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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長期關切的校園午餐問題，在經濟寒冬衝擊之下，

因為失業家庭增加，加上年底縣市長選舉的效應，最近有不少地方政府競開「免

費校園午餐」的支票，引起各方注目與討論。  

先不談免費午餐的「問題」，政府能積極關懷下一代「有飯吃」的溫暖，應

予肯定。可是就已披露的政策面來看，目前政府只是以每位學童吃得飽為考量，

但站在基金會及家長的立場來說，更希望不僅吃得飽，更要吃得健康，進而建立

下一代健康飲食的習慣。當我們未來的棟樑有健康的體魄，將來就不會造成社會

的負擔，才能增強國力。  

所以，我們期盼「校園午餐」的美意，不管是免費與否，都能充分考量下列

的目標，並進一步說明如后：  

一、吃得飽，更要吃得健康。  

二、為健康教育把關，落實學校營養師制度。  

三、讓團膳吃得安心，加強採購與品質的管理。  

四、擴大內需、促進就業，落實地產地銷的精神。  

五、國土復育，回歸自然健康，支持有機農業。  

一一一一、、、、吃得飽吃得飽吃得飽吃得飽，，，，更要吃得健康更要吃得健康更要吃得健康更要吃得健康  

許多人提到今天的經濟困頓時，認為現在的物質生活再苦，也沒有以前苦。

除了少數的「飢餓」案例外，問題的癥結還是在身心教育等價值的重建。也有人

說，經濟的問題在「不患寡而患不均」，其實孩子飲食的問題也是如此。讓發育

中的孩子吃得飽確實重要，而讓他們吃得均衡、營養健康，更是美事一樁。  

如果「免費校園午餐」是個好政績，更是要好人做到底，不但「免費還要好

料」，如此美意才不會打折。如果「免費校園午餐」忽略營養健康需求，對「高

鹽」、「高脂」、「高糖」食物不設防，甚至讓低劣食材攻城掠地，那就和減少「校

園小胖子」、「少年成人病」的政策背道而馳，更別說如何提升國民的競爭力了。  

中小學生正值身體發育階段，飲食、食物對健康的影響深遠，是很重要的課

題。學校必須落實「食育」，培養學生選擇健康食物的能力，並建立正確的飲食

習慣。這也是主婦聯盟為何一再辦活動宣導，希望參與的師生、親子認識「飲食

金字塔」與國民營養健康現況，說明「天天五蔬果」的重要性，並透過「飲食紅

綠燈」遊戲，將營養知識落實為生活習慣，可以奠定健康生活的基礎。  



二二二二、、、、落實學校營養師制度與功能落實學校營養師制度與功能落實學校營養師制度與功能落實學校營養師制度與功能        

 94 年 5 月，主婦聯盟舉辦校園「大嚐津」校園午餐營養教育座談會，之後

更舉辦了系列研習會及飲食教育講座。95 年接到一封在團膳公司上班的「失望

母親」投書，談到「營養午餐的不營養」，希望我們幫忙，不要繼續讓孩子們吃

那些「來路不明的食材」。這封信促成主婦聯盟進一步關心校園午餐品質的動力，

發現負責學生飲食健康與教育的學校營養師嚴重不足。  

學校午餐從民國 46 年開辦五十年來，卻不到三分之一的學校擁有營養師規

劃學生午餐，更遑論進行營養、飲食教育。根據學校衛生法規定，班級數達 40

班以上學校，需聘用一名營養師，可是作為全國指標的台北市，竟只有 8 名駐校

營養師，遠不如高雄在 84 年（學校衛生法立法前）即已配置 60 多名學校營養師，

經過本會關切與輿論的呼籲後，台北市目前已依規定聘足 33 位學校營養師。教

育部及行政院在 97 年 7 月也核定充實中小學校園營養師編制實施計畫，協助地

方政府補足，預計到 100 年將補助 348 位營養師的聘任經費。 

希望政府真正落實中小學營養師制度與功能，為孩子的健康與營養教育把

關，防杜廠商為降低成本，將黑心食材流進校園，全面促進學生良好的飲食習慣。  

三三三三、、、、加強團膳加強團膳加強團膳加強團膳「「「「吃得安心吃得安心吃得安心吃得安心」」」」的品管的品管的品管的品管        

繁忙的工商社會，越來越多的家庭無法為孩子自備餐盒，而訂購學校團膳。

自備便當的孩子，若由家長料理可為食材來源及烹煮衛生把關，但是團膳的孩子

能否吃得安心、吃得好？在學校營養師制度落實後，有營養師的學校的團膳品

質，應可進一步的提升，但是沒有營養師品管的校園午餐，仍令人擔憂。  

尤其食材來源是否安全、部分廠商與學校互動關係等等都是隱憂。曾有食物

盤商透露三流食材進入監獄、軍隊、學校等團膳的傳聞，更值得關注。以目前一

餐約 35 元的預算來說，要兼顧美味營養，真的要費盡心思。高雄市透過聯合採

購以量制價的方式，可供其他縣市借鏡；如果能藉由聯合採購的優勢，取得更為

安全平價的食材，那更是兩全其美了。我們希望政府不只是補助經費，讓地方、

學校各自為政了事，而是進一步的整合採購方式，在兼顧廠商合理利潤下，強化

團膳的品質管理機制。  

另外，為防止弊端，讓孩子「吃得安心」，家長也應多參與、關心孩子吃些

甚麼？全國家長團體聯盟也曾建議，從中央到地方，應該力求營養午餐制度資訊

透明化，讓家長有機會參與學校營養午餐的決策與監督。   

四四四四、、、、地產地銷地產地銷地產地銷地產地銷，，，，擴大內需擴大內需擴大內需擴大內需、、、、促進就業促進就業促進就業促進就業        

校園午餐的食材採購，應以地產地銷為最優先、重視生產履歷。當地當季、

台灣的的食材，不但比較新鮮、營養、安全，也有助於擴大內需、促進就業的地



方經濟發展。  

落實地產地銷的精神，無論是對支持在地農牧漁業、維繫就業市場活水的效

益，或者對節能減碳、生態環保的永續發展之路，都是有其正面的價值。外銷國

外與運銷大都市，不是當地好食材唯一的出路；尤其就近讓孩子從小認識、參與、

享用本地的食物、產業，這種鄉親土親的感情連結教育，比什麼都有價值。為什

麼好東西都要低價外銷，次級品才留著自己用；這種「燒瓷的吃破碗」的觀念，

已經落伍了。  

推動英國校園午餐改革的名廚奧立佛，把學童帶入農田了解食物的來源；日

本讓小學生實習插秧割稻；台灣也漸漸有些有心人士大力推動「耕作教學」，如

美濃龍肚國小承租農地，讓學生種稻種菜，體驗耕耘與收穫；花蓮富里國小學生

參與無基因改造農業區設立。這些讓食物「從種子到肚子」、「從知識到智慧」的

學習過程，不只是課本所閱讀的，而是生命所經歷的。讓「惜福愛物」、「粒粒皆

辛苦」，不只是考卷上的答案，更是生活上的體驗，這將成為孩子未來寶貴的資

產。  

五五五五、、、、回歸自然健康回歸自然健康回歸自然健康回歸自然健康，，，，支持有機農業支持有機農業支持有機農業支持有機農業        

許多經濟、環保學者指出，為求人類與地球的永續發展，包括有機農業在內

的綠色產業，將是未來的主流產業與新的經濟命脈。台灣在環境負荷超載、 國

土復育保安刻不容緩之際，力求發展有機農牧漁業休養生息，正是降低民眾災害

風險、促進安全健康，創造生產與休閒的「綠金」契機。  

近年來有機產品、無毒農業方興未艾，惜因價格不是人人可及，仍難穩定成

長。如果有機產業是必行之路，為何政府不像輔導科技業一樣給予支持鼓勵。例

如在有機蔬果盛產時，就讓我們的孩子享用這些最好的食物，即使是從一星期一

餐開始，即使是政府多補貼一點經費，也是值得的。因為既讓有機農業生根，又

讓孩子吃得健康、又體會鄉土之美，如此一舉多得，不是可以稱許的政績嗎?  

據報導，英國大學的校園午餐已開始進入有機的階段；香港綠色和平組織也

把當地「有機蔬菜午餐飯盒」帶入校園，讓五間中小學的七百名學生享用。台灣

則有桃園大溪永福國小利用學校後山開闢「有機農園」，讓小朋友認養耕耘，作

為學校營養午餐的部分食材。另外，如圓鄉有機生活館等農民組織把有機蔬菜，

推廣到新竹和興等五所國小，雖然只是每周一天「有機日」，卻對尖石鄉原住民

部落的有機農業帶來生機。  

雖然有機農業已在台灣萌芽，但是政府灌溉的養分不足，難以茁壯。這是今

天不做明天就會後悔的綠色產業。只要投入校園午餐的部分資源，就能彼此互

惠、相輔相成。  

上述五項目標，是主婦聯盟關切校園午餐的緣起與宗旨。當父母官競相推出



「免費校園午餐」時，除了肯定政府重視下一代福祉的作為，也期許「免錢」不

會流於「隨便」、不是「資源」的「浪費」，而是優質「食育」的上路，以及更宏

觀、深遠的環境永續發展根基的確立。 

（作者為本會消費品質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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