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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農民結構以小農為主，各個小農，各有生產主張，這是我們很值得驕傲的
特色，不過，也因為耕地面積小，以致各自產量不大，因此，透過共同運銷，集結貨
品交由農民團體，運送至果菜市場拍賣，是一種合作的方式，讓原先散落各處的
農民們能夠在運銷上，打一場漂亮的團體戰。

──總經理　吳音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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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以農業立國，蔬果更是國人重要營養來源。每日清晨
在傳統市場的攤商上，亦或是百貨公司、生鮮超市乃至比
鄰而居的超商，皆可十分便利的取得。然而在50、60年代，
臺灣農產並沒有一個完善而完整的產銷制度，加上臺灣小
農林立，果菜生產零星而分散，導致農友們不僅得自產自
銷，在整個農產供應鏈中更是趨於弱勢，因此於民國62年
起，行政院為打破商販原本以獨佔方式謀取利益的局面，
促進農民與商販間的公平合理交易，便開始建立推動一個
具現代化的農產品產銷制度，本期就讓我們一起來瞭解帶
動臺灣農業中最重要的一環---「共同運銷」。

問：「共同運銷」的由來以及定義？

答：臺灣農民結構屬「小農制」（註1），農家平均耕
作面積僅1.1公頃，甚至只有2、3分地（註2），導致

產量稀少，因此在農產品供應鏈中，無論運輸成本
或與盤商議價上往往趨於弱勢，總是成為被剝削的
一方。

「共同運銷」顧名思義，就是整合分散於該地區的小

農，將各自貨品集結在一起，藉以提高農友在議價上

的籌碼，降低農民負擔，進一步增加農民收益，這就
是「共同運銷」的由來。簡單說「農產品從產地透過
農民團體（農會、合作社等）運輸至固定式交易平臺

銷售，這中間的所有一切規範稱之為共同運銷」。

※註1：「小農制」意指以家庭為單位，從事傳統農業之個體生產，具有再 
            生能力強、管理成本低、適應能力高等特色。

※註2：一分地等於293.4坪（969.917平方公尺），十分為一甲，一甲約一
            公頃。

※註3：「分級包裝」是由農民團體、交易平臺、政府單位、承銷商商會等，
             針對各品項農產品品質共同擬訂出具「規格化」、「統一化」的包裝
             辦法。

問：共同運銷包含了哪些部分？

答：「共同運銷」包含的範圍非常廣泛，整合該地區
各農友的貨品，並不如想像中的容易，由於農戶們無
論是栽種的品項、品質、尺寸、產量，甚至包裝手法
及單件重量等皆不相同。為迎合盤商需求，提高承銷

業者購買意願，因此訂定「規格化」、「統一化」的

「分級包裝」（註3）標準規範，這些皆屬於「共同運

銷」範疇內。

問：「共同運銷」為產、銷雙方帶來了哪些的優點？

答：過往臺灣交通尚未健全，加以農戶零星分散，導
致承銷業者承購貨品，需奔波於各產地間，造成人
力、物力上的浪費。農民不僅得在種植技術上下工

夫，還得四處尋找買方，造成農友們的困擾，透過「

共同運銷」，除了降低承銷商購買貨件時的成本，更

可避免農友們找不到買家的窘境。

另一方面，以往攤商將貨件取走後向農友以高報低，
無法取得相對報酬之事屢見不鮮，因此建立「共同運
銷」時，便改由第三方交易平台以及農民團體負責處

理金流，承銷商需先繳交保證金，並於交易完成後，
迅速將貨款直接撥付至農民帳戶，確保農友權益。

早期農家對消費地消費習性並不了解，同一貨件的農

產品，於尺寸、品質參差不齊，導致承銷業者購買
後，仍得耗費工時整理，而農產品又十分注重「鮮
度」，因此造成時效性及銷售上的困難，推行「共

同運銷」並建立「分級包裝」制度後，不僅提高承

銷業者購買意願，同時亦提高農友收益。

受訪者：農委會農糧署 主任秘書 翁震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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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目前「共同運銷」的成果如何？

答：民國62年「共同運銷」實際運作時只有6家農民團體（農
會、合作社），全國送至批發市場（含北農），辦理「共同
運銷」之蔬菜量約4016公噸，僅佔全國批發市場交易量
0.6％，水果4020公噸則佔約1.4％。如今全國各地農民團
體已高達1000多間，統計去年（106年）蔬菜成長至49.8

萬公噸（33.3％），水果為19萬公噸（16.1％）

近年因大型賣場、生鮮超市的崛起，導致全國農產品送往行
口與直銷（註4）通路約佔25～30％，全國各拍賣市場（含
臺北農產第一、二拍賣市場等）約佔40～50％，北農屬「
共同運銷」部分佔約70％。。

全國各批發拍賣市場「共同運銷」總佔有率 （單位：公噸）

民國62年 民國106年

蔬菜

水果

總計

4,016（0.6％）

4,020（1.4％）

8,036（2.0％）

498,000（33.3％）

190,000（16.1％）

688,000（49.4％）

一般行口攤商27.5%

直銷27.5%（連鎖賣場、生鮮超市）

全國各批發市場45%

雖近年來稍有下滑，然而比起初期而言已是十分亮眼的成績，

又拍賣市場行情具「全國農產交易指標」，其重要性更是不
言可喻。

另一方面，透過農民團體及交易平臺共同的努力，農友們越
來越具有「分級包裝」概念，對產、銷雙方而言皆為正向的
進步，除此之外，「冷鏈系統」（註5）更是我們積極努力的
方向。

※註6：管理費之收取以5％為上限，供應、承銷各負擔一半。

問：「共同運銷」建構至今，曾發生過哪些重大變革？

答：「共同運銷」草創初期，並無明確法規，民國69年訂定
「輔導農民團體辦理果菜共同運銷作業注意事項」，民國
71年進一步制訂「農產品市場交易法」，方有確切法規可依
循。並建構了「農民團體共同運銷輔導獎勵監督辦法」及「
農產品分級包裝標準與實施辦法」，直至76年當時的農林
廳（農糧署前身）才完成「共同運銷考核要點」，這一路

走來，並非簡單幾個字就可以帶過的。

※註4：「直銷」：農產品未透過拍賣市場販售予大型企業公司、連鎖賣場、生鮮超市
             等，或於小農市集、直銷站及宅配進行銷售。

※註5：「冷鏈系統」：透過各式備有低溫系統之載具及存放方式，使農產品自產地到
             末端消費者之間不受溫度影響導致變異，提升農產品品質。

問：「農產品交易法」中所提及的各式費用及由來？

答：「農產品交易法」起初由經濟部底下的「農產運銷改進小
組」，經過6、7年的醞釀，透過各方農產相關團體單位共同
擬定而來，於1981年頒布，1982年實施。二戰結束後，尚

未廢省前，臺灣省與臺北市訂定了「農產品批發市場管理辦
法」，其中規範了北農需向臺北市政府承租土地經營，基於

使用者付費原則，每年向臺北市政府繳交土地使用費（以15
％為上限）。

同時規範了農產品批發市場可向產銷雙方索取管理費（註6），
為降低產銷雙方支出成本，甚至可能轉嫁予消費者，並鼓
勵農友參加「共同運銷」，因此北農僅向產、銷雙方各索
取1.5％，至於農民團體可向農民收取之「代辦費」並無最
高上限相關規定。

各國（地區）法定管理費率上限表：

香港 日本 韓國 臺中、臺南、高雄

蔬菜

水果

國別

10％
8.5％

7％
6～7％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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奮鬥至今的成果

北農為提升農產運銷效率，長年配合農委會政策，積極推
動農產品「共同運銷」及「分級包裝」，深入產地輔導農
友，如今「共同運銷」占有率自民國64年的蔬菜9.48%、

水果5.20%，迄106年已大幅增長為蔬菜78.06%、水果

71.32%，北農儼然成為「全國最大蔬果交易平台」。

在供應單位農友的配合、主管機關的支持及北農員工戮力

推動下，全國各地區農民單位迄今多已建立起品牌信譽，

不僅產品價值提升，農友收益也相對著水漲船高。未來北
農將持續輔導「共同運銷」與「分級包裝」，為維護產銷
權益而努力。

「分級包裝」的影響力

北農開業時，產地供貨仍習慣沿襲舊中央市場時期，包裝多
以竹簍、麻袋等形式，並無固定包裝箱，不僅分級凌亂、品

質混雜、詐底嚴重，且每箱重量不一，更有60公斤以上大包
裝，導致貨品損傷變質，降低商品價值，承銷人缺乏採購信
心，價格亦難以推升。有鑑於此，北農計畫性地派遣拍賣員

以及幹部等赴各產地農民團體輔導農友，協助農友進行「分
級包裝」的改善。其實最困難的就是「觀念」，所以我們不

斷地南下宣導，才逐漸的讓農友們願意配合「分級包裝」。

「共同運銷」輔導之初，供應單位的小代號太多，加上貨件

十分零散，導致無法提升拍賣效率，又農產品交易非常注重
「時效性」，交易效率低下，則容易因早晚市而產生價差，
對農民而言並不公平。為此北農配合當時農委會政策，展開

輔導產地組織「產銷班」，推動實施「共同選別」、「共同
計價」作業。由於共同分級包裝，品質劃一、包裝一致，因

此交易迅速，價格穩定，更能有效地提升農友收益。

「共同運銷」大事紀 

北農自開業之時，即以「輔導共同運銷」、「改進分級包裝」

列為年度重點工作，不但積極投入人力展開輔導，民國76年

9月更擬訂「臺北農產運銷公司實施果菜共同運銷供貨獎勵
試行辦法」，於同年10月邀請「農政主管機關」及「三大農
民團體」共同討論後實施。並由本公司提報計畫，向農委

會申請經費補助，以獎勵方式激勵供應單位辦理「共同運
銷」。另訂定「提高果菜共同運銷占有率實施計畫」，自77
年1月起實施，此後，共同運銷占有率即逐年大幅上升。

有效率的「共同運銷」制度，須要精確的「分級包裝」輔助，

北農積極與農政機關共同研訂「主要果菜分級包裝簡要規

格」，印製後贈予農友們參照，此外陸續編印「果菜分級包

裝手冊」及「蔬果品質分級標準暨包裝規格手冊」。與專業
化之農民團體合作，擬訂輔導專案申請補助「分級包裝」增加

之成本，製作標準化紙箱，無償提供予農友使用。同時向農友

宣導規格化紙箱包裝，方便承銷人看貨，提高拍賣效率。

資料來源˙臺北農產 業務部  唐榮賢 副理

生產者

交易平台

承銷商

消費者
插畫˙洪宇萱

農民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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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團體」在「共同運銷」中扮演著重要的靈魂角色，從產地到交易市場中間所有一切業務，
皆由「農民團體」一手擔當重要的領航員，因此談到共同運銷，

絕不能忘記這群默默站在農友們後面，屹立不搖的推手……

「全國農會」在「共同運銷」送至批發市場中扮演著「產地農民的眼睛」，雖處
於3C產品及網路發達的時代，產地農友透過手機、電腦即可取得「交易行情」、
「拍賣實況」等相關資訊，然而交易現場或多或少仍有些許盲點，現場駐在人員就必

須代替農友，即時地向購買業者進行溝通協調的工作。

農民團體並非僅存在於消費地的交易平台服務，在產地，我們農會默默耕耘，不斷地
向農民推廣「分級包裝」的重要性，從以往的三層、雙層式包裝，時至今日已精緻

化為單層包裝，更進一步的推廣「各地區農會品牌水果」，不僅獲得許多承銷業者
的肯定，也將「分級包裝」推向另一個境界。我常跟農友們說：「辛苦耕耘，開
花結果到採收，而分級包裝就是最後一哩路，如果敗在最後這一哩路，前面的辛苦

都白費了。」農會系统一定全力配合農政單位政策，鼓勵農友申請有機及産銷履歷
標章，重質不重量，提昇農友收益，創造三贏。

共同運銷的靈魂角色：四大農民團體

中華民國農會（前身為省農會／簡稱：全國農會）

在整個「共同運銷」制度下，「農民團體」扮演著最重要的部分，我認為就是「

服務到家」，這是一般純供應人（農友）享受不到的地方，無論是在「品質提升」、

「包裝改進」、「申請輔助」各方面，皆可透過農民團體得到友善的協助。有時政

府相關的政策與法令，也必須透過農民團體告知每一位農友，當然更重要的就是
求新、求好的理念。

有時農友們生產了較具獨特性的農產品，承銷業者或許並不曉得，此時我們駐於消
費地，瞭解承銷業者需求的「駐在員」就可發揮最大的功能，向需要的承銷商推

廣。特別是在產季初期，產量稀少的時候，整個拍賣場或許唯獨只有這件貨，我們
會主動並試圖想盡方法告知承銷人這件貨的存在，讓更多需要的人看見它。

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簡稱：青果社）

資料來源˙供銷部主任 謝啟松

資料來源˙共同運銷科科長 黃志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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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團體」在整個「共同運銷」體制內扮演著「農民與交易平臺之間的橋梁」。

多數農友產量並不高，一天生產可能只有5件、10件，無法負擔起建構「倉儲
設備」或是購買「大型農機」所需成本，畢竟光是低溫倉儲一個月的電費就十
分驚人，我們集結眾人之力，建設「冷藏庫」、「集貨場」等，讓需要的農友
們使用，進一步發揮起「產量調節」的作用，這就是我們存在的價值。「國聯
社」2002年從六間合作社開始，奮鬥至今約有近兩百家，更是成長率最高的農

民團體。成立初衷只是希望可以做得「更專業化」而已，因此國聯社所有農產
品100％全部都是走「共同運銷」。

除此之外，我們也將所有的收益回饋至當地，協助當地弱勢團體或社福團體舉

辦各項活動，比方認購年菜給獨居老人等，就是希望能夠「取之於民，用之於
民」。

中華民國果菜合作社聯合社（簡稱：國聯社）

早期辦理「共同運銷」的農民團體只有「省農會」，為使農民團體具良性競爭
特性，演變至今才有所謂的四大農民團體，其實「共同運銷」就像是個大家庭，

而底下的四大農民團體就是兄弟姊妹，目標一致都是為了服務農友，彼此間僅
經營理念與管理方法不同而已。

「農聯社」於1979年起辦理「共同運銷」業務至今，深知供應量取決於價格，
價格則端賴品質的提升，因此一直以來都著重於輔導農友們如何提升農產品的
品質。首先就是得要求同仁們提升自我的「專業能力」以及「服務品質」，具

備專業能力才能夠進一步地輔導我們的社員（農友），統計106年共同運銷蔬菜
供應量43.16％，更是列居四大農民團體佔有率之冠。同時我們也不遺餘力地開
拓新通路，藉以調節市場供需的平衡。

台灣農業合作社聯合社（簡稱：農聯社）

資料來源˙國聯社 總經理 林小萍

資料來源˙農聯社 前總經理 陳介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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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8/28 市場舉行中元普渡

普渡當日由董事長陳景峻擔任主祭官並
由許玄謀處長、吳音寧總經理、陳天財
主委、林長平理事長、程建盛理事長、黃
文卿理事長、洪嘉佑理事長、張寶智理
事長等數位陪祭官與沈添生爐主，依循
古禮焚香祝禱、祈求風調雨順。

麻豆農會總幹事孫慈敏於凌晨2：30至第
一果菜批發市場舉辦「麻豆文旦，歡樂
進北農」試吃活動，農糧署署長胡忠一
及北農總經理吳音寧全程陪同，活動中
表示臺南地區雖受豪雨，然受災僅一成，
除中秋供貨無虞外，且不影響文旦品質。

8/13 一、二批發市場雇員升職
三等拍賣員及品檢人員資格考試

為提升服務品質，拔擢優秀人才，於總

公司第一會議室舉行批發市場三等拍賣

員鑑定考試及品檢人員資格考試。需任

職滿二年、考績甲等、未受懲處，並擔

任試拍工作半年以上之同仁，方具資格

參與三等拍賣員筆試。

8/17 參訪豐源生技、台糖有機肥

為使每日產生之蔬果廢棄物能更有效的
利用，吳總經理率團隊前往豐源國際生
物科技公司、台糖虎尾有機肥場及新

社果菜生產合作社，參訪果菜殘渣相
關處理事宜。

8/31 麻豆農會舉辦推廣文旦試吃會

8/9 帛琉農業局局長參訪

帛琉農業局局長與駐帛琉大使館秘書

等一行4人，為瞭解本公司農產品外銷
情形一同參訪，由總經理偕外銷相關

主管接待，洽談蔬果貿易業務。會中

針對我國當令果品、航運模式等議題

相互討論協調，積極為臺灣農友尋求

國際通路。

8/1 新進員工職前教育訓練

為使新進同仁對批發市場工作具備基本

概念，邀請曾任拍賣工作之蔬菜課李課

長富霖分享寶貴經驗，盼可透過新進員
工職前教育訓練，縮短適應時間，降低

職場壓力。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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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天數廿六天（農曆6月20日至7月21日），上
半月氣候穩定，市況平順。20日起受西南氣流引
進水氣影響，臺中以南陸續豪雨，高屏及嘉義災
情慘重，由於災區恰好避開主要產區，受損不大，
惟雨勢過大造成落花落果多，因含水量豐，導致
品質不佳且不耐存放，受民眾預期心理影響，又
逢「中元節」節後休市二日，致需求量達到高峰，
24日起批發價暴漲，25日均價達40.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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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蔬菜成交價、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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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11日逢農曆七月，宮廟、社區、公司行號等
陸續展開普渡活動，民眾多利用週休假日普渡，
青果需求明顯提升，農友按市場需求調節出貨，
到貨以24日中元節前一日1,024噸為最高峰。因
祭祀活動頻繁，外市買氣順暢，場內交易平穩，
批發價多上漲。季節進入夏秋交替期，秋季果種
如柚類、柿子類等，陸續上市，然中南部連續豪
雨，採收不易致到貨量不定，品質參差不齊。

蔬菜交易行情分析

水果交易行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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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資訊部 董惠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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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第一果菜批發市場 拍賣員 李邦傑
                  臺南地區文旦柚農友

文旦柚

產地／產期

由於臺灣屬亞熱帶氣候，文旦柚幾乎全國皆有
種植，然以臺南麻豆、雲林斗六、花蓮鶴岡等
地最為集中，盛產期約落於8～10月，24節氣
中的「白露」前後。

品種

柚子可分為文旦柚、紅柚、大白柚、西施柚
等，雖俗稱柚子多意指「文旦柚」，然而文旦
柚隸屬於其中的一種，並無法代表柚子喔。

時序又來到了烤肉賞月的季節，柚子諧音「
祐子」、「有子」且有「團圓」之意，因此
一到中秋更是家家戶戶必備，然而文旦柚除
了生食外，不僅果皮可提煉精油，皮嚢能夠
製作為柚子糖，果肉還可製成柚子醋、柚子
果醤等，柚葉於傳統民俗中更有除霉氣、祛
邪的作用，幾乎全身都是寶。一般民眾在享
用完文旦柚後，透過蠟燭微微烘烤柚皮，還
能使整個家庭都充滿著恬淡的柚香味

普遍來說，15年以上的柚樹即可稱之為「老
欉」，由於老樹的枝葉不如幼樹茂盛，因此養
份多留於果實中，這就是為什麼「老欉文旦」
較香甜多汁的秘密。剛採下的文旦柚，置放於

通風陰涼處約兩週，透過辭水（臺：消水）後，
表皮從鮮綠色逐漸轉為黃褐色，水份略減、肉
質柔軟、甜度上升、酸味降低，酸甜度適中時
才是享用的最佳時機點。雖文旦耐儲性極高，若
保存方式適當，甚至放到隔年過年亦能食用，但
可別等到整顆果皮皆呈褐色，風味流失後才想
到她。

偷偷跟你們說喔，中秋文旦熱銷期降溫後，此
時的文旦柚多已辭水，加上成熟度十足，更是
品嚐文旦的最佳時機，且今年的文旦柚因為氣
候關係，特別好吃唷～

特性

皮薄、籽少、甜度高且果肉細膩是文旦柚
受人喜愛的主因。

pomelo
CITRUS MAXIMA

品種鑑別

文旦柚 紅柚 大白柚 西施柚

外型 呈上尖下寛
之洋梨型

皮薄多汁、肉厚
且細膩、籽少

8～10月
（白露前後）

9～10月
（秋分前後）

10～11月
（霜降前後）

10～11月

特性

產期

較文旦稍大，
油胞較粗

色澤鮮紅

果皮細膩
呈圓形

飽滿豐厚

果皮較大白柚粗

淡粉紅色、
籽多、甜度高

品種

外箱

品質

淨重

㊝
㊕表皮光滑、油胞細膩、無水傷及病蟲害等外傷。

些許風疤、蜂叮、薊馬等蟲害外傷，但不影響果實食用。

分級包裝

3公斤/盒
四盒為一箱

禮盒裝（子母箱） 普通箱

6公斤/盒
兩盒為一箱

12～18公斤

新欉

較大 較小

老欉

粗糙明顯 細膩而集中

底部圓潤 底部平整

淡香且
甜度較低

濃郁且
甜度較高

果實尺寸

表皮油胞

果型

風味

《臺北農產運銷報導》七月號封底〈蔬果介紹：
火龍果〉部分，火龍果富含「甜菜紅素」誤植為

「花青素」，編輯小組為不慎誤導一事深感抱歉。

勘誤啟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