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和教育基金會的餐廳與小農 

__訪問魏廷勳副執行長 

                                       黃淑媛 陳韻瑛 採訪 20220623 

 
學術與實務經驗兼具的農家子弟加入  

    基金會的陳澄芳董事長至嘉義時，遇見魏爸爸以符合綠色保育標章規範栽

種的火龍果，詢問及了解後，並到農田拜訪，於此因緣下廷勳認識了董事長，

因與基金會的推廣農產 CSA的理念不謀而合，即參與基金會至今。 

    

   目前員工餐廳和直銷站的運作狀況及未來規劃 

   目前基金會運作 CSA已進入中型農產運銷合作社階段，每周固定將台灣各

地合作小農的農產運送至台北總倉，先由零售會員購買販售後，再由員工餐廳

烹煮提供午膳，午膳過後有惜福便當可讓電子公司員工預定，所以可以將合作

小農所產出之農產消化，另外廚房還有製作午餐小農便當及下午有推出方便熟

食，可以提供外食族及晚餐加菜做選擇。未能食用的部分運回農場，做成廚餘

堆肥，並用於高架菜畦，以達到循環再利用。 

    目前運銷農產品品項，除了中藥材沒有之外，包括蔬菜、水果、香草、雞

肉雞蛋和魚等。 

    於未來規劃上採兩端計畫，一為增加花東固定農產運輸線，並於花東地區

成立集貨站，此為生產端計畫。二為增設新竹社區廚房運作小農便當服務及晚

膳的遞送服務；及在台北新設對外營運的社區蔬食廚房。 

 

推動的困難點 

   目前由於 Covid-19疫情關係，基金會在無人的取貨站的取貨接觸和消毒辦

法等問題無法克服，暫時停止取貨站取貨，目前皆改以送貨到府方式運作，因

內湖取貨站我們能常態的有人看顧，採用的方法是客人離開後立即消毒，以避

免下一位客人及合作社送貨人員接觸感染。 

    平台經營上最困難的部分如下: 

1. 農產冷鍊運輸:農產本身需區分為常溫、冷藏及冷凍三部分進行運輸，一般

觀點單純認為這是物流公司的問題，但是如貫徹 CSA社區支持農業精神，運

輸部分必須由自己來做，因物流公司寄送方式容易造成更多問題，如:農產單



件寄送量(如考慮該因素必須放棄出貨量較低及農產裝箱問題有難處的農

民)、物流公司冷鍊運作狀況(因多數物流公司需節約成本，多數時候於載運

時皆會間歇性停止車輛冷藏狀態)、物流公司年節尖峰運送問題(於多數農曆

年節時期運送量過大，常導致農產物品無法準時抵達造成之農產損壞)及物流

人員專業程度問題(物流公司之運送方式為先集後發方式運送，於過程中需人

工搬運 2-4次，因多數農產皆有一定重量，於搬運過程中常會發生摔貨及重

壓之問題)；於此基金會選擇貫徹 CSA之精神採自行運輸農產，但因農產運輸

以冷藏車運送，就需先解決不用冷藏之農產(如:蒜頭、香蕉、芭蕉及洋蔥等)

運送問題，基金會以大型保冰箱裝箱運送，冷凍農產(如:雞肉、甘蔗汁及水

煮花生等小農加工品)亦是以大型保冰箱分箱運送。 

2. 農產損耗問題:農產損耗問題即為運送至台北總艙後之外觀及內裡無商品價

值之農產，其包含農產病害、蟲害及表面物理性傷害問題，於此部分雖然基

金會是自己的司機到農場集貨，但因行程及集貨農民較多，司機無法於集貨

當下一一檢視所有農產，所於運送至總艙後需再行農產整理及檢視，將損耗

之農產挑除，該部分所產生之問題分為兩種，一為農產挑除問題，二為損耗

歸屬問題，挑除之方式為本身農產如需完整保存首先須克服冷藏脫水，該部

份基金會以密封式整理箱儲藏，於入庫前須放入整理箱，於此同時一同挑除

損耗之農產。損耗歸屬問題因合作社本身為中型農產運銷單位，本身須具備

一定的農產損耗容忍程度，汰除之農產需先秤重，如多於 10%會與農民告知

該農產情況，而多數農民以該重量不計價之方式回覆，於此同時我們謹對超

出 10%之部分進行扣款，如秤重後低於 10%之重量與農民告知其狀況，而不進

行扣款行為，因中型農產合作社本身需具備合理損耗之機制，又因所有農產

於出貨時無法一一篩選，更多時候是肉眼無法分辨之狀況，及採收及運送過

程發病之病害及果實蠅叮咬。 

3. 消費者觀念及接受程度問題:多數消費者依然會以市場主流方式去定義農

產，如:外觀完好、水果甜不甜、農產價格及消費者自定義農產，其中最常見

部分為消費者自定義農產問題，因外部社會及市場所呈現之農產狀態，讓消

費者誤認為該農產應為該狀態，如:小白菜就應該是白白淨淨且很嫩、空心菜

就應該是細細長長又要嫩、蒜頭就是要大顆才是好、玉米筍要小根才好吃等

問題，以上問題為市場長期投射錯誤訊息所致，但於此亦是一次篩選會員之

機會，同時基金會會盡量與消費者溝通正確資訊，並勸說可先試吃看農產能



否接受亦或與其想像不同，多數肯嘗試之消費者常是一試成主顧，會持續於

合作社採購農產。因本於對土地、環境關懷之理念，不使用化肥及農藥生產

之農產概念，不能認同的消費者就不勉強其使用合作社之服務。 

 

基金會在推動食農教育（員工餐廳）及取貨點的時空背景與當時

的國際氛圍 

    基金會開始從事 CSA運作最開始是以宜蘭為主要運作區域，後因農產有季

節、地域性問題，開始轉以其他縣市尋找合作農民，以豐富合作社之農產品

項，逐步發展至今。     

 

    CSA農場、農夫市集及小農直銷站之運作於台灣是常態可見的，但其運作方

式是將農產運輸的事宜交予農民來做，但基金會的想法是將冷鏈運輸作實踐 CSA

的首要重點，於當時之國際氛圍已有農夫市集之蓬勃發展，於台灣算是剛起步

階段，而當下之氛圍為可讓農夫直接面對消費者，讓消費者直接與農民購買，

減少中間商的抽成，讓農產價值可以全歸在農民身上。但該方式在思考後發現

農夫不可能每天去擺市集，但是農產品只要種植合理性規畫後會每天產出亦或

果樹於產期內亦是每天產出，如果農夫要忙於跑市集販售農產，就無法專心於

生產種植，於此情況下基金會採合作社方式運作，雖然農夫與消費者彼此不認

識，但藉由合作社平台來串連彼此，就如合作社會員喜愛不同農夫的農產，哪

位農夫的水果合乎自己胃口，哪位農夫的青菜吃起來有自己喜歡的味道等，藉

由平台串聯全台灣各個縣市的農夫，讓在台北的消費者可以享受到來自全台灣

各縣市合乎 CSA、保護環境理念的農夫，正如基金會的口號:蔬活合作社將農場

搬到你家，將漁船開到你家。 

    台灣實踐 CSA的辦法多是農民將農產運輸至該市集或小農直銷站，基金會

選擇處理運輸的部分，以行動支持農夫建立穩定的合作關係，並增加彼此的信

任程度，讓本是買賣的事情，變的不只有交易這麼簡單。 

 

基金會的合作社經營理念     

    合作社經營理念為台灣生態友善社群的有力推手，成為台灣生態友善社群

的經驗分享平台，連結生態友善農夫及支持社群，推廣友善社區廚房及友善小

農食農活動，主要為照顧友善環境小農並讓消費者可以食用到安心、安全之農



產，進而串連小農及消費者，達到社群支持友善環境之理念。加入消費者的條

件：能認同友善永續環境，對農產品的容忍度大一點。 

 

合作社對消費者和小農之間的溝通 

    基本上是透過平台內部人員進行彼此間的溝通，消費者的多數問題皆可由

內部人員進行專業性回答，如有超出內部人員能力範圍外之問題會與農民進行

溝通了解後記錄，作為內部人員經驗之分享及能力之提升。 

 

合作社選擇小農合作的標準和原則 

    合作社的合作小農篩選標準如下: 

1. 為有第三方驗證的農友，有監督單位每年檢驗農產和土壤。 

2. 為實地拜訪及觀察其田區運作的農友，實地拜訪時可觀察出田區照顧之方式

及對於生態環境理念之了解，並詢問其種植方式及施作過程之訪談，及對於

病蟲害防治之辦法及解決方式，進而了解該農民之栽培過程、方式，判斷是

否合乎永續生態環境(土地網室面積不高於 5%)。 

3. 為農產是採購之賞味品評，多數永續友善環境之栽培方式是擁有充分日照及

充分時間生長之農產，該種農產因生長期緩慢及光合作用旺盛，所產生之次

級代謝物成分必然較高，該次級代謝物即為每種農產之特殊風味。 

4. 為合作社每月一次定期自主之農藥、硝酸鹽檢驗，硝酸鹽檢驗主要作為農民

施肥之依據，如大量施肥者其農產之硝酸鹽含量定是過高。 

以上條件皆需符合。但對於僅有約 1、2分土地的小農或經濟弱勢農友，符

合後三項耕種方式即可。 

 

    合作小農之尋找由地緣關係及合作農民介紹認識，並一一拜訪後建立穩定

之合作模式。合作社與小農合作無須平台費用。販售之價格為小農以其農產販

售價打 8折為合作社之進貨價格，以此進貨價格我們再乘上 1.3做為我們的販

售價格，如:小農農產販售價格為 100元，合作社以 80元進貨，平台販售價格

為 104元。 

   基金會對與合作的小農有深切的期望，基金會不是小農唯一的出貨處，小

農能不依賴基金會的採購，也就是基金會是陪伴、輔導小農的過渡期。協助農

民克服病害、施肥的技術，協助小農堅持永續友善耕作理念，並持續追蹤輔



導。 

    多方尋找適地適種的農產和小農，彼此互相信任，建立關係以基金會能消

化的量為主，不訂定固定採購量，開放態度收購農產，量少時可能因耕種有困

難，無法勉強一定的量，量多時會適時多採購和協助詢問其他餐廳以達及時採

購。以符合合作社社員喜愛的農產為收購原則，不因價格高低及量的多寡做取

捨。 

    在年節和特殊節日贈送餐廳熟食、冷凍加工農產品給小農做為回饋。 

 

員工餐廳和農產品的販售有盈餘嗎？ 

   因起初是以陳董事長的電子公司所有員工作為社群基礎，進而加入員工廚

房提供電子公司午膳，並搭配電子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建立電子公司員工福利

鼓勵其採買與支持，對外會員基金會以認同永續友善環境之會員為服務對象，

算是較為封閉式運作方式。對於其他 CSA團體之運作我們算是先建立出社群再

開始找農夫合作，後達到產銷平衡關係，於此基礎上與其他團體相較起來，基

金會算是較易操作的，這幾年下來運作下來依然是持續收支平衡狀態，因基金

會本身是非營利組織，首要目標為合作社運作需先達到收支平衡，有盈餘時基

金會會再進一步推動其他計畫，主要目的是希望能觸及更多消費者，並進而能

鼓勵、照顧更多的永續友善環境小農。 

 

公司員工對員工餐廳的回應和影響 

   電子公司員工對於餐點的認知，基金會並不能逐一聆聽，因長期採納後容

易造成走偏之後果，但運作至今多數員工是支持合作社運作之方向，於餐點部

分目前多數員工皆是表示對於既往的飲食印象改觀，並逐漸改變其對於飲食習

慣之選擇方向。 

 

與基金會聯繫方式 

    任何想進一步了解基金會，或有合作事宜，或想加入購買，都可以直接於

FB粉專留言或掃描 QR code與我們合作社專員連繫。  

 

 

 



 

  

從新竹到內湖取經 倉儲與工作站 

  

內湖外客取貨站 員工取貨冷凍櫃 

  

員工取貨冷藏櫃 送到府的新鮮食物箱 



  

冷藏運送車 小農飼養蛋雞 

  

小農飼養仿土雞 廚餘運送 

  

田間廚餘堆肥放置區 廚餘堆肥高架菜畦 

 

 



  

精緻便當製備中 小農便當 

  

全米食餐廳的參訪 落實分享多餘 

  

分享比食物還重要的精神糧食 讓屈原和壽司界都讚嘆的米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