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偏鄉學校午餐採用國產可溯源食材
推動情形及未來展望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110.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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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偏鄉學校中央廚房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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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午餐政策依據及內容

二、偏鄉學校背景說明/現況分析

三、推動偏鄉學校中央廚房計畫辦理情形

四、後續規劃

大綱



效
益

讓國中小學童吃到國產可溯源之安全食材，
達到家長學童、農友漁民及食農教育之三贏。

內容 使用三章一 Q食材給予食材補助。

推動國中小學校午餐使用國產可溯源食材，
確保安全食材。目標

依據 總統新農業政策及食安五環政策。

一、政策依據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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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依據及內容

(1/9)

年度 106年度 107年度 108年度 109年度 110年度

學年度 105(2) 106(1) 106(2) 107(1) 107(2) 108(1) 108(2) 109(1) 109(2) 110(1)

參與
縣市數

6 20 22 22 22 22 22

補助
依據

學校午餐採用
國產可追溯生
鮮食材獎勵金
方案

107 年度中央
補助地方政府
推動學校午餐
採用國產可追
溯生鮮食材獎
勵金支用要點

108年度中央補
助地方政府推
動學校午餐採
用國產可追溯
生鮮食材獎勵
金支用要點

中央補助地方政
府推動學校午餐
採用國產可追溯
生鮮食材經費支
用要點

中央補助地方政
府推動學校午餐
採用國產可溯源
食材經費支用要
點

經費
核算

每人餐3.5元 每人餐3.5元 每人餐3.5元 每人餐3.5元

110/1/1起調整
為每人餐6元

110/4/1起偏鄉
為每人餐10元

採分階段推動試辦，結合稽查及獎勵機制，建立標竿典範。

110年推動學校午餐全面使用國產可溯源食材。

推動學校午餐採用在地可溯源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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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
非 山
非 市 偏 遠 極 偏 特 偏 合計

全 國 校 數 1,812 428 801 207 138 3,386

表、公立國民中、小學校地區屬性類別
單位：校數

基礎校數資料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署提供之109學年度學校名冊，全國公立國民中、小學

計有3,386校，其中1,146校係屬教育部核定之偏遠地區學校(約佔1/3)。偏遠地區

學校之學生人數約計10萬1,145人(約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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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偏鄉學校背景說明/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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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分析

偏鄉學校午餐使用三章一Q食材筆數占比普遍低於全國平均值，亟待加強，以

強化偏鄉學校午餐食材安全及追溯性。



計畫目標

教育部研提「推動偏鄉學校中央廚房計畫」業經行政院本(110)年6月11日

同意辦理，其中涉農委會業管為推動三章一Q食材供應鏈體系投入偏鄉學

校供應，提高偏鄉學校午餐使用國產可溯源食材覆蓋率及提升前端食材

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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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動偏鄉學校中央廚房計畫

目標1

目標2 確保午餐費用主要用於食材採購

目標3

讓偏鄉學童享有同等之飲食照顧

午餐食材供應品質穩定性且多元

教育部、農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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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依教育部最新提供資料整理。(依該部實際核定之校群為主。)

備註：另有自主供餐學校：97校(未納入計畫之學校，將由教育部提供優化廚房設施設備、補

助運費、人力，農委會協助媒合取得三章一Q食材)。

284群總計

推動校群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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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校群數

●學校端整合

教育部

校群數

對象

第一階段

納入校群數

既有中央廚房 45群

新建中央廚房 49群

擴建中央廚房 84群

食材採購聯盟 106群

三、推動偏鄉學校中央廚房計畫



 中央廚房校群作業模式

食材供應商

團膳業者

既有/新擴建
中央廚房學校

偏鄉學校A

偏鄉學校B

偏鄉學校C

聯合採購 統一菜單
公辦公營 /公辦民營

配送熟食

 食材採購聯盟校群作業模式

食材供應商
食材採購聯盟
群長學校

偏鄉學校 1

偏鄉學校 2

偏鄉學校 3

統一菜單

均有自設廚房

配送生鮮食材

負責聯合採購業務聯合採購

●學校端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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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三、推動偏鄉學校中央廚房計畫



團膳業者

區域/縣市
食材供應平臺

(實體)

自主供餐學校

既有/新擴建
中央廚房學校

專案管理
輔導團隊

Demand

有契約

直接採購生鮮食材媒合取得章Q食材

食材供應商
食材聯合採購
群長學校

Supply

●生產供應端整合：建立偏鄉學校食材媒合及輔導機制

 建立媒合機制，串接食材供給端與需求端。
 輔導/陪伴各校群，協助食材媒合對接及問題解決並追蹤輔導成效。
 數據蒐集分析及滿意度調查，確保確實供應及品質，可能改善項目等。

 契作生產章Q食材，確保穩定供應
 加強溯源管理，維護食材安全
 由縣市/區域平臺負責倉儲集運，並採冷鏈配送，提升食材品質

農 漁 畜

Demand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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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三、推動偏鄉學校中央廚房計畫



10

本年作業期程：

由各區分署輔導轄內農民團體提出申請，

經分署初審後擇優送本署複審，本年度

共計14件申請案。（已於110年9月8日

完成）

農糧署邀集相關單位進行複審排序，並

視年度經費匡列經費予以補助。（已於

110年10月15日完成）

農糧署統一通知審查通過之農民團體研

提計畫，送各區分署審查核定。（於

110年10月19日函請各區分署推動辦理）

農委會

●生產供應端整合：輔導建置偏鄉學校國產可溯源食材供應平臺

輔導農民團體等經營主體建置偏鄉學校
國產可溯源食材供應平臺，整合生產供
應端確保食材品質，並就平臺所需集貨、
儲存及運輸所需設施(備)予以補助，提
升前端食材品質。

三、推動偏鄉學校中央廚房計畫



 針對現行學校午餐採用國產可溯源食材覆蓋率低於

80%之偏鄉學校，已由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教育

部國教署與農委會農糧署共同召開會議方式，邀集地

方政府、群長學校及其供應商參加，逐一協助食材媒

合對接與問題解決。

 6月7日(既有中央廚房-新北市、高雄市、屏東縣)

 6月28日(食材聯合採購-新竹縣、苗栗縣、彰化縣、南
投縣、高雄市、澎湖縣)

 7月12日(食材聯合採購-新北市、雲林縣、嘉義縣、屏
東縣)

 7月23日(離島縣市)

 8月9日(新(擴)建中央廚房-新北市、新竹縣、彰化縣、
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臺南市、高雄市)。

 9月6日(自主供餐學校-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苗
栗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

 9月17日(自主供餐學校-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

 11月15日(不分校群-新北市、新竹縣、南投縣、嘉義
縣、高雄市)

 11月29日(離島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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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供應端整合：協助三章一Q食材媒合對接

農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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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動偏鄉學校中央廚房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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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供應端整合：加強偏鄉午餐政策宣導

農委會

110/5/10
農糧署及南區分署赴澎湖
縣辦理座談會，與地方政
府、學校及食材供應商會
談，增加對章Q食材辨識
及午餐政策瞭解。

110/8/18
農糧署北區分署赴金門
縣辦理座談會，並訪視
農試所有機專區建置情
形及石蚵等水產品供應
學校午餐現況。

110/5/4
農糧署北區分署赴連江
縣辦理座談會，就學校
午餐採用國產可溯源食
材新制說明，並視察學
校午餐三章一Q食材供應
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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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動偏鄉學校中央廚房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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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午餐採用三章一Q食材標章(示)食材筆數占比

60.71%

82.07% 81.00%

88.18%
89.32%

90.60% 91.86%

92.72%

62.16%

85.88%
84.11%

91.28%
92.32%

93.2… 93.57%
94.27%

56.45%

71.05%
71.84%

78.53%
80.01%

82.77%

86.07%

87.48%

55%

60%

65%

70%

75%

80%

85%

90%

95%

100%

109 110/1 110/2 110/3 110/4 110/5 110/9 110/10

全國平均 一般、非山非市 偏遠地區

★110年1月1日推動全面使用國
產可溯源食材，補助經費由
每人餐3.5元提高為6元。

★110年4月1日起偏鄉學校
食材補助經費由每人餐6

元提高為10元。

三、推動偏鄉學校中央廚房計畫

持續成長

●執行情形



資料來源：依教育部最新提供資料整理。(依該部實際核定之校群為主。)

備註：另有自主供餐學校：97校(未納入計畫之學校，將由教育部提供優化廚房設施設備、補

助運費、人力，農委會協助媒合取得三章一Q食材)。

284群 58群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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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群

單位：校群數

校群數

對象

第一階段

納入校群數

章Q占比低於80%

校群數(9月)

章Q占比低於80%

校群數(10月)

既有中央廚房 45群 1群 0群

新建中央廚房 49群 13群 13群

擴建中央廚房 84群 12群 11群

食材採購聯盟 106群 32群 21群

三、推動偏鄉學校中央廚房計畫

已有初步輔導成效

●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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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來規劃

配合教育部學校午餐政策，持續輔導農民生產優質農、漁、

畜國產可溯源食材及落實源頭管理，同時建構偏鄉學校食材媒

合供應及輔導機制，確保食材穩定安全供應，提升偏鄉學校三章

一Q食材覆蓋率。

 透過輔導區域/縣市成立偏鄉學校午餐食材供應平臺，並考量偏鄉

運輸及環境等條件，輔導充實優化集貨、儲存及配送相關設施

(備)，提升前端食材品質，維護偏鄉學校午餐食材安全。

 建置學校午餐三章一Q食材補助經費核銷系統，精進午餐行政

作業，減輕偏鄉學校人力負擔。



簡報結束 ｜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