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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之「農民

/生產者面向之減少食物浪費」工作坊，由不同機構學者發表於農民與生產者階

段來減少食物損失與浪費的議題。各演講主題以不同面向來探討減少食物浪費策

略，包括整個食物生產鏈的階段，由生產端至市場消費端的評估模式，根據不同

食物運送過程，提出許多政策和措施來減少食物的耗損，亦有糧食儲存之積穀害

蟲防範措施及生物資源循環利用等議題，使 APEC 經濟體了解如何應用這些措施

來減少食物的損失與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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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一、目的 

新冠肺炎於國際間的流行，導致 APEC 經濟體之糧食貿易中斷，聯合國亦有

2030 年要減少 50%食物浪費的目標，本次由 APEC 主辦「農民/生產者面向之減

少食物浪費」工作坊，希望能著重於農民與生產者階段，來減少食物的損失與浪

費。本工作坊中邀請了政府組織、農民/生產者、私人企業、非政府組織和大學

的講者，多面向角度來探討減少食物浪費的議題，提出減少食物浪費與損失之概

念與措施，供給 APEC 經濟體間對於食物損失與浪費來進行規劃，並以農業永續

的概念來進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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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程 

(一)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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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表過程 

報告時間：08 月 29 日 21：35-21:50 

    本次參與工作坊發表議題為「從預防思維與害蟲監測降低稻穀儲存之損失 

（From preventive thinking and insect monitoring of stored grain pest to minimize 

rice storage losses)」。根據台灣穀倉害蟲防治所採用預防與監測害蟲的思維來切

入主題。於發表演講中介紹台灣穀倉之衛生管理方式、害蟲監測、隔絕害蟲等主

題。穀倉衛生管理包括清理運輸車輛、清理穀物堆疊用棧板、移除倉庫類雜物及

空倉消毒。積穀害蟲監測可使用穀物直接取樣過篩法、費洛蒙誘集及燈光誘集。

燈光誘集為倉庫中最簡易方便的方式，亦可以針對重要害蟲做精準監控，搭配無

線感測網路（Wireless sensor network）可直接及時收集穀倉內的溫度、濕度及害

蟲數，於各地倉庫進行佈點，可同時監控各地穀倉中的害蟲危害程度。隔絕害蟲

則可於穀倉之倉門架設防蟲網，亦可以於穀倉內使用防蟲網直接來隔絕不同時期

的儲放穀物，此法能隔絕穀倉間及穀倉內害蟲移動及入侵。以這些防治措施可以

避免後續積穀害蟲造成大發生時，才需要進行化學藥劑燻蒸防治，經過監控與預

防害蟲，可以減少化學農藥使用，避免害蟲抗藥性發生及糧食損失 (附錄圖一與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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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 

    本工作坊由各 APEC 的經濟體成員提出對於不同面向減少食物損失及浪費

的觀點與措施。減少食物浪費與損失所牽涉的層面非常廣泛，從生產鏈之上游生

產者至下端消費者，甚至農產次級品利用及廢棄物處理都必須有其配套措施。國

內已於 111 年 5 月 4 日公布「食農教育法」，其中第 4 條對食農教育之推動方針

明述各項減少食物浪費與損失的措施，可依據本法之創立精神，推動國內各項減

少食物損失與浪費的措施，如加強產地的生產量能、研發農產品加工技術、增進

農業循環再利用等面向，來達成國內減少食損失與浪費的目標。工作坊之各項主

題摘要如下，可作為國內未來推動減少食物損失與浪費之政策參考： 

1. 美國農業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USDA)提出改善食物生

產鏈及食物系統轉變及減少食物損失與浪費的努力成果。於 2015 年，聯合

國提出了 17 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其中

SDG 12 為確保永續的消費和生產模式，並於 2030 年訂立了減少 50%食物損

失的目標。在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的食物

回收等級(Food recovery hierarchy)中，將各項減少食物損失的措施分級，包

括食物捐獻，動物飼養、工業化處理利用、堆肥處理及廢棄物掩埋等幾個部

分。USDA、食品藥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及國家環境保護

局一起進行了減少食物浪費與損失的規劃，建立減少食物損失與浪費的措

施，包括食物捐獻及食物系統轉型利用，來建立生產者與消費者減少食物浪

費與損失的平台。 

2. 美國先鋒再生能源公司(Vanguard Renewables)以畜牧場的糞尿廢水的無氧消

化處理方式，產生天然氣進行使用，並將糞便進行發酵變成肥料，應用於作

物施肥，達到資源永續利用的目標。 

3. 打擊食物浪費有限公司(Fight food waste, Ltd)指出澳洲於 2030年減少 50%食

物浪費的目標，提出了許多措施包括：(1)避免：減少源頭浪費、食物捐獻；

(2)回收：將食物再製作成生物材料或是堆肥；(3)回收：食物廢棄進行焚化

處理；(4)丟棄：將食物廢棄進行掩埋。以列表方式進行評估了解不同食物

在不同處理過程的損失與浪費狀況。 

4. 台灣羽田生物農業股份有限公司(Yuland biological Co., Ltd.)提出以黑水虻作

為處理有機廢棄物作為生態循環的議題。黑水虻處理廢棄物能力快速，蟲體

可作為動物飼料，蟲糞可製成肥料，達成有機廢棄物永續循環。黑水虻飼養

也可自動化管理，減少生產人力及減少飼養空間，達到有效率的昆蟲生產系

統。 

5. 泰國農業大學(Kasetsart University)簡介了建立國家食物基準線評估，主要目

標為分析食物生產鏈，評估研究標的食物之損失、找出食物損失關鍵點，來

減少食物損失並且制定策略，可用於計算國家食物和全球食物損失指標。 

6. 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表示食物生產者端的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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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有部分是可預防的，如病蟲害防治、肥料、種子發芽率等因素；有些損失

是無法預防的，如氣候、授粉、市場等因素。如果要減少多餘食物的解決方

式，可以使用市場的價格定價策略統一、增加生產需求、建立額外行銷方式、

改變消費者的預期等方式。 

7. 澳洲停止食物浪費組織(Stop Food Waste Australia)為減少食物浪費解決蔬果

供應鏈的損失，制定了園藝行業行動計畫(Horticultural Sector Action Plan)，

本計畫目標為減少食物浪費在園藝行業、增加作物利用率與獲利能力；維持

供應鏈彈性、減少環境衝擊、增加食物捐獻機會、轉變剩餘產品價值；計畫

措施為促進食物損失管理、分享剩餘食物、創造食物工業之嶄新食物成分等。 

8. 世界自然基金會(World Wildlife Fund)提出全球每年於田間收穫後，產生 13

億噸的廢棄物，以測量方式可以了解食物的生產損失，藉由購買者與生產者

相互溝通合作來處理食物損失，使得更多的農產品可以被利用。目前已經有

特易購(Tesco)的例子，協助鄰近農場剩餘蔬果販賣銷售，未來希望可以建立    

全球食物損失的公定方式來減少食物損失。 

9. 本工作坊閉幕提出減少食物浪費需檢視整個食物供應鏈包括生產與收穫、處

理與存儲、加工與包裝、配送與銷售及消費，使用 Mass Flow Model 可以分

析定量食物供應鏈上的損失。未來 APEC 於 2030 年之食物安全的路線圖，

應以聯合國所訂的 SDG12.3 的目標，根據各經濟體的經濟情況制定食物浪

費指數來建立良好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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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 

1. 減少食物浪費與損失包括加強產地源頭的管理，如輔導生產者如何進行栽

種、肥培管理及病蟲害防治等環節，使食物鏈生產源頭獲得良好的收穫，也

是減少食物浪費一環，目前國內重要的農業研究機關皆有進行對於生產者的

輔導。 

2. 市場端建立食物分享平台也是減少食物浪費的措施，可於國內建構食物分享

的平台，如設置 APP 或是網路平台等方式，讓大型超市或是連鎖超商可以

將即期品銷售及進行分享，增加食物的流通利用，減少食物的浪費。 

3. 建立國內有機廢棄物利用循環技術，如禽畜糞尿可進行發酵，生產生物能

源，或開發可消耗廢棄物的昆蟲及微生物資源，將廢棄物轉換成可利用的產

品，增加農業循環利用。 

4. 改變國內消費者消費觀念，許多的次級農產品，僅外觀不符合市場規格，但

品質是沒問題的，應建立國民消費觀念，使外觀不佳的農產品仍具有市場通

路。 

5. 建立開發農產品加工技術，許多次級品及生產廢棄物於市場無法銷售與利

用，可開發農產廢棄物加工技術，使其可以做成動物飼料、保健品、生物材

料等用途，增加農產品生產鏈的附加價值。 

6. 聯合國提出於 2030 年減少 50%食物浪費的目標，根據國際趨勢，增加國內

糧食自給率及減少食物浪費為重要措施。減少食物損失與浪費需從整個食物

供應鏈進行評估，可結合產、官、學界來進行政策制定與推廣，評估重要糧

食及其產業於各階段的浪費與損失，以達成與國際接軌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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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圖一、主持人開始進行本研討會 

 
圖二、於工作坊發表「從預防思維與害蟲監測降低稻穀儲存之損失」的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