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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國產優良品牌水果蔬菜品質認證制度」的意義及重點方向 

鄭仲 2000-09花蓮區農業專訊 33:2-4 
台灣地區因四季氣候溫和、雨水充沛，原即適合多種作物的生長，經過各試驗改良場所

多年來不斷針對品種及栽培技術上予以改進，在農民勤奮不懈的苦心經營下，國內所生產的

水果與蔬菜產品無論在產量或品質上皆有傲人的成就。然而，近年來國產果蔬在行銷方面卻

是不盡理想，特別是隨著農產品貿易自由化的腳步，各國果蔬漸次開放進口後，面對品質均

一、分級清楚的外國產品，在其有組織有系統的大規模行銷策略下，國產果蔬的處境似乎更

形弱勢。而今年內台灣即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屈時過去種種保護國產農產品的措施

都將逐步減少甚至取消，如何面對開放後的衝擊予以事先防範，以維護國內農產品的市場占

有率，已成為當前農業發展首要的議題。 

若將進口與國產之農產品加以比較，則可發覺國產農產品所遭遇的行銷問題，主要是由

於「商品化」程度的不足，而台灣以「小農」為基礎的農業結構則是導致農產品商品化困難

的最重要因素。蓋欲建立「商品化」的產品，至少應先具備「品質均一、分級明確、長期供

貨」的生產基礎，再配合專業經理人員能對產品作明確的定位後，針對不同的市場需求與通

路設計出因應的行銷策略，並持續推動與時時修正之。而為了推行商品化，則必需在所生產

的農產品達到相當的數量，方具有規模經濟的利基，此一條件卻成為台灣小農欲從事農產品

商品化的最大發展限制，甚至即使已經藉由組織產銷班的方式來擴大經營規模了，其產量仍

尚難達到規模經濟的最低門檻。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了協助農民突破上述在行銷過程中所遭遇的發展限制，在考量台灣

的農業現況與各項條件後，於 88年 6月公告「國產優良品牌水果蔬菜品質認證作業須知」，

期能經由訂定明確的發展目標與完整的作業體系下，輔導各重要蔬果產地之鄉鎮農民團體（農

會、合作社場、青果社等）以發揮其農民組織的功能，統合調配產地貨源，建立當地產品品

牌，控制產品品質，掌控行銷通路，以達到「生產安定、品質安定、出貨安定」的產業水準，

提昇國產品牌水果、蔬菜的公信力與競爭力。 

所以推行「國產優良品牌水果蔬菜品質認證制度」，是希望能讓國產水果蔬菜以「品牌

是品質的保證、品質是品牌的後盾」的區隔策略來贏得消費者的支持，以同時造福生產者、

運銷者及消費者三方來開創市場競爭優勢，確保國產水果蔬菜永續經營的基礎。而國產優良

品牌水果蔬菜之品質認證，是以鄉（鎮、市）級農會或合作社（場）、青果社等農民團體為

對象單位，並需具備下列各項條件，方能向執行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提出申請： 

一、產品須具經商標註冊之品牌，品牌之使用及標示並符合商標法之相關規定。 

農政單位所要作的是協助各農民團體辦理「品質認證」工作，以確保該品牌下的所有產

品隨時都能達到高品質的要求；而非「品牌認證」的工作，故而該農民團體應已先完成向經

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產品的品牌商標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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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轄下產銷班組織運作良好，且經驗證取得吉園圃標章或經本會輔導辦理有機農產品驗證，

並取得有機農產品證明標章者。 

三、確實實施共同選別、統一計價（簡稱：共選共計）。 

「產品分級」是農產品實施「商品化」的第一步，而分級是否明確且能長期維持品級的

標準不變，則有賴經由農民團體實行共同選別的方式加以控制；在經過共同選別後的商品亦

需在農民團體的統籌調配下，針對各個等級的商品特性洽尋符合需求的市場通路。 

四、已辦理共同運銷且實績良好。 

欲將各個等級的商品透過種種不同的行銷管道，以獲致最佳之收益，惟有經由具有辦理

共同運銷經驗且績效良好之農民團體，方能承擔。 

五、至少具有一名擁有國產品牌水果、蔬菜產銷訓練班結業證書之工作人員。 

六、生產水果之申請單位，其品牌系列產品於產期內每品種單日能供貨至少三十箱以上。 

經過產品分級之後，其中最頂級約占總數百分之十的產品，可以將其賦予商品品牌，以

使承銷商與消費者易於辨識選購，而品牌商品每天皆應能提供一定的數量進入拍賣市場，在

此貨源不虞匱乏的基礎下，承銷商與零售商方能安心的針對此項商品規劃合適的行銷策略。 

七、生產蔬菜之申請單位須具備急速預冷設施，且具足夠之作業處理能力。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了使「國產優良品牌水果蔬菜品質認證制度」能順利推行，對於認

證作業已訂定了下列三項主要原則： 

一、一鄉鎮農民團體，一品牌 

對於符合認證條件之農民團體，僅就一個品牌予以品質認證。同一鄉鎮農民團體所轄之

各產銷班，應使用同一品牌，以確保品牌產品之品質及基本出貨數量。 

二、雙重評核 

為確保品牌產品的品質安定，在認證作業流程中，採取先評核該農民團體產銷作業的軟

硬體設施，再檢測其產品品質及標示內容的雙重評核方式。 

三、指派拍賣員「認養」品牌產地 

為令品牌產品能依據市場導向正確反映交易價格，於產地農民團體向執行單位（桃園改

良場）送件申請認證，並經資格審查通過後，即由執行單位函請台北農產運銷公司指派優秀

拍賣員以「認養」方式不定期機動性赴產地指導農民產銷班確實做好品質分級包裝，以確立

品牌產品的高品質形象及價位。 

在結合產、官、學界所組成之國產優良品牌水果蔬菜品質認證作業體系中（如附圖），

農政單位除透過行政體系給予積極輔導外，並將針對品牌商品加強促銷宣導；而各輔導小組

成員則可依各級執行單位之需要，適時的提供各項專業的技術諮詢與服務。然而創建的國產

果蔬品牌是否能在市場上博得良好的聲譽，而品牌是否能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中永續經營而不

墜，仍端賴擁有品牌所有權的農民團體從生產面、供貨面、行銷面上用心去經營。在生產方

面，除持續提昇栽培管理技術外，更應就維護品牌信譽所應堅持的誠信原則、共選共計等觀

念與當地農民加強溝通，使其以能生產高品質的品牌商品而自豪，從而由生產者就擔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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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把關工作。在供貨方面，建置大型化、省力化的集運中心，發展自動化、精密化的品質檢

測體系，及發展規格化、精緻化的包裝技術等三大議題應持續進行改善。在行銷方面，各農

民團體應能靈活掌握批發市場、行口、量販店、外銷貿易商等各種通路；逐步導入電子商務

理念及管理供應端與消費端的手法；並加強產地與忠實消費戶的互動及連絡。 

經由品牌水果明顯的價差效益，除可使農民的收益大為提高外，品牌產品以高品質為保

證，明確區分市場通路，可使行銷業者不虞滯銷；而消費者不虞品質安全問題，權益更有保

障，亦促使品牌產品行銷通路更加安定。在「品牌產品」的作業理念下，亦令農民更加落實

產品之品質、分級、包裝，將有利於奠定未來電子商務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