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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號

我第一次走進第一、第二果菜批發市場，就被琳瑯滿目的蔬果陣仗給吸引，而穿梭在蔬果形貌及

氣味中的勞動身影，更是讓市場活絡起來、不可或缺而重要的存在。因此，《農産運銷報導》改

版後首度出刊，便選擇向市場裡的勞動群像致敬— —沒有勞動，哪來的蔬果呀！
請跟著我們一起來認識吧。

⸺總經理 吳音寧

“

封面故事 ⸺ 每日凌晨的拍賣時間準時開始，當拍賣員與承銷人一同站上看台，就是一場蔬菜與鮮果的選秀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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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各地農友生產的蔬果，經由貨運司

機運送，於下午3點半陸續送達第一、

二批發市場，再由卸貨人員在指定的位

置卸下貨，開始市場中的運作。

15:30pm
貨運司機

凌晨12點前往拍賣場，隨機取樣蔬果，

以生化快速檢驗法進行抽驗，所有工作

需在拍賣開始前完成。

00:00am
農藥殘留檢驗人員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是城市中大部分人的生活。只是，在深夜的臺北第一、第二果菜批發市

場裡，卻有近五千人自晚上至日頭正中，不懈地工作、輪轉於市場之中。他／她們的勞動構築了
台灣果菜批發的運作— —從貨運司機將全台灣的蔬菜水果運送至此，再透過拍賣、運送，把產地
農民的成果送到每一張餐桌；晨起的市場中也未閒著，有清潔工打理環境、維修人員進駐市場內
修理電動車……等等，為的是下一日的運作。當人們享用晚餐後，也許準備要睡了，但在果菜市
場的一天才正又要開始呢……。

凌晨勞動十分費力，需適時補充能

量，因此第一、二批發市場中皆設

有小吃販售站（福利社），提供便

當、麵包、點心或飲料等，是市場
中所有工作者充飢的補給站，也是

夜半美味的所在。

市場中販售處

主 題 企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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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蔬果拍賣前的理貨工作，是拍賣員

的最佳助手，凌晨1時開始工作，對負

責區塊的貨品，核對進貨明細，開箱、

抽磅，及編排拍賣序號。並在蔬果交易

完成後，憑交易傳票讓承銷人領貨。

01:00am
理貨員

台灣的四大共同運銷團體（農會、國

聯社、農聯社及青果社）派駐於批發市

場的人員，主要負責協助所轄農友，在

產與銷之間第一手的市場狀況及第一

線的問題處理，當批發市場開始理貨

時，各團體駐在人員即穿梭於現場，

掌握及協助處理各種狀況，拍賣結束

後（約7時起），彙集市況回報，提供

農民供貨之參考。

駐在員

負責蔬果拍賣的任務，是市場中的靈

魂人物，每日凌晨2時起，拍賣員即進

場掌握全場進貨量、天候、節慶假日

、承銷人看貨情形等各種情況，並依

蔬果實際到貨品質，參考評價資料，

擬訂裁價及拍賣腹案。3時20分開始執

行拍賣任務，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把

蔬果拍賣出去的任務。

02:00am
拍賣員

攝影˙管理部/機電課/沈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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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拍賣結束後，在第一、二拍賣市
場中都設有零批攤位，提供予承銷業

者進行銷售，將農民的心血送達到每
一個末端消費者手中。

攤商（零批場）

負責將批發市場內交易完成的貨品拖

離現場。每筆拍賣交易完成後，每日

約凌晨5時到6時30分，承銷人依據交

易傳票領貨後，得委由送貨人員（拖

工）以電動送貨車運送至零批攤位或

採購車。

05:00am
拖工

06:00am

攝影˙一市場/蔬菜組/游義安

批發市場中的蔬果承購商，主要參與

競價拍賣，將承購的蔬果經整理再分

銷。每日凌晨3時即到拍賣場查看蔬果

品質，並在拍賣開始後，競價承購所

需蔬果，在最短時間內做菜、分貨，

零批給一般零售商、餐廳及其他大消

費戶和一般消費者。

03:00am
承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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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車（電動車）是批發市場內最重要的
運輸工具，為達到良好的送貨效率，每
天約早上8時開始，第一、二果菜批發

市場內都有提供拖車維修的服務，為車
身補強或進行機組零件維修等工作。

08:00am
拖車維修

交易完成後，進行現場清潔維護工作

的人員，除了日常清潔程序外，定期

施作全面性的消毒、維護工作。

06:30am
清潔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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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序入冬，一日冷過一日，雖然濕冷天氣頗令人難耐，但這

也意味著，臺灣的草莓季已經悄悄開始了。每年一到冬天，最
讓我期待的水果，就是那一顆顆碩大、飽滿，形如雞心、紅似
瑪瑙的新鮮草莓，入口後滿嘴生香、一口酸甜的草莓，是最能

代表冬天的水果。不論是直接食用，或是淋上奶油、煉乳，甚
至作為甜點的搭配，都令人垂涎欲滴、難以抗拒。

 臺灣的草莓，一般在十一月下旬開始採收，一直到翌年三、

四月底。雖然以苗栗縣大湖鄉為最大宗，不過臺北近郊、內湖
碧山路一帶，也有為數不少種植草莓的觀光果園提供一般民眾
採摘，產季在每年十二月至翌年五月間。為了一飽口福，索性
趁著周末，與朋友帶著孩子，驅車前往內湖山區的觀光果園，
享受採果樂趣，也藉著這難得的一日農夫生活體驗，讓孩子了

解平日習以為常、取得容易的食物，其實得之不易的觀念。或

許是天氣好的關係，前往果園的路途上，可見許多攜家帶眷出

外踏青的人們，這不禁讓我想起楊巨源有首詩說：「若待上林
花似錦，出門俱是看花人。」今日內湖的山上，可以說是「滿
山盡是採莓人」吧！

 草莓性喜冷涼，適合栽種於無雨但有充分灌溉、排水通風良
好、富有機質之砂質土壤中；不耐嚴寒、高溫，更忌雨水及乾
旱，最適宜的氣溫為18至22度之間。為了因應草莓的生長習
性，內湖山區這些小而美的草莓園有別於苗栗大湖的露天栽培
，溫室草莓園環境舒適，人行步道也相對少泥濘，可以放心的
讓小朋友在這裡自由地採果、行動，除此之外，設施栽培更讓

北臺灣濕冷氣候的影響降到最低。

 根據園方工作人員的介紹，草莓是依色澤判別熟度，一般而

言，外觀越紅就代表越成熟，然而保存時間相對也越短，採果

時，若肩部為白色大約八分熟。值得注意的是，草莓並非越大
就越甜，所以挑選時千萬不要看到大的就採。這裡的觀光果園

同時採行高架方式種植方式，不但容易採摘，也可清楚的觀察

草莓的生長狀況，偶爾在一顆顆渾圓飽滿、鮮紅嬌豔的草莓之
間，還能發現一朵朵潔白色澤的草莓花，大自然孕育生命的過
程，是如此複雜而有程序。

 這趟採果之行，純粹只是享受這一下午的寧靜與樂趣，採摘
數量的多寡並不重要。然而，我卻不期然的思考到，與一般的

果園相比，觀光果園除了讓一般民眾體驗採果的樂趣之外，若
能結合手作概念，讓遊客將採到的水果，加工製成果、料理或

是濃縮果汁等產品。或是採取複合式的經營型態，結合採果、
觀光、休憩。更可設立專區介紹包括蔬果生態、歷史、育種管
理乃至於採收、食用等知識。如此一來，不僅能提高收益，觀

光果園更可以是市民的學園。 

文˙王志中 資訊部

一
月

January 107

107年1月15日由台北市市場處督導，臺北農產、畜產、漁產、花卉
四大公司共同舉辦「產銷履歷農產品推廣餐會」，選用可溯源之蔬
果與生鮮入菜。期許未來持續推動批發市場標章蔬果優先拍賣，讓

承銷業者採購更便利、農民生產標章蔬果的價格及通路更有保障。

「農民用心 消費安心」 產銷履歷農產品推廣餐會

107年1月18-20日至花蓮拜訪花蓮區農業改良場、花蓮縣蔬菜運銷

合作社、吉安鄉農會、壽豐鄉農會，與東部農友、產銷單位交流，
共同商討有機耕作之發展以及戮力之方向。

花蓮產地參訪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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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ember 106

106年12月13日凌晨二時，高雄市美濃區農會於第一果菜批發市

場辦理「產銷履歷農產品推廣會」。美濃農會總幹事鍾清輝帶著
白玉蘿蔔、紅豆、茄子等優質農產品，和農友一起在深夜市場熱
鬧走秀，總經理吳音寧以行動支持，並表示：未來十分歡迎類似
的活動繼續舉辦，到現場吸引承銷人的注意，推動有身分證的農
產品，逐步讓農產品溯源成為臺灣果菜的發展方向。

北農第一次深夜party

106年12月5日清晨，日本東京農業大學國際食料情報學部教授竹

內重吉及學生一行36人至第二果菜批發市場參訪，東京農業大學
每年都會到臺觀摩食品業概況。此次率隊的竹內重吉教授已連續
三年前來參訪，於行程中特別安排北農果菜拍賣交易見學，以瞭

解臺灣蔬果食材物流狀況與交流。

日本東京農業大學 國際食料情報學部師生參訪

106年12月20日召開一年一度北農企業工會會員代表大會，共同討

論相關議題。

北農企業工會會員代表大會

106年12月11、20日雲林縣水林鄉公所及彰化縣溪州鄉公所皆
舉行「產地證明標章」成果記者會，北農與產地農友共同推動
代表安全、好品質的農產品。雲林縣水林鄉為全國最大的番薯
產地，為使消費者快速分辨番薯來源，推出「水林番薯產地證
明標章」。彰化縣溪州鄉公所推動「溪州農產產地證明標章」，
多樣農產品以產地進行認證，創全國先例，並以「黑泥」為主
題，讓濁水溪黑泥孕育的優質農產品成為在地品牌。

支持產地認證標章

公司要聞

1/18-20：與花蓮改良場場長范美玲
座談，談及花蓮係以「有機樂活、健
康安全及原民產業」為發展重點。

1/15：產銷履歷推廣餐會中的每一
道菜色皆是以具有產銷履歷或有機
認證之農民成果作為主角。



1月  水果成交價、量圖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Brassica juncea

www.tapmc.com.tw農産運銷報導 1月號蔬果介紹 / 交易行情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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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名

刈 菜

大 菜

大 芥

芥 子

「現今市場趨勢為挑選每株重量約900～1200公克（1.5台斤～2台斤）、適宜小型家庭烹煮之大小。」
 ⸺第二果菜批發市場／蔬菜組／吳敘棠 管理員　曾任拍賣員22年

產季
每年10月下旬至隔年3月

品種
包心芥菜

結球芥菜（食用莖）

適合溫度 
16～22˚C

盛產期時可將葉面打開看內部是

否有開花或抽苔

不開花、不抽苔較為幼嫩好吃

抽苔現象為花芽分化，較為老化

挑選撇步 3.

葉面翠綠光滑、無蟲害、無斑點（一般通常為病

蟲害導致）且肥厚

交易天數26天（農曆11月15日至12月15日），
上旬天氣型態尚算穩定，然中旬入冬後受強
烈大陸冷氣團影響，氣溫陡降。受氣溫偏低影
響，部分葉菜類生長受阻，然而冬季當令及大
宗蔬菜正值採收階段，到貨量仍豐。外市則因
溫度驟降、下雨，加上各級學校陸續放寒假，
大型團膳與學校周邊餐飲業者進入淡季，需
求量減少，故銷售不暢，買氣略受影響。

挑選撇步 1.

莖部肥大、包密緊實

挑選撇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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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蔬菜成交價、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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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將近，果種以番石榴、甜橙、桶柑、椪柑、
棗子、香蕉等六種水果為大宗。中旬受強烈
大陸冷氣團影響，部分地區出現10度左右低
溫，全國各地農作物受寒害影響，進貨量普
遍減少。零售市場因年節將近，消費者多以
外觀美、甜度高以及含水量豐富的水果送禮
與祭祀，故對水果的需求量明顯增加，消費
者購買慾望強，買氣熱絡，價格普遍上漲。

蔬菜交易行情分析

水果交易行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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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臺北市農漁畜批發市場休市日程表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小寒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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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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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元宵節 十六

1 2 3

初三 初四 春分 初六 初七 初八

初九 初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七 驚蟄 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二月

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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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清明 廿一 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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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 三月 初二 初三 初四 穀雨 初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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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有關107年度批發市場休市日原則說明
如下：

一、休市日之安排以星期一為原則。
二、本案休市日程表係經106年7月6日
「研商107年度臺北市農、漁、畜批發
市場休市日」會議決議通過，107年遇
特殊狀況時增加休市日計有2月16日至
2月20日（春節）、2月24日至25日（
24日為正月初九天公生禁屠日循例休市
，另經會議協調增加25日休市）、3月
6日至7日（原係3月3、4日逢元宵節後
循例休市2日，經會議協調延後至6、7
日）、4月5日至6日（清明節循例休市
2日）、6月19日至6月20日（端午節後
循例休市2日）、8月26日至27日（中
元節後循例休市2日）、9月25至26日(
中秋節後循例休市2日）；另部分原屬
週一休市日，經前揭會議協調後取消休
市日者，計有2月12日、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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