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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前言
 學生午餐受地理、城鄉差距、地方自治及

財政等因素影響，有不同供餐型態及規模，
其類型多元而複雜

 學生午餐收費、人力、行政負擔、偏遠地
區照顧、設施設備、飲食文化與教育、食
材採購與運輸及相關配套等問題，須建置
完善且整體之學生午餐制度

 為促進學生健康，完備學生午餐制度及平
衡城鄉差異，並推動飲食教育，培養學生
正確健康飲食習慣、具備自然及永續環境
知能，推動午餐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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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中小學供應學校午餐-學校午餐供餐型態

外訂盒
(桶)餐

自設廚房
公辦公營

20%

46%

14%

自設廚房
公辦民營

9%

他校供應
公辦公營

11%

他校供應
公辦民營

學校午餐現況

自設廚房公辦公營-1,592校(541,906人)

自設廚房公辦民營-483校(269,623人)

他校供應公辦公營-322校(79,425人)

他校供應公辦民營-377校(146,762人)

外訂盒（桶）餐-686校(579,55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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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房硬體設施設備改善

營養師(計畫型補助/一般性教育補助)

106年度5,415萬/1億5,288萬

107年度6,712萬/1億5,288萬

108年度7,668萬/1億5,288萬

廚務人員

107年度補助12縣市 221人 1,268萬2,714元

108年度補助12縣市 246人 3,389萬2,039元

充實午餐人力

中央聯合稽查、地方政府輔導訪視

及學校自主管理

三級輔導機制

每年編列21億，補助對象為國中小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家庭突發因

素及經導師家庭訪視認定等4類經濟

弱勢學生，每年約45萬人次受益

餐費補助

補助學生每人每餐3.5元，每年編列

12億(一般性教育補助款)

國產可追溯食材獎勵

農委會生鮮食材抽驗:蔬果抽驗3,000件/年、畜

產品抽驗800件/年、水產品抽驗300件/年

衛福部針對學校午餐半成品及成品查核抽驗

教育部修正「學校外訂盒(桶)餐採購契約(參考

範本)」及補充規定、推動食材登錄及預防措施

106年度 271校 1億4,585萬
107年度 269校 1億7,712萬
108年度 346校 1億4,027萬

食安事件預防及跨部會合作

品質提升作為



6 品質提升作為-廚房硬體設施設備改善

108年度

346校

1億4,027萬

107年度

269校

1億7,712萬

106年度

271校

1億4,585萬

• 配合食安政策，協助補助地方政府所
屬公立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精進學校
午餐廚房，促進供餐安全衛生。

• 100%中小學供應學校午餐，其中國中
小學校廚房(含自設廚房及他校廚房)供
應午餐之學校達總比率90％以上。



7 品質提升作為-充實午餐人力(營養師)

108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補助

7,668萬/1億5,288萬

(計畫型補助/一般性教育補助)

補助

5,415萬/1億5,288萬

(計畫型補助/一般性教育補助)

補助

6,712萬/1億5,288萬

(計畫型補助/一般性教育補助)

107年9月13日配合食安及因應學校對營養師專業人力需求，訂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補助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所屬公立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充實學校午餐人力要點」

 學校班級數40班以上者，補助1人

 學校班級數未達40班，設有廚房，供應該校及鄰近學校午餐班級數達40班以上者，補助1人。



8 品質提升作為-充實午餐人力(廚工)

107年9月13日配合食安政策，訂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
與縣(市)政府所屬公立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充實學校午餐人力要點」
 學校屬偏遠地區學校，並設有廚房，學生數50人以下者，補助廚工1人

108年

107年 補助12縣市 221人 1,268萬2,714元

補助12縣市 246人 3,389萬2,039元



9 品質提升作為-三級輔導機制

中央聯合稽查
結合衛生福利部、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及各地方政府

教育局(處)、衛生及農業

主管機關進行各級學校聯

合稽查工作

地方政府輔導訪視
每學年稽查轄區內辦
理學校午餐之團膳廠
商至少1次

學校自主管理
督導廠商確實依午餐採
購契約履約，審慎辦理
午餐食材驗收、留樣及
留存完整紀錄，落實自
行檢查及自主管理。

三級輔導機制



10 品質提升作為-餐費補助

每年補助
21億元

低收入

中低收入家庭突發

導師認定

所稱補助對象身份認定，係依據「中央補
助地方政府學校午餐經費支用要點」第四
點辧理。
• 低收入戶
• 中低收入戶
• 因家庭突發因素無力支付午餐費
• 經導師認定確實無力支付午餐費

補助期間：上課日及寒暑假
每年約45萬人次受益

每年補助
21億元



11 品質提升作為-國產可追溯食材獎勵金

補助學生每人每餐3.5元，每年編列

12億(一般性教育補助款)

 教育部配合行政院食安五環政策，鼓勵學校午
餐採用國產可溯源食材。

 106年推動之初，採鼓勵、穩健、永續目標推
動，爰規劃105學年度第2學期由6縣市先行試
辦(臺中市、臺南市、新竹市、新竹縣、宜蘭縣
及臺東縣)，至107學年度全面實施。

 根據農委會「校園食材使用標章(示)統計」，
截至108年10月31日止，標章(示)使用率達
54%

每年補助
12億元

三章1Q

添加标题



12 品質提升作為-食安事件預防

40%
60%

學校廚房
8件

學校午餐以團膳供餐方式
所發生的食安件數較多。

學校午餐食安案件致病微生物以仙
人掌桿菌最多，諾羅病毒次之。

107年學校午餐食安案件

團膳
12件

107年校園食品中毒病原微生物

輪狀病毒 仙人掌桿菌 大腸桿菌 金黃色葡萄球菌 諾羅病毒



13 品質提升作為-食安事件預防



14 品質提升作為-食安事件預防

執行食材驗

收之快篩作

業

確認廚房工

作人員身體

狀況

進行庫存管

理

督導供餐作

業是否確實

指派廚房工

作人員之工

作

確實登載校

園食材登錄

平臺

午餐執秘及管理衛生人員

手上是否有

傷口

更換工作衣

帽、雨鞋並

配戴口罩、

髮帽

工作前、如

廁後要洗手

並 消毒

身體是否有

不適

不可蓄留指

甲、化妝或

配戴飾品

工作服裝是

否每日使用

後清潔乾淨

從業人員衛生管理



15 品質提升作為-食安事件預防

調理鍋具是否消
毒後、乾淨
無裂縫

熟食之中心溫度
是否在75˚C以
上，熱存溫度
60˚C 以上

Aenean lacinia bibendum nulla 
sed consectetur.

熟食避免直接以
手觸摸分食

餐點運送是否以
清潔之保溫車運

輸

刀具砧板圍裙與
抹布是否用
顏色區分

原物料及烹煮後
之盛裝容器不可
直接置於地面上

配膳室是否保持
乾燥溫度小於

25 ˚C

餐點是否
確實留樣

製程安全管理

廚房作業區之空
間區隔或時間區
格是否確實

Aenean lacinia bibendum nulla 
sed consectetur.

門窗是否加裝紗
窗、紗門或氣
廉，排水溝是否
設置柵欄

器具、設備使用
後是否確實清潔
消毒

工作環境是否清
掃乾淨

廚房截油設施是
否定期清理

冷凍、冷藏庫食
材是否生熟食分

區儲存

廁所不可正面開向廚
房或應設置緩衝設
施，每日是否有專人

定時清洗

作業環境是否舒
適及通風，無冷
凝水或汗水汙染

食物

場地設施衛生管理



16 品質提升作為-跨部會共同建構食材供需集成平臺

運算資源 外部資源

智慧化校園餐飲服務平臺 食材供需資訊集成平臺

建立供應鏈雲端管理模組Windows OS
Web
App

服務

食材供需資訊
集成平臺

教育部

農委會

衛福部

Open data

介接源頭各食材供應平臺



17 品質提升作為-跨部會合作食安五環獎勵方案

教育部

農委會

食
安

衛福部

環保署經濟部

法務部

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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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促進學生健康，完備學生午餐制度及平衡城鄉差異，並推動飲食
教育，培養學生正確健康飲食習慣、具備自然及永續環境知能

進度：已送行政院審查

 補助學校廚房硬體、設施設備及老舊廚房更新汰換設施設備。
 協助原自設廚房學校擴充為區域供餐中心供應他校，所需硬體及設備

器具，或以區域為單位，成立中央聯合供餐示範中心

 建立智慧化校園餐飲服務平臺(達成校園內行政減量)
 鏈結食材供應資訊集成平臺(開創在地產銷模式創新整合)
 促進學校午餐需求鏈創新模式之建立(達成地產地消)
 跨部會資料庫介接形成開放式資料庫(發展資料分析勾稽與AI模型)

推動午餐專法

建構智慧化校園餐飲服務平台

爭取重大公共建設經費

持續精進學校午餐

未來精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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