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可溯源標章（示）制度可提升農民自
主管理及正確使用農藥觀念。

二、	 應用質譜快速篩檢技術，改善農
產品生產管理效率
衛生福利部於 108 年 6 月 28 日

公告農委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開發
之「質譜快速篩檢技術」為公開檢驗
方法﹐平均每件樣品15分鐘內可完成
農藥殘留檢驗﹐為確保農產品安全﹐
農糧署應用該技術﹐推動田間農作物
質譜快檢20,000件﹐110年截至10月
底實際執行田間質譜快檢13,287件﹐
合格者12,321件﹐不合格案件966件
（7.2%）。針對質譜快檢合格產品﹐送
至果菜批發市場後﹐由果菜批發市場向
承銷人宣傳提高該等合格產品拍賣價
格﹐藉由提高收益﹐提升供貨農友自主
把關機制﹐創造良性循環；不合格案件
則由採樣送驗單位通知檢驗不合格農民
延後採收﹐並俟農藥殘留消退後﹐再採
樣送質譜快檢﹐俟合格後再行採收上
市。質譜快檢能有效自產地攔截不合格
農產品﹐並由農委會各區農業改良場逐
案針對該生產者進行合法安全用藥教
育﹐以維護產地農產品的安全品質﹐確
保消費者食的安全。

圖 6. 農產品初級加工場掛牌活動（左 3 為農糧署胡
忠一署長）。

肆、 結語

為讓消費者及通路業者有安心消費的
選擇﹐農糧署將持續推動溯源制度﹐落實
農產品自主管理﹐並藉由機構驗證及政府
稽查之品管政策﹐提升農產品安全管理效
能﹐為消費者食安把關﹐並期藉由消費市
場區隔﹐提高農民收益﹐以創造多贏。
   生產者：強化農產品自主管理安全 
責任。
   消費者：資訊公開﹐瞭解生產者及產
地資訊﹐提升信賴度。
   通路業者：清楚農產品進貨來源﹐降
低食品安全風險。
   政府：建立臺灣農產品識別與追溯機
制﹐進行風險管控﹐降低環境負荷﹐促
進環境永續﹐並促進地產地消。

圖7. 至110年10月推動可溯源農糧產品合計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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