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臨課題 推動策略

 過去農業資源多投入於生產端，
忽略到貨品質的重要性

 消費者對農產品安全與到貨品
質的要求，日益增加

 到貨品質不穩定，不利於開拓
國外高端消費市場

 因應極端天氣影響，農產品產
銷調節須更具彈性，以利穩定
供應

 個別農民經營規模小，僅關注
生產品質，對於後端到貨品質
無法全程掌握

接軌國際，提升外銷實力

建置旗艦型冷鏈物流中心

衛星體系 發揮產銷調節

建置區域冷鏈物流中心

降低耗損 提升儲架壽命

升級批發市場冷鏈

增加產銷調節彈性

產地端農民團體/農企業建置冷鏈
設備，教育訓練鼓勵業者參與









--打造全國農產品冷鏈物流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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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行政院大力支持，投入金額

由126億大幅增加至140億

● 全國北中南東農民團體及農企

業超過500處同步串聯，展現

效率，確保全程冷鏈不斷鏈

● 農漁畜產品升級保鮮，翻轉產

業結構

● 維持供貨穩定，提升食品安全

翻轉農業
農漁畜同步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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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糧產業

●建置旗艦物流中心及區域物流中心
• 提升區域處理量能，促進產銷
調節並拓展新通路

• 與私部門業者合作，帶動民間
投資

●升級批發市場
• 穩定市場交易品質
• 延長儲架壽命50%

●改善農民團體及農企業設施設備
• 提升產品鮮度，減少損耗10%
• 提升處理量能10萬公噸，減緩
盛產期量多價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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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產業

●升級國內畜產肉品冷鏈體系並

建立畜禽冷鏈物流基礎設施，

肉品品質及衛生安全提升，亦

可延長肉品運銷及保存期限

●透過強化肉品、蛋品及乳品冷

藏冷凍儲藏設施設備，提升家

畜禽冷鏈儲藏1萬公噸，及輔導

屠宰場通過畜禽屠宰場肉品衛

生安全管制系統(屠宰場HACCP

系統)，提升覆蓋率至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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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負出口外銷與產銷調節任務，
減少2%水產品之市場流通
• 加工量6,500公噸。
• 凍存量9,000公噸。

區域物流
中心

批發市場

改善魚市場衛生，提升水產品品
質增加競爭力
• 凍存量3,000公噸。
• 符合衛生標準用冰4,000公噸。

產業團
體冷凍
設施(備)

提升製冰凍儲調節能力，延長供
貨期
• 凍存量11,000公噸。
• 符合衛生標準用冰9,600公噸

產業團體
加工設施
(備)

提高旺季加工或契作量能，舒緩
水產品集中上市之問題
• 加工量5,500公噸。

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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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開拓外銷

●鼓勵貿易業者擴大外銷，積極辦
理海外行銷活動提升臺灣農產品
知名度，農產品外銷金額逐年成
長

●持續推動分散市場，農產品輸中
金額占比逐年減少

●成功開拓新市場，冷凍鳳梨釋迦
外銷泰國、日本、香港；冷凍石
斑魚外銷馬來西亞、以色列、加
拿大、澳洲；蜜棗外銷阿拉伯、
英國；文心蘭切花外銷紐西蘭；
生鮮豬肉外銷菲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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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光後三十推動重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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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智能物流及數位
理集貨配送系，提升
工作效率

●預計每日處理量能可
達150-200噸，每月
蔬果轉運量可達
6,000公噸

●每年減少載運趟次
2,920趟，減碳416
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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