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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有機農業認驗證與輔導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林銘洲技正
99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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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有機農業係遵守自然資源循環永續利用原
則，不允許使用合成化學物質，強調水土
資源保育與生態平衡之管理系統，並達到
生產自然安全農產品目標之農業。
有機農業具有生產、生活及生態之特性，
為三生一體之產業。
農委會推動「健康、效率、永續經營」的
全民農業。
行政院98年5月7日第3143次會議通過精緻
農業健康卓越方案。

精
緻
農
業

樂活農業

卓越農業

健康農業
CAS優良農產品有機農業

吉園圃 TAP產銷履歷

生物技術

觀賞魚 種苗 種畜禽

石斑魚蘭花

農業深
度遊

農業
精品

慢 活 森 林
漁 釣 鯨 賞
農 村 休 閒

台灣茗茶 農村美酒
經典好米 竹製精品
金鑽水產 優質畜產

三大主軸 實施策略
新技術

新經營模式
新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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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發展目標與策略

有機農業面積
倍增5000公頃

建構作物健康
管理模式

推動吉園圃及
產銷履歷

推動有機農業專區
，擴展群聚效益

加強有機農產品
推廣與認驗證管理

拓展有機農產
品行銷通路

輔導農友轉
營有機農業

總面積：35.1百萬公頃

參、國際有機農業發展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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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SÖ L, FiBL & IFOAM 2010

參、國際有機農業發展概況

8

 2008年有機市場規模達500.9億美元
 2008年較1999年成長235%

國際有機食品市場成長率

參、國際有機農業發展概況

www.organicmoni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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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國際有機農業發展概況
國際有機農業的發展趨勢

一、由單一、分散、自發的民間活動轉向全
球性的農業運動

二、由關心環保到關注環保和食品安全
三、由有機食品擴大到有機產品
四、有機食品驗證國際化
五、從事有機農業的農場數量逐漸擴增
六、由區域性佈局轉向全球性佈局
七、銷售管道多元化

一、迄99年11月16日，農委會已認證之有機農
產品驗證機構13家，其中12家有機農糧產
品(其中10家兼具有機農糧加工品)，1家
有機畜產品（如下表）。

二、通過有機農產品驗證機構驗證之有機農糧
產品驗證面積共3,704公頃，驗證合格農
戶1,602戶，包括水稻、蔬菜、果樹、茶
樹及其他作物；有機農糧加工品業者計有
171家。

肆、國內有機農業發展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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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農委會認證之有機驗證機構
機

構
名

稱
認

證
範

圍

慈心
有機
農業
發展
基金
會

國際
美育
自然
生態
基金
會

中
華
有
機
農
業
協
會

台灣
省有
機農
業生
產協
會

台灣
寶島
有機
農業
發展
協會

暐凱
國際
檢驗
科技
股份
有限
公司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國
立
中
興
大
學

中
央
畜
產
會

國際
品質
驗證
有限
公司

環
球
國
際
驗
證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中天
生物
科技
股份
有限
公司

中
華
綠
色
農
業
發
展
協
會

有機
農糧
產品

Ｖ Ｖ Ｖ Ｖ
Ｖ Ｖ Ｖ

Ｖ
Ｖ Ｖ Ｖ

Ｖ

有機
農糧
加工
品

Ｖ Ｖ Ｖ Ｖ Ｖ Ｖ Ｖ Ｖ Ｖ Ｖ

有機
畜產
品

Ｖ

附表一、歷年有機農業推動情形

單位：公頃

年度 水稻 蔬菜 果樹 茶樹
其他作

物
合計

85 62 26 67 5 - 160

90 493 171 159 56 19 898

95 704 378 207 71 348 1708

96 843 438 258 125 349 2013

97 949 518 296 140 453 2356

98 1085 913 289 169 504 2960

99/11/16 1262 1,305 405 187 545 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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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水稻 蔬菜 果樹 茶樹
其他作
物

合計

全國
合計

1248 1247 398 184 545 3622

桃園
縣

19 125 4 5 6 159

桃園縣有機農產品栽培面積表

資料截止日期：991025

附表二

伍、有機農產品認驗證制度
（一）認證VS驗證

認證機構：指中央主管機關或其審查合格之委託機
關、法人，具有執行本法所定認證工作資格者。

認證：指認證機構就具有執行本法所定驗證工作資
格者予以認可。（對能力之認可）

驗證機構：指經認證並領有認證文件之機構、學校
、法人或團體。

驗證：指證明特定農產品及其加工品之生產、加工
及分裝等過程，符合本法規定之程序。（對符合標
準之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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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

一、第5條第1項

 農產品、農產加工品在國內生產、加工、分裝

及流通等過程，符合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有機

規範，並經驗證者，始得以有機名義販賣。

二、第6條第1項

 進口農產品、農產加工品須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之國家或國際有機認證機構（組織）認證之

驗證機構驗證及中央主管機關之審查，始得以

有機名義販賣。

伍、有機農產品認驗證制度

有機農產品相關管理規定

有機農產品係屬強制驗證管理
「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驗證管理
辦法」，規範國產有機農產品、有機農產
加工品申請條件與程序、審查程序、驗證
基準、標示方式、標章使用等驗證管理機
制。

「進口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管理
辦法」，規範進口有機農產品、農產加工
品之申請條件、審查程序、標示方式及相
關管理之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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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產有機農產品認驗證體系

5.驗證合格

1.申請認證 2.認證

3.申請驗證 4.驗證

驗 證 機 構

農產品經營業者

產品得以「有機」名義販賣

農委會或其委託
機關(法人)

有機農產品驗證機
構認證作業要點

有機農產品及有機
農產加工品驗證管

理辦法

公告TAF為特
定評鑑機構

驗證

認證

外國生產者
或加工業者

國家、國際有機認
證機構（組織）

外國驗證機構

有機產品

合格

1.公告

農 委 會

進口業者

2.申請產
品審查

審查
合格

產品標示
「有機」

驗
證
證
明
文
件

上市販賣

進口有機產

品管理架構 (

蒐
集
資
料)

第一階段：公告同等性國家
或國際有機認證機構(組織)

第二階段：國內審查及標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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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公告有機同等性國家

產品範圍 國家名稱

有機農糧產品
及有機農糧加
工品

英國、法國、奧地利、丹麥、芬蘭
、荷蘭、德國、義大利、紐西蘭、
澳大利亞、瑞典、盧森堡、希臘、
西班牙、愛爾蘭、比利時、葡萄牙
、美國、加拿大、瑞士、匈牙利、
智利 (合計22國)

有機畜產品及
有機畜產加工
品

澳大利亞、紐西蘭、美國、加拿大

20

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驗證基準
-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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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個是有機栽培？

（A） （B）

請認明有機農產品標章及標示

用眼睛無法判斷是否為有機栽培，選購有機農產品請認
明標章及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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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產品標示規定

項目 國 產 品 進 口 品 備 註

應

標

示

事

項

品名 品名 品名應標示有機文字

原料名稱 原料名稱 原料名稱與品名相同者得
免標示

農產品經營業者名
稱、聯絡電話號碼
及地址

進口業者名稱、聯
絡電話號碼及地址

原產地(國) 原產地(國) 已標示足以表徵原產地(國
)之製造廠地址者得免標示

驗證機構名稱 驗證機構名稱 已使用驗證機構標章者得
免標示

有機農產品驗證證
書字號

有機標示同意文件
字號

品名：有機○○

農產品經營業者：○○有機農場

電話：000-0000000 

地址：○○縣(市)○○市 (鎮、鄉)○○路

○○號

原料名稱：(品名與原料名稱完全相同者，

得免標示原料名稱。) 

原產地：台灣○○縣(市)(已標示足以表徵

原產地之製造廠地址者得免標示。)

驗證機構名稱：○○驗證機構(已使用驗證

機構標章為標示者，得免標示。)

驗證證書字號：

其他法規所定
標示事項及經
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應標示事
項。如糧食管
理法、食品衛
生管理法

圖一、國產有機農產品及加工品標示參考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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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名：有機轉型期○○ 範例

農產品經營業者：○○有機農場

電話：000-0000000 

地址：○○縣(市)○○市 (鎮、鄉)○○路
○○號

原料名稱：(品名與原料名稱完全相同者，
得免標示原料名稱。) 

原產地：台灣○○縣(市)(已標示足以表徵
原產地(國)之製造廠地址者得免標
示。)

驗證機構名稱：○○驗證機構(已使用驗證
機構標章為標示者，得免標示。)

驗證證書字號：

其他法規所定
標示事項及經
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應標示事
項。如糧食管
理法、食品衛
生管理法

圖二、國產有機轉型期農產品及加工品標示參考範例

陸、輔導及管理措施

一、輔導有機農產品認驗證

二、強化有機農產品認驗證管理

三、輔導建立有機農業專區

四、進口有機農產品管理

五、協助拓展有機農產品通路

六、有機農產品標示檢查及品質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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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機農業科技研發

建
立
無
毒
農
業
島

101年
有
機
農
業
面
積
倍
增
為
5千
公
頃

資訊 研發 創新 輔導

3.產業輔導推廣

2.產業技術研發

1.市場開發研究

辦理消費者推廣教育

有機作物栽培
技術推廣

輔導有機農產品生產

輔導有機農
產品認驗證

有機農產品行銷
策略研究

有機農產品國內市
場開發策略研究

重點經濟作物有機栽培
綜合技術研究
(甘藷、草莓、鳳梨、
短期葉菜類、芋、落花生
、苦瓜、甜瓜、甜椒
、番茄、茄子等)

有機蔬菜種子採種技
術及生產管理研究
(十字花科、茄科、
葫蘆科等)

工作重點

1.分區舉辦有機農糧產品及其加工品驗證說明會。

2.舉辦農民專業訓練，提升有機經營者專業技能。

3.培訓有機志工，輔導有意願從事有機農業經營業者
，申辦有機農產品驗證。

4.輔導有意願從事有機栽培農友申請驗證，並予以協
助土、水、產品檢驗費及驗證費用。

二、輔導有機農產品認驗證1/2

項目 土壤檢驗費 水質檢驗費 產品檢驗費 驗證費用

補助額度 4,400元/件 4,400元/件 6,300元/件 20,000元/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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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輔導有機農產品認驗證2/2
5.輔導農糧業經營貸款要點-有機農糧產品

經營業者低率貸款

項目

最高貸款
額度（萬
元）

貸款最
長期限
（年）

利率（％） 經辦機構

資本
支出
貸款

800 15
自中華民國98
年1月15日起
為年息1.5％
。但農委會得
視需要予以調
整。

設有信用部之農
(漁)會、依法承
受農(漁)會信用
部之銀行當地分
行或全國農業金
庫辦理。

週轉
金

300 3

資料來源：農業金融局

工作重點

1.加速有機驗證機構之認證，並增加驗證機
構家數，以提高驗證能量。

2.落實有機農產品驗證機構查核管理，健全
驗證體系。

3.舉辦有機農產品稽核員訓練，提升驗證品
質。

三、強化有機農產品認驗證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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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有機驗證機構查核情形

驗證機構現場查核情形 田間驗證查核情形

落實有機認驗證制度

舉辦有機稽核員訓練 分區舉辦有機驗證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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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重點

1.建立有機農業專區：

利用台糖公司及行政院退輔會土地建立有機農業專
區。

輔導縣市政府規劃休耕田活化利用，並建立有機集
團栽培。

2.輔導成立農業產銷組織，提供產銷經營輔導。

3.規劃建造有機農業專區農水路、綠籬、蓄水池等公
共工程及施設。

4.協助有機農業專區生產設施（備）。

四、輔導建立有機農業專區

台電
變電所

台
電
鐵
塔

太康有機農業專區
規劃圖

嘉
南
大
圳

生態復育區

高速
鐵路

公共建設預定區

入口入口

 總面積45公頃
，輔導21位農
友進駐經營。

 成立有機合作
農場。

 興建公共設施
及市民農園1.5
公頃。

 興建農路及灌
排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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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重點

1.舉辦進口農產品有機標示同意文件審查說明會，
促使業者瞭解相關規定。

2.持續辦理與我國有機管理同等性國家之審查及公
告作業。

3.98年度辦理進口農產品有機標示同意文件審查情
形：

進口有機農產品計3,414公噸，完稅價格 163,709
千元。

進口有機加工品計1,776公噸，178,973千元。

五、進口有機農產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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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有機農產品

工作重點

1.輔導業者正確使用標章及標示，並加強宣導。

2.有機農業專區

輔導成立有機理貨物流中心，建立共同品牌。

輔導與有機通路業者，建立長期穩定供銷關係。

3.個別農戶

輔導有機農民市集等發展在地行銷。

結合觀光休閒，農戶直接與消費者互動。

發展電子商務。

4.結合宗教團體參與推動有機農業生產及行銷。

六、拓展有機農產品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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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nfo.organic.org.tw/supergood/front/bin/home.phtml

http://eshop.organic.org.tw/supergood/front/bi
n/home.phtml

http://eshop.organic.org.tw/supergood/front/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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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arket.organic.org.tw/supergoo
d/front/bin/forum.phtml?Type=1

舉辦有機農業推廣活動1/2

參加有機農產品博覽會 有機料理DIY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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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有機農業推廣活動2/2

七、有機農產品標示檢查及品質監測（1/3）

1.訂定標示檢查及品質監測標準作業(SOP)程序。
2.辦理情形
 98年度
（1）標示檢查：2-7月為宣導期，8至12月檢查3,934件

，不合格178件，合格率達95.4%。
（2）品質抽驗：1-12月抽驗1,657件，不合格22件，合

格率達98.6％。
 99年度（1-9月）
（1）標示檢查2011件，不合格78件，合格率達96.1%。
（2）品質抽驗1086件，不合格8件，合格率達99.3％。
3.經檢查或抽樣檢驗結果不符規定者，由該違規農產品

經營業者所屬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依「行政程序法
」製作訪談紀錄，並依「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
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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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農藥殘留

添加物
田間 市售 小計

品質
檢驗
（自1
月31
日起
）

檢驗件數 259 1,000 1,259 398

不合格件數 5 13 18 4

不合
格率

分項 1.4% 1.0%

合計 1.3%(22/1,657)

標示
檢查
（自8
月1日
起）

檢查件數 3,934

合格件數 3,756

不合格件數 178

不合格率 4.5%

七、有機農產品標示檢查及品質監測（2/3）
98年有機農產品品質檢驗及標示檢查結果

項 目
農藥殘留

添加物
田間 市售 小計

品質
檢驗

檢驗件數 224 597 821 265

不合格件數 0 8 8 0

不合
格率

分項 0.97% 0%

合計 0.7%(8/1,086)

標示
檢查

檢查件數 2,011

合格件數 1,933

不合格件數 78

不合格率 3.9%

七、有機農產品標示檢查及品質監測（3/3）
99年有機農產品品質檢驗及標示檢查結果

註：1.99年度資料統計至99年9月底止。

2.不合格8件，其中4件為進口品，4件為國產品（同一人所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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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展望

1.擴大有機生產，促進農業永續發展。

2.提升栽培技術，提升經營收益。

3.落實有機農產品認驗證制度，建立消費者
信心。

4.加強推廣CAS台灣有機農產品標章，保障消
費者權益。

5.通路趨向多元化，擴大消費層面。

捌、結語

有機農業是健康農業發展主軸，須由民間
、學術單位及政府等共同推動，並擴大生
產面積、強化認驗證制度、生產技術、行
銷通路等體系，落實有機農產品驗證品質
管制，以利開拓有機農產品市場。

期望結合各界的力量，積極發展有機農業
，進而開創生產者、消費者雙贏之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