能試驗的程序： 

    (一)測定白米水分含量。 

    (二)洗米：輕快洗 5~6次，不可用力搓洗，第 1~2次用自來水洗，第 3次以 

         後用過濾水洗。 

    (三)加水：依據白米水分含量調整加水量，正確加水到公克單位。 

    (四)煮飯：以國際牌 IH電子鍋(SR-A10C 型)煮飯。 

    (五)攪拌及放冷：煮飯終了，從鍋底充分攪拌，但不可攪破米粒，讓多餘水 

              分散發掉，然後舖上棉布輕輕蓋上鍋蓋，拔掉電源，放冷到不太 

              熱的程度(約 60℃)。 

    (六)盛飯：用固定的試驗皿，定量盛飯(約 50g)，基準米放在紅色標記處，試 

              驗米則盛放在黃、藍、綠色標記處。 

    (七)食味的評價：20名品評員分成 6組，每組 3~4名，每組品評的順序不同， 

              避免因品評順序造成評價的偏差。品評的順序先從基準米評起， 

              先聞香氣→外觀→口味、黏性、硬度→總評，然後評下一個樣品， 

              分數記錄在評分表上，數值經統計分析後，評定食味等級。 

        平成 25年(2013年)共有 131個產地品種品牌米進行食味試驗，食味試驗 

    的對象品種，原則上是縣的獎勵品種，且栽培面積達到一定的基準。惟若雖 

    未達基準，但在生產流通階段受到高度關心重視的品種亦可。如果某對象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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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在同一道府縣內，有 2個以上的地區提出希望分別進行試驗時，可斟酌生 

    產流通的實況，依據地區別分別進行食味試驗。而供作食味試驗的試料，需 

    是經檢查之 1等米。 

        2013年食味官能試驗的結果有 38 個「特 A」、56個「A」及 37 個「Aˊ」， 

    基準米是穀檢調製的「越光」，「Aˊ」級表示與基準米相同，「A」級表示比基 

    準米好一點，「特 A」級表示比基準米好很多。得到「特 A」最多的品種為越 

    光(コシヒカリ)有 16個，其次為一見鍾情(ひとめぼれ)有 6個，第 3名為日 

    光(ヒノヒカリ)有 3個，豔姬(つや姬)有 2個。得到「特 A」最多的產地為山 

    形縣及新潟縣各有 4個，其次為宮城縣、福島縣及熊本縣各有 3 個，而北海 

    道及佐賀縣則各有 2個。 

十、日本水稻育種方向與稻米品質檢驗 

    參訪位於日本茨城縣筑波市觀音台的(獨)農研機構作物研究所，感謝稻研究 

    領域水稻多收生理研究團隊上席研究員近藤始彥博士之安排，與稻育種研究 

    團隊之上席研究員山口誠之博士及米品質研究團隊之主任研究員鈴木啓太郎 

    博士進行討論，並瞭解日本的水稻育種與米質分析近況。茲將收集到的資訊， 

    彙整如下： 

        2013年日本推廣的產地品種品牌米共有 415品種，其中稉稻有 247品種， 

    糯稻有 68品種，釀造用有 100品種，每年約有 10~20個新品種誕生，但實際 

    沒有在栽培的品種亦相當多。該研究所進行水稻雜交育種時，是以溫湯去雄 

    法(43℃,7分鐘)殺死花粉，目前進行的水稻育種有： 

    (一)選育抗葉(穗)稻熱病品種 

   已從近約 500 個品種(系)中進行篩選，可由田間表現進行選拔。 

    (二)選育耐冷品種 

   以 18.5℃~19.5℃冷水，灌溉水深 20㎝，檢定耐冷性，一般耐冷性差者， 

   易產生不稔現象。 

    (三)選育良食味品種 

   一般從 F5或 F6世代起調查糙米的外觀品質及米飯的食味，乳白粒分 0~5 

   級，糙米光澤分 0~9 級，外觀綜合評價分 9段(上上，上中，上下，中上， 

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以「中中」為標準，此樣品每年由一 

組有經驗的研究人員選定，此標準品會因地而異。F5世代起分析蛋白質含 

量及直鏈澱粉含量，樣品數量足夠時，則進行米飯食味品評。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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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有 20位品評員，1次試吃 5個樣品，其中 1個為基準米(對照)，4個 

為測試樣品。品評項目為米飯外觀、黏性及總評，品評項目各試驗場不 

一樣。 

        該研究所除了利用外表型的表現進行選拔外，亦利用分子輔助育種方

法，應用抗病、耐冷、具優良食味的分子標誌輔助選拔，在幼苗期即進行檢

定，可節省田間栽培的空間及人力。 

        日本稻米消費量由 1962年每人每年 118㎏，降到 2011年每人每年 58㎏， 

為了促進稻米消費量，育種目標以消費者需求為導向，而日本消費者希望的 

水稻品種是 1.具優良食味(好吃)2.便宜 3.對身體健康有益。越光是日本具有 

優良食味的代表品種，依據(社)米穀安定供給確保支援機構之調查，2013年 

日本栽培品種占前 4名的分別為第 1名越光(コシヒカリ)占 36.7％，第 2名 

一見鍾情(ひとめぼれ)占 9.6％，第 3 名日光(ヒノヒカリ)占 9.5％，第 4名 

秋田小町(あきたこまち)占 7.5％，前 4名的栽培面積合計占 63.3％，且均 

具有越光血緣，可見日本消費者偏好具優良食味品種。日本低直鏈澱粉含量 

品種的直鏈澱粉含量在 5~15％，其特色為冷飯亦好吃，適合加工作冷凍食品、 

無菌常溫米飯等加工食品，亦可混入舊米中改善米飯的食味。日本全國約有 

20個低直鏈澱粉含量品種，其中「ミルキーパール」為越光之突變種，黏性 

強，普受歡迎，而「ミルキースター」及「ミルキーサマー」則為作物研究 

所於平成 23年(2011年)育成之低直鏈澱粉含量品種。日本亦針對咖哩飯與壽 

司用品種進行選拔，目前有華麗舞(かれぃまぃ) 為咖哩飯用品種，笑みの絆 

(えみのきずな)為壽司用品種，其特點為米飯表面比越光硬，但米飯內部與 

越光一樣軟。 

        為了達到「便宜」的目標，日本育成抗倒伏高產品種秋俵(あきだわら)， 

    重肥栽培的「秋俵」比標準肥的「越光」產量增加 30％。同時育成抗倒伏的 

直播用品種「萌えみのリ」，不但節省生產費，而且米粒充實度良好，增產 8~20 

％。另一方面育成抗稻熱病品種「ちゅらひかリ」，適合無農藥栽培或減農藥 

栽培，可生產便宜又安全的米。又因外食人口增加，餐廳等業務用米需求量 

增加，而業務用米的要求是「便宜又好吃」，故高產且具優良食味的品種，是 

現階段水稻育種家努力挑戰的目標之一。 

        為了選拔對身體好的品種，日本有育成赤米與紫黑米品種，例如:紅衣(べ 

にごそも)、朝紫(あさむらさき) ，前者為稉米，後者為糯米，其特色為富 

含食物纖維、礦物質及維他命，而且抗氧化性強，可預防疾病。此外，亦育 

成巨大胚品種，例如:恋あずさ，其特點為γ-胺基丁酸(GABA)含量多，可抑 



31 

 

制血壓上升，已作成發芽糙米上市販賣。另一方面，篩選易吸收土壤重金屬(鎘)

的水稻品種，藉以淨化土壤，確保人體健康。 

        日本為了提高糧食自給率，亦擴大生產國產飼料，因此利用水田生產飼 

    料用水稻，「ベこごのみ」為莖葉較多之飼料稻，經乳酸發酵後，牛喜歡其酸 

味，適合作為家畜之飼料。「ベこあおば」的糙米產量高，可直接供作飼料米。 

「モミロマン」則為作物研究所與九州沖繩農業研究中心共同開發的高產飼 

料稻，其糙米產量與地上部乾物重均高，比「日本晴」早熟 2 天，預定在關 

東以西推廣。 

    日本米的品質檢查項目有以下三種情形： 

(一)依據米的農產物規格：應檢查的項目有整粒率、被害粒、死米、著色粒、 

    異種穀粒及異物的混入比率、形質、發芽率、水分含量等，檢查結果分 

    為 1等、2 等、3等及規格外，等級直接影響農民收益。 

    (二)依據改正 JAS 法：需標示名稱、產地、內容量、精米年月日、販賣者， 

   有檢查証明者才可標示品種及產年。 

    (三)依據食味官能試驗及各種理化分析：農林水產省舊食糧廳採用的米飯食 

        味官能試驗，評定之項目有「外觀」、「香味」、「口味」、「硬度」、「黏度」 

        及「總評」，官能試驗較花時間及人力，所需樣品量亦較多，且受國家、 

        地域、年齡、嗜好等之影響。利用理化學分析間接推斷食味相對比較客 

        觀，而且有省人力、可迅速測定、所需樣品量較少之優點，但理化學分 

        析至今仍無法百分之百代表食味，但它可提供食味的基礎資訊。鈴木啓 

        太郎博士提供食味官能試驗與理化學評價法之關係如下表： 

食味要素 檢知方法 食味官能試驗 理化學評價法 其他可獲得之資訊 

綜合的食味 腦 總評 多變量分析 食味推定值 

外觀 

(白度、光澤) 

視覺 外觀 色彩計、白度計 

味度計 

炊飯食味計 

色彩值、白度 

味度 

炊飯食味值 

香氣 嗅覺 香氣 GC、GC-MS 

電子鼻 

成分濃度 

呈味 味覺 口味 HPLC、CE 

味覺感應器 

成分濃度 

物理特性 觸覺 硬度、黏度 物性測定儀 硬度、黏度及均衡性 

成分特性 

 

 

 

 

 

直鏈澱粉 

蛋白質 

含量 

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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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鏈澱粉鏈長分佈 

炊飯特性試驗 

 

糊化黏度特性測定

裝置 

鏈長分佈 

膨脹體積、溶出固形

物、加熱吸水率 

破裂黏度、膠質黏

度、糊化始溫、老化

性推定值 

組織構造   糙米、白米品質 

顯微鏡觀察 

 

核磁共振成像法 

(MRI)觀察 

整粒率、胚乳充實度 

微細構造、組織形態

及分佈資訊 

米粒中水的存在樣

態 

        最近日本相當重視米飯放冷後老化性對食味的影響，特別是為了選拔便 

    當、壽司用品種，格外加強米飯保存性之評價。該研究所是利用 1粒米飯的 

    低．高壓縮試驗法，測定米飯表層及全體的硬度及黏度，作為推測食味的指 

    標之一。同時利用快速黏度測定儀(RVA)之測定值，預測米飯的老化性，經尋 

問該研究所目前尚未進行冷飯之食味官能品評。 

十一、日本米質檢驗儀器之開發與應用 

    赴靜岡製機株式會社參訪，感謝海外營業部石黑直樹先生、技術二課青島由 

    武課長及石津裕之先生詳細解說米質檢定設備的開發與應用情形。日本因稻 

    米生產過剩，為鼓勵稻米消費，重視提升品質，因此靜岡製機株式會社積極 

    開發提升稻米品質之相關設備。該公司研發製造遠紅外線乾燥機、糙米低溫 

    貯藏庫、白米計量保冷庫、脫殼機、碾米機、色彩選別機等，同時與國內外 

    農業試驗場及相關企業共同開發分析稻米品質之檢測儀器，例如：米麥水分 

    計、單粒水分測定計、糙米外觀品質判別機、稻米食味分析計(攜帶型與桌上 

型)、濕糙米食味分析計(水分 30％)。同時開發米質評價分析軟體，將外觀品 

質判別機與食味分析計之分析資料整合在一起，並可透過無線網路傳輸資

料，自動作報表，詳細記錄生產者姓名、JA 支所名(檢查所)、品種、等級、

水分、蛋白質、直鏈澱粉、脂肪酸度、食味值、食味等級、整粒、未熟粒、

被害粒、死米、著色粒、胴割粒、碎粒、白度、外觀等級、總合評價等，便

於資料保存與分析，符合日本米可追溯法需詳實記錄並保存記錄之規定。 

        該公司自 1987 年開發糙米外觀品質判定機後，不斷改進研發新機種，廣 

泛為農協(JA)、區域生產者集團、精米工場、米穀批發商及試驗研究機關等 

採用，應用在以下不同的層面。 

    (一)農協(JA)依據米質評價結果，指導農民改善栽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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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區域生產者集團作為自主檢查、出貨時品質確認及依據檢測之品質進行 

        製品分類。 

    (三)精米工場及米穀批發商作為原料、製品之品質確認，以及製造工程的品 

        質管理。 

    (四)試驗研究機關作為品質評價、育種研究及栽培指導之用。 

    (五)日本米．食味鑑定士協會每年舉辦的米食味分析鑑定賽，分為第 1次審 

        查、第 2次審查及最終審查三個階段，第 1次審查使用由靜岡製機株式 

        會社贊助的食味分析計及糙米外觀品質判別機，測定食味值及糙米整粒 

        率，食味值 85分以上，而且糙米整粒率 75％以上者進入第 2次審查。第 

2次審查使用由東洋ライス株式會社贊助的味度計測定味度值，再以第 1 

次審查及第 2次審查的合計，選出各組預定之名額進入最終審查；最終 

審查使用タイガー魔法瓶株式會社贊助的電子鍋煮飯，由 30名評審委員 

進行食味官能審查，然後選出優勝者。 

肆、研習心得與建議 

一、透過研習互訪，加強臺日稻作研究交流 

    本次研習不但瞭解日本育種方向、稻米品質檢驗技術及管理制度等，同時與 

    日本研究人員、米穀業者、民間檢驗機構等進行交流，互通資訊並建立友好 

    關係，對改善國內稻米品質應有所助益，建議未來有機會可繼續互訪。 

二、加強米飯食味官能品評員訓練 

    米飯食味官能品評是決定稻米品質良劣的重要手段之一，日本穀物檢定協會 

    在選拔米飯食味官能品評員時，需先通過味覺及嗅覺的基本測試。目前國內 

    僅以不同食味等級的米飯加以訓練測試，日本的作法可作為國內訓練及篩選 

    米飯食味官能品評員之參考。 

三、建立冷飯食味官能品評法 

    日本相當重視米飯放冷後的食味品質，米穀業者已依據客戶之需求，利用真 

    空冷卻法將米飯降溫到 20℃或 25℃，然後進行冷飯食味官能品評。可參考日 

    本作法，依據販售流通實況，建立適合國內之冷飯食味官能品評法，作為選 

    拔御飯糰、壽司等冷飯用品種及老化速度慢品種之參考。 

四、輔導國內糧商建立市售食米品質基準，並鼓勵自我管理 

    觀察日本市售食米品質普遍良好，與日本實施分級分價收購、民間建立龐大

之檢查體系、推行產地品種銘柄及民間自主訂定「白米品質基準」有密切相關。

我國稻米生產環境與日本不同，且農民種稻仍以追求產量為主。為提升市售食

米品質，可參考日本模式，輔導全國各糧商公會訂定加工業者共同遵守之市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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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米品質基準，加強業者自我品質管理，引導產業向上提升發展。 

五、輔導糧商公會提升服務效能 

    日本之糧商公會多元化，稻米加工業者、集貨業者、批發業者、零售業者、 

    出口業者等，均各自成立公會。日本糧商參加公會，由總公司代表參加即可， 

    分支機構並不需要繳交會費，其糧商公會係以服務效能，吸引會員入會(日本 

    農協亦會參加糧商公會)，並透過辦理講習訓練、編製稻米檢驗相關書籍及手 

    冊，或技術認定等，增加公會收益。日本公會以提升服務效能吸引會員入會 

    及拓展會務之作法，可作為我國輔導公會之參考。 

六、日本對於糧食供需及糧食標示採分開立法管理，值得我國學習參考 

    糧食供需管理及糧食標示管理，原屬不同之管理範疇，日本農林水產省對於 

    糧食供需管理，訂有食糧法；對於市售糧食標示管理，訂有 JAS 法，分別立 

    法管理，管理目標明確。且其糧食標示由中央與地方政府共同管理，更為周 

    全。我國對於糧食供需管理，訂有糧食管理法，惟民國 90年修法時，於第 14 

    條增訂市場銷售糧食之標示規定，除影響糧食管理法之定位，因糧食管理法 

    係由中央主管，亦造成其他食品各縣市政府均有管理，唯獨市售食米各縣市 

    政府無參與管理之矛盾現象。日本將糧食供需與糧食標示管理分開立法，並 

    由中央與地方共同執行糧食標示管理之作法，可供我國未來修訂糧食管理法 

    規之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