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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由及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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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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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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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執行期程 

第1階段
(3-4月) 

教育部： 
1.中央種子師
資輔導培訓
研討會1場
次。 

2.全國22縣市
政府辦理宣
導研討會計
28場次。 

第2階段
(5-10月) 

農委會： 
1.地方政府聯
合訪視學校
自設廚房
351家、團
膳業者42家。 

2.地方政府聯
合稽查學校
自設廚房
397校、團
膳業者75家。 

第3階段
(10-11月) 

衛福部： 
1.中央部會聯
合稽查55家
學校自設廚
房及40家供
應學校午餐
團膳。 

2.抽驗午餐成
品95件。 

準備階段
(1-2月) 

教育部： 
1.擬訂學校午
餐聯合稽查
專案計畫。 

2.辦理行前說
明會。 

實地聯合
稽查(3-6
月) 

教育部、農委
會、衛福部： 
地方政府聯合
稽查學校自設
廚房497校、
團膳業者38家
(其中學校廚
房34校、團膳
業者16家由中
央會同地方政
府聯合稽查)。 

106年 1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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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執行內容及方式(1/3) 

106學年度第1學期尚
未訪視之學校及團膳 

過往衛福部執行學校午餐
稽查初查不符合GHP規範或
午餐成品初抽不合格 

曾發生校園食品中毒
案件之學校及團膳業 

稽
查
對
象 

次之 

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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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數量與方式 

參、執行內容及方式(2/3) 

縣市轄內學校自設廚房及供
應學校午餐團膳業者總家數
各10%以上進行稽查 

教育機關(單位)邀集衛生及
農政機關(單位)辦理聯合稽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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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機關(單位) 

•學校午餐驗收
作業流程及人
員行政管理 
•學校午餐驗收
紀錄及食材登
錄情形 

農政機關(單位) 

•使用四章一Q
生鮮食材符合
性查核 
•四章一Q生鮮
食材驗收及可
追溯性確認，
並視情況抽驗
生鮮食材 

衛生機關(單位) 

•學校及團膳業
作業場所衛生
安全查核 

•午餐成品與半
成品食材衛生
安全管理與抽
驗 

稽查重點 

參、執行內容及方式(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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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執行成果(1/8) 

2105

校 

221校 
497校 

自設廚房 

總校數 目標數 實際執行數 

131家 

20家 

38家 

團膳業者 

總家數 目標數 實際執行數 

10.50% 

23.61% 

100% 

15.27% 

29.01% 

100% 

107年執行學校午餐聯合稽查數/比率 

資料來源：107年度學校午餐聯合稽查專案計畫成果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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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執行成果 (2/8) 

95.64% 93.23% 93.7% 91.03% 90.19% 

2.99% 0.6% 2.71% 
5.98% 7.24% 

1.37% 

6.17% 
3.59% 

2.99% 2.57% 

準備作業 作業流程 行政管理 紀錄填列 平臺登錄情形 

學校午餐食材驗收管理情形 

符合率 不符合率 其他 

資料來源:107年度學校午餐聯合稽查專案計畫成果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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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執行成果(3/8) 

421 
校 

35家 

73校 3家 

自設廚房 團膳業者 

學校午餐主要食材使用章Q情形 

符合 未符合 

85.22% 

14.78% 

92.11% 

7.89% 

94.62%  99.58% 

5.38%  0.42% 

農產品 畜產品 

抽驗食材藥物殘留檢測結果 

合格 不合格 

481 
件 

97件 2件 

1705 
件 

備註：查核當日每道菜主要食材品項之章Q種 
      類、證號與驗收紀錄是否符合 

資料來源：107年度學校午餐聯合稽查專案計畫成果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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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執行成果 (4/8) 

7 

24 

4 
0 

12 

0 0 0 2 0 0 0 
4 

0 0 0 

50 

16 

0 0 

16 
11 

3 

12 

農糧產品 畜產品 漁產品 其他加工品 

午餐主要食材使用四章一Q分析表 

CAS 有機 TAP 吉園圃 QR Code 非章Q 

CAS 

22% 
有機 

7% 

TAP 

1% 

吉

園

圃 

3% 

QR 

Code 

41% 

非章Q 

26% 

備註：抽查34家學校午餐及16家團膳業者，共計161道菜分析結果 
資料來源：107年度學校午餐聯合稽查專案計畫成果統計 



442 
校/家 

42 
校/家 

22 
校/家 

29 
校/家 

查無缺失者 1項缺失者 2項缺失者 3項以上缺失者 

GHP查核缺失項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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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執行成果(5/8) 

作業場所衛生安全及 
午餐衛生品質管理 

442 
校/家 

93 
校/家 

初查符合 限期改善 

GHP查核結果 

17.38% 

82.62% 

82.62% 

7.85% 4.11% 5.42% 

皆已複
查合格 

午餐成品抽驗結果 

件數 535件 

檢驗 
項目 

大腸桿菌 
大腸桿菌群 

合格率
100% 

資料來源:107年度學校午餐聯合稽查專案計畫成果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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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執行成果-106及107比較
(6/8) 

92.22% 

95.52% 

85.41% 

91.87% 

95.64% 

93.23% 91.03% 

90.19% 

準備作業 作業流程 紀錄填寫 平臺登錄 

午餐食材驗收管理符合率 

106年 107年 

備註：107年度聯稽紀錄表內容根據106年執行結果稍作調整，如增加契約是否規定退貨條件、
驗收紀錄填寫由公版表單改為只要符合契約驗收項目表單、查核平臺登錄正確性及完整性期間
明確化等，因此比較結果互有消長。 

資料來源：106及107年度學校午餐聯合稽查專案計畫成果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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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執行成果-106及107比較(7/8) 

82.62% 

88.52% 

85.22% 

92.11% 

自設廚房 團膳業者 

學校午餐主要食材使用章Q食材符合率 

106年 107年 

資料來源：106及107年度學校午餐聯合稽查專案計畫成果統計 

備註：查核當日每道菜主要食材品項之章Q種 
      類、證號與驗收紀錄是否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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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執行成果-106及107比較(8/8) 

2.3 

1.9 

GHP平均缺失項數* 

106年 107年 

76.7% 

82.6% 

GHP初查合格率 

106年 107年 

GHP查核結果分析 

*以106年及107年中央會同地方聯合稽查之家數分析。 

 107年GHP缺失項目分析 
1. 作業場所及設施衛生管理：以天花板剝落或破損、出入口未落實病媒防治及冷凍冷藏庫溫不足為主。 

2. 從業人員衛生管理：以未達烹調技術士證持證比率及未完成年度食品從業人員體檢為主。 

3. 製程及品質管理：以原物料未落實先進先出並在保存期限內使用完畢及製程與設備未避免交叉污染為主。 

 
資料來源：106及107年度學校午餐聯合稽查專案計畫成果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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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稽查效益 

中央與地方、跨部會與跨局處之整合及
溝通協調合作明顯提升，達到攜手共同
為食安把關之目標 

所有縣市稽查數量均達目標值，甚至超過很
多，顯示重視學校午餐之品質及安全衛生 

各項食材驗收管理、生鮮食材檢驗、午
餐成品與半成品檢驗、作業環境衛生查
核等，符合率高，且大致比106年進步 

持續透過中央聯合稽查、地方全面監控及學
校自主管理三級機制，強化學校午餐營養品
質及衛生安全管理，達到提升學校午餐品質
之目的 

積極
配合 

符合
率高 

溝通
協調 

提升學校
午餐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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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檢討與精進措施 

文件表單的
填寫與保存 

稽查人員詳
實紀錄結果 

採用中央版
本驗收紀錄
表 

強化校園食
材平臺登錄
正確性及完
整性 

一般性教育
補助款，改
善廚房軟硬
體設施 

教育部國教
署經費補助
改善廚房軟
硬體設施 

食安五環奬
勵金，辦理
午餐人力教
育訓練 

提升專業人
員專業知
能，降低人
員異動 

加強非專業
人員的相關
專業技能 

檢討午餐專業
人力之合理編
制，研訂充實
午餐人力計
畫，以資訊化
管理減輕行政
人力工作負擔 

加強學校食材
抽驗，有效提
升相關人員重
視食材安全意
識。 

持續推動學校
午餐採用四章
一Q食材，並加
強輔導離島及
偏鄉學校加入

逐步減少使用Q
食材的比率，
提高使用標章
食材的比率 

落實查核機
制，以確保章Q
食材的真實性 

應持續加強
環境清潔頻
度及學校廚
工衛生安全
教育訓練 

持續配合衛
生局執行年
度衛生稽查
計畫，強化
午餐業環境
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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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語 

  本專案計畫對於學校午 
餐食品管理成效顯著，惟仍 
需持續且長期性地投注人力 
、物力、財力及時間，透過 
政府直向(中央-地方)及橫 
向(跨部會、跨局處)溝通合 
作，落實行政院推動「食安 
五環」政策，達到提升學校 
午餐衛生安全及品質之目標 



Thank you for your list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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