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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本基金會設置宗旨與業務重點 

一、設置宗旨 

全球屢傳食安事件，造成相關產業的衝擊與消費者不安，世界各國

為重視此項議題，採取強化農產品與食品的生產過程管控的防範措施、

加強產品抽驗與建立溯源系統等作為，及時掌握與處理問題產品；並重

視農業生態、生產環境，以提供消費者優質與衛生安全的食品。本基金會

基於該項使命而成立，主要任務為經由兩岸及國際合作，推動綠色及有

機食品，確保食品衛生安全，以增進國民健康；並經由保護生態環境與農

業優良生產條件，防範生產過程受到污染，促進食品優質安全。 

二、業務重點  

(一)辦理兩岸及國際的合作與交流，探討綠色食品，有機食品的相關標準、

規範、技術與管理模式等相關事宜。 

(二)推動兩岸綠色食品、有機食品的認證、驗證合作，協調標章使用與推廣

事項，從事產品認驗證的檢查與檢驗事宜交流與合作，辦理相關稽查、

檢查人員培訓等相關事宜。 

(三)生態農業推廣相關事項的合作與交流。 

(四)協助相關企業、團體申請綠色食品，有機食品標章的輔導。 

(五)與大學院校進行檢查與檢驗業務的產學合作事宜。 

(六)其他有關業務發展事宜。 

 貳、108年度工作計畫 

本基金會與大陸綠色食品協會於 2018 年 12 月 5 日在廈門簽署「海峽

兩岸綠色食品、有機食品交流與合作備忘錄」。就綠色食品、有機食品領域

相關理念、法規與制度、技術與標準、管理與規範從事交流合作，共同推動

安全、優質的農產品與食品。並為強化台灣農產品、食品輸出大陸市場的

知名度、影響力與競爭力，對於台灣企業輸出大陸的食品需要申請大陸綠

色食品或有機食品標誌者，本基金會將提供服務，對兩岸民間促進經貿活

動開啟新的一頁。108 年起相關業務已陸續開展，以下就 108 年工作計畫推

動情形做重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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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動綠色、有機食品相關事宜 

(一)舉辦綠色食品、有機食品現況與發展交流座談會或論壇。 

(二)舉辦認驗證機構綠色食品、有機食品檢查員培訓工作。 

(三)洽商檢查機構與檢驗機構的遴選與合作事宜。 

(四)輔導相關企業參與及運用綠色食品、有機食品標章等事宜。 

(五)相關企業內部檢查員及標誌管理員之培訓。 

二、推動生態農業事宜 

與中興大學相關系所合作辦理生態農業、友善農業研討會及其他事宜。 

參、108年度業務執行情形 

一、推動綠色、有機食品相關事宜 

(一)辦理「兩岸綠色及有機食品發展座談會」與參訪交流 

1.座談會辦理情形 

(1)本基金會與大陸綠色食品協會於 2018 年 12 月 5 日在廈門簽署「海峽

兩岸綠色食品、有機食品交流與合作備忘錄」 (圖 1) 。為促進國內企

業對於大陸綠色、有機食品業務的了解，本基金會與臺灣商業聯合總

會、財團法人海峽兩岸商務發展基金會等三單位共同舉辦「兩岸綠色

食品及有機食品發展座談會」，該項座談會於 2019年 6月 17日下午在

台北王朝酒店舉行，國內相關農業、食品業界共八十餘人與會參加。 

 圖 1、基金會與大陸綠色食品協會簽署交流與合作備忘錄 



1-3 
 

(2)座談會由大陸專家說明大陸綠色食品發展過程、技術標準、運作模式

與發展前景展望；並由兩岸專家分別說明兩岸有機農業發展概況、有

機產品法規與管理、認驗證體系、未來展望等做經驗交流與意見交換，

座談會圓滿成功(圖 2〜圖 3)。 

 

圖 2、大會主席張平沼董事長 致詞 

 

圖 3、兩岸貴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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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陸參訪團交流活動 

在座談會後安排大陸參訪團進行參訪活動，包含拜會台灣商業聯合

總會、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蕈優生技公司、鈺統食品公司、台一生態休

閒農場、永齡有機農業園區、家樂福公司高雄鼎山店等。經由參訪單位熱

情接帶與解說，讓大陸參訪團對台灣農產品、食品生產、加工、物流等管

理業務，留下深刻的印象 (如圖 4〜圖 8)。 

圖 4、參訪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 

圖 5、參訪蕈優科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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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參訪鈺統食品公司 

 

圖 7、參訪永齡有機農業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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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參訪家樂福公司鼎山店 

3.檢查、檢驗業務的交流 

國內企業輸出大陸的產品於申請大陸綠色食品標誌時，除應具備申請

資格與產品條件外，需要對企業環境與產品產製流程與品管方式辦理現場

檢查，並抽取樣品檢測和評價工作。經審查合格者，才能取得綠色食品標

誌使用權。 

為促進兩岸認(驗)證機構與檢驗機構在認驗證、檢查及檢驗業務的合

作，基金會安排大陸參訪團與中興大學農產品驗證中心、土壤調查試驗中

心、堂庭檢驗公司於 2019年 6月 18日在台中永豐棧酒店進行座談及工作

經驗交流(圖 9〜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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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兩岸認、驗證與檢驗業務交流會張平沼董事長 致詞 

 

      圖 10、兩岸認、驗證與檢驗業務交流 

 

(二)組團參訪鄭州綠色食品博覽會 

   去年 6月 17日所舉辦的「兩岸綠色食品及有機食品發展座談會」，

雙方就綠色食品、有機食品領域相關理念、法規與制度、技術與標準、

管理與規範進行廣泛的探討與交流合作，以兩岸民間合作的方式為雙方

的經貿活動開啟新的一頁。 

大陸於 2019年 11月 29日至 12月 1日在河南鄭州舉行第二十屆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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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食品博覽會(以下簡稱綠博會)。基金會為實際了解大陸對綠色食品的

推廣、管理與運作方式，乃邀請國內企業、相關公協會組成 8人參訪團

前往鄭州參觀綠博會，併進行考察與觀摩(圖 11〜圖 13)。 

圖 11、鄭州綠色食品博覽會展場 

     

    圖 12、鄭州綠色食品博覽會陳列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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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鄭州綠色食品專營店 

 

大陸本屆綠博會以「綠色生產、綠色消费、綠色發展」為主题，由

獲得綠色食品標誌、有機食品標誌與農產品地理標誌的產品參展，同時

將綠色生產資材納入參展項目。本屆參加綠博會的企業近 2000 家。大

會為協助綠色食品市場流通和市場銷售對接，邀請著名批發市場、連鎖

超市、電商等到展場現場洽談採購，以促進有品牌、有認驗證的優質、

安全農產品、食品的加速拓展。 

 

 (三)綠色食品標誌的推動 

為強化兩岸經貿的活動，提高台灣農產品及食品在大陸的競爭力，台

灣企業產製農產品、食品輸出大陸地區需要有綠色食品證明標章者，基金

會做為服務平台，促進台灣農產品、食品輸出大陸的商機及發展。依照基

金會年度工作計畫，就本年度辦理綠色食品標誌服務工作、選定企業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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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情形，草擬相關作業程序等事項做重點說明。 

1.選擇示範企業試辦申請作業 

本基金會業選定幾家具有規模、產品優質的公司，篩選具出口潛力的

農產品及食品，試辦申請綠色食品標誌，以實際操作來檢視基金會服務工

作的週延性，以及在處理過程遭遇的相關問題隨時協調處理。 

2.研擬「綠色食品作業手冊」與說帖 

(1)本基金會與大陸綠色食品協會簽署的交流與合作備忘錄屬於架構性，

為期在國內業務推動有所依循，經本基金會擬訂綠色食品作業手冊(草

案)。手冊(草案)內容包含綠色食品標誌申請、管理方式，檢查與檢驗

程序與項目。本基金會將於試辦後再檢討整體流程與作業內容，該手

冊於檢討完妥後，將適時公布在本基金會網站。 

(2)製作說帖等資料向企業分析大陸申請綠色食品商機、申請綠色食品標

誌應具備資格與文件，以及聯絡處理方式等。 

  3.綠色食品檢查業務與檢驗機構選定事宜 

(1)辦申請理企業現場檢查工作 

企業申請綠色食品標誌，除了對申請人資格條件、產品應具備的

條件等書面資料檢視外，需要對企業辦理生產現場環境與產製流程、

品質管理的檢檢查。經審查符合規範者，才能取得綠色食品標誌使用

權。現場檢查工作具有專業性，已洽國立中興大學農產品驗證中心同

意協助。 

(2)遴選檢驗機構方面 

企業申請綠色食品標誌需要對環境監測，項目包含空氣、土壤及

水質；以及產品中農藥殘留、食品添加劑等檢驗工作。本項檢驗工作除

洽中興大學土壤調查試驗中心與堂庭檢驗科技公司作為檢驗機構外，

也將尋覓其他適當檢驗單位合作。 

 

二、推動生態農業事宜 

〜參與「環境友善植物保護資材之研發與應用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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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所屬永續農業創新發展研究中心、農業推廣中心、植物

病理系以及國際產學聯盟等單位於 108 年 8 月 8 日在該校農業環境科學大

樓舉開「環境友善植物保護資材之研發與應用研討會」，邀請專家、學者發

表研究成果，並邀農企業及專業農民齊聚一堂討論，共同探討善用各種環

境友善的資材與技術，納入農作物病蟲草害的綜合防治，促進食安與永續

農業的發展。 

該項研討會討論重點與本基金會成立宗旨一致，經洽商由本基金會擔任

協辦單位之一。本基金會陳秘書長應邀在研討會開幕時致詞表示，聯合國

農糧組織預估全球人口到 2050 年將達 97 億人，為養活人類，屆時全球糧

食需增長 30％的壓力，農地的開墾、能源與水資源競爭、化學肥料、農藥

用量提高，加上氣候變遷等，都造成生態的衝擊，如何採取生態農業來調適

這些衝擊，為各國努力的課題。提高化學肥料、農藥用量來提振農作物產

量，為慣行農法的重要措施，但農業資材不當的使用，將造成土壤酸化、河

川湖泊污染以及食安問題。運用綠色資材，例如採用生物源、植物源或礦物

源的產品取代肥料或農藥，都能紓緩對環境的壓力，提供農業永續發展的

契機。 (如圖 14〜圖 15) 

圖 14、研討會與大會主席黃副校長合影 

 



1-12 
 

圖 15、研討會重要演講者合影 

肆、業務發展方向 

本基金會在推動台灣企業使用綠色食品標誌工作，業已建立了網站、擬

訂作業手冊、遴選檢查、檢測單位、輔導示範企業設置內部檢查員等管理事

項，並遴選企業就建立的制度進行試辦，如順利運作，將完成階段性的任務，

未來基金會業務將邁入推廣的新階段。 

要擴大推廣綠色食品業務為本基金會首要任務，但面臨主客觀環境變化

仍多，為達到強化兩岸經貿，提升台灣食品在大陸市場知名度、影響力與競

爭力等目的，需要兩岸的合作外，亦需國內相關單位的支持： 

一、整合國內產銷的經營結構：綠色食品重視產品的優值與安全，台灣農產

品輸出大陸市場，必須重視產品的品質優良與安全的均一性。台灣屬於

小農制度，如由農民自行依經驗種植、管理而未有整合性的生產標準與

控管方式，外銷品質不易管理。因此，輔導出口企業與結合生產者朝向

垂直整合經營應加速辦理。 

二、掌握大陸消費趨勢與型態：大陸電商業蓬勃發展，帶動近年來線上購物

的興起。在 2019年底大陸爆發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事件後，預計

未來〝線上購物〞將加速替代〝線下購物〞，甚至到超商買東西，手機當

場下單，產品直送到家的比重將增加。這種消費型態改變，也促使線上

交易的平台更注重商品品牌以及產品認、驗證，協助產品的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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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協助出口企業在大陸行銷：協助台灣企業使用綠色食品標誌在大陸市場

的行銷，需要大陸行銷流通業者協助線上、線下行銷工作。 

四、逐步擴大綠色服務範圍：大陸對於綠色食品的範圍包含農糧類、畜禽類、

水產類、加工產品、食用菌及蜂產品等六大類。而本基金會基於實務考

量，優先推動農糧類、農糧加工產品與食用菌，未來當依國內企業的需

求性，相機擴展業務服務的範圍。 

五、規劃有機產品標誌的服務：本基金會與大陸綠色食品協會所簽署的「海

峽兩岸綠色食品、有機食品交流與合作備忘錄」，兩岸民間交流合作項目

包含綠色食品及有機產品，以目前推動綠色食品業務外，未來相機規劃

協助國內企業取得有機產品標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