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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3月 4日「營養午餐法制化公聽會」發言稿 

文 / 大享食育協會 

臺灣學校午餐有各種亂象，除了各縣市代辦的午餐餐費差距很大，供餐菜道數從

五菜到三菜皆不相同、收費標準不一、食材供應來源方式形形色色等。 

更令人訝異的是，全國每天供應 180萬份學校午餐的中央層級法規僅有《學校衛

生法》的第 22條與第 23條，對照飲食型態、教育體制和文化風俗相近的日本，

韓國，其各自的「學校給食法」訂定施行多年，臺灣學校午餐的確有先天不足後

天失調的困境。 

雖然有諸多問題待討論，在本次發言中，我們先針對「尊重專業、源頭管理食材、

傳承飲食文化」等三點，提出淺見與建言，請各位前輩指正。 

一、尊重專業 

在臺灣，學校營養師與料理人員的專業及重要性被低估。 

日本在 1954年頒布的《學校給食法》歷經 13次修訂，依法將從事學校午餐的營

養師納入編制；韓國從 1950年代以社會福利、清寒救助的概念發展到全國各校

自立供餐，同樣在 1981年通過《學校給食法》。 

借鏡日本，學校營養師的專業身分是辦好午餐和食育的核心之一。該國有高度專

業化發展的學校營養教師體系，來自法規制度上明訂「學校給食必須由學校營養

師主責」。 

學校營養師的基本工作包括規劃菜單、膳食備置、餐食供應督導；2004年，文部

科學省推出「營養教師」制度，讓飲食營養教育成為學校課程的一環，而學校營

養師有機會成為正式具有公務員身分的教師，肩負學校午餐業務和教育的職責。

因此衍生的人事費用由公部門編列預算支應。而廚房中負責料理烹煮的調理員也

有明確員額編制，一位調理員大約負責 100 人份餐點的備置。韓國則是在 2006

年確立各校無論規模大小，皆應自辦廚房和每校都有營養師、廚師等施政方針。 

反觀臺灣，全國近 3900間學校僅聘任 475位公職營養師，等於 1位營養師平均

得照顧八所以上的學校。 

一位廚師或廚工大約至少要負擔二百至三百人份的餐點，在短短的三、四個小時

內，需要完成檢收、清洗、裁切、料理、盛裝與後續清理等工作，和日韓相比，

我們菜道數更多、料理程序更複雜，廚房人員的勞動強度更強。 

再者，廚房人員薪資所得較低，勞動條件不佳，甚至有些學校的廚工不被視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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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人員，領非常微薄的時薪、寒暑假時更沒有薪資、無勞健保保障等等，也聽過

有人被要求協助分擔校內工友業務等現象。 

二、源頭管理食材 

日本除「學校給食法」，還有作為配套方針的「學校給食會法」，該法建立了中央

與地方政府分層管理的事項，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學校午餐食材、物資來源由

各都道府縣所設置的『學校給食會』負責」。 

我們親自造訪過各地給食會，了解其主要作為食材採購供應的平台，例如，由學

校給食會向廠商採買業務用調味料、罐頭等，或與農家合作，收購原料、委託工

廠加工麵包、麵條、米等，甚至會向大型食品廠如日清、S&B等要求開發生產出

專門供應學童食用的成品。 

舉例來說，東京都內每天的 90萬份學校午餐，有將近 90%的學校採用給食會委

託生產的麵包、20-25%的學校向給食會買米。優點是可透過集體採購到較市售價

格低、品質穩定且一致的產品，更能讓合作的生產者採取計畫性生產以確保收入。

日本學校午餐每日必有的鮮奶則是由乳品業者、政府與給食會三方簽約，學校透

過給食會訂購業者所供應的「學校午餐標準牛奶」，才能獲得政府補助。 

來看韓國。 

在多次互訪交流中，我們得知，為了暢通友善環境食材的供應系統、強化食材品

質標準，韓國透過地方政府的「供餐支援中心」的共同購買機制來進行把關，目

前全國各地有 70 多個供餐支援中心，也建立起親師生共同參與產地參訪和食材

監督的機制。 

以京畿道教育廳的供餐支援中心為例，共同購買品項包括韓式醬油、辣椒醬、大

醬、陳年醬油等 25 項加工品，主副食材優先使用友善環境耕種的國產品，當價

格飆高或產量減少時，才會使用其他國產品替代，最後才考慮用進口食材，並禁

止使用基改食品。 

三、傳承飲食文化 

日本與韓國傾全國之力推廣自家「和食」及「韓食」的文化精神，向外打進國際，

對內深入校園。 

我們曾拜訪東京都杉並區，該區是文部科學省指定的「super 食育」示範區，全

區的學校午餐食器由美耐皿改為強化陶瓷，且按照和食用筷子、洋食用叉子等原

則實施。當時還造訪該區的三谷小學校，我們是十一月去的，校長提出數據說自

4月開學到 11月 2日，已經有 75天的午餐使用百分之百國產食材來料理。 

韓國的民間團體在 2010年提出使用友善環境作物的學校午餐的政策倡議，認為

學校午餐跟生命教育、學童健康、農業發展都有關聯，因此應列為國家主導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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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事項，且學校午餐是義務教育的一環，應當提供友善環境種植的食材。以上概

念在 2014年普遍落實。 

應邀來訪、推動韓國友善環境食材校園供餐的民間運動者朴仁淑女士強調，學校

午餐絕對不是一份填飽肚子的餐點而已。以韓國友善環境免費午餐政策為例，它

保障學生基本人權，同時促進地方循環經濟，讓所得重新分配，更透過支持本土

環境友善農業來累積永續社會資本。 

我們認為，找出屬於台灣的特色，讓學校午餐兼顧安全營養美味、並支撐社會永

續生活，成為下一代健康幸福的基礎，是當前不能再迴避的重要課題。從現在開

始，以長遠的眼光來規劃，並捐棄政治算計，我們才有機會從根本開始，徹底改

善台灣校園供餐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