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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消費者越來越重視食品安全，但是面對市面上五花八門，

種類繁多的農產品，如何選擇安全、安心的農產品，一直是民

眾的期望，也是政府持續努力的方向。

政府自105年起推動食安五環政策跨部會合作，由「源頭

控管」、「重建生產管理」、「加強查驗」、「加重惡意黑心

廠商責任」、「全民監督食安」等面向，落實推動食品安全。

為了讓消費者方便選購安全溯源的國產農產品，農委會推

動三章一Q標章(示) (CAS標章、有機標章、產銷履歷標章、臺

灣農產生產追溯條碼) ，期由需求拉力帶動生產，並積極推動

永續農業、十年農藥減半，對於生產環境進行監控、農、畜、

水產品上市前進行抽驗，以確保產品安全，此外，結合食農教

育，以從小深耕安全農業的正確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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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產品安全的影響因子

農業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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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強化源頭管理

1. 農藥販售管理-農藥檢查重點項目

農藥專櫃加鎖 農藥管理聯繫會報

 請各縣市政府將開具販售證明及
定期陳報兩項措施列為年度農藥
檢查重點項目。

 定期彙整未陳報業者清單提供各
縣市政府加強輔導及依規定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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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acebook.com/1527583037515313/photos/pcb.1751620341778247/1751620155111599/?type=3


1.農藥販售管理-追蹤查核陳報率及裁罰比率

列入「108年獎勵地方政府落實推動食安五環改革政策計畫」
進行考核，其評分標準內容包括：

 地方政府轄區各期陳報率及對未陳報業者裁罰之比率。

 地方政府追查違法販賣農藥業者之裁處件數。

二.強化源頭管理

https://pest.baphiq.gov.tw/BAPHIQ/wSite/baphiq/mp.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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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強化源頭管理
2.作物生產管理-推動設施型農業政策

自106年起推動設施型農業政策，輔導露天栽培轉型為
設施生產模式，補助農友搭建設施經費50-60% ，並輔導
設置溫網室環控設備，透過溫網室設施隔離病蟲害等媒介
昆蟲進入，以減少病蟲害發生，降低農藥使用。

優先輔導對象
 生產蔬果，通過產銷履歷或有機驗證者。
 參與契作契銷之蔬果農民或農民團體。
 有意願參與集團化設施經營之企業及農民團體。

截至108年10月底合計800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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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強化源頭管理

輔導成立集團產區，以果樹為例，由區內經營主體與
通路業者契作，按市場需求安全用藥，透過技術服務團辦
理安全用藥講習，並至田間輔導農民加強宣導用藥安全、
病害果選別並留存果實觀察，再適當用藥，以確保用藥安
全。以連續採收型之果品木瓜及檸檬為例，已成立木瓜72
公頃、檸檬72公頃。

嘉義木瓜集團產區

2.  作物生產管理-輔導成立集團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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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強化源頭管理

推動有機及友善農業

2.作物生產管理-輔導農民參加產銷履歷、
有機友善栽培及生產追溯

產銷履歷推廣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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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強化源頭管理

項目
農糧類作物面積(公頃)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10月)

有機及友善 6,784 8,098 11,568 13,084

產銷履歷 10,553 12,511 15,938 19,558

生產追溯(QR Code) 18,675 34,234 45,858 52,281

推動可溯源面積逐年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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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強化源頭管理
3.上市前抽驗稽查-農藥殘留監測

 上市前（生產端）：田間、集貨、理貨、加工、分裝或貯存等場所
抽驗，由本會依「農藥管理法」管理，每年抽驗20,000件。

 上市後：販賣及零售市場與進口農產品抽檢，由衛生福利部依「食
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管理。

抽驗

件數

合格

件數
合格率%

抽驗

件數

合格

件數

合格

率%

抽驗

件數

合格

件數

合格

率%

抽驗

件數

合格

件數

合格

率%

蔬果 10,337 9,848 95.3 13,781 13,223 96.0 14,991 14,331 95.6 11,478 11,112 96.8

茶葉 2,357 2,333 99.0 2,510 2,449 97.6 3,229 3,188 98.7 1,498 1,479 98.7

稻米 2,824 2,733 96.8 4,010 3,935 98.1 4,096 4,007 97.8 2,937 2,865 97.5

合計 15,518 14,914 96.1 20,301 19,607 96.6 22,316 21,526 96.5 15,913 15,456 97.1

108年1~10月105年 106年 107年
農糧

產品

(二)可溯源與非溯源蔬果食材
農藥殘留抽驗合格率

(一)農政單位近年執行農產品農藥殘留抽驗結果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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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檢驗結果不合格案件，通知農民延後採收或暫停供貨，並依
農藥管理法查處，列為實施安全用藥講習對象。

辦理安全用藥講習田間農藥殘留監測採樣

二.強化源頭管理
3.上市前抽驗稽查-監測不合格管制及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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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質譜快檢技術 (技術研發)

質譜快檢技術平均僅需10-15分鐘

國際間(含我國)通用檢驗方法出具報告需3-7天

(為全球首創可應用於拍賣現場即時篩檢且兼具精準度的技術)

(執法用：農藥管理法、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可快速且即時把關

 作為源頭輔導管理
或業者進出貨自主
管理有效率的檢驗
工具

著重於
效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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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CTRI

檢驗方法
衛福部食藥署公開建議檢驗方法
-質譜快速篩檢技術(質譜快檢)

檢驗藥劑種類
過去三年曾檢出的191種

(每年動態調整)

檢驗時間/件 單件平均10-15分鐘

儀器成本設備與成本 液相層析串聯質譜儀 (約800萬)

空間需求 一般實驗室

技術門檻(培訓) 經1-2週訓練即可作業

定性
定量

可精準定性定量

應用範圍
1.大型通路、農民團體、食品業進出貨把關

2.田間採收前源頭管理

三.質譜快檢技術 (技術特色)

15



四.目前質譜快檢技術應用情形
1.推動田間農作物質譜快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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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譜快檢報告

雲端運算/判定

層析質譜儀

臺北農產

田間.產地

15:30~
2:00

萃取

告知源頭
輔導改善

• 產品銷毀.停供

採樣開箱

0:00~
1:00

拍賣前

1:00~
2:30

不合格

>2千噸/日
質譜快檢

四.目前質譜快檢技術應用情形
2. 臺北農產運銷公司推動市場端質譜快檢把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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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延後採收
2.接受安全用藥輔導

質譜快檢報告

雲端運算/判定層析質譜儀
田間.產地
農友

萃取

農友分級包裝
(快檢合格紙箱需
確保產品品質)

步驟2.質譜快檢
(第2天)

步驟1.
採樣寄送
(第1天)

 每次施藥後透過福興鄉農會採
樣送檢1次

1.簽署專用紙箱使用同意書
2.福興農會核發特製紙箱及檢驗條碼

北農隨機採樣
確保安全品質

優先拍賣、提高售價

 索取農藥購買證明

步驟4.
採收包裝
(第2-3天)

步驟3.
索取紙箱
包材(第2天)

合格

不合格

貨送北農

四.目前質譜快檢技術應用情形
3. 試辦豌豆採收前應用質譜快檢自主把關

檢驗合格條碼

 加入生產追溯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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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建立技術：

臺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

巨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友和貿易股份有限公司(用於生醫公司)

環虹昆騰檢驗科技公司

瑞升檢驗科技股份公司

中華驗證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

國立成功大學(區域檢驗中心)

國立東華大學(區域檢驗中心)

四.目前質譜快檢技術應用情形

洽談或建置中：

九如果菜批發市場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區域檢驗中心)

瑠公基金會(區域檢驗中心)

美和科技大學(區域檢驗中心)

新北市果菜運銷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農會

彰化縣政府農業處

4. 規劃擴增檢驗點建置情形

共7家共9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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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友自主管理

五.後續規劃

農藥管理

• 落實高風險農藥退場

• 查核販售證明開立及
定期陳報

• 強化施藥者防護及鄰
田污染防範

• 完備農藥代噴制度及
無人飛行載具施藥規
範

• 提升農藥品質及強化
農藥登記試驗規範

農業環境永續

• 輔導農民加入產銷
履歷、有機友善農
業及生產追溯制
度，強化自主管
理。

• 輔導集團產區，共
同作業與安全用藥

• 建立農作物採收前
每批質譜快檢合格
之自主把關模式

• 推動設施型農業

• 推動植物醫師制度

• 鼓勵友善農業，加
速開發替代性生物
資材與強化非化學
防治管理技術

• 落實推動綜合病蟲
害管理(IPM)

提升農藥管理措施 減少化學農藥使用 促使農友安全用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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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化學農藥使用，達成環境永續的
農業生產方式

強化農產品生產把關，落實安全管理

從小做起的食農教育，加強推動可溯
源農產品制度，並讓消費者方便選購
安全溯源的國產農產品

六.願景與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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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報告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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