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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產銷履歷？ 

Traceability 
可追溯性 

Transparency 
資訊公開 TGAP 

臺灣良好農業規
範：安全、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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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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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我們需要產銷履歷? 

生 

產 

者 

消 

費 

者 
外觀、口感 感官/一

般認知 

市場優勢回饋 

安全、永續 

獲利、
榮譽 

提升
技術 

提升
消費 

? 

 有些農產品的重要價值，雖然消費者在意，但在消
費過程中不易辨識，難以將消費者的喜好轉化成實
質鼓勵，引導生產行為，往往造成-- 

消費者買不到自己想要的農產品 
符合消費者需求的賣不好 

感官/一
般認知 



 農委會自96年推動產銷履歷驗證制度，強調安全、永
續、公開、可追溯，透過嚴謹的驗證把關，期讓消費
者只看標章就能買到具備自己重視價值的農產品。 

出
貨
前 

出
貨
後 

各項作業依循產銷作
業基準，並做成紀錄 

對於相關進出貨進行
紀錄；上傳部分紀錄 

達成
方法 

由第三者驗證機構把關、確認符合性 

1.安全 
農產品安全 

4.資訊公開 
消費安心 

2.永續 
農業環境永續 

3.可追溯 
危害處理 

產銷 

履歷 

四
大
核
心
價
值 

標準 

符合性
評鑑系

統 由認證機構確認驗證機構能力 

驗證 

認證 

主管機
關檢查
及抽樣
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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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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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一
般認知 

市場優勢回饋 

安全、永續 
對制度
之認知 

獲利、
榮譽 

提升
技術 

提升
消費 

驗證符
合

TG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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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銷履歷驗證初期推動為輔導農產品經營業者符合
TGAP，並且通過驗證。 

 自100年起逐步加強市場行銷，提升消費者及通路
業者對制度之認知及對產品之可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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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評鑑系統－國際第三者認驗證體系 

安全 永續 

可追溯 資訊公開 

安全 

標準－產銷履歷驗證基準 

產銷履歷相關要求 

產銷作業基準： 
       A.生產階段：臺灣良好農業規範（TGAP），已制定109 

 種，可適用大部分農、漁、畜產品。 

       B.加工階段：產銷履歷驗證原料+過程符合CAS、GMP、
 ISO 22000或有機農產加工品相關規範。 

產品標準：藥物殘留檢測結果符合我國相關規定 

產銷履歷驗證業務，由經認證之驗證機構辦理。 

認證機構為農委會，採認特定評鑑機構之評鑑結果。 

特定評鑑機構需在IAF（國際認證論壇）平台簽署產品
驗證MLA（多邊相互承認協議），目前有1家：全國認
證基金會(T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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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銷履歷相關要求  

1.可追溯性相關要求：批次、追溯碼編定與標示，及各
批次資材與原料來源、產品出貨等紀錄。 

 2.各種作業過程記錄。 

 3.部分紀錄公開--上傳至產銷履歷管理資訊系統。 

產銷履歷 vs. 可追溯性  

 產銷履歷定義：農產品自生產、加工、分裝、流通至販
賣之公開且可追溯之完整紀錄。     （農產品生產及驗證
管理法） 

 可追溯性（traceability）定義：可以追蹤食品在生產、
加工及流通某一或多個特定階段的移動情形的能力 。
（Codex）  

＝＞產銷履歷是可以滿足可追溯性的紀錄；且除了可追溯
性，還要求過程記錄及資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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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銷作業基準 
  

台灣良好農業規範（TGAP） 

 定義：農產品之產製過程，依照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標準
化作業流程及模式進行生產作業，有效排除風險因素，降
低環境負荷，以確保農產品安全與品質之作業規範。 

 內容：生產流程圖、風險管理表、查核表。 

 試驗改良場所研擬，農委會公告。 

 訂定農、水、畜禽產品TGAP計109種。 

1.生產階段：臺灣良好農業規範（TGAP） 

2.加工階段：產銷履歷驗證原料+過程符合CAS、
 GMP、ISO 22000或有機農產加工品相關規範。 



• 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s are "practices that address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nd social sustainability for on-farm 
processes, and result in safe and quality food and non-food 
agricultural products"  

(FAO COAG 2003 GAP paper) 

 

• Four ‘pillars’ of GAP： 

economic viability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social acceptability 

 food safety and quality 

What are 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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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及驗證機構 

1.全程驗證：產品出貨前相關生產、加工等產銷作業均需經
驗證。 

2.第三者驗證：驗證機構應經認證符合ISO/IEC GUIDE 65。 

驗證機構對通過驗證農產品經營業者應定期或不定期實施追蹤查驗 

配合產品產期，追蹤查驗每年至少一次，必要時得增加追蹤查驗次數 

驗證流程 

提矯正措施 

Y 

申 
請 

書面 
審查 

符合 

N 

補正文件 

農 
產 
品 
經 
營 
業 
者 

現場稽
核 

產品檢
驗 

驗證決
定 

發證 追蹤 
查驗 

符合 

Y 

N 

稽核員特定要求 
資格要求 

檢測實驗室 
特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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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及認證機構 

 1.產銷履歷驗證業務，由認證機構認證之驗證機構辦理。 

 2.認證機構為農委會，主要採認特定評鑑機構之符合性評
 鑑結果。 

 2.特定評鑑機構需在IAF（國際認證論壇）平台簽署產品 

        驗證MLA（多邊相互承認協議），目前有1家：T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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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評鑑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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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評鑑機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申 請初
評 

增項 

重評 

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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蹤 
查驗 

農產品生產業者 

產銷履歷驗證機構 
一般作物 有機作物 作物加工 家畜 家禽 

 

畜禽加工 養殖漁產品 漁產品加工 

 

驗證 

追蹤查驗 

國際認證論壇（IAF） 

參與 簽署產品驗證領域 

多邊相互承認協議 

審核確認、監督查核 

符合性承諾 

消費者、一般大眾 

檢舉 

 農產品流通業者 
農產品加工業者 

農產品分裝業者 
 農產品販賣業者 

安全
管理
及查
驗取
締 

抱
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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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蹤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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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同 

申請認證 

增項 

重評 

/ 

經特定
評鑑機
構受理
申請後 

受理申請 

辦理評鑑 

評鑑決定 

發證換證 

受理申請 

辦理評鑑 

書面審查 

發證換證 

申 請 驗
證 

申訴 

販賣 

 

購買 監督、客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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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F辦理產銷履歷驗證機構符合性評鑑流程圖 

提出申請 

申請書審查 

文件評鑑 

總部訪談 

符合 

總部評鑑 

符合 

提矯正措施 

N 

Y 

N 

Y 

補正文件 

符合 

見證評鑑 

認證通過 

發證 

後續追查 

提矯正措施 

審議小組 

認證決定 

N 

Y 

評 

審 

員 

/ 

技 

術 

專 

家 

驗證機構應接受每年至少一次追查。 

必要時得增加追查次數(不定期追查)。 
報告審查 

報告審查 

F:/認驗證/sufong/sufong/桌面/評審員.ppt


認驗證管理及提供消費者查詢 

各領域農業生產管理: 依TGAP制定生產資訊格式 

生產業者: 網站登錄或介接企業資源系統 

農糧
登錄
系統 

畜產
登錄
系統 

禽產
登錄
系統 

水產
登錄
系統 

檢驗資
訊管理
系統 

認驗證資訊
管理系統 

產銷資訊追
溯服務系統 

網頁瀏覽器 

合作社場ERP 

消費者查詢: 台灣農產品安全追溯資訊網 

產銷履歷資訊系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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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查驗 
至少1次/年 

重新評鑑 
1次/3年 

產銷作業 

栽培＝＞採收＝
＞處理=＞包裝 

產銷履歷農產品 
產銷履歷

農產品 

抽查檢驗 

檢查或抽樣檢驗 

出貨 

生產、加工場所 販賣場所 

檢查或抽樣檢驗 

主管機關 

驗證機構 

通過驗證後持續把關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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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銷履歷的好處 

認明TAP標章，消費者可以安心購買、放心享用農產品，
更可以為保護台灣永續經營的農業環境善盡心力，而農
委會農產品安全追溯資訊網 (http://taft.coa.gov.tw)可查
詢產地、生產者、生產過程等資訊，拉近與農民的距離，
重拾舊時農村的敦厚人情。 

1.對消費者好-安全消費的明窗 

採購、販售產銷履歷農產品，通路業者可以控制產品風

險，增加客戶認同，同時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名利雙

收！！ 

2.對通路業者好-風險管理的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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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銷履歷將農產品的安全與永續，標記在TAP標章上，

成為如同農產品外觀、食味般可輕易辨識的商品特質，

讓農民實質感受來自消費端的鼓勵，持續以親和環境的

方式，快樂地生產優質安全的產銷履歷農產品，實踐對

環境與社會的愛與關懷。 

3.對農民好-永續農業的良田 

4. 對大家好-隔絕危害的利器 

在食品安全事件發生時，可追溯性可以讓主管機關、認

證機構、驗證機構及相關業者精確釐清危害來源，並且

快速從市場中回收問題食品，有效降低傷害，也避免因

為消費者的恐慌造成無辜生產者蒙受損失。 



主要推動措施與成果 

持續辦理產銷履歷講習訓練。 

對農產品經營業者提供諮詢指導服務。 

以逐年遞減模式補助驗證費用：96~98年全額補助，
99~101年補助2/3，102~104年補助1/2。 

補助部分電腦、條碼機設備費用，降低農民負擔。 

103年起開辦輔導人員訓練課程，深化產銷履歷集
團管理能力。 

1.輔導農產品經營業者參與產銷履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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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行國際規範(ISO 17011，ISO/IEC 17065)及相關法
規，落實認驗證把關；對不符合規定之農業經營者
或驗證機構，要求矯正或依規定退場。 

透過訓練、座談，持續提升稽核人員素質。 

產銷履歷農產品101~103年抽驗情形 

2.維持認驗證品質 

抽驗主體 
抽驗數 
(件) 

不合格數 
(件) 

合格率 

主管機關 2072 18 99.13% 

驗證機構 6369 38 9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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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形象廣宣：透過展覽行銷、
賣場行銷、宣導講座、電子媒體
專訪、話題行銷及成立facebook

粉絲頁(粉絲達12,000人)等方式，
提升消費者對於產銷履歷農產品
之認知與認同。 2012美食展廚藝競賽使

用產銷履歷秘密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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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路媒合活動：為媒合產銷履歷商機，101年起持續
辦理商機座談、通路商參訪等活動，並成立供銷資訊
平台，蒐集、分享產銷履歷農產品供需資訊。 

3.強化產銷履歷農產品通路行銷 



102年產銷履歷教案徵選 103年產銷履歷教案推廣 

基礎教育扎根宣導：辦理教案徵選、推廣等工作，讓
教育工作者、學生、家長認識產銷履歷，並參與行銷
推廣。其中教案徵選吸引 93 組參選者，多已進行試
教、實地拜訪等活動。「產銷履歷小尖兵推廣活動」
則以優選較案為基礎，號召師生以課堂教學、參訪等
方式，進行產銷履歷教學，計有973位小朋友，在老
師及家長帶領下參與。 





104年1~7月產銷履歷標籤
的使用量，平均每月達543

萬張，相較103年全年平均
每月358萬張，成長約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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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溯源餐廳：已有
王品hot 7、台北W飯
店、沃田旅店、彭園
等19家業者加入，逐
步擴大採用產銷履歷
食材。 

成立產銷履歷專櫃： 

獎勵家樂福、台糖量
販、安溯市集、頂好
超市等通路業者，用
心為顧客健康把關，
設立產銷履歷農產品
專櫃，全國已達350

處。 

 



 

 

 

 

 

 

 

 

 

 

 

 

 

 

 

 

 

 

可辦理產銷履歷驗證
之作業階段 


 


? 

產銷履歷農產品於各種通路使用標章可行性差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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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銷履歷農產品專櫃設立標準 

(1)應設置於販賣場所明顯可見處，並使用「產銷履歷農產品
專櫃識別設計」。 

(2) 產銷履歷農產品應集中於產銷履歷專櫃陳列販賣，並應與
非產銷履歷農產品有適當區隔；但因產品特性須另處陳列
販賣，且以指示牌、貨架插卡、跳跳牌等適當方法，吸引
消費者注意者，不在此限。 

(3) 產銷履歷農產品專櫃應陳列販賣至少5項產銷履歷農產品。 

(5) 產銷履歷農產品銷貨及進貨憑證登載內容，應足供辨識申
請註冊者每月販賣農產品品項、數量與金額。 

(6) 販賣場所現場應隨時至少有1名人員具備簡要解說產銷履
歷農產品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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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業者要成為產銷履歷溯源餐廳，
必須符合下列條件： 

(1)積極使用產銷履歷食材；最少應有1道
溯源餐點。 

(2)以菜單標示、桌卡或電子設備顯示等形
式，讓用餐顧客得以在點餐時辨識溯源
餐點及其使用之產銷履歷食材，並確保
該等表示不造成顧客對其產銷履歷食材
使用情形之誤認。 

(3)正確登錄產銷履歷食材之收貨數量、日
期。 

(4)提供適當方法讓顧客於點餐時方便利用
溯源餐廳服務系統查詢溯源資訊。 

(5)營業場所現場應至少有1名人員具備簡
要解說溯源服務及產銷履歷農產品特色
之能力，或能即時提供相關說明資料。 



100~103年產銷履歷農產品抽驗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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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產品產銷履歷輔導成果 

年別 
有效驗證數
（家） 

驗證品項數
（項） 

產值 
（億元） 

每月標籤列印
數(萬張) 

96年 310 72 4.3 7 

97年 1,271 109 38.0 65 

98年 1,694 132 36.8 71 

99年 1,331 141 39.4 75 

100年 1,174 144 39.1 77 

101年 1,169 135 39.9 113 

102年 1,052 149 54.5 174 

103年 1,420 201 59.9 358 

104年(至7月底) 1,583 222 - 543 

農糧 785 180 - 340 

水產 638 29 - 66 

畜牧 160 13 -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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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產銷履歷農產品市場競爭力：至103每月產銷
履歷農產品標籤使用數358萬張，較99年75萬張
成長377%；產值59.9億元，較99年39.4億元成長
52%。 



推動效益 
 提升農產品經營業者參與產銷履歷意願：通過驗

證生產規模逐年提升，101年為9,607公頃、7,290

千隻(頭)，至103年達10,105公頃、30,899千隻。 



近三年產銷履歷農產品產量變化 

註：未計入加工品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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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產銷履歷農產品對通路業者及消費者之可及
性：自102年起鼓勵通路業者設立產銷履歷專櫃，
至103年底止已達361處，並積極辦理商機媒合活
動，新增至少200項產銷履歷農產品上架販賣。另
積極推廣產銷履歷食材溯源餐廳，擴大產銷履歷
外食市場商機。 

102年 103年 

通路業者數 5 10 

專櫃數 162 361 

銷售額 13,569,720 75,279,396 



農委會產銷履歷農產品專櫃賣場 

新北市 

深坑區 

台東縣 

池上鄉 



溯源餐廳列表    18個品牌   30間店     

hot 7 /8間分店 良食究好 

 

礁溪老爺酒店 八甲休閒農場 香格里拉 

台北遠東國際大飯店 

Miss Green 

御牛殿 2間分店 滿穗 精緻台菜 沃田旅店 孔雀 hi日楞RYOU CAFE 芬蘭戚風 

3,CO 永春食事 好飯食堂/ 2間分店 貳月咖啡 天和鮮物 4間分店 福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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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之品項多元 易於配菜 



維持制度價值及認驗證品質 
作對的事情、把事情作對 

持續推動策略 

讓參與產銷履歷更容易 
簡化程序、降低成本 

讓通過產銷履歷更有利 
增進品質、效率與商機~ 

修正產銷作業基準 

檢討記錄項目之必要性  

改善資訊系統之親合性 

促使驗證機構調降驗證收費 

依原規劃補助驗證費用 

協助農產品經營業者建立品
牌、拓展通路效益 

加強與國際接軌 

提升經營效率與產品品質 

建構多方參與之產銷作業基準檢討機制  

維持認驗證品質  

加強對經驗證者之檢查與抽樣檢驗  

提升稽核人員能力  

策略一 策略二 

策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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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銷履歷2.0調整重點措施 

(一)對生產者簡便 

(二)提升消費市場認同 

(三)增進制度價值與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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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產銷履歷系統親和與簡化 

– 運用產銷履歷系統既有部分功能，協助建置普及化之生產
追溯系統，供漁畜經營者使用，並接軌食品雲。 

– 開發APP，導入自動感測及雲端科技，讓農民不用開電腦
也能上傳資訊、列印標籤 

2. 培訓民間輔導員 

– 提供在地、及時之輔導、諮詢管道。 

3. 降低認驗證負擔 

– 認驗證收費合理調整：提供更多系統管控、警示功能，降
低驗證機構人事成本，同時強化驗證市場競爭，必要時召
開會議協調，促驗證機構調降收費。 

– 積極推動集團驗證 

– 整併TGAP，讓生產者容易遵循，降低驗證重複查核成本
並易於延伸適用，以利掌握商機。 

(一)對生產者簡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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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銷履歷資訊系統親和與簡化 

正式系統(現行) 生產追溯系統(無須驗證) 

標籤列印(批次碼
+QRcode) 

產品批次管理 

標籤列印(標章+追溯碼
+QRcode+品名+驗證

機構) 

人、地、產品基本資料 

生產批次基本資料 

採收 (產品批次形成) 

生產記錄登打 

(現行為目錄式、表格
式之傳統網頁介面) 

產品批次管理 

人、地、產品基本資料 

生產批次基本資料 

採收 (產品批次形成) 

生產記錄登打 

台灣農產品安全追溯資
訊網 

台灣農產品生產追溯
系統 

建置
生產
追溯
系統 

查
詢 

查
詢 

正式系統(親和版) 

產品批次管
理 

標籤列印(標
章+追溯碼
+QRcode +

品名+驗證
機構) 

人、地、產品基本資料 

生產批次基本資料 

採收 (產品
批次形成) 

生產記錄
登打 

系統親
和化 

查
詢 

開發APP，
導入自動
感測及雲
端科技，
讓農民不
用開電腦
也能輕易
完成所有
資訊上傳、
列印作業 

新增管理決策輔助功能(選項) 

歷史資料
庫Data 

mining 

外部資料庫：
農地資源、資
材、氣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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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產銷履歷農糧產品登打系統 
45 



田間管理 

常用防
治資材 

常用
肥料 

田間管理 

病蟲害防治 

肥培管理 
生產批次 

完成輸入 

未來產銷履歷農糧產品行動化登打APP示意 46 



培訓民間輔導人力、充實輔導資源 

農民希望誰來
輔導? 

哪些事情需要
輔導? 

如何培訓合格
輔導員? 

2.如何符合各階
段作業基準 

1.集團驗證要怎麼
有效管理? 

2.農會、合作社 1.產地集貨商 3.集團內部重要
幹部 

1.訓練 2.考試 3.考核 4.登錄 5.維持 

農民接受輔導
有何好處? 

2.較容易持續符
合驗證基準 

1.經營管理
效益提升 

3.得以申請集團
驗證(修辦法) 

充實輔導人才
庫的公共效益 

2.協助農民
回饋意見 

3.協助政府
推廣教育 

1.儲備由民間營運產銷履
歷制度之專業人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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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驗證費用合理調整 

認驗證規定合理化 

1.整合TGAP管控點：降低重複
查核及稽核人員學習成本 

2.風險分級管理：允許對表現優
良者降低查驗頻度 

善用資訊平台功能 

1.增加自動檢核與警示功能，協
助驗證機構掌握異常狀況 

2.優化認驗證平台介面 

協調合理收費 

 

1.重新檢視驗證
收費結構，協
調驗證機構合
理調整 

2.推廣驗證費用
詢價功能，完
善驗證服務市
場機制 

兼顧認驗證品質，合理降低驗證成本(目標約調降25%) 

申請驗證型態 

每人每年分攤費用 

現行 調降目標 

個別驗證 2萬7千元 2萬元 

集團驗證(10人) 1萬2千元 9千元 

提升稽
核工作
效率 

 

降低個
案查核
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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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改善履歷資訊查詢介面 

– 提供對消費者有意義且容易看懂的訊息 

– 設置消費者與生產端互動溝通機制，並強化0800客服功能 

2. 加強通路行銷 

– 持續與消費者溝通並媒合供需 

– 強化對於行動設備使用者、網路社群等族群之行銷 

3. 辦理消費者購買行為分析 

– 了解消費、通路商、販賣業者等對產銷履歷農產品消費的
需求趨勢，及對制度加值創新的看法 

– 分析產銷履歷農產品的市場認知度、接受度、價差、族群
分布等 

– 將調查結果回饋生產者、通路業者運用 

 

(二)提升消費市場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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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履歷查詢介面 

了解消費者需求：
辦理消費者趨勢
調查 

改善資訊查詢介面 

1. 呈現方式改為圖像、
影像為主，詳細履歷
資料為輔 

2. 提供有用資訊，如哪
裡買、怎麼煮等等 

3. 順暢消費者意見即時
回饋管道 

強化客服功能 

1. 申訴、抱怨案件
受理 

2. 整理回饋意見，
提供生產者改進
參考，並引介輔
導資源 

3. 主動回報生產者
改進訊息 

讓消費者不只認同、購買，還要熱愛產銷履歷
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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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產銷履歷查詢網頁 親和消費者介面參考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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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通路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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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驗證機構辦理不預警見證查核(由本會與TAF聯合對驗
證機構實際辦理稽核情形進行查核)，並落實缺失矯正或
退場機制 

2. 強化批次管理及總量管制，要求驗證機構落實相關稽核
作業 

3. 建立多方(包含消費者、通路、生產業者、流通者、專家
學者、認驗證機構、官方等) 參與共識，成立參與制度調
和、修正、發展等工作之平台，並逐步引導成立正式組
織 

4.邀請GLOBALGAP等國際驗證制度推動組織，洽談產銷
履歷國際接軌事宜 

 

(三)增進制度價值與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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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不預警見證查核，落實缺失矯正及退場機制 

54 

農產品經營業者 

 

 

政
府
公
信
力 

 

國
際
組
織
認
同 

特定評鑑機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申請 

初評 

增項 

重評 

必要
時追
蹤 
查驗 

產銷履歷驗證機構 

 

驗證 

追蹤查驗 

國際認證論壇（IAF） 

參與 簽署
MLA 

審核確認、監督查核 

符合性承諾 

消費者、一般大眾 

檢舉 

安全管
理及查
驗取締 

抱
怨 

追
蹤
查
驗 

視同 

申請
認證 

增項 

重評 

受理申請 

辦理評鑑 

評鑑決定 

發證換證 

受理申請 

辦理評鑑 

書面審查 

發證換證 

申 請 驗 證 申訴 

販賣 

 

購買 監督、客訴 

辦理
不預
警見
證查
核 

54 



制度國
際接軌 

制度推
動情形
檢討 

法規解
釋事項
研商 

其他法
規訂(修)

定建議 

建立多方參與共識 

產銷履歷多方參與平台 

消
費
者
代
表 

通
路
業
者
代
表 

生
產
者
代
表 

本會代表：
農糧署、
漁業署、
畜牧處、
企劃處 

TGAP訂
(修)定
建議 

輔
導
者
代
表 

認
驗
證
機
構
代
表 

專
家
學
者
代
表 

相
關
機
關
代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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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銷履歷是安全、永續、資訊公開之可追溯

農產品，是餐飲業者首選食材。 

產銷履歷推動體系完備，參與難度將逐步降

低，有能力依通路需求穩定擴充供應能量，

擴大推動效益。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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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產銷履歷嗎?您可以… 
一、認明與購買產銷履歷農產品 

產銷履歷農產品標示事項 

1.標章 

2.品名 

3.追溯碼 

4.資訊公開方式 
  (網址+追溯碼) 

5.驗證機構名稱 

三、好康道相報，相揪來支持 

四、提供寶貴意見 

五、加入產銷履歷農產品經營業者的行列 

二、到溯源餐廳，點履歷食材餐點 



如何正確買到產銷履歷農產品 



認標章?標示?還是證書? 



有標章就一定ok嗎? 

請注意~ 

•標示是否完整? 

•依追溯碼查詢資料是否合理(日期、品項
、生產者、產地等) 

•追溯碼是否獨特無重複(部分加工品除外) 

 

=>若否，可能有偽造嫌疑!! 



案例1   未經驗證使用標章和偽造產銷履歷標籤 

違反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第 21 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二、農產品經營業者，未經驗證合格擅自使用農產品標章或經停止、禁止使用農產品標章，
仍繼續使用。 







案例2    未經驗證使用產銷履歷驗證等文字 

違反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第 23 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一、農產品經營業者之農產品或其加工品，未經驗證標示優良農產品驗證、產銷履
歷驗證等文字或其他足使他人誤認之表示方法。  



範例3      通過產銷履歷驗證但標示不完整 

違反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第 24 條 

農產品經營業者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
罰：  

一、違反第四條第二項、第五條第二項、第六條第二項、第七條第二項或第七條第三項所
定辦法中有關標示規定。 

三、違反依第十二條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標章規格、圖式、使用規定。    





以上報告 

敬請指教 



報告完畢 

敬請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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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名稱 

標章
圖樣 

產品種類 
驗證基準主要重點 可追溯性 

驗證機制 
法律 

依據 
產品出品前相關產製過程 產品本身 源頭追溯 去向追蹤 

優良
農產
品驗
證制
度 

肉品、冷凍食
品、果蔬汁、
食米、醃漬蔬
果、即食餐食、
冷藏調理食品
等15項加工品。 

◎生產：未規範 

◎加工：安全衛生 

安全衛生 

優質美味 

追溯至工
廠；產製
過程紀錄
不對大眾
公開。 

未規範 由經農委
會認證符
合優良農
產品驗證
機構認證
規範之驗
證機構辦
理驗證。  

農產
品生
產及
驗證
管理
法 

有機
農產
品驗
證制
度 

有機農糧產品、
機畜產品，及
以其為主要原
料之加工品 

◎生產： 

1.農藥或化學肥料不使用 

2.環境親和 

◎加工： 

1.安全衛生 

2.限縮化學物之使用 

安全衛生 

無農藥殘
留 

追溯至農
場；產製
過程紀錄
不對大眾
公開。 

未規範 由經農委
會採信受
國際相互
承認之認
證機構相
關評鑑結
果，認證
符合
ISO/IEC 

GUIDE 65

之驗證機
構辦理驗
證。 

產銷
履歷
農產
品驗
證制
度 

蔬菜、水果、
稻米、雜糧、
特用作物、畜
產、禽產、養
殖水產品，及
以其為主要原
料之加工品 

◎生產： 

1.農藥及肥料等資材合法
合理使用 

2.永續經營、環境親和 

3.其他風險管理 

◎加工：安全衛生 

安全衛生 

完整之可
追溯性。 

追溯至單
一批次；
與產品安
全性相關
之產製過
程紀錄對
外公開 

追蹤至次
一買家 

吉園
圃安
全蔬
果標
章制
度 

蔬菜、水果 

◎生產：合法用藥 

◎加工：無涉 

農藥殘留
不超過容
許量 

追溯至產
銷班；生
產過程紀
錄不對外
公開 

未規範 由農糧署
各分署辦
理驗證。 

農委
會依
權責
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