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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畫緣起 

按《食農教育法》，食農教育，係指透過教育方法，培育國民對農業生產、農產加

工、友善環境、畜牧、動物福利、食物選擇、餐飲製備知能、剩食處理等各方面之認知。

其目的在於促使國民增進飲食、環境與農業的連結，重視個人健康以及農漁村、農業及

環境之永續發展，並藉由實踐之過程，啟發國民採取積極行動。 

苗栗縣（以下簡稱本縣）位於臺灣中北部，面積 1,820.3149 平方公里，北邊和東

北邊與新竹縣為鄰，南邊和東南邊隔著大安溪、雪山山脈與臺中市接壤，西濱臺灣海峽。

縣內分為 18 個鄉鎮市，山地和丘陵占全縣面積的 80%以上，因縣境內山多平原少，故

獲有「山城」之雅號。截至 111 年 7月止，本縣農牧戶共 37,921 戶，佔全國務農比例

4.99％；縣內人口為 535,011 人，其中務農人口約在 12 萬人，佔縣內人口 22.32％，

實屬北部農業要縣，農業在這片土地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居住族群多元，包括客家人、

閩南人、原住民族，其文化豐富多樣。居民與土地之間，在生活、經濟、社區、社會互

動上的連結極深。縣境內物產豐饒，擁有多元化的自然生態資源及歷史人文之在地特

色，如何將其獨特的在地魅力，善用好山好水、環境資源優勢，從環境、經濟、社會等

面向，在清楚的目標主軸下，培育全體居民共同打造農食友善的苗栗，是有其必要。本

縣依法身為苗栗縣食農教育之主管機關1，回應農業部（改制前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2）112 年 3月訂定之《第一期食農教育推動計畫》，為落實本縣內食農教育之推展，特

訂立本計畫，以期強化與協同與中央主管機關之間政策連動，並整合本縣轄內各鄉鎮市

 
1
 食農教育法第 2 條：「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在直轄市前直轄市政府；在縣（市）政府為縣

（市）政府。」 
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已於民國 111 年 8 月 1 日改制為行政院農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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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食農教育資源及推動策略，發揮整體效能。 

本計畫以五年為期，自 112年至 116年止，主要目標在擬定明確方針，並規劃以動

態評估方式，對實際執行項目之成效從事逐年滾動修正，以求達成推動目標及切合實務

需求。本縣所擬計畫，將與中央主管機關政策連動，藉與中央主管機關之計畫協同合作，

使食農教育政策在苗栗縣得以有效推展。同時，本計畫透過盤整本縣內各鄉鎮市之食農

教育資源與推動策略，期能發揮整體效能，藉此強化食農教育推動之成效。 

 

第二章 未來環境預測與當前課題評析 

第一節 國家永續發展政策框架之下，食農教育之趨勢  

於全球關注永續發展之今日，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制定「臺灣永續發展目標」

3，其中包含 18 項核心目標、143 項具體目標及 337 項對應指標。111 年 5 月，我國訂

定《食農教育法》，究其內涵，實至少涵蓋了前述「臺灣永續發展目標」中三項關鍵目

標，包括「目標 2：確保糧食安全、消除飢餓、促進永續農業」；「目標 4：確保全面、

公平及高品質教育，提倡終身學習」；「目標 12：以及促進綠色經濟，確保永續消費及

生產模式」等項目。足以彰顯食農教育於永續發展中之關鍵定位。 

此外，氣候變遷議題，已成為全球所共同關注之焦點。為因應這一課題，我國於 112

 
3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歷時 2 年數十次跨部會工作分組與專案小組會議、永續會委員會議與工作會議討論，參考 7

場次全國公民論壇成果、行政院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徵得之公民意見，及 5 度徵詢立法院永續發展相關民間團體建議，

迄於西元 2018 年永續會第 31 次委員會議完成「臺灣永續發展目標」，隔（西元 2019）年再訂定對應指標。「臺灣永續發

展目標」計有 18 項核心目標、143 項具體目標及 336 項對應指標。為因應相關法規或制度變革等情事變更，並為落實推

動與提升指標達成率及挑戰性，臺灣永續發展目標推動首次滾動式檢討作業。案經提報本會 111 年 7 月 29 日第 34 次委

員會議，後由行政院核定，336 項對應指標，刪除已達標之對應指標 5.3.1，另新增對應指標 1.3.12、14.1.3，修正後計

有 337 項對應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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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02 月 15 日修正公布《氣候變遷因應法》4，其法第 4 條明訂，於民國 139 年前我國

將實現淨零之國家目標。食農教育，其行動不僅在促進地產地消，縮短生產到消費之距

離，同時亦是實現淨零綠生活轉型之重要策略。因此，本縣對於食農教育之推動規劃，

亦應考量供應鏈中相關利害關係人和行動者之共同參與，於政策內涵減少農食供應鏈

之碳足跡，並逐步實踐各領域對農業減碳之自主承諾。 

 

第二節 食農教育推動的多元面向 

食農教育，論其性質，其某些部份，與環境教育重疊，並有其獨特之目的及意義。

其推動領域非常廣泛，涉及「農、林、漁、牧、加工、產銷、貿易、衛生保健、餐飲、

藝文、城鄉發展、廢棄物處理及回收再利用」等產業面；其教育內容包括「生產教育、

農業產銷教育、飲食教育、食安教育、健康教育、消費者教育、環境教育、動物福利教

育」等多元面向。其目標，係於培養全體國民對於食農相關知識之了解，對本國農業的

支持，並使其在選擇飲食與參與農業時，具備必要之素養。食農教育所推動之價值鏈，

涵蓋了自然環境、生產、人力、社會等多元面向，串聯自上游生產者、中游運銷體系、

下游選購、烹飪、飲食，直至剩食處理之整體產業鏈，係一跨領域、跨學門、跨產業之

實踐歷程。 

食農教育之推動，既涵蓋多元領域，亦強調多元參與，尤其是利害關係人和行動者

之共同參與。政府、學校、農漁民、社區、食品餐飲業者、市場、消費者等各方，當攜

手合作，共同建立一個支持食農教育之環境。透過多元合作，可更有效地溝通、交流及

傳達食農教育相關訊息，並推動食農教育之實踐。 

 
4
 《氣候變遷因應法》於民國 112 年 2 月 15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1200010681 號令修正公布名稱及全文 63 條；並自公

布日施行（原名稱：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新名稱：氣候變遷因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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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面臨的課題及因應方法 

如前所述，本縣作為台灣中北部重要的農業區，擁有豐富而多元的自然生態、族群

文化、歷史積累與農業資源。然而，受到全球貿易自由化和國民飲食西化的影響，本縣

亦面臨著挑戰。其一，本地農產品與其他產地農產品差異的辨識機制覆蓋率仍有不足之

處，使得居民對碳足跡意識、本土農業的重視程度、當地農產的消費傾向及在地飲食文

化的傳承意識尚需加強。再者，在國家整體人口老化及城鄉發展尚未重新平衡之情境

下，本縣所面臨的人口老化及勞動力流失問題亦是明顯，截至 2021 年止，縣內老年人

口比率高達 17.5％，相較於全國平均 16.2％為高，而此問題在農村地區更為嚴重，長

期以往，本縣原本具有的豐富族群文化、農業與環境資源，或將難以保存延續，而面臨

凋零。 

本縣既有豐富自然生態、農業及族群文化資源，歷來不乏食農教育相關之推廣活動，

然而所需要的，是推動更具整合性且有效的食農教育規畫，使本地居民能夠重新認識並

重視農業的重要性，理解土地及環境的價值，以及珍視農業和飲食文化的傳統，並將此

觀念進一步透過教育及觀光產業，推展至非本縣居民，強化本縣內農業及社區的發展

性、居民認同感及永續願景，吸引人才回流，返鄉發展，增進近年來本縣大力推動青農

返鄉相關輔導措施之綜效。此外，本縣亦將建立更積極的食農教育推廣機制，協助提升

農業從業者之從業價值及責任生產意識、提升本地消費者對本縣農產品之辨認、認同及

消費，進而支持農業永續發展的轉型、提升餐飲及食品業者對食材的利用方式，全面打

造本縣成為我國食農教育主力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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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苗栗縣食農教育相關政策及行動推展

近況檢視（106年-112年） 

第一節 盤點範圍 

時間區段：   106年至 112年。 

盤點局處列表： 農業處、社會處、工商發展處、教育處、勞工及青年發展處、

環境保護局、衛生局、文化觀光局、原住民族及族群發展處。 

盤點方式：  由各局處盤點於時間區段內，與食農教育法精神相符之政策及

計畫執行情況。 

盤點內容： 106 年-112年期間，符合食農教育精神之相關推動舉措。 

 

第二節 盤點結果 

表一．苗栗縣食農教育相關執行內容推展近況 

序號 局處 執行內容 執行期間 現況 

1 農業處 獎勵地方政府落實推動食安五環改革政策計畫 111 年至今 持續執行 

2 農業處 產銷履歷農糧產品安全監測計畫 112 年 執行中 

3 農業處 地方政府疫病蟲害主動調查制度 108 年至今 已結案 

4 農業處 友善環境植物保護資材推廣計畫 110 年至今 已結案 

5 農業處 
112 年幸福永續施政計畫 

友善環境耕作補貼-有機農業防治資材補助計畫 
112 年 

已結案 

6 農業處 112 年度苗栗縣有機農業生產輔導計畫-生產及加工設備 112 年 已結案 

7 農業處 112 年度有機農產品有機轉型期農產品查驗計畫 112 年 執行中 

8 農業處 112 年度苗栗縣有機農業田間栽培及肥培管理講習計畫 112 年 已結案 

9 農業處 112 年度苗栗縣有機農業溫(網)室設施(備)補助計畫 112 年 已結案 

10 農業處 溯源-112 年國產茶稽查專案計畫 112 年 執行中 

11 農業處 禽畜糞堆肥取代生雞糞施用觀摩會 106 年至今 持續執行 

12 農業處 畜產品推廣 106 年至今 持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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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農業處 輔導開發複合農產品（如丹參加菊花的參菊茶） 112 年 已結案 

14 農業處 推動化學農藥十年減半行動方案 112 年 已結案 

15 農業處 獎勵施用國產有機質肥料計畫 106 年至今 已結案 

16 農業處 協助農會研提「推動學校使用國產大豆計畫」 110 年至今 持續執行 

17 農業處 每年辦理禽肉產銷履歷標示檢查。 106 年至今 持續執行 

18 農業處 
輔導生產多元化加工畜產品（鹿茸相關產品），並每年辦理 2 場鹿

加工產品行銷推廣活動。 
106 年至今 持續執行 

19 農業處 「苗栗養豬濕式原料共同蒸煮處理場所」推動計畫 112 年 執行中 

20 農業處 

農業部(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業於 111 年 5 月 23 日公告修正雞

蛋友善生產定義系統及指南，針對豐富化籠飼、平飼及放牧飼養

模式之標準予以優化，本府於本縣家禽產銷班班會宣導，鼓勵更

多養雞業者投入。 

112 年 已結案 

21 農業處 生態給付計畫 108 年至今 持續執行 

22 農業處 推動友善石虎農作標章 112 年 執行中 

23 社會處 
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並設置巷弄長照站整合計畫(食農教育課

程活動) 
106 年至今 

持續執行 

24 社會處 行動式老人文康休閒巡迴服務計畫(食農教育宣傳活動) 106 年至今 持續執行 

25 社會處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多元創新方案計畫(食農教育宣導活動) 110 年至今 持續執行 

26 社會處 兒少及家庭社區支持服務方案（守護家庭小衛星宣導食農教育） 106 年至今 持續執行 

27 環保局 
食品及農產品包裝減量：112 年度推動廢棄物源頭減量及強化分

類回收工作計畫 
112 年 執行中 

28 環保局 廚餘回收再利用及推廣工作計畫 111 年至今 持續執行 

29 環保局 預防具食安風險疑慮化學物質流入食品鏈（源頭管控） 112 年 執行中 

30 環保局 惜食教案甄選活動地方行政支援計畫 112 年 執行中 

31 環保局 環保旅店及綠色餐廳推動計畫 112 年 執行中 

32 環保局 環保夜市推動計畫 112 年 執行中 

33 環保局 免洗餐具限制使用對象及實施方式推動計畫 112 年 執行中 

34 教育處 鼓勵企業參與捐助石虎米供學校午餐使用 110 年 已結案 

35 教育處 

設置「在地飲食教育種子學校」，推展地方飲食文化教育，辦理

校園農作體驗及農產品加工體驗課程，以及在地食材創意料理烹

飪體驗課程。 

106 年至今 暫緩辦理 

36 教育處 「苗栗食農知識之建構與實踐策略」計畫 111 年至今 
已結案 

37 教育處 校園食魚食育體驗課程實施計畫 109 年至今 持續執行 

38 教育處 校園食農食育教育課程實施計畫 108 年至今 持續執行 

39 教育處 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計畫 105 年至今 持續執行 

40 教育處 學習型城市計畫 109 年至今 持續執行 

41 教育處 校園「食物森林－可食地景」創意課程競賽實施計畫 
108/08-109/05 

110/03-110/11 
暫緩辦理 

42 教育處 「學校午餐良食計畫-從吃真食開始」活動計畫 109/02-109/06 暫緩辦理 

43 教育處 高鈣午餐結合苗栗在地食材 112 年 執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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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勞青處 
辦理菁市集，邀集縣內青創(含青農)參與市集活動，除縣內亦帶

領青年至縣外，行銷青年自產好物。 
108 年至今 持續進行 

45 勞青處 
轄內和宸企業社附設阿昌清潔庇護工場，在 109 年取得了環保

標章，並推出了環保捲筒用紙，希望為人及環境創造雙贏。 
109 年 已結案 

46 文觀局 推展「伯公照護站」實施計畫(食農教育文化傳承) 106 年至今 持續執行 

47 文觀局 客家小炒比賽 110 年至今 持續執行 

48 文觀局 與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合作「苗栗食農知識之建構與實踐策略」 111 年至今 持續執行 

49 文觀局 苗栗慢魚海岸計畫 108 年至今 持續執行 

50 文觀局 

社區營造三期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 

（客家漬物工作坊、戶外餐桌工作坊、農村產業發展的新思維&紫

錐花與香草之食農教育、石虎生態之旅(食農教育)、一日茶農體

驗工作坊、黑木耳農事體驗工作坊、社區深度體驗遊程工作坊、

柚食森Ｘ叢林野餐、以食農教育啟動社區營造、土地上的綠色餐

桌） 

107 年至今 

持續執行 

51 文觀局 「苗栗客庄『品道地•學好味』廚藝體驗行銷推廣計畫」 108 至 109 年 已結案 

52 文觀局 
105 年度地方產業發展基金 - 苗栗縣中港溪下游四鄉鎮美食遊

憩產業整合發展計畫(金色食遊計畫) 
105/04-107/10 已結案 

53 文觀局 苗栗縣戀戀茶陶整合發展計畫 106/03-108/10 已結案 

54 衛生局 高齡友善社區計畫(食農教育健康促進) 106 年至今 持續執行 

55 衛生局 失智友善社區計畫(食農教育多元宣導) 107 年至今 持續執行 

56 衛生局 長者健康促進站計畫 109 年至今 持續執行 

57 衛生局 社區營養推廣計畫(食農教育多元宣導) 108 年至今 持續執行 

58 衛生局 長者團體營養教育課程 108 年至今 持續執行 

59 衛生局 食品安全衛生教育宣導 106 年至今 持續執行 

60 衛生局 餐飲衛生講習 106 年至今 持續執行 

61 衛生局 幸福苗栗─保護哺乳責任共擔 110 年至今 持續執行 

62 

原住民族

及族群發

展處 

推展原住民族長期照顧文化健康站實施計畫 110 年至今 持續執行 

第三節 當前本縣食農教育推動現況之特色分析 

於生產面向之特色項目 

本縣為協助拓展各項縣內農產品通路，會定期辦理各項評鑑競賽，包括柑橘、

蜂蜜、水梨、文旦、縣級東方美人茶競賽及全國冬季東方美人茶競賽等，以提升農

民生產技術，穩定農產品質，並利於拓展通路。另外，也辦理各項活動，如草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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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季、水梨季、紅棗節、杭菊節、山水節等，或藉由至都會區辦理展售模式，使外

縣市民眾更了解苗栗農產品，進而肯定及購買。 

為確保永續而穩定的糧食供應體系，強化適應氣候變遷的能力，逐步提高土地

質量，維護生態系統，提升農業生產質量。本縣輔導農民朝智慧化農業發展，利用

搭設溫網室及省工設備來減緩人工短缺壓力，同時向農糧署爭取經費，以降低農民

生產成本，並提供安全安心農特產品上市，推廣有機農業面積達 475.5 公頃、產銷

履歷面積達 521.7公頃，各項作物農藥殘留抽檢，合格率為 95%以上，本縣積極進

行農地污染調查及整治，自 2002年至 2021年，配合環保署調查及環保局自行調查

結果，陸續公告數筆農地為污染控制場址，總面積高達 45,301 平方公尺，並設立

「苗栗縣蔬果農藥殘留生化檢驗站」，針對全縣各項果品、作物在上市前進行快篩

檢驗，建立農產品安全管理制度，並輔導嚴格做好農產品把關工作。導入植物醫師

進行病害監測及實地訪查，協助農友蟲害判定及宣導安全用藥知識，及強化農民投

保農產業保險觀念，以減輕災害損失。涉農產業保險部分：查農業部公告農產業保

險商品，苗栗縣納入承保地區之品項，計有水稻、設施、西瓜、高粱、芒果、梨、

柑橘、柚等，除農糧署補助稻作、梨、桶柑及農業設施等二分之一保費外，本府另

加碼補助稻作、梨、桶柑三分之一保費，及農業設施補助十分之一保費，以提升防

災意識；導入植物醫師進行病害監測及實地訪查，協助農友蟲害判定及宣導安全用

藥知識，輔導作物有害生物綜合管理 (IPM)，優先採用低風險防治資材管理病蟲害，

減少化學農 藥使用，及強化農民投保農產業保險觀念，以減輕災害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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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消費面向之特色項目 

為了讓長輩有良好的營養狀態和健康行為，營養師走入社區提供包括閩南、客

家、原住民和新住民等多元族群專業的服務，建構社區營養健康網絡，減少高齡族

群營養不良、衰弱與失能等情況發生，致力提供長者優質的營養識能和健康服務系

統，實現在地健康老化，營造健康環境。為了讓長輩們在熟悉環境中健康、快樂生

活，積極推動設置關懷據點，佈建率全國名列前茅，2023年截至 11月底止關懷據

點已設置完成 230個據點，普及率 83.63%(230 據點/275 村里)，另結合長照中心

據點、教育處幸福學院、原民中心文化健康站的聯合服務網絡，建構「福栗佈老樂

活園」，以鼓勵長輩們就近參與各項靜動態的活動與課程，健康快樂的在社區安老。 

在長輩安老的內容上，推動綠色照顧，包括「綠場域、綠飲食、綠療育及綠陪

伴」四大主軸，綠場域是自主營造改善農村社區高齡友善環境，購置綠色照顧相關

設備；綠飲食則是運用在地食材，照顧農村社區弱勢族群及高齡者，以及推廣在地

飲食與紀錄；綠療育要建置與農業、農村相關的療育課程，包括文化記憶傳承、園

藝療育、農村文化技藝、在地飲食等；綠陪伴將雇用青壯年協助綠色照顧。今年（2023

年），苗栗縣後龍鎮溪洲及埔頂社區投入綠色照顧服務有成，分別獲得卓越社區優

良典範獎、綠色關懷服務獎：溪洲社區打造無障礙菜園和綠色棚架區，透過這些設

施，社區長輩能夠參與食農教育，體驗五感的樂趣；埔頂社區則與科技大學餐飲科

系合作，開發傳統健康米食，並與鄰近國小孩童一同耕種社區共餐菜園，讓長輩與

幼童共融共樂，展現社區照顧長者，世代共融的用心與付出。 

此外，為推動廚餘再利用，縣府輔導成立「苗栗養豬濕式原料共同蒸煮處理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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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除可確保生物安全及提高非洲豬瘟防疫管理，亦可提升鄰近區域之廚餘利用

及污染防治效益，達到畜牧經營效益及環保減碳之目的。  

於文化面向之特色項目 

為均衡山海線的發展，於 2019年起在竹南、後龍、通霄、苑裡海線 4 鄉鎮推

動慢魚運動，期將本縣打造成「國際慢魚之都」，以發展海線觀光。為提升本縣慢

魚海岸的觀光遊憩品質，獲交通部觀光局核定補助 8千餘萬元，加強提升各據點的

觀光遊憩能量，建構本縣海岸觀光旅遊帶，希望透過本縣慢魚海岸嘉年華活動，將

本縣慢魚海岸豐富的成果推廣出去，讓本縣慢魚精神落實在日常生活之中。 

本縣農村再生結合縣政願景，擬定本縣推展農村再生之總體目標，以「農旅首

選新苗栗」作為農村再生的推動方向，協助社區整合在地文化、景觀、產業等資源，

制定整體性之發展規劃，研提農村再生計畫，強化社區自主發展之能力，提升農村

社區的質與量，更以「貓裏老時味」認證店家產品為點，結合縣政「觀光休閒農業」

之軸線，串聯農村、休閒農業區及觀光景點形成觀光休閒農業軸帶，鏈結南庄及三

義兩處國際慢城，活絡苗栗農村經濟，進而帶動年輕人返鄉洄游。按經濟效益評估

成果數據粗估，休閒農業就業成長率逐年向上成長約 2%。依據 18 鄉鎮市之自然生

態、田園景觀及在地美食，結合 10 大休閒農業區之特色，彙整主題農遊路線，迎

合時下綠色、環保和節能減碳等理念，響應綠色環保生活，規劃深度綠色旅遊，同

時賣力行銷國際雙慢城和各鄉鎮市旅遊景點，多管齊下擴大農村再生的發展成效，

並持續協助農再社區透過改善社區環境、建構友善生態的環境、活化在地產業及傳

統文化，提升農村居住與人文品質，活絡在地經濟活動，打造「活力、健康、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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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希望農村。 

另外，本縣已增設第 11處休區「貓裏休閒農業區」，面積近 600 公頃，休區內

可興建 20％的休閒農業設施及額外 20％的附屬設施，除了有農場及露營區外，休

區內的農舍也能做為民宿使用，其中「茶廊鐵道」更是希望能夠讓旅客感受到「八

甲茶韻心貓裏、鐵道花香新體驗」的感動。並秉持「快樂永續、幸福苗栗」的理念，

依據各鄉鎮市的特色及文化進行規畫，藉以整合資源、推展終身學習的可近性，讓

共學網絡能在各鄉鎮市持續推廣，在學習型城市計畫的引領下，將戮力發展在地價

值、結合智慧科技、落實地方創生，透過學習型城市計畫，以「智慧農業、友善耕

作」及「橘色經濟、樂活養生」塑造本縣的幸福願景，成為最幸福的永續學習城市。 

小結 

綜上所述，食農教育既包括「食育」、「農育」及「環境教育」，旨在深化「居民-產

業-生態-環境-飲食-文化」間的相互連繫，近五年來，本縣所推動的食農教育相關內

容，相當豐富多元，唯若能再強化各舉措之間，其協調及整合機制，將使食農教育推動

之綜效，得以更加全面。是以，基於過往累積之既有成果及經驗，制定本計畫，擬定未

來五年本縣食農教育之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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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發展願景、推動策略及具體行動 

第一節 發展願景：在苗栗，好食農 

 
圖一．「在苗栗．好食農」食農教育推動系統架構圖 

一、 本縣食農教育發展願景，立基於過去的成果，於盤點並重整後，將聚焦於「打

造苗栗成為中北部食農教育指標性區域」（在苗栗，好食農）。從基礎層面著手，

依據不同的發展階段和形態需求，為充分發揮本縣多元而豐富的地方性食農教

育資源，規劃以「類型基地—學習區」作為食農教育資源的基本單位。目標是

逐步建立一個多元化的食農教育體系，在食農教育資源基本單位（學習區）內

部，本縣將漸次連結學校、社區組織、地方業者以及社區據點等配套資源，逐

步構建起一個整體性的食農教育推動系統。透過這個系統，貫徹在地食農教育

的工作，並串連國際雙慢城、學習型城市、慢魚海岸等既有計畫，致力實現多

元組織共同推進食農教育的目標，打造本縣成為「在苗栗．好食農」，有豐富多

元的教案、師資及場域，成為臺灣食農教育典範地區。 

苗栗縣政府食農
教育推動相關單
位及地方食農教
育推動機構

第一線推動單位、
第一線教育推廣
人員、社區組織、
居民等

在
苗
栗
．
好
食
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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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透過此願景以多元管道實踐食農教育，本縣期待能提升大眾對農業和糧食生產

系統的認識，增進對農業重要議題的了解，並促成全民對於在地經濟和農業發

展的支持。透過增強民眾對在地農產品的認知，進而促進消費選購認同感以及

珍惜食物的觀念，有助於民眾實踐健康的飲食生活。同時，本縣也期待能藉此

計畫凝聚社區，且吸引更多青年回到鄉村從事農業或從事與食農教育相關的工

作，進而推動飲食及農業的永續發展，並為長期且積極的農村經濟振興打下良

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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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總體推動策略 

苗栗縣政府食農教育推動單位及地方食農教育相關資源單位共同合作推動食農教育 

 

圖一．「在苗栗，好食農」推動策略-食農教育推動架構 

 

「在苗栗．好食農」食農教育推動計畫，所欲真正推動者，是「食農素養」之全面提升。

食農素養，可分為「農業產銷與環境教育」、「飲食健康與消費教育」、「餐飲文化與生活

教育」三大素養面向。同時，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是整合資源，建構支持體系。 

一、 整合資源，建構食農教育推動之基礎建設：包括制定推動計畫、建立專業人才庫、

建立獎勵機制、發展教材及特色學習區等。 

二、 苗栗好農（農業產銷與環境教育）：包括農業與環境生態保護之認識、體驗、改

變、認同、行動、輔導轉型。  

三、 苗栗好食（飲食健康與消費教育）：包括食材/食品認識、本地食材認同與支持、

食材採購及保存知識、營養學、均衡飲食、食材處理及烹飪、惜食概念及剩食處

理等議題。 

•餐飲文化與
生活

•飲食健康與
消費

•農業產銷與
環境

•整合資源，
建構食農教
育推動之基
礎建設

支持
體系

苗栗
好農

苗栗
好客

苗栗
好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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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苗栗好客（餐飲文化與生活教育）：包括產業職涯探索及交流、族群特色品種、

族群生產方式、族群加工方式、族群飲食與生活、族群烹飪文化及飲食審美、各

式飲食文化及技術之傳承與保存相關議題。 

 

第三節 食農教育素養內涵之發展架構 

本節內容，係供「第一線推動單位、第一線教育人員、社區推廣組織及居民」等成

員，於發展食農教育教案及建構特色學習區學習內容時參考。 

 
表七．「在苗栗．好食農」食農素養架構表 

 

 

 

 

 

 

 

 

 

 

 

 

在
苗
栗

好
食
農

A. 苗栗好農：
農業產銷與環境

友善耕作
糧食穩定供應及糧食安全意識。

「環境友善」農業場域營造。

與消費者面對面交流溝通。

科技農作
智慧農業科學新知推廣。

因應氣候變遷運用科技農作。

老祖宗的農業智慧。

B. 苗栗好食：
飲食健康與消費

健康飲食
培養健康飲食議題思辨。

推展食育終身學習活動。

惜食及均衡飲食。

綠色消費
推廣當季在地低碳食材。

形塑永續消費價值理念。

認同及實踐支持在地農產品。

C. 苗栗好客：
餐飲文化與生活

飲食文化
推廣在地多元飲食文化。

發展多元特色飲食教育。

飲食文化的研究、傳承及創新。

食農創生
辦理農事職探遊學體驗。

農業及社區的聯結及深化。

推展在地食農特色場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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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學齡教育 

b. 成人與家庭親

子教育 

c. 相關從業人員教育 

A. 苗栗好農 

農業產銷與環

境教育 

農牧漁業體驗課程 

食品加工體驗課程 

生態友善農場參訪 

拍賣/屠宰場參訪 

基礎農法教學 

農牧漁事體驗遊程 

食品加工體驗遊程 

生態友善農場參訪 

拍賣/屠宰場參訪 

在家種植簡易食材 

食農教育法規宣導及教育 

友善農業之轉型及輔導 

科技農業之轉型及輔導 

產銷調控機制 

B. 苗栗好食 

飲食健康與消

費教育 

健康飲食課程 

營養午餐認識 

食材辨認選用 

剩食處理課程 

飲食健康議題 

當季在地低碳食材議題 

食材分辨及選用議題 

剩食處理議題 

鼓勵選用在地食材並標示 

食品安全相關檢驗及標示 

鼓勵運用在地食材研發新品 

鼓勵提高食材利用率 

包裝減量及循環利用、剩食處理 

C. 苗栗好客 

餐飲文化與生

活教育 

農友/餐飲食品業者交

流、職涯規畫及分享 

苗栗季節農產地圖 

族群食農文化課程 

飲食文化禮儀課程 

與農友交流座談 

苗栗年度農產地圖 

苗栗年度節慶飲食地圖 

族群食農文化遊程 

飲食文化禮儀遊程 

閩南食農文化傳承、保存及創新 

（如糕餅、米粽等） 

客庄食農文化傳承、保存及創新 

（如福菜、桔醬等） 

原住民食農文化傳承、保存及創新 

（如得馬面之類） 

新住民食農文化傳承、保存及創新 

（如越、泰等食農文化之內容） 

表八．分群培育課程規劃及對應之食農素養內涵交集後，可推行之食農教育內容 

 

特色學習區、教案及教學內容發展架構詳細說明： 

按受眾群體可區分為「學齡教育」、「成人與親子教育」、「相關從業人員教育」。 

一、 a.學齡教育： 

（一） 受眾群體：指幼稚園至高中畢業之學生及學校教職員。 

（二） 主要學習內容：學習從農田到餐桌的歷程知識，相關產業職涯探索、相關食

農教育教案及教具設計。 

（三） 主要學習場域：學校、本縣特色學習區（校外教學）。 

二、 b.成人及親子教育： 

按受眾對象區分→ 

按
教
育
推
動
內
涵
區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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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受眾群體：一般民眾及家庭親子群體。 

（二） 主要學習內容：永續學習與實踐「人、食物、農業與環境」四者間的聯結、

在地食材認同、「從農田到餐桌，直至剩食處理」的食材足跡及循環歷程。 

（三） 主要學習場域：本縣各類相關節慶活動結合食農教育、本縣特色學習區、各

類食農教育相關講座及宣導活動。 

三、 c.相關從業人員教育 

（一） 受眾群體：農漁牧生產者；餐飲、食品業者；地方創生及社區營造之從事者。 

（二） 主要學習內容：培養食農教育之完整專業知能，於第一線推動食農教育之發

展。 

（三） 主要學習場域：各產業場域（農、漁、牧場、食品加工廠、餐廳等）、農民

市集、各地區農漁會及農業改良場、專業培訓課程及各項輔導方案或專案計

畫、本縣各項相關稽查及管理機制、本縣特色學習區及其他食農教育場域觀

摩活動、各類食農教育相關講座及宣導活動。



 

20 

第四節 各局處推動食農教育方向概述 

本節及以下內容，為本縣府內各局處之食農教育推動方向及於 112年-116年之具體推動內容。 

局處 推動方向概述 

苗栗縣食農

教育推動會 

⚫ 苗栗縣食農教育主責單位。 

⚫ 負責縣內食農教育之策劃、推動及督導。 

⚫ 食農教育推動協調工作。 

⚫ 食農教育獎勵審查工作。 

農
業
處
（
主
政
單
位
） 

⚫ 苗栗縣食農教育之宣導及推展。 

⚫ 食農教育專業人員之在職訓練。 

⚫ 地方性食農教育資料之統整及交流。 

⚫ 其他有關地方性食農教育推展之事項。 

⚫ 農業輔助科技研發、技術研究移轉與應用等相關事項之規劃及推動。 

⚫ 推動友善農、漁、牧業。 

⚫ 輔導研發、製造、銷售以在地生產之農產品為主要原料之食品。 

⚫ 輔導產品鼓勵標示原產地至直轄市、縣（市）或鄉（鎮、市）名稱。 

⚫ 提供農業生產及在地農產品相關消費資訊。 

⚫ 依地區農業特色，辦理食農教育課程及食米教育體驗活動。 

⚫ 製作食農教育宣導資料。 

⚫ 設置在地農產品推廣據點。 

⚫ 依地區農業特色、景觀資源、農漁村發展特色、生態及文化資產，辦理食農教

育課程及體驗活動。 

⚫ 鼓勵所轄各公立國民小學踴躍參與「推動食米學園計畫」，及針對國中及高中

生之「多元食米教育活動」及「非米不可創意米食競賽」。  

教育處 

⚫ 辦理所屬人員（學校人員等）食農教育訓練。 

⚫ 營養與均衡飲食、食品安全衛生之規劃、推動及監督事項。 

⚫ 學校與幼兒園食農教育之規劃、推動及監督事項。 

⚫ 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機構、行政法人、學校、幼兒園及政府捐助之財團法

人應優先採用在地生產之農產品或以其為主要原料之食品。 

⚫ 透過在地食材供應團體膳食，同時推動食農教育。 

⚫ 提供相關營養資訊及健康飲食行為之學習機會。 

⚫ 鼓勵學校、幼兒園透過課程、膳食供應及相關宣導，進行食農教育相關之學習

體驗及實作活動，落實健康飲食生活實踐，並培養學生飲食相關知能，提升對

於飲食及農業之理解，強化對在地農業之支持。 

⚫ 鼓勵各級學校及幼兒園優先參與受輔導之相關單位辦理之食農教育課程及體

驗活動。 

⚫ 上述各項推動方向之對象，並包括家庭教育中心、樂齡教育中心、終身學習中

心及社區大學。 

衛生局 
⚫ 營養與均衡飲食、食品及餐飲安全衛生之規劃、推動及監督事項。 

⚫ 提供相關利害關係人，於營養資訊及健康飲食行為之學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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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處 
⚫ 本處所屬業務中，營養與均衡飲食之規劃、推動、教育宣導及監督事項。 

⚫ 透過在地食材供應膳食，同時推動食農教育。 

工商發展處 

⚫ 輔導相關業者實踐在地農產品之採購、減少食物浪費、食材減量及減少剩食。 

⚫ 依地區農業特色、景觀資源、農漁村發展特色、生態及文化資產，協助辦理食

農教育課程及體驗活動。 

⚫ 辦理食農教育宣導（商圈、夜市、相關業者）及推廣（旅客、消費者、活動參

與人員）活動。 

民政處 

⚫ 鼓勵宗教祭祀及婚喪喜慶等禮儀場合優先採用在地生產之農產品或以其為主

要原料之食品。 

⚫ 提供相關營養資訊及健康飲食行為之學習機會。各族群、不同社群飲食文化之

研究及推廣事項。（宗教團體及婚喪民俗之食農教育） 

環境保護局 

⚫ 廚餘再利用之規劃、推動及監督事項。 

⚫ 輔導相關單位或個人實踐在地農產品消費、減少食物浪費、食材減量及減少剩

食。 

文化觀光局 

⚫ 各族群、不同社群飲食文化之研究及推廣事項。（閩南及客家族群） 

⚫ 依地區農業特色、景觀資源、農漁村發展特色、生態及文化資產，辦理食農教

育課程及體驗活動。 

⚫ 社區營造相關食農教育工作。 

勞工及青年

發展處 

⚫ 勞工族群食農教育工作。 

⚫ 辦理地方創生相關食農教育課程或體驗活動。 

⚫ 邀集縣內青創(含青農)參與市集活動，行銷青年自產好物。 

原住民族 

事務中心 

⚫ 各族群、不同社群飲食文化之研究及推廣事項。（新住民及原住民族食農教育：

泰雅、賽夏、巴宰） 

⚫ 原住民族之營養、均衡飲食、傳統農作及飲食文化之推廣事項 

⚫ 原住民族籍食農教育專業人員培訓規劃。 

⚫ 依原民地區農業特色、景觀資源、農村發展特色、生態及文化資產，辦理食農

教育課程及體驗活動。 

⚫ 新住民群體食農教育之推廣及交流。 

表二．本縣各局處推動食農教育方向一覽表 

第五節 112 年-116 年本縣各局處具體推動策略 

推動策略一：支持體系（整合資源，建構食農教育推動之基礎建設） 

行動方案 具體行動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1-1 訂定食

農教育推動

計畫 

1-1-1 成立苗栗縣食農教育推動會。 農業處  

1-1-2 擬訂苗栗縣食農教育推動計畫。 農業處  

1-1-3 盤點縣內現有食農教育資源。 農業處  

1-2 建立食

農教育專業

1-2-1 逐步建立縣內食農教育人才網絡。 農業處 農業處、教育

處、原民處、1-2-2 促進苗栗縣食農教育專業人員在職訓練。 農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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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庫 環保局、衛生

局 

1-3 建立食

農教育獎勵

機制 

1-3-1 訂定相關獎勵制度，鼓勵各界推動食農教育。 農業處  

1-3-2 推動苗栗縣食農教育貢獻獎，表揚推動人員及團體。 農業處  

1-4 發展食

農教育教材

教案及特色

學習區 

1-4-1 將「具有辦理教育推廣活動量能」之區域，規劃為食

農教育特色學習區。 
農業處  

1-4-2 針對食農教育特色學習區，製作各式食農教育資源手

冊、教材、教案、文宣品等相關教學資源，擴大推廣效益。 
農業處 各局處 

表三．推動策略一行動方案及具體行動一覽表 

推動策略二：苗栗好農（農業產銷與環境） 

行動方案 具體行動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2-1 促進優

先採用國產

農食，提升

在地農產品

需求量 

2-1-1 辦理有機及友善農民市集。 農業處  

2-1-2 舉辦在地農、漁、畜產品產銷推廣活動。 農業處 
原民處、勞青

處 

2-1-3 推動學校午餐採用國產可溯源食材，強化連結社區土

地與在地農作結合合作，尤以本縣農產優先採用。 
教育處 

農業處、原民

處 

2-1-4 鼓勵宗教場所及祭祀禮俗優先採用國產可溯源食材，

選用本縣農產尤佳。 
民政處 

農業處、原民

處 

2-1-5 鼓勵公務機關（構）及民間單位員工福利餐廳採用在

地農產品。 

農業處、教育

處 
 

2-1-6 辦理社區飲食及療育工作，優先選用在地食材。 農業處 

衛生局、原民

處、文觀局、

社會處 

2-1-7 輔導農村社區農產品行銷推廣據點。 農業處  

2-1-8 鼓勵民間單位參與國產農產品相關推廣活動。 
農業處、工商

處、文觀局 
 

2-1-10 擴大多元行銷措施，提升本地農產品消費量。 農業處  

2-2 全面落

實食農教育

議題於學校

教育 

2-2-1 國產可溯源農產品結合校園餐食，於實際飲食當中推

動食農教育及舉辦相關活動並配合中央補助計畫合作教育

課程。 

教育處 農業處 

2-2-2 透過鼓勵學校及教師發展食農教育教學策略、場域及

教案，營造校園食農教育素養學習環境。 
教育處  

2-2-3 鼓勵發展農業相關職涯探索及體驗課程。 
教育處、農業

處 
勞青處 

2-2-4 鼓勵發展農畜漁產加工/食品產業相關職涯探索及體

驗課程。 

教育處、農業

處 
勞青處 

2-2-5 推動「石虎日」等相關食農教育議題專節。 農業處 教育處 

2-3 鼓勵產 2-3-1 辦理禽品產銷履歷標示檢查，確保品質安全。 農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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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業、產

品之品質升

級 

2-3-2 推廣綠色保育標章認證及產品。 農業處 
勞青處、教育

處、衛生局 

2-3-3 持續推動有機及友善農業，擴大耕作面積，提升農產

品安全。 
農業處  

2-3-4 提高國產家畜產品之多樣化。 農業處  

2-3-5 強化青農輔導及支持工作。 農業處 勞青處 

2-4 確保國

人食品安全 

2-4-1 連結食安五環，深化食農教育。 農業處 

教育處、環保

局、工商處、

衛生局、社會

處 

2-4-2 農藥風險減半及動物用藥殘留監測。 農業處  

表四．推動策略二行動方案及具體行動一覽表 

推動策略三：苗栗好食（飲食健康與消費） 

行動方案 具體行動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3-1 發展飲

食健康推廣

策略 

3-1-1 強化營養教育，並結合認識當季及本地食材。 衛生局 
文觀局、農業

處、教育處 

3-1-2 「認識在地當季農產」相關文宣及活動。 
農業處、工商

處、文觀局 

教育處、勞青

處 

3-1-3 原住民族文化健康站推動原住民族飲食文化及在地

食材推廣。 
原民處  

3-1-4 推廣全民多元攝取全榖及未精製雜糧之健康飲食。 衛生局 各局處 

3-1-5 培養民眾健康均衡飲食觀念並建立支持網絡。 衛生局 各局處 

3-2 推動農

食文化傳承

創新 

3-2-1 透過農政體系輔導在地傳統飲食文化與料理傳承。 農業處  

3-2-2 原住民重點學校推動原住民族飲食文化相關課程。 原民處 教育處 

3-2-3 辦理多元的客家美食推廣及傳承活動。 文觀局 

農業處、教育

處、工商處、

勞青處 

3-2-4 辦理飲食文化傳承、創新或案例之推廣活動、文宣或

教材。 
文觀局 

農業處、教育

處、工商處、

勞青處 

3-3 倡議食

材全循環，

永續環境 

3-3-1 推動食品及農產品包裝減量，減少資源使用。 環保局 農業處 

3-3-2 推動餐飲業者落實導入食材全食物有效利用措施。 衛生局 工商處 

3-3-3 推動餐飲業者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等相關規定。 衛生局 工商處 

3-3-4 辦理惜食料理食譜暨教案甄選活動。 環保局  

3-3-5 「響應惜食」相關宣導活動。 農業處 各局處 

3-3-6 推動廚餘再利用。 環保局 農業處 

表五．推動策略三行動方案及具體行動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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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策略四：苗栗好客（餐飲文化與生活） 

行動方案 具體行動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4-1 鼓勵多

元食農場域 

4-1-1 農村社區營造計畫結合食農教育。 農業處 文觀局 

4-1-2 特色農遊場域結合食農教育。 農業處 文觀局 

4-1-3 林下經濟產業場域結合食農教育。 原民處 農業處 

4-1-4 提供多元及終身學習之食農教育環境。 
教育處、農業

處 

環保局、衛生

局 

4-1-5 於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及綠色照護據點推廣食農教育。 
社會處、衛生

局、農業處 
 

4-1-6 工藝傳承、器物保存及審美推動之業務，若與飲食農

作相關者，結合食農教育議題（如手工藝品、柴燒、竹編、

茶壽等工藝）。 

文觀局 農業處 

4-2 依據在

地農業特色

推動食農教

育 

4-2-1 辦理友善農業耕作與動物福祉推廣活動。 農業處  

4-2-2 推動原住民族部落食農教育、傳統農作及友善農業之

連結。 
原民處  

4-2-3 辦理食魚教育體驗、漁村知識性、技藝性、文化性等

漁業活動，培養對漁業的認識。 

農業處、文觀

局、教育處 
 

4-3 結合農

村綠色照顧

推展高齡者

食農教育 

4-3-1 辦理供餐，落實農村社區高齡者與弱勢家庭的食農教

育。 
農業處 

原民處、衛生

局、社會處 

4-3-2 針對高齡者發展多元食農教育體驗及學習活動。 社會處 

農業處、衛生

局、原民處、

教育處 

表六．推動策略四行動方案及具體行動一覽表 

第六節 經費需求 

本計畫各項目所需經費依據年度預算經費支用標準編列，由縣內各單位視年度狀況

逐年編列年度經費預算支應。 

第七節 考核機制 

本計畫之具體內容，將採逐年滾動修正，執行期程自民國 112 年至 116年，由各主

（協）辦單位依本計畫推動辦理。每半年（當年 7月底及次年 1月底前）提報執行情況

及辦理成效，送苗栗縣食農教育推動會討論，由苗栗縣食農教育推動會進行列管、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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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修正調整作業，後續本府將食農教育相關資訊(包含食農教育專業人員在職訓練課程

資訊、食農教育相關教學資源、相關推廣食農教育活動資訊及活動成果等前)，於每年

年底上傳至農業部「食農教育資訊整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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