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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銷履歷葡萄行銷通路之研究 

陳世芳、高德錚 

摘要 

本研究訪問調查 79 戶通過驗證之葡萄產銷班班員及 14 位通路業採購

人員，得知設施葡萄農戶產銷履歷驗證前後之銷售通路都以地方販運商佔

多數，直銷、販運商、共同運銷 97 年驗證後之價格高於 96 年驗證前。葡

萄夏果驗證前後之銷售通路都以直銷為主，驗證後價格在直銷、地方販運

商、青果社共同運銷、農會共同運銷、超市量販店也都提高，葡萄農認為

產銷履歷只有對直銷價格有影響，其他各項通路價格增減則未有明顯且直

接之影響。不論通路業者或生產者都認為，要加強產銷履歷水果競爭力必

須拓展產銷履歷銷售通路，因此建議政府除了持續補助驗證費用外，應將

產銷履歷與吉園圃產品均編列經費併行推廣，農民則需善用農產品安全追

溯資訊網之知識平台，推廣給消費者，並結合已驗證之鄰近班員，形成穩

定供貨單位，運用產品品牌、生產知識與故事行銷方式，透過採購人員傳

遞給消費者。 
 

關鍵字：產銷履歷、行銷通路、葡萄 

前言 

為提昇農業生產者產品安全與產品責任之觀念於農業經營，並順應國

際食品安全認驗證之時代趨勢，近年來政府積極推動農產品產銷履歷制

度，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理法已於 96 年 1 月 29 日公佈，產銷履歷使消費

者與生產者間資訊流通加速，期望在行銷上可促進生產者與消費者的互

信，維護與創造品牌價值，形成產品的市場區隔，因此，行銷通路是否可

達成安全農業年所宣示，普及產銷履歷產品通路，讓消費者在量販店、連

鎖超市及團膳等通路均能買得到或享受到優質、安全之產銷履歷農產品的

施政目標，有必要加以研究產銷履歷農產品行銷通路之銷售情形，及通路

業者的要求，提供產業界及輔導單位決策之參考。本研究的主要目的： 
(一) 瞭解台中地區水果產業產銷履歷驗證之現況。 
(二) 瞭解通路業者對產銷履歷水果之銷售情形。 
(三) 分析與比較已驗證葡萄農戶產銷履歷驗證前後之行銷通路、銷售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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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與歩驟 

一、 次級資料蒐集與文獻研讀：蒐集產銷履歷近年來辦理情形之次級統計

及研究文獻，探討產銷履歷對農產品行銷之優點、缺點、好處與威脅，

及銷售時所需之輔助設施與面臨之銷售問題。 
二、 研究方法： 

1. 問卷設計調查：設計調查表內容針對通過驗證農場，其產銷履歷資

訊化與出貨作業之應用、履歷條碼之使用、內外銷通路、運銷成本、

銷售價格，並比較有無產銷履歷產品在行銷的差異。 
2. 調查對象：台中地區參與產銷履歷之葡萄生產者，與銷售產銷履歷

農產品之通路業者。 
三、 調查方式：利用問卷調查表訪問葡萄農家 79 戶及通路業者 14 家。  
四、 研擬建議措施：依據分析結果提出產銷履歷葡萄行銷之建議。 
 

結果與討論 

一、 產銷履歷現況 
近年來國際間相繼發生禽流感、狂牛病等疫病，國內亦發生

多起農產品農藥殘留過量、高麗菜毒死鴨子等食品安全事件，每

一事件被媒體報導後，就造成生產者、流通業者與消費者的不安

與恐慌，由於農產品產銷過程處於開放之環境，易受到生物性、物理性、

化學性有害要因危害，為將引發危害之風險性有效排除並降至最低程度，

農委會自 92 年蒐集日本、歐盟等國家實施生產履歷制度相關資料，規劃推

動我國農產品產銷履歷制度，93 年起開啟產銷履歷三年示範性計畫，95 年

農委會將農產品產銷履歷制度與農產品驗證標章等相關安全農業措施納入

新農業運動，96 年公布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理法及相關法規，進入驗證推

廣期，97 年則邁入擴大量產行銷供貨上市之新階段。 
原農委會在安全農業年規劃，配合 97 年產銷履歷農、漁、畜產品供應

量以總產量 1 成為目標，將建置產銷履歷農產品行銷通路，穩定貨源供應

相關賣場，並擴大推廣相關部會團膳體系（如學童營養午餐、國軍副食等）、

民間團體組織購買產銷履歷農產品，由於在導入過程遭遇到農民高齡化，

填寫紀錄簿與學習操作電腦，需要投入較多的時間，改變原有的生產管理

習慣，去遵守新的安全農業環境及可追溯安全農產品產銷管理系統，期待

產品有明顯價差，以及多數農民抱持觀望態度等困難，依據農委會 97 年 6
月 9 日「推動農產品產銷履歷制度及 CAS 吉園圃生鮮蔬果標章制度專案報

告會議」及農糧署 97 年 6 月 13 日「97 年度水果產業結構調整計畫執行會

議」之決定事項，為兼顧生產安全果品及避免資源重疊、浪費之考量，決

定恢復推動吉園圃業務，對於符合「外銷國家有要求」、「通路有保障，且 



產銷履歷葡萄行銷通路之研究  319 

 

售價能反映驗證成本」或「有食品安全風險疑慮」，始納入繼續推動，並選 
擇適當產品推動產銷履歷。 

台中地區是果樹重要生產地區之一，根據農業統計年報顯示，台中地

區果樹種植面積 57251 公頃，占全國果品面積約 26.4%，主要種植果樹包括

梨、葡萄、柑橘、枇杷、甜柿、番石榴…等，96、97 年在農糧署水果產業

結構調整計畫之輔導與支持下，全額補助農業產銷班或農民團體產銷履歷

集團驗證之驗證費、檢驗費，及補助購置電腦或列印標籤條碼機一半之費

用。自 96 年起至 97 年 12 月底止，台中地區已有 85 個果樹產銷班參與果

樹類產銷履歷驗證，驗證品項主要為葡萄、梨、番石榴、鳳梨、荔枝、枇

杷、木瓜、柑橘類，葡萄驗證之班數最多有 38 班，驗證班員數 190 人，驗

證面積 168.93 公頃，其中以彰化縣參與班數較多有 20 班 78 人，其次為台

中縣 10 班 75 人，及南投縣 8 班 37 人。梨驗證之班數次多有 25 班 204 人

參加，驗證面積 357.85 公頃，其中以台中縣最多有 23 班 199 人，彰化縣有

2 班 5 人。番石榴均為彰化縣有 7 班 15 人，驗證面積 10.52 公頃。鳳梨驗

證班數有 3 班 24 人，荔枝驗證之班數有 4 班 30 人，枇杷驗證之班數有 4
班 25 人，其他尚有木瓜、柑橘類柳橙各 1 班（表一）。 

表一、97 年台中地區產銷履歷驗證果樹產銷班統計表 
地區別 驗證品項 參與班數(班) 驗證人數(人) 驗證面積(公頃) 

台中縣 
霧峰鄉 
新社鄉 
石岡鄉 
太平市 
東勢鎮 
豐原市 
大里市 
后里鄉 
和平鄉 

彰化縣 
竹塘鄉 
溪州鄉 

梨 23 
1 
2 
2 
1 
8 
1 
1 
2 
5 

2 
1 
1 

199 
4
5

18
9

63
2
7

40
51

5 
2
3

 
 
 
 
 
 
 
 
 
 
 
 

 

348.25 
   4.0
   3.6

11.2
  21.0

120.2
   2.0
  13.5

  41.46
 131.29

9.6  
3.0
6.6

 
 
 
 
 
 
 
 
 
 
 
 

 

小計  25 204 357.85 
南投縣 鳳梨 3 16 14.3 
名間鄉  2 5 4.3 
南投市  1 11 10 
彰化縣  1 8 1.33 
芬園鄉  2 8 1.33 



320  農業推廣經營專輯 

 

表一、97 年台中地區產銷履歷驗證果樹產銷班統計表(續) 
地區別 驗證品項 參與班數(班) 驗證人數(人) 驗證面積(公頃) 
台中縣 
新社鄉 
外埔鄉 
石岡鄉 
東勢鎮 

南投縣 
信義鄉 
國姓鄉 
埔里鎮 
水里鄉 

彰化縣 
大村鄉 
埔心鄉 
永靖鄉 
員林鎮 
二林鎮 
溪湖鎮 

葡萄 10 
6
1
1
2

8 
3
1
2
2

20 
9
3
1
1
2
4

 
 
 
 
 
 
 
 
 
 
 
 
 
 
 
 

 

75 
54
8
3

10
37 

10
 3
11
13

78 
30
 6
 3
 5
10
24

 
 
 
 
 
 
 
 
 
 
 
 
 
 
 
 

 

60.88 
36.48
10.20

1.20
13.0

35.33 
4.4
2.0
6.5

22.43
72.72 

32.82
 3.85
 5.00
 2.62
 7.90
20.53

 
 
 
 
 
 
 
 
 
 
 
 
 
 
 
 

 
小計  38 190 168.93 
彰化縣 
田中鎮 
社頭鄉 
溪州鄉 
埔心鄉 

番石榴 7 
1
3
2
1

 
 
 
 

 

15 
2
7
4
2

 
 
 
 

 

10.52 
1.70
4.30
3.50
1.02

 
 
 
 

 
台中縣 
大里市 
霧峰鄉 
南投縣 
草屯鎮 

彰化縣 
芬園鄉 

小計 

荔枝 3 
2
1

1 
1

1 
1

5 

 
 
 
 
 
 
 
 

25 
8

17
2 

2
3 

3
30 

 
 
 
 
 
 
 
 

52.5 
14.43
39.70

4.6 
4.60

1.2 
1.20

58.3 

 
 
 
 
 
 
 
 

台中縣 
太平市 
新社鄉 

枇杷 4 
1
3

 
 

 

25 
5

20

 
 

 

18.87 
 2.50
16.37

 
 

 
國姓鄉 
中寮鄉 

木瓜 
柑橘類 

1 
1 

10 
27 

4.5 
43 

合  計  85 525 6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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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銷履歷葡萄行銷通路分析 

本研究為瞭解台中地區果樹產銷班在產銷履歷驗證前後之行銷通路、

銷售價格是否有變化，本年度以中部地區已通過產銷履歷驗證品項、人數

較多之梨、葡萄進行調查分析，葡萄部份計調查 79 戶栽培巨峰葡萄產銷班

班員 96 年驗證前設施葡萄、夏果，及 97 年設施葡萄、夏果，樣本數為新

社鄉 35 戶，大村鄉 24 戶，溪湖鎮 10 戶，埔心鄉 3 戶，員林鎮 3 戶、國姓

鄉 3 戶，信義鄉 1 戶（表二）。 

表二、產銷履歷驗證葡萄調查樣本分佈 
地區別 戶數  

新社鄉 35   
大村鄉 24   
溪湖鎮 10   
員林鎮  3   
埔心鄉  3   
國姓鄉  3   
信義鄉  1   

合  計 79   

 
受訪者之葡萄栽培年數以 20 年以上最多佔 31.65%，其次是 1-5 年佔

27.85%，6-10 年佔 15.19%，16-20 年佔 13.92%，11-15 年佔 11.39%（表三），

多數是對葡萄栽培經驗豐富之農民，由於產銷履歷驗證制度自 96 年開始啟

動由驗證機構受理驗證，其中尚需先完成生產紀錄、產銷履歷資訊系統建

檔，水質、土壤、產品檢驗等過程，有 61.7%的受訪者是在 97 年夏果採收

前完成產銷履歷驗證，有 38.3%是在 96 年冬果採收後完成。 

表三、產銷履歷驗證葡萄農戶葡萄栽培年數 
栽培年數 次數 百分比(%) 
1-5 年 22 27.85  
6-10 年 12 15.19  

11-15 年  9 11.39  
16-20 年 11 13.92  

20 年以上 25 3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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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設施栽培巨峰葡萄調查戶主要在溪湖鎮，產期為四月下旬至六月

上旬，比較設施栽培葡萄驗證前後之行銷通路（表四、五），驗證前後之銷

售通路都以地方販運商佔多數，96 年驗驗前佔 77.8%，97 年驗證後佔

77.1%，平均價格 96 年驗證前 90.9 元/kg，97 年驗證後 104.11 元/kg，價格

略增 14.53%。直銷部分 96 年驗證前佔 21.6%，97 年驗證後佔 22.3%，平均

價格 96 年驗證前 95.1 元/kg，扣除運費後 94.54 元/kg，97 年驗證後 104.87
元/kg，扣除運費後 101.59 元/kg，價格增加 7.46%。農會共同運銷佔 0.6%，

平均價格 96 年驗證前 200 元/kg，扣除運費、手續費後 175.05 元/kg，97 年

驗證後 230 元/kg，扣除運費、手續費後 205.05 元/kg，價格增加 17.14%。 
受訪者表示設施葡萄因產期提早，價格原已高於夏果，驗證後產銷履

歷標章只有張貼於直銷小包裝紙箱，有增加部分顧客是在農產品安全追溯

資訊網查詢生產紀錄後電話訂貨，而原已熟悉之顧客，則會告知今年物價

上漲、運費調漲，及通過產銷履歷驗證品質提高成本增加等為訴求，提高

直銷價格，大約每小箱提高 50 元左右。而販運商、共同運銷方面，並非因

產銷履歷驗證提高價格，97 年價格高於 96 年是因 97 年初寒害產量減少。 

表四、96 年產銷履歷驗證前設施栽培葡萄銷售方式與銷售價格 
單位：元/公斤 

銷售通路 銷售比例 平均價格 運費 手續費 農民實得價格

地方販運商 77.8  90.9  0 0 90.90  

農會共同運銷 0.6  200.0  10 14.95 175.05  

直銷 21.6  95.1  0.56 0 94.54  

 
表五、97 年產銷履歷驗證後設施栽培葡萄銷售方式與銷售價格 

單位：元/公斤 

銷售通路 銷售比例 平均價格 運費 手續費 農民實得價格

地方販運商 77.1  104.11  0 0  104.11  

農會共同運銷 0.6  230.00  10 14.95  205.05  

直銷 22.3  104.87  3.28 0  101.59  

 
比較夏果驗證前後之行銷通路（表六、七），驗證前後之銷售通路都以

直銷為主，96 年驗證前佔 60.7%，97 年驗證後佔 65.7%，96 年驗證前平均

價格 110.83 元/kg，扣除運費後 100.06 元/kg，97 年驗證後平均價格 119.95
元/kg，扣除運費後 108.38 元/kg，價格略增 8.32%。其次是地方販運商，96
年驗證前佔 18.5%，97 年驗證後佔 19.7%，96 年驗證前平均價格 51.24 元

/kg，97 年驗證後 56.06 元/kg，價格增加 9.41%，在銷售通路所佔之比例，

97 年驗證後有增加的是地方販運商、超市、量販店、外銷，銷售比例減少

的是行口商、青果社共同運銷、農會共同運銷、其他如觀光採果與零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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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年驗證後農民實得價格增加的通路，反映在地方販運商提高 9.41%，

青果社共同運銷提高 55.66%，農會共同運銷提高 6.24%，超市量販店提高

20.26%，直銷提高 8.32%，農民實得價格減少的是行口商由 96 年驗證前

41.29 元/kg，減少為 97 年驗證後 38.55 元/kg，外銷由 96 年驗證前 96.76 元

/kg，減少為驗證後 94.64 元/kg，其他如觀光採果、零售由 96 年驗證前 90.73
元/kg，減少為驗證後 62.06 元/kg。受訪者同樣認為驗證後產銷履歷標章只

有張貼於直銷小包裝紙箱，有部分顧客是在農產品安全追溯資訊網查詢生

產紀錄後電話訂貨，而原已熟悉之顧客，則會告知今年物價上漲、運費調

漲，及通過產銷履歷驗證品質提高成本增加等為訴求，提高直銷價格，個

別受訪者中有 25%是因產銷履歷驗證而提高直銷價格，有 75%直銷價格沒

有改變。其他通路並非受產銷履歷驗證影響價格。 

表六、96 年產銷履歷驗證前葡萄夏果銷售方式與銷售價格 
單位：元/公斤 

銷售通路 銷售比例 平均價格 運費 手續費 農民實得價格

地方販運商 18.5  51.24 0 0  51.24

行口商  9.2  49.82 3.55 4.98  41.29

青果社共同運銷  1.7  44.10 4.66 3.47  35.97

農會共同運銷  1.6  75.71 2.0 4.24  68.37

超市、量販店  4.2  101.80 9.5 0  92.30

直銷 60.7  110.83 10.77 0  100.06

外銷  1.0  96.76 0 0  96.76

其他  3.1  90.73 0 0  90.73

 
表七、97 年產銷履歷驗證後葡萄夏果銷售方式與銷售價格 

單位：元/公斤 

銷售通路 銷售比例 平均價格 運費 手續費 農民實得價格

地方販運商 19.70  56.06 0 0  56.06

行口商  8.00  48.19 4.82 4.82  38.55

青果社同運銷  0.95  61.10 1.92 3.19  55.99

農會共同運銷  1.50  67.84 2.1 3.73  62.01

超市、量販店 0.65  111.00 0 0  111.00

直銷 65.70  119.95 11.57 0  108.38

外銷  1.20  94.64 0 0  94.64

其他  2.50  62.06 11.57 0  5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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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銷履歷水果行銷通路及通路業者接受度分析 
本研究除了瞭解驗證農民生產端之行銷通路外，另一方面也瞭解通路

端業者對產銷履歷產品之採購情形，由於農委會在安全農業年曾規劃以超

市、量販店、有機量販店、直銷等為產銷履歷產品之主要通路，並研訂「設

置農產品產銷履歷查詢機及流通資訊系統補助原則」，在家樂福、惠康超

市、裕毛屋、松青超市、台畜、愛買吉安及台糖等賣場，裝設了 100 台查

詢機。因此從近二年曾採購產銷履歷農產品經驗之通路業者中，訪問負責

水果蔬菜採購人員，包括台北市松青超市、SOGO 百貨商田超市、新竹市

柑仔店、台中市興農與裕毛屋超市，家樂福、愛買吉安、台糖、大潤發等

量販店，台北市有機緣地、台中市同留合屋有機專賣店、台北農產運銷公

司、宜蘭縣農會供銷部，摩斯漢堡食材供應商羅吉斯克公司等 14 家（表八）。 

表八、產銷履歷銷售通路業者受訪樣本分佈 
行業別 地區別 家數 

超級市場 
台北市 2 
新竹市 1 
台中市 2 

量販店 台北市 4 

有機專賣店 
台北市 1 
台中市 1 

農會超市 宜蘭縣 1 
台北農產公司 台北市 1 
其他 雲林縣 1 
 

受訪者採購採購產銷履歷水果蔬菜之經驗中，有 1 位已有採購 4 年、

有 2 位已有採購 3 年之經驗，也就是在產銷履歷示範時期即有採購，有 8
位己採購 2 年，有 3 位採購 1 年之經驗（表九）。 

表九、通路業者採購產銷履歷水果蔬菜之經驗 
項目 次數 百分比(%) 
已採購 1 年 3 21.4  
已採購 2 年 8 57.1  
已採購 3 年 2 14.3  
已採購 4 年 1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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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之採購人員表示採購產銷履歷產品項目主要為米、蔬菜、水產品、

畜產品，水果類只有季節性主題促銷活動時才採購，採購之水果品項有芒

果、柳橙、木瓜、鳳梨、荔枝、桶柑、香蕉、番石榴、檸檬等。受訪業者

銷售產銷履歷水果蔬菜佔其水果蔬菜總銷售量之情況，96 年有 6 家均無銷

售佔受訪樣本 42.9%，有 5 家產銷履歷水果蔬菜佔該通路水果蔬菜總銷售量

5%以下，有 1 家為新竹市柑仔店超市產銷履歷水果蔬菜佔該通路水果蔬菜

總銷售量 11-20%，有 1 家為有機緣地有機專賣店產銷履歷水果蔬菜佔該通

路水果蔬菜總銷售量 21-40%，有 1 家為摩斯漢堡食材供應商羅吉斯克公司

產銷履歷水果蔬菜佔該通路水果蔬菜總銷售量 50%以上。97 年有 9 家銷售

量佔 5%以下，有 2 家銷售量佔 5-10%，柑仔店超市銷售量佔 11-20%，有機

緣地有機專賣店銷售量佔 21-40%、羅吉斯克公司佔 50%以上（表十）。97
年採購數量及品項有較 96 年增加之趨勢。 

表十、通路業者採購產銷履歷水果蔬菜佔總銷售量比例 

項目 
次數 百分比(%) 

96 年 97 年 96 年 97 年 
無銷售量 6 0 42.9   0.0
5%以下 5 9 35.7  64.3
5-10% 0 2  0.0  14.3
11-20% 1 1  7.1   7.1
21-40% 1 1  7.1  7.1
50%以上 1 1  7.1   7.1
 

受訪業者銷售產銷履歷水果蔬菜佔該通路水果蔬菜總銷售值之情況，

96 年有 6 家均無銷售，銷售值 50 萬元以下有 4 家，51-100 萬有 1 家即大潤

發量販店，201-500 萬元有 1 家為有機緣地專賣店，501-800 萬元有 2 家為

柑仔店超市、羅吉斯克公司。97 年銷售值 50 萬元以下有 4 家，51-100 萬元

有 3 家，201-500 萬元有 2 家為愛買、家樂福量販店，501-800 萬元有 2 家

為柑仔店、松青超市，801-1000 萬元有 1 家為有機緣地專賣店，1000 萬元

以上有 2 家為大潤發量販店、羅吉斯克公司（表十一）。97 年產銷履歷水果

蔬菜銷售值已較 96 年增加，但佔每家銷售值甚少，銷售品項及銷售量仍有

待提昇，尤其是連鎖超市、量販店，藉著全省據點多之優點，加強產品在

市場之能見度，而業者也認為購買產銷履歷水果蔬菜的消費者以中北部都

會區、高所得、注重食品安全與健康的族群為主，鄉村地區的消費者接受

度及認知不足。在受訪之通路中以有機專賣店銷售量較穩定，量販店如大

潤發、松青超市、愛買、家樂福也在逐漸增加中，超市、量販店在採購決

策上，則是視公司促銷活動或配合縣市政府或農會行銷計畫，採購有季節

性之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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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通路業者採購產銷履歷水果蔬菜銷售值 

項目 
次數 百分比(%) 

96 年 97 年 96 年 97 年 
無銷售值 6 0 42.9   0.0  
50 萬元以下 4 4 28.6  28.6  
51-100 萬元 1 3 7.1  21.4  
201-500 萬元 1 2 7.1  14.3  
501-800 萬元 2 2 14.3  14.3  
801-1000 萬元 0 1 0.0   7.1  
1000 萬元以上 0 2 0.0  14.3  

 
通路業者銷售產銷履歷水果較非產銷履歷水果是否有價差？受訪者有

2 家認為價差在 5%以下是消費者可以接受範圍，有 6 家認為價差 11-20%，

有 1 家認為可達 21-50%，但必須是高單價的果品，有 5 家認為價格不會有

差異，如有機專賣店之有機水果價格已較非有機水果高，沒有再提高價格

之空間，另外松青超市、愛買量販店認為目前經濟不景氣消費力降低之影

響，使消費者不願付較高價格購買產銷履歷水果（表十二）。 

表十二、通路業者銷售產銷履歷水果較非產銷履歷水果之價差 
項目 次數 百分比(%) 

價差 5%以下 2 14.3  

價差 5-10% 0  0.0  

價差 11-20% 6 42.9  

價差 21-50% 1  7.1  

價格無差異 5 35.7  

 
通路業者主要採購產銷履歷水果蔬菜來源（表十三），與一般水果蔬

菜作業方式相同，有 71.4%是直接向農業產銷班採購如超市多數蔬菜是由產

銷班自行分級包裝，直接送貨到指定門市，買賣雙方並無訂供應契約，價

格依市價調整議價。有 64.3%的業者是向農業合作社或合作農場採購，合作

社場因社員種植水果蔬菜種類多樣，又有集貨分級包裝配送能力，可節省

超市、量販店運送與人工作業成本。有 42.9%是直接向多年供貨穩定的農民

採購，有 28.6%是向農會採購，及 28.6%為其他如批發零售商，只有 7.1%
是從果菜批發市場採購（表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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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三、通路業者產銷履歷水果蔬菜主要採購來源(複選) 
項目 次數 百分比(%) 
農業合作社場 9  64.3  
果菜批發市場 1  7.1  
農民 6  42.9  
農業產銷班 10  71.4  
農會 4  28.6  
其他 4  28.6  
 
表十四、通路業者產銷履歷水果採購作業方式 
單位 採購來源 供應契約 集貨配送方式 

裕毛屋超市 果菜批發市場 無 
由總公司採購後由配

送車送交各分店，再

由各店分裝或截切 

宜蘭縣農會 農會 無 
下訂單後委託貨運分

批送達 

台北農產運銷

公司 
農會 

有訂供應數量、價

格、規格、供應期

間 

由農會送貨至供應中

心再由台北農產運銷

公司配送超市或大消

費戶 
SOGO 百貨超

市(商田公司) 
未曾採購產銷

履歷水果 
無 無 

柑仔店超市 
農業合作社場 
農民 
產銷班 

無 

由供應單位直接送至

各分店，或是由供應

單位送至單店再由公

司配送各店 

松青超市 
農業合作社場

農民 
農會 

有訂供貨日期品質

規格價格 
(依市價議定) 

由供應單位自產地運

送至中青物流，委託

中青物流配送各店 

台糖量販店 
合作農場 
產銷班 
香蕉研究所 

有訂供貨日期、 
品質規格 

1. 由供應單位自產地

送交合作農場集

貨，運至總店再配

送各分店 
2. 由供應單位直接送

至各分店 

大潤發量販店 

農業合作社場 
農民 
產銷班 

有訂供貨日期、 
品質規格 

由供應單位自產地集

貨分級包裝運送總

店，再配送各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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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四、通路業者產銷履歷水果採購作業方式(續) 

 
綜合通路業者、葡萄農對產銷履歷水果現有優點、缺點、好處、威脅

及如何加強競爭力之意見（表十五），在優點方面，通路業者認為其順位為

（1）通路業者對安全農產品逐漸重視（2）資訊公開消費者查得到產品來

源（3）政府有計畫支持與輔導（4）第三者驗證品質具公信力（5）其他；

葡萄農認為其順位為（1）資訊公開消費者查得到產品來源（2）通路業者

對安全農產品逐漸重視（3）第三者驗證品質具公信力（4）政府有計畫支

持與輔導（5）其他。 
在缺點方面通路業者認為其順位為（1）成本提高（2）增加經營者紙

本文件與資訊化操作時間（3）行銷通路沒改變；葡萄農認為其順位為（1）
增加經營者紙本文件與資訊化操作時間（2）成本提高（3）行銷通路沒改

變。 
在好處方面，通路業者認為其順位為（1）消費者對衛生安全要求高（2）

資訊公開可增加消費者直銷量（3）對外銷有幫助（4）比沒有產銷履歷產

品好銷售（5）其他；葡萄農認為其順位為（1）消費者對衛生安全要求高

（2）資訊公開可增加消費者直銷量（3）比沒有產銷履歷產品好銷售（4）
對外銷有幫助（5）其他。 

單位 採購來源 供應契約 集貨配送方式 

興農超市 
農業合作社場 
產銷班 

有訂交貨日期、品

質規格、欠品補救

措施、價格按季或

半年彈性調整 

由供應單位運送至興

農超市王田物流中心

經過理貨分裝後，配

送各分店 
同留合屋有機

專賣店 
批發商 無 批發商直接送貨到店

愛買量販店 
農業合作社場 
產銷班 

無 
供應單位直接送至下

訂之分店 

有機緣地有機

專賣店 
農民 
產銷班 

需提供驗證書、檢

驗報告，有訂供應

量、日期、價格固

定 

由供應單位自行宅配

到店 

羅吉斯克公司 
未曾採購產銷

履歷水果 
無 無 

家樂福量販店 
農業合作社 
產銷班 

無 
由供應單位運送至總

公司，經過理貨分裝

後，配送各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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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脅方面，通路業者認為其順位為（1）農民沒有計畫性生產貨源零

散需整合（2）農民使用農藥習慣不易改變（3）物價上漲影響消費者購買

能力（4）農藥殘留管理不易。葡萄農認為其順位為（1）物價上漲影響消

費者購買能力（2）農藥殘留管理不易（3）農民使用農藥習慣不易改變（4）
農民沒有計畫性生產貨源零散需整合。 

在如何加強競爭力方面，通路業者認為其順位為（1）拓展產銷履歷銷

售通路（2）教育訓練班員衛生安全觀念（3）繼續補助驗證費用（4）其他；

葡萄農認為其順位為（1）繼續補助驗證費用（2）拓展產銷履歷銷售通路

（3）教育訓練班員衛生安全觀念（4）其他。 

表十五、通路業者、葡萄農對產銷履歷水果意見分析表(複選) 

 項目 
通路業者

(%) 
葡萄農 

(%) 

優點 

第三者驗證品質具公信力 50.0  43.2  

資訊公開消費者查得到產品來源 74.6  53.1  

政府有計畫支持與輔導 50.0  30.9  

通路業者對安全農產品逐漸重視 78.6  51.9  

其他  7.1  18.5  

缺點 

增加經營者紙本文件與資訊化操作時間 57.1  69.1  

成本提高 85.7  46.9  

行銷通路沒改變 44.9  30.9  

其他  0.0   6.2  

好處 

消費者對衛生安全要求高 100.0  65.4  

資訊公開可增加消費者直銷量 50.0  54.3  

比沒有產銷履歷產品好銷售 14.3  33.3  

對外銷有幫助 50.0  12.3  

其他  7.1   9.9  

威脅 

農藥殘留管理不易 35.7  21.0  

農民使用農藥習慣不易改變 64.3  13.6  

農民沒有計畫性生產貨源零散需整合 78.6   7.4  

物價上漲影響消費者購買能力 57.1  44.4  

如何加

強競爭

力 

教育訓練班員衛生安全觀念 64.3  32.1  

拓展產銷履歷銷售通路 78.6  60.5  

繼續補助驗證費用 64.3  85.2  

其他 28.6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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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台中地區果樹產銷班有 85 班 525 個班員通過產銷履歷驗證，本研究訪

問調查 79 戶通過驗證之葡萄班員及 14 位通路業採購人員，研究結果得知： 
1. 設施葡萄農戶產銷履歷驗證前後之銷售通路都以地方販運商佔多數，驗

證後 TAP 標章使用量很少，因為標章需要自條碼機列印及付費購買，增

加出貨時間，只有張貼於直銷小包裝紙箱，直銷比例在驗證後只有微增

0.7%，97 年驗證後農民實得價格增加 7.46%。販運商、共同運銷之價格

97 年驗證後高於 96 年驗證前，但農民認為價格提高，是受到 97 年初寒

害產量減少，而不是直接受到產銷履歷驗證單一因素之影響。 
2. 葡萄夏果驗證前後之銷售通路都以直銷為主，驗證後 TAP 標章使用量很

少，因為標章需要自條碼機列印及付費購買，增加出貨時間，只有張貼

於直銷小包裝紙箱。驗證後直銷價格提高 8.32%，地方販運商、青果社共

同運銷、農會共同運銷、超市量販店也都提高，但行口、外銷則減少。

部份農民認為產銷履歷只有對直銷價格有影響，其他各項通路價格增減

則未有明顯且直接之影響。 
3. 通路業者採購產銷履歷水果蔬菜品項少，97 年佔各通路水果蔬菜總銷售

量 5%以下居多，銷售量以有機專賣店最多，銷售值 51-100 萬元有 1 家，

銷售值 1000 萬元以上有 2 家，調查各家通路 97 年銷售量、值均較 96 年

增加。業者認為購買產銷履歷水果蔬菜的消費者以中北部都會區、高所

得、注重食品安全與健康的族群為主，鄉村地區的消費者對其接受度及

認知不足。 
4. 通路業者認為產銷履歷水果最大的優點是通路業者對安全農產品逐漸重

視，最大的缺點是成本提高，最大的好處是消費者對衛生安全要求高，

最大的威脅是農民沒有計畫性生產貨源零散需整合，因此要加強競爭力

必須拓展產銷履歷銷售通路。葡萄農認為最大的優點是資訊公開消費者

查得到產品來源，最大的缺點是增加經營者紙本文件與資訊化操作時

間，最大的好處是消費者對衛生安全要求高，最大的威脅是物價上漲影

響消費者購買能力，因此要加強競爭力必須繼續補助驗證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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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1. 今年 6 月後農業施政方向調整，若符合「外銷國家有要求」、「通路有保

障，且售價能反映驗證成本」或「有食品安全風險疑慮」三要件之產品

始納入產銷履歷輔導，並恢復吉園圃業務，產銷履歷之行銷推廣活動已

跳脫安全農業年所規劃之目標，為了鼓勵產銷履歷驗證果農能繼續維持

安全農業之生產，並拓展銷售通路，形成市場區隔，建議政府除了持續

補助驗證費用外，應將產銷履歷與吉園圃產品均編列經費併行推廣。 
2. 葡萄導入產銷履歷後直銷方面，已有部分班員以通過驗證安全性增加為

訴求使直銷價格提高，可反映驗證成本。超市、量販店等通路業者認為

農民沒有計畫性生產貨源零散需整合，採購產銷履歷產品來源以有集貨

分級包裝配送能力之產銷班或合作社場為主，因此需結合已驗證之鄰近

班員，形成穩定供貨單位，運用產品品牌、生產知識與故事行銷方式，

透過採購人員傳遞給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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