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農業生技產業季刊56

資訊情報 INFORMATION

撰文/魏于翔

建構營養與安全之糧食供
應體系：從產地到餐桌之

科技創新與營運模式

為建立人民有感的食品安全政策，並構建出一

條從產地到餐桌之科技創新之路，完善營養與安全

之糧食供應體系，台經院於2016年12月底辦理 「健

康產業發展趨勢與營運模式―以營養為例」專家

座談會，在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孫智麗博士規劃

下，邀請簡書聰、高英濟、林暐淳、林雅恩、趙強、

鄭金寶、鄭秀玲等專家與業者一同與會，並由臺灣

大學蕭寧馨教授進行主持與交流，針對營養管理產

業發展趨勢，以及營運模式之議題進行經驗分享，

希冀我國農企產業的發展在物聯網的架構下，能更

多元的進入消費者的生活中。本文節錄會議重點內

容，以供各界參考。

芬芳烹材簡書聰總經理

芬芳烹材是專注於服務學校機關的生鮮食材

買賣暨物流配送公司，以合理價格提供消費者衛生

有保障之優良食材為宗旨，除了讓消費者滿意，芬

芳也秉持著專業、安全、誠信三大指標，與買賣雙

方建立長久信賴之關係，至今大台北地區已有超過

100 多所機關學校使用芬芳的食材配送服務。

在注重營養的同時，食品安全同樣重要。在營

養管理方面，根據《學校衛生法》第 23-1 條規定，

高中以下學校，班級數 40 班以上者，應至少設置營

養師一人，此規定已提供學生營養方面的保障。在

食品安全方面，蔡英文總統在臺灣食品安全高峰會

表示，2017 年度擬將食安預算提高五成，專注生產

管理制度、提升查驗能量等。未來校園食材把關的

責任將由農委會負責，營養午餐將優先採用有 CAS

優良農產品、CAS 有機農產品、GAP 吉園圃安全蔬

果、產銷履歷標章 (TAP) 及 QR Code 追溯系統（四

章 1Q）的食材，同時推動生產管理標章簡化，將有

助農業、食農教育發展，提高生產者自行管理能力

及意願。

但在校園採購欠缺配套尚無法落實四章 1Q 政

策，目前沒有全品項分級食材四章 1Q 市場行情表，

作為採購價格參考標準，而學校也沒有檢驗（農藥

殘留或成分）標準，就沒有規格可以辦理採購驗收。

建議規範全國各地果菜市場推動食材四章 1Q

交易專區，建立全品項分級食材四章 1Q 交易行情

表，作為採購價格參考標準，補助學校具有檢驗（農

藥殘留或成分）標準與能力，透過採購規格制訂保

障食材品質，進一步促成農業生產轉型與技術升

級，才能建立品牌進而出口外銷。而生產者在市場

需求規格及數量相對確定下，降低生產不確定風險

而擴大經濟規模，將可降低成本並確保收益，然後

透過企業化經營確保品質、建立品牌、提高競爭優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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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有機農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高英濟負

責人

蘭陽有機長期深耕有機農產品銷售，致力提供

品質確保、訊息完整、標示清楚的健康食材，通路

以百貨公司超市及連鎖超市為主，其有機農產品質

係直接由消費者進行選購，用商品和消費者溝通。

消費者是否選用有機食材，主要還是在於產品

是否能取得消費者的信任，然而市場近年因食安問

題，消費者對於有機食材的需求已逐漸提高；然而

確保食材品質安全的同時，仍須留意能否兼顧食品

營養，蘭陽有機未來會以讓消費者吃的安全又健

康，作為發展方向。

建議營養規範應和食品安全之相關規定扣合，

同時確保食品的安全與營養，才能真正維護消費者

的權益。

Cofit林暐淳執行長

Cofit 是線上營養師平臺，產品有營養師和健身

教練用的線上軟體、能自主健康管理也能和營養師

即時連線的 App、美味的健康食譜和易於實踐的健

康計畫。Cofit 目前主要服務對象會篩選掉所有有患

病及懷孕的人，主要客群為婚前減重。Cofit 在提供

服務前，都會先給消費者表單，用填寫的方式說明

自身身體狀況，Cofit 會進行評估再決定是否提供服

務。

以營養管理為主的發展模式中，營養師的角色

極其關鍵，而透過物聯網和大數據的相關應用，可

以加快產業發展。透過物聯網的環境，可以讓衛教

加速推廣；透過大數據的分析，可將消費者的問題

標準化，提供消費者初步的答案，而營養師可更進

一步作更為精細的工作。Cofit 利用物聯網技術，跨

時空提供服務，提升效益，例如一對一的衛教相當

費時，因此 Cofit 改提供線上課程，提升服務效益。

臺灣或美國的法規皆規定營養師不能線上諮

詢，因此 Cofit 現以提供線上課程為主。中國雖然營

養師的數量不足缺乏，但面對新興的營養管理產業

並沒有阻擋或額外的限制，反而能快速發展相關產

業。

「健康產業發展趨勢與營運模式—以營養為例」座談會，台經院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2016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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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果社企林雅恩執行長

芒果社企，最初業務是創辦人營養師至各處

社區、企業、健身中心、診所提供營養諮詢顧問服

務。目前除了營養服務之外，也結合在地有機小農

的鮮食產品於網路販售；從友善農業、環境保護，

到食農教育及弱勢族群的營養照護，都是芒果社企

努力的目標。

營養管理的重點在於消費者是否有實踐，但根

據研究，一場營養教育課程中，十個人中有三個人

會改變認知，1.4 個人會改變態度，只有 1.9 個人會

改變行為。好的營養教育，在於如何有效提高「改

變行為」的成功率。美國的營養觀念與經營模式領

先臺灣 15 年，營養師在臺灣沒有得到應有的價值，

很少有人直接找營養師諮詢。營養管理的價值應將

省去的醫療費用納入計算，才能反應真正的發展效

益。

營養相關的資料庫建置對產業發展很重要，

芒果社企的資料庫平臺為免費使用，係以提供營養

師使用為主，以 B2B 的模式運作，使用者的需求較

為清楚，較容易設計符合需求之產品；反觀提供消

費者的平臺因為太難找出其主要需求，而不容易經

營。芒果社企的資料庫平臺可以讓業者自己輸入，

然而有些廠商營養資訊列為機密，而有些廠商的營

養標示並不完整，因此，如何維護食品資料庫的完

整性並持續更新，也是資料庫運作的重要的議題。

馬偕紀念醫院趙強營養師

很多醫院也想發展遠距醫療，並讓營養師參

與，然而目前尚欠缺好的資訊教育工具、聯繫工具，

亦有服務效益低的問題尚待改善，反而於院外的衛

教演講，可能較具推廣效果。另外，根據《營養師

法》第十條：營養師執業以一處為限，並應在醫療

機構、營養諮詢機構、學校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

可之機構、場所為之。遠距醫療難以取得完整的數

據，患者直接的資訊也不見得完整，因此趙強營養

師也都拒絕線上個別的提問，因為無法掌握提問者

的身體狀況。

營養師須要以個別化的方式面對病人，但醫院

受限於經濟效益，很難個別化供餐。另外，營養

師可以設計出營養滿分的餐單，但病人是否願意食

用，亦是討論營養管理必須面對的問題。

政府的出版品在使用上常有不必要的限制，而

難以使用；美國的官方資料相對透明，產業也較容

易發展。另外，政府有很多專案計畫，但缺乏整合。

台大醫院營養室鄭金寶主任

遠距醫療很多醫院都在執行，但受限於法規規

定營養師須要直接面對病患，且透過遠距技術亦難

以得知病患是否有依照營養師的要求飲食，都是產

業發展上的瓶頸。然而，遠距服務如以健康人群為

主，還是有發展機會，惟亦須注意如何保障病患的

隱私。依現行《個資法》，使用除名的個案資料進行

個案分析分享，依然觸犯個資法。

在開發資訊產品方面，要考量消費者是否能夠

確實操作，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以小孩、老人為

例，無論是拍照或輸入的方式做飲食紀錄，都有操

作困難。在飲食處方方面，目前飲食相關的處方須

由醫生開立，可先透過病患資訊，由醫生開處方，在

考慮文化信仰等生活習慣設計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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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經濟系鄭秀玲教授

遠距醫療相關產業在美國、中國等國家已有所

發展，而臺灣的發展卻仍受限於法律。

現今孩童的飲食習慣不好，不是在吃食物，而

是在吃食品，此問題應從父母的教育著手改善。

台灣經濟研究院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孫

智麗主任

遠距醫療的醫療行為受限於法規的規定，因此

研究主軸也以健康產業（運動、睡眠、營養）的營

運模式為主。運動產業已經發展出促進健康之營運

模式或活動，例如：路跑帶出的健康風氣。在營養

方面，基於營養個別化診斷相當耗時，ICT 技術可

以介入輔助營養診斷以增進效率，另外亦可針對特

定活動事件設計營養管理計畫，依據消費者需求提

供客製化服務、建立營運模式。

真正有機的成本很高，認證制度建立保障收益

很重要，建議政府兼顧食品營養及安全，校園學童

午餐採購，應規範以合理的價格採購營養且安全的

食品，並透過政策矯正市場環境，食材的採購條件

應該是以安全為基礎去訂定，應採有利標。營養的

教育推廣仍是重點，可透過童書或遊戲等，從小灌

溉正確觀念。

主持人：臺灣大學生化科技系蕭寧馨教授

食品營養與安全的扣合有其重要性，可從採購

方式及食品來源進行探討，可以計算採用營養且健

康食材的整體效益，提供政府作為政策依據。

「營養九九資訊網」的資料，是全部政府資料

的彙整，只要政府願意，可比照非登不可的政策，

要求廠商可直接登入其產品資訊。營養九九每年有

十萬的瀏覽人次，可見使用者對此網站的需求，可

教育消費者可以先上網確認其購買的食品安全性。

「請問添加物」App為本次計畫的成果，可透過

語音辨識系統，搜尋食品添加物的相關資料。現已

於 Google Play 平臺上架，目前仍在試用階段，後續

會進行優化。

結論與建議

在營養與食品安全結合方面，飲食紀錄可搭配

食品履歷，減少額外的操作，同時兼顧營養管理與

食品安全。在產業發展方面，除專業服務外，應考

慮如何納入社群互動，增加使用者黏著度，其中慢

性病患者對飲食管理的需求度較高，可著重發展，

而提供健康族群的服務，應給予明確的目標，增

加參與意願。另外，在物聯網的架構下，產業的發

展模式相當多元，營養管理產業可考慮與健檢、超

市、保險，將服務建立在消費者既有的生活模式中。

建立人民有感的食品安全政策，帶動我國農

業企業化、促成農業生產轉型與技術升級，才能提

高競爭優勢與建立品牌價值。建議政府規範全國

各地果菜市場推動食材四章 1Q 交易專區；透過全

國各地果菜市場推動食材四章 1Q 交易制度與行情

表，才能有價格標準得以具體落實校園四章 1Q 食

材採購政策，而使生產者能掌握國內市場的需求規

格及數量，降低生產的不確定風險，且能擴大經濟

規模，並降低成本、確保生產收益，然後透過企業

化經營確保成分品質、建立品牌價值、提高競爭優

勢，我國農產品才有能力外銷，進軍國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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