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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初級加工制度上路至今 2 年半，回過頭來看為何要設立初級加工場？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簡稱農委會）推動外銷、加工、內銷「三支箭」，解決農產品產銷

失調問題，生鮮產品除了內銷或外銷，更透過加工協調農民生產，延長產品賞

味期與價值保存期限。同時農產加工品要上市到通路上，若無工廠登記就無法

上市，因此國家利用政府的力量，提供了初級加工場登記證。 
 
設立專章提供合法場證 銜接市場通路 
初級加工場登記證其實就是工廠登記證，既有了上通路市場的機會，同時變成

合法的工廠，只要取得初級加工場登記，其農產加工品就有上架通路販售資

格。申請人須為農民或農民團體，已有合法「農糧產品加工室」者，可直接向

縣政府申請初級加工場場證；未有「農糧產品加工室」者，先至公所取得農地

的容許使用，接著比照衛福部衛生標準蓋合法的加工室，再向縣政府登記取得

初級加工場場證。加工室室內面積以 200 平方公尺（約 60 坪）為限（冷鏈及囤

貨區域不在此限）。與食藥署、經濟部工業局有所區隔，一般食品加工「廠」是

工廠的廠，初級加工「場」的場是場所的場。 
 
農委會是臺灣主管農業單位，主管食品的單位是行政院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

理署（簡稱食藥署），依據食品相關法規，任何食品都須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

理法》的基本規定，工廠就是要符合《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GHP）》，在這

個原則下，農產初級加工場雖設立專章特別配合，但也必須符合 GHP，當農產

初級加工產品想上通路，競爭對手仍是一般工廠。 
 
初級加工場目前法規正面表列所適用的農糧加工品項，可分類別為「乾燥」、

「粉碎」、「碾製」和「焙炒」等四大類初級加工範疇，須有加工原料為國產的

證明，採用國產溯源「三章一Ｑ」的農產品。有取得產銷履歷加工驗證或有機

加工驗證者不在此四類限制中，不在表列項目者亦可向農委會提出審查申請。

所謂產銷履歷，以鳳梨釋迦為例，即使果品有產銷履歷，加工場所若無產銷履

歷加工驗證，所加工產品不能標示產銷履歷。 
 
從永續經營的角度思考，從事農產初級加工，產品要有競爭力才行，沒有競爭

力的產品，即使有上市的規模，也難以成為消費者的選擇，消費者甚至更傾向

大型工廠的產品，因為給人較安心的保障；如果沒有競爭力，放幾個月都賣不

出去，本來只是賠原料的錢，現在連時間、設備、攤提、加工和包材都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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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因此雖是初級加工場，希望透過制度、管理與教育，能讓初級加工場具有

跟大廠一樣的品質。 
 
永續經營須看競爭力 一條鞭式輔導網路支持 
為了達成這個目標，最重要的是教育。如果農民或農民團體要設立初級加工

場，必須通過農委會農糧署（簡稱農糧署）委辦如食品工業研究所加工技術及

食品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40 小時以上，取得各科目所定及格證書，才有申請的資

格。 
 
其次是用好的原料，一定要以有機驗證或產銷履歷為主。大廠買原料都是經過

檢驗篩選，因為可能來自四面八方，勢必哪邊便宜往哪邊收，選擇價格有競爭

力的原料；小農沒有這個能力，更要選擇好的且國家標準驗證過的原料，對民

眾相對安全較無風險，即使原料價格上沒那麼有競爭力，卻也是保護自己的方

式，所以從原料開始就要更好、更安全的原料。 
 
再來是更安全的製程。一般的食品加工廠原則上只要符合食安，什麼都可以生

產，初級加工場不行，目前限定 4 種。這 4 種很多人本來就在做，但既然要取

得食藥署同意，一定要從最安全的開始，例如做果醬，目前並不允許，是怕食

藥署與一般食品工廠反彈，不過未來勢必會逐步開放。 
 
接下來就是透過輔導的力量。中央單位由農委會科技處提供許多輔導計畫，主

要由農業科技研究院（簡稱農科院）承接，成立農產加工整合服務中心，並執

行 3 個重要政策。一是盤點各地的初級加工場與打樣中心資訊，讓農民能就近

取得資源；二是讓農民享有一條鞭的服務，設立初級加工場或法規問題都可以

協助；三是提供行銷資源，包括協助製作公版包裝，甚至協助做完包裝包材，

同時輔導需要媒合通路的農民。農民最受益的是包裝，因為服務中心的公版包

裝，設計是國家出錢幫忙加值，申請使用將部分免費，超過定量再做收費動

作；在協助媒合通路同時，也辦理多個展售會活動，讓合法申請通過的初級加

工場參加。 
農科院的政策使命是促成更多家初級加工場的成立，同時讓農民產品賣得更

好，為此農科院第一步先成立農產加工整合服務中心（簡稱整合中心），提供農

民一站式諮詢服務，一條龍輔導措施包括整合諮詢、打樣輔導、試量產、公版

包裝服務等，以提高地方農作物價值。整合中心沒有專門的技術人員，是專門

派案的單位，等於一個 operator（總機），除了收集農民的問題，也在法規釋疑

上提出協助，最主要的工作是媒合與提供一條鞭的協助，就農民所提問題的需

求建議適合技術的單位，在此同時，更大的政策使命是整合所有人的績效以及

輔導上市通路部分。 
 



整合中心在技術層面上，透過搭配學校與農場試所單位，目前已有 16 家成員，

再以學校為核心整合出北、中、南、東 4 個區域聯盟。如中興大學與農業試驗

所、苗栗區農業改良場、茶業改良場和臺中區農業改良場共同成立中區聯盟，

透過區域性的協調，提供更適切的服務。 
 
區域聯盟或整合中心均屬於虛擬的編制，區域聯盟的重點在於滾動式的學習，

補足彼此資源上的差異，不似學校是一個實體，但能實現截長補短的好處，透

過每個單位的專長，當自己能力不足或案件太多，可請求對方協助，且地區就

近，整合方面較容易做協調，能定時開會進行動態修正，其次是基於對彼此的

熟悉度互相介紹，如：火龍果的問題可請教臺中場，遇到菇菌的問題就找農試

所，紅棗問題可以詢問苗栗場。 
 
區域聯盟是一個滾動機制，會定時做資源教育平臺，有聯合授課。許多農改場

開的課程，個別能教的農民可能不多，若聯盟內 5 個單位互相上課與支援，有

效運用這些行政資源，並非由誰負責主導，而是通力合作，就過程遇到的問題

討論再做解釋。 
 
競爭都在商業場上 企業化思維才能錢滾錢 
個人實務輔導上，常常遇到兩個問題，一是法規問題，農民都會問「我們到底

可不可以做？」法規問題多涉及農民本身專業知識、包裝法規了解上的相對薄

弱。一個食品完整包裝必須有營養標示、商品結構、宣告過敏原等，大部分沒

做食品的人通常都不懂。輔導過程中也發現，農民雖然上過食品法規的課程，

可是沒真的被罰過，講 100 遍也沒用，因此經常在擔任審核或評估時，看到農

民產品不合乎包裝規定。 
 
其次是農民對生產設備的採購，以及量產的規畫上較缺乏概念。農民有生產技

術，清楚知道 1 分地可以種出多少稻米，但加工場產能要多大，需要什麼生產

設備與製程，除了原料是自己的，過程中是要直接賣原料，還是做成加工品，

又有多少要做成加工品？如：今年芒果特別貴，根本沒有量，生吃都不夠了，

不可能再做加工，但萬一碰到盛產，生產規模又太小，的確會讓農民感到困

惑。 
 
回到初級加工場的設計，其實是鼓勵一部分做出自己品牌，更大量或更有效地

讓他的農產品轉移到更高價的地方，一部分可做為中大企業末端原料的前處理

場。例如加工場做成果乾後，交由更下游的大型工廠再加工成更精緻的產品。

這是一種獲利模式，而且量可能更多。最主要的思考邏輯，在於如何讓初級加

工場的業者賺到錢。 
 



只是任何商業行為會不會賺錢？永遠沒有解方；就像如果投資股票一定賺，那

誰在賠？因此還是回到農民本身，必須自己不斷滾動式學習，扭轉用勞力獲取

利潤的習慣，學習生意人的思考模式，並體認到做任何改變就是一種冒險，國

家提供的是一個機會，讓農民更合理地評估產品和通路適不適合。 
 
綜合以上，國家一直說要攻擊型的農業，要先定位什麼東西具有攻擊力，具有

攻擊力的農業，本身要回到品種權，或是有特殊的加工技術。農產加工就是利

用科技包裝，做出不一樣的東西來，而加工當然希望原料好，有特色之後更加

強化，通過產製程安全的方法達成一定的規模。 
 
初級加工場成立以後，如何讓農業產銷問題獲得解決，目前還在逐漸發酵中。

我看到很多人逐步努力，特別是現在很多農民從科技業轉換跑道，或是以年輕

人身分投入，這些人本來就願意轉型，相對好教育。有些初級加工場已經做得

很好，如花蓮曾吉生經營的「淺草堂有機農產加工室」，是比較指標性的案件；

屏東經營牛蒡產業的「大力蔘農產加工場」也有不錯的產業規模。 
 
農產初級加工場的政策走了這麼久，終於走到專法，在臺灣其實是萌芽期，如

何努力縮短萌芽期，擴大成長期，唯有穩定行銷和穩定媒合，才能讓這制度可

長可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