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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第一步驟：說明問題 

 

一、 我方研究問題說明： 

全世界有近八億人口處於飢餓狀態，同時卻有三分之一的食物只經過收穫與運

輸過程，即被丟棄。據此，聯合國糧農組織計算每年食物損失或浪費足以餵飽

所有飢餓人口的兩倍有餘1。另依據我國衛福部 2015 年度所統計，全台灣約有

26 萬戶屬於中低收入或低收入戶；而環保署則統計出台灣一年約浪費 275 萬公

噸的食物，足夠讓那些人吃 20 年2。若能透過減少剩食以改善貧窮人口的飢餓

問題，即可有效減少政府福利支出。 

綜上所述，食物在生產後，並沒有得到妥善的處理與分配，使得地球有限的資

源受到浪費，不只導致現況下的飢餓問題無法解決，也剝奪下一世代享有溫飽

的基本權利，同時更加劇了環境問題；此外，從財政觀點切入，若能妥善分配

剩食，也能減輕政府對於弱勢族群補貼的財政負擔，避免因福利支出所生的債

留子孫。 

 

二、 我方研究問題之嚴重性、普遍性及公眾性 

(一) 剩食議題之嚴重性： 

根據聯合國統計，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糧食產量遭到浪費，其中已開發國家

損失金額高達 6,800 億美金，而開發中國家則浪費了 3,100 億美金。其中水

果、蔬菜和根莖類不僅為剩食種類中最大宗，也同時是人類的主要食物來

源。剩食導致水資源、土地資源、能源、勞力及經濟資本的浪費，造成溫

室氣體不必要的排放，加劇全球暖化及氣候變遷。3
 

(二) 剩食議題之普遍性及公眾性： 

剩食問題遍及全球各地，台灣也遭受此一問題危害。根據食藥署統計，量

販店、便利商店、超市、餐飲業者等共 112,000 多家通路，每年浪費共約

36,880 公噸過期食品。其中許多食品僅僅是因賣相不佳及通路商之規定而

丟棄，事實上仍然是可食的4。此外，根據環保署 2012 年統計，僅有 38%

廚餘妥善回收，使得垃圾中有將近四成為廚餘。當廚餘與一般垃圾一同進

行焚化處理，會因為廚餘含有極高的水分和鹽分，進而降低焚化爐的溫度，

提高焚化成本，並加劇全球暖化。5
 

 

三、 剩食議題之相關法案與適切性之初步評估： 

食物銀行專法草案：除解決食物浪費，也可成為社會安全網的一環，讓一向以

現金給付為主的社會救助，再加入新型態的實物給付模式。衛福部表示將修改

《社會救助法》規範捐贈食物及物品等，讓食物合理分配給弱勢族群6。 

(一) 優點：朝野已有共識，若設立食物銀行專法，不只各縣市政府可設立食物

                                                      
1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http://www.fao.org/save-food/resources/keyfindings/en/，最後瀏覽日：2017 年 4 月 5 日。 
2台灣全民食物銀行協會網，http://www.foodbank-taiwan.org.tw/food-resource/，最後瀏覽日：2017 年 4

月 5 日。 
3同註 1 
4量販超市剩食 1 年倒掉 40 億 34 萬童可吃整年，https://udn.com/news/story/9685/1678747，最後瀏覽

日：2017 年 4 月 5 日。 
5
廚餘到哪裡去了？(下)，http://www.huf.org.tw/essay/content/2759，最後瀏覽日：2017 年 4 月 5 日。 

6
每年剩食浪費 80 億立委促訂食物銀行專法，周富美報導，2016.06.17，

http://newtalk.tw/news/view/2016-06-17/74289，最後瀏覽日：2017 年 4 月 5 日。 

http://www.fao.org/save-food/resources/keyfindings/en/
http://www.foodbank-taiwan.org.tw/food-resource/
https://udn.com/news/story/9685/1678747
http://www.huf.org.tw/essay/content/2759
http://newtalk.tw/news/view/2016-06-17/74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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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也將有法源可規範民間設置的食物銀行，落實對弱勢族群的保障，

反對者亦非反對此立法方向，僅是提供技術建議。 

(二) 缺點：台灣目前最大的食物浪費其實是來自生鮮食物，但生鮮食物具有即

時性的問題，所以進行救助時，大多都以可長時間常溫存放的乾糧為主，

所以無法確認是否能幫助弱勢族群。此外，安德烈食物銀行表示：「有些家

庭因為居住空間很狹隘沒有廚房，根本不會開伙，甚至看過他們把這些物

資拿去賣掉」7，因此質疑專法救助弱勢的成效有限。 

 

四、 相關團體於剩食議題的立場及其優缺點，現況下如何使政府受其影響： 

(一) 相關社會團體其立場及處理面向： 

1.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透過論壇及提出剩食現況調查報告使社會大

眾了解食物浪費的現況及嚴重性。 

2. 家樂福基金會：推廣食物募集計畫，在家樂福各門市設立食物募集站，

並與食物銀行合作，使募集到的食物能有效率地送到有需要的家庭。 

3. 台灣全民食物銀行：向食品公司、政府機構、超級市場及消費者等募集

過產過剩和賣相不佳的 NG 食品，取代用金錢購買食品及用品，將募集

而來的食品及用品依照不同族群分配所需的資源。 

4. 共享冰箱：全台各地由不同發起人自發性發起，提供民眾一個自由捐獻

及無償領取食物的平台。 

(二) 優點： 

1. 彙整資源並提供平台，使食物能被充分利用，減少食物浪費的發生。 

2. 透過有尊嚴而非施捨的方式將食物送到有需要的民眾手中，解決飢餓及

減少因飢餓而生的社會問題。 

(三) 缺點： 

1. 由民間發起，無法強行要求其他相關團體配合，缺少整合平台。 

2. 藉由網路傳遞資訊，但有食物需求的弱勢族群，多因為欠缺經常使用網

路之習慣或根本上欠缺該管道，而不易接收資訊。 

(四) 如何使政府受其影響： 

相關民間團體促使洪慈庸立法委員提出《食物銀行法》草案，並於 2016 年

7 月 17 日召開公聽會，邀請相關部會進行討論。 

 

五、 剩食議題應負責之政府機關：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8
 

六、 現行政府機關就剩食議題處理方式： 

(一) 衛福部傾向在《社會救助法》中設立「實物給付」專章。非以即期生鮮物

資救助弱勢者，也不認為弱勢者就必須接受剩食，但強調此可使食物銀行

的社會福利功能更加完整，將間接改善食物浪費的問題。 

(二) 食安辦公室已啟動環保署、食藥署、農委會間的跨部會剩食管理行動，計

算即期、過期的食物廢棄量，並將訂出大量剩食流向和去處的管理方式。  

                                                      
7
解決剩食幫助弱勢 「食物銀行」草案準備上路，李秉芳報導，2016.06.18，

http://www.peoplenews.tw/news/b46a2056-9efe-4b73-ab23-f17db94a1361，最後瀏覽日：2017 年 4 月 5

日。 
8
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http://www.mohw.gov.tw/cht/DOSAASW/，最後瀏覽日：2017 年 4 月

5 日。 

http://www.peoplenews.tw/news/b46a2056-9efe-4b73-ab23-f17db94a1361
http://www.mohw.gov.tw/cht/DOSAA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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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第二步驟：檢視得以解決問題的各項可行政策 

 

一、 制定捐贈免責法案 

(一) 方案內容：效法美國《Bill Emerson 好撒瑪利亞人食品捐贈法案》，在特定

條件下免除食物捐贈者以及接受食物的非營利組織之民事和刑事責任。 

(二) 優點：多數企業因擔心捐贈食品要承擔食品安全的風險，為避免法律責任

而不願捐贈食品，此可使企業提高捐贈意願；同時為兼顧食品安全，惡意

捐贈不得食用的食品或有重大過失者皆不適用免責條款。 

(三) 缺點：美國有許多業者不知道此免責法案，而無法減少其疑慮，而導致達

到預期效果。 

(四) 他方意見：根據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2016 年之調查，有 57%的通路商

認為，訂立捐贈者免責條款對於鼓勵捐贈食物十分有效或頗為有效9。 

 

二、制定禁止丟棄剩食法案 

(一) 方案內容：效法法國立法禁止大型超市丟棄及損毀未售出卻仍可食用的食

品，並強制依分類捐給慈善機構、當動物飼料或做堆肥等，否則將面臨高

額罰金與刑責。 

(二) 優點：訂立本法後，業者被禁止毀損可以食用的食品，並提供給需要食物

的慈善機構，且該法規定應由慈善機構規劃分配食物，避免群眾在街頭領

取食物，保障需要領取食物民眾的尊嚴。 

(三) 缺點：法國代表量販店組織的負責人認為，量販店的食物浪費不高，且量

販店多已跟許多慈善機構簽訂捐贈契約，又被科上新的義務，此立法方向

是錯誤的；慈善機構亦表示該法雖提供食品的捐贈，但未協助慈善機構保

存與運送食物，造成龐大的成本負擔，亦擔心會收到不需要的捐贈。 

(四) 他方意見：法國環保團體認為，生產過剩與食物分配鏈的根本問題沒有解

決，反而還讓賣場業者產生他們已經完成其份內任務的錯覺。 

 

三、更改保存期限規定 

(一) 方案內容：放寬保存期限，並提供變質及不可食用的判斷方式，讓丟棄與

否回歸消費者判斷。 

(二) 優點：可以減少消費者丟棄尚可食用的食物。 

(三) 缺點：放寬保存期限，可能會造成食安上的危機，保存期限是廠商給消費

者的安全背書和保證，雖然有些產品就算超過保存期限，不一定就會壞掉，

但是冒險食用過期產品，仍可能造成身體內毒素的累積。 

 

四、建立社區冰箱(街頭冰箱)制度 

(一) 方案內容：源自德國制度的發想，目前在世界各地均有人進行10，由地方

政府的社會局處、鄰里辦公室在街頭或社區內放置透明的冰箱，使商家、

家庭或個人可以將尚未過期且仍可食用的食物，提供需要的民眾自由取用，

目前台灣地區已有大慶聖教會於霧峰鄉設置一個社區冰箱11，同時也有台

                                                      
9
看不見的浪費—量販店及超市處理剩食現況調查報告，沈寶莉，2016.06.07，

http://www.huf.org.tw/essay/content/3592，最後瀏覽日：2017 年 4 月 5 日。 
10
目前有德國、西班牙、印度、比利時、香港、上海、台中參與。 

 
11
分享多餘食物霧峰「社區冰箱」啟用，自由時報，陳建志報導，2016.06.26，

http://www.huf.org.tw/essay/content/3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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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大學的德籍學生 Stefan Simon 成立了享食站半路咖啡臉書社團12，並在公

館地區設立冰箱。 

(二) 優點：民眾領取意願高、建置阻礙較小。 

(三) 缺點：領取對象不確定、重複領取的情形難以避免，且食安問題欠缺負責

對象。 

(四) 他方意見：部分民眾認為會讓貪小便宜的人濫用。 

 

五、建立完善的剩食資訊平台 

(一) 方案內容：由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統一建立全國整合性的平台，

並藉由 APP 增加便利性，減少現況下四處林立欠缺整合的募集網站，藉由

需求與供應的合理性，提供捐贈者一個較佳建議，減少現況下供需區域不

均的問題。 

(二) 優點：有助於提升一般民眾捐贈的意願，且現況下已有全國實(食)物銀行

全球資訊網13，僅需擴大整合其他民間網站，調整功能即可。 

(三) 缺點：使用平台者有硬體上的限制(要有網路)，需求者不易參與。若無相

關運輸服務，民眾容易欠缺捐贈動機。 

 

六、道德面著手—建立企業社會責任 CSR、消費者教育 

(一) 方案內容：鼓勵組織落實企業社會責任，例如鼓勵零售業者折讓即期品售

價以減少剩食，亦或將剩食加工成不同產品，讓剩食成為續食，使食物可

以充分被利用；惟應注意的是，就算食物要再利用，也必須符合食安法，

不合格就必須丟棄，不能重新回到食物鏈中，若已不能食用，就應依廢棄

物清理法廢棄處理。另從源頭減量的角度而言，亦應教育消費者減少購買

過量食品，進而使生產者減少生產成本，也減少浪費食物之可能。 

(二) 優點：透過民眾由下而上的執行方式，將能使「減少剩食運動」更有效推

行；而企業在善盡社會責任過程中，亦能增加企業形象，增進人民信賴。

爰此，當民眾對於減少剩食有根深蒂固之思想及行為，其所形塑之惜食文

化，有助於減少政府社會福利支出，且減少處理剩食之程序可避免影響後

代子孫之生存環境（如土地、水資源等）。 

(三) 缺點：無法期待所有組織及民眾共同響應，且教育宣導之效益難以計量，

其所回饋之成果亦不顯著。為達成續食之目的，為了符合食安法將可能增

加組織財務或時間成本，例如加工所需工具及繁瑣程序等，且未必有人領

取。 

(四) 他方意見：此方案非屬管制性政策，僅透過柔性宣導以求目的達成，應無

遭受抨擊之可能，而若能由政府建立獎勵機制（例如減免稅收等），將可增

加民眾投入意願。 

  

                                                                                                                                                               
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1004501，最後瀏覽日：2017 年 4 月 5 日。 
12
享食站半路咖啡臉書社團，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FHHWK/，最後瀏覽日：2017 年 4 月 5

日。 
13
全國實(食)物銀行全球資訊網，http://113.196.180.47:88/inkindweb/，最後瀏覽日：2017 年 4 月 5 日。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FHHWK/
http://113.196.180.47:88/inkind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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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第三步驟：提出我方公共政策議案 

 

針對剩食議題，我方參酌國內外立法例，決定結合「食物網路分享平台」以及

「社區冰箱」。主要係以里為單位設置透明玻璃的社區冰箱，而為避免生熟食互相汙

染，冰箱分三層，分別放置生鮮、熟食與乾糧，民眾可自行捐贈並拿取。社區冰箱

管理人員亦應定期清點食物並更新網站資訊，民眾僅需上網就能檢視各社區冰箱內

的食物概況。而社區冰箱具體的配置與管理原則如下： 

1. 配置密度：雖以「里」作為社區冰箱的最小行政管理單位，但現狀下我國

各里的人口差距過大14，故在配置密度上應考慮各里實際居住與流動人

口。 

2. 設置地點與管理單位：以「流通人口數」、「交通易達性」及「中低收入戶

比例」為主要考量標準，並循新竹市與台中霧峰社區管理社區冰箱之先例，

由鄰里長負責管理，或委託鄰近商家負責管理並依管理業務量給予合理報

酬15。 

3. 經營管理辦法： 

(1) 宣導民眾以「分享你也願意吃的食物」、「領取你需要的食物」為原則捐

贈與取用，並應於放入冰箱前以標籤標明食物放入的日期及內容物，以

便管理。 

(2) 專責管理單位除向民眾宣導前項觀念外，亦應每日清點冰箱內剩餘的食

物並登錄至「食物網路分享平台」，以便民眾查詢。 

(3) 以各地方政府衛生局為監督單位，定期隨機抽檢社區冰箱，管理單位管

理不當時應予指導，指導後未見改善則取消管理資格。 

 

(一) 為何這是最好的政策？ 

世界各國提出各式各樣的方式試圖解決剩食問題，但其制度也多少存在一些

瑕疵，甚至產生額外弊害，我方一一檢視如下： 

1. 法國立法禁止各大商店丟棄剩食，轉由慈善機構分配及管理的方案，立意

良善實際上卻間接加重了慈善機構的營運成本，且法國許多商店都早已與

慈善機構或堆肥廠商合作，立法禁止丟棄剩食只會增加不必要的限制16。 

2. 德國取消保存期限，將食物變質與否的判斷回歸民眾的作法17，我方認為

是因噎廢食，就算部分食品過了保存期限仍能食用，充其量說明現有的保

存期限界定不夠精確，並不代表國家不應給予消費者最低的食品安全保

證。 

3. 我國民間與政府都戮力推動的食物銀行，因管理上的考量，通常不接受作

                                                      
14
〈中部〉大小里鄰人口差很大 市府將調整，自由時報，蘇金鳳報導，2015.05.02，

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876689，最後瀏覽日：2017 年 4 月 5 日。 
15
 一台冰箱看見人性 社區食物銀行存多於取，自由時報，朱俊彥報導，2016.09.22，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0922/953809/，最後瀏覽日：2017 年 4 月 5

日。 

竹市推「社區愛享冰箱」據點 分享食物分享愛，中天新聞，林彥斌報導，2017.02.24，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70224/873328.htm，最後瀏覽日：2017 年 4 月 5 日。 
16
「幫助需要幫助的人」法國立法禁止超市丟棄食物，風傳媒，林育菱報導，2015.05.23，

http://www.storm.mg/lifestyle/50465，最後瀏覽日：2017 年 4 月 5 日。 
17
減少食品浪費 德擬取消標示保存期限，蘋果日報，2016.05.23，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0523/868090/，最後瀏覽日：2017 年 4 月 5

日。 

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876689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0922/953809/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70224/873328.htm
http://www.storm.mg/lifestyle/50465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0523/868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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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佔剩食大宗的生鮮食品，有其制度上的缺口18。 

我方議案所結合的「食物網路分享平台」以及「社區冰箱」若是各自單獨運作

時，都會有各自的缺陷。前者雖然資訊流通但未提供適當的交換中繼點，民眾使用

意願較低；後者則因資訊不夠流通而使用不便。因此，結合二者即可在一定程度上

互補各自的不足之處，保有資訊流通的特性且提供交換中繼點，使用更便利。且在

德國，社區冰箱一年就能減少 1,000 噸的食物浪費19，而在台中、新竹的經驗裡，一

個據點單月就能減少 1 噸的食物浪費，並提供 800 人次的服務、支應 60 個家庭的飲

食20。 

綜合以上，我方議案不對商家或慈善機構課予義務，不會構成不必要的限制；

而輔以保存期限制度對於食安下限的管控，不至於對民眾健康造成危害；生鮮食品

的剩食流動亦不被排除在制度之外，而能面面俱到，是最好的政策。 

 

(二) 提出優缺點： 

1. 優點： 

(1) 降低政府社福支出，近年來政府的社會福利支出平均約 4000 億21，然而

根據統計，台灣浪費每年浪費價值 2400 億的食物，若能妥善利用這些

剩食，必能降低政府社福負擔。 

(2) 降低社福人員的負擔，現狀下的食物銀行必須耗用大量人力於物流管理，

在我方制度中則可透過民眾自行捐贈、領取的方式，縮減物流成本。 

(3) 透過網路平台統計各個食物集中地最常被拿取什麼食物、最常捐贈什麼

食物，以形成大數據可隨時對政策細節進行微調，有高度的政策彈性。 

2. 缺點： 

食安問題雖可透過網路建檔、里長或委託民間管理，但因冰箱內食物的流

通性高，難免會有漏網之魚，隱含食安風險。 

 

(三) 找出負責的政府層級，並說明政府機關應該要負責的理由。 

1. 社會局、社會處：因為剩食主要作為補助弱勢家庭，因此有責任輔導民眾

使用這類資源。 

2. 衛生局：因冰箱內食物的流通性較高，有食安上的顧慮，應由衛生局定期

抽檢，避免民眾的健康受損。  

                                                      
18

 同註 7 
19
關注食物浪費 全球城市展開反剩食創意行動，社企流電子報，2016.01.25，

http://www.seinsights.asia/article/3290/3272/3879，最後瀏覽日：2017 年 4 月 5 日。 
20

 同註 15 
21

105 年總預算支出 社福第一名，蘋果日報，林思慧，2015.08.21，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821000410-260102，最後瀏覽日：2017 年 4 月 5 日。 

http://www.seinsights.asia/article/3290/3272/3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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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第四步驟：擬定行動計畫 

 

一、我方政策制定成法律及執行步驟 

為解決剩食問題，我方所規劃之方案已陸續有立法委員推動相關草案，惟在實

務執行過程尚須留意食安責任歸屬問題，但我方方案已可改善生鮮食材的浪費，

且透過我方實地訪查的結果，目前各地實務運作並未出現食安危機。 

 

二、我方已獨立完成之方案內容 

建立食物銀行及社區冰箱地圖22： 

我方透過掌握台灣各地食物銀行及社區冰箱據點，並將資訊公開給大眾，不僅

可以讓剩食供給者有更明確的地點運送，也可使剩食接受者了解物資取用點。

而政府或其他社會團體也可依照此地圖觀察還有哪些地方應該設置然卻尚未設

置的，進而讓整個剩食地圖更加完善。 

後續也可參考陳曼麗委員所建議，將此據點的管理人及電話、開放時間等更明

確標示，提供供需雙方更透明的接洽方式；另外也可輔導依照我方計畫，將冰

箱內的食物概況登錄於網站上，讓取用者透過網路即時查詢食品之詳細資料。 

 

三、尋求社會團體與相關人士支持23
 

(一) 為了解目前非政府機關對於剩食議題之處理作為，我方透過社群媒體及實

地拜訪等方式，向街頭冰箱的率先推動者－德國學生 StefanSimon 及南機場

幸福食物銀行負責人－程詠逸先生進行經驗訪談，他們十分鼓勵我方欲採

行之方案，主要是希望能將解決剩食的行動方案推廣出去，並且讓這行動

不局限於社區或是都市中心，故若透過我方輔以「食物網路分享平台」方

式，將可影響更多人加入並有效解決剩食問題。 

(二) 另有關南機場食物銀行認為，需要物資的中低收入戶或有急難救助情況的

人，通常都是不會使用網路的，我方食物網路分享平台政策恐難以提供協

助；然我方認為，透過尋求里長及社會團體之協助設置社區冰箱，可達到

協助弱勢民眾之目的，畢竟他們最熟悉一個地區之弱勢民眾為何人，而我

方的食物網路分享平台將可讓他們掌握更多更明確的資訊，使其能更清楚

的告知弱勢民眾哪裡有他們需要的資源可以取用。 

 

四、尋求政府部門支持24
 

(一) 向行政部門陳情 

依行政程序法第 168 條之規定，將我方針對剩食議題所為之解決方案向各

主管機關陳情，藉以爭取機關支持我方計畫。目前各單位雖皆已自行推動

相關計畫，包含臺北市政府與市場處合作推動之「盛食交流平台25」、新北

市政府規畫辦理「新北惜食分享網26」，衛福部社工司亦以建置「實(食)物

                                                      
22
詳附件五 

23
詳附件六 

24
詳附件七 

25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盛食交流平台，

http://www.dosw.gov.taipei/ct.asp?xItem=239290192&ctNode=74408&mp=107001 
，最後瀏覽日：2017 年 4 月 5 日。 
26
郭明煌認同「新北惜食分享網」 捐贈冷藏車和營運費，NOWnews，陳志仁報導，2017.03.27，

http://www.nownews.com/n/2017/03/27/2459053，最後瀏覽日，2017 年 4 月 5 日。 

http://www.dosw.gov.taipei/ct.asp?xItem=239290192&ctNode=74408&mp=107001
http://www.nownews.com/n/2017/03/27/2459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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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資訊管理系統27」，以及新竹市社會處所設置「社區愛享冰箱28」等，

而我方陳情方案仍獲得各單位之認同並且同意納入政策考量。 

(二) 拜訪與遊說立法委員 

我國目前已由立委諸公著手擬定剩食相關政策，如洪慈庸委員、陳曼麗委

員推出的「食物銀行法草案」；林麗蟬委員提出的「實物給付法草案」等，

顯見立法部門對剩食議題的密切關注。為爭取支持我方解決剩食所提出之

方案，我方採用人員調查法、電話調查法及郵件調查法等方式訪問各單位

負責人，不僅獲得大力支持，各單位也提供許多建議讓我方方案更臻完備，

像是要考量預算成本、績效評估、注意食安等關鍵事項。 

 

五、可能反對我方方案之相關人士 

無論是負責行政事項的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各地方社會局，還是負

責立法之立法委員，在剩食處理政策的經驗都比我方來的豐富，因此我方政策

極有可能有不足之處，在訪問完前開所提及之剩食政策負責對象後，確實洪慈

庸立法委員、陳曼麗立法委員皆有提出我方政策之短處。 

(一) 洪慈庸立法委員認為，我方之社區冰箱政策，可能會有食品安全維護不足

之疑慮。我方認為，之所以要將冰箱放置於里長辦公室、社會團體辦公室、

店家，就是要請里長、社會團體工作人員、店家負責人管理冰箱，是故定

期清理冰箱，或是清除不符合捐贈規定之食品，亦是管理者的工作之一，

故食品安全問題可由社區冰箱之負責人把關。 

(二) 陳曼麗立法委員認為，我方之社區冰箱政策，如果有要收受需冷藏之食品，

則會有買冰箱之建置成本，對政府財政來說是一筆不輕的負擔。我方認為，

建置冰箱不一定要政府出錢，像新竹市民富社區的社區冰箱，就是由善心

人士所捐贈29，可見社會上有許多古道熱腸的善心人士不遺餘力，即使部分

地方政府財政難以負擔冰箱的成本，也可向社會大眾募款，或是募集二手

冰箱來設立社區冰箱，解決剩食分配問題。  

                                                      
27
同註 13 

28
新竹市政府社會處，市政新聞，2017.02.24，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data

serno=201702240005&aplistdn=ou=municipalnews,ou=message,ou=ap_root,o=hccg,c=tw&toolsflag=Y&mse

rno=201601300179，最後瀏覽日，2017 年 4 月 5 日。 
29
〈北部〉分享食物竹市社區愛享冰箱啟用，自由時報，2017.02.25，

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1081212，最後瀏覽日期：2017 年 4 月 5 日。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dataserno=201702240005&aplistdn=ou=municipalnews,ou=message,ou=ap_root,o=hccg,c=tw&toolsflag=Y&mserno=201601300179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dataserno=201702240005&aplistdn=ou=municipalnews,ou=message,ou=ap_root,o=hccg,c=tw&toolsflag=Y&mserno=201601300179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dataserno=201702240005&aplistdn=ou=municipalnews,ou=message,ou=ap_root,o=hccg,c=tw&toolsflag=Y&mserno=201601300179
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108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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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憲法意見表 

為保障人民的權利，憲法與相關法律對政府的權力加以限制，以下的檢查表列出一

系列憲法對政府行為所設為保障人權之最重要的限制。 

1.政府無權干涉宗教信仰的自由。我方政策有/無牴觸這點，理由如下： 

 

依司法院釋字 490 號理由書：「宗教信仰之自由，係指人民有信仰與不信

仰任何宗教之自由，以及參與或不參與宗教活動之自由；國家不得對特定

之宗教加以獎勵或禁制，或對人民特定信仰畀予優待或不利益，其保障範

圍包含內在信仰之自由、宗教行為之自由與宗教結社之自由。內在信仰之

自由，涉及思想、言論、信念及精神之層次，應受絕對之保障；其由之而

派生之宗教行為之自由與宗教結社之自由，則可能涉及他人之自由與權

利，甚至可能影響公共秩序、善良風俗、社會道德與社會責任，因此，僅

能受相對之保障」。 

 

可知我方政策可能由於在鼓勵民眾使用社區冰箱領取剩食後，讓部分有信

仰的民眾誤食違反其宗教信仰禁食之食物，比方說伊斯蘭教徒誤食豬肉、

佛教徒誤食肉類，導致我方政策產生干預其信仰不吃該食物之自由之疑慮。 

但是，由於我方政策不只有嚴格規定供應剩食者，必須標明食物的內容物，

比方說一片漢堡肉裡面可能有豬肉和雞肉，則兩者皆須以標籤方式在食物

的包裝上做標記；更有要求社區冰箱之管理者管理社區冰箱之運作符合規

範，因此幾乎不會產生上開所述之疑慮。 

 

退步言之，即使仍未完全排除前開所述之疑慮，但由於我方政策並未干涉

人民內在信仰之自由，僅干涉人民由之而生之宗教行為之自由，亦即不吃

特定食物之自由，因此不受絕對之保障，僅受相對之保障；又由於我方政

策乃為解決我國浪費食物嚴重之問題，又可連帶協助弱勢族群之生計，實

不應因幾乎不可能發生之特例而做退讓。 

 

  綜上，我方政策並無干涉人民宗教信仰之自由之疑慮。 

 

2.政府無權對人民以言論、書寫或以其他方式表達意見之自由加諸不合理或不

公平的限制。我方政策有/無牴觸這點，理由如下： 

 

查本件結合「食物網路分享平台」以及「社區冰箱」之行動方案，尚無涉

及言論自由，故就此部分，並無違憲之虞。 

 

3.政府無權在沒有依法組成法庭或者主管機關，進行正當法定程序前，即剝奪

生命、自由或財產，我方政策有/無牴觸這點，理由如下： 

 

查本件結合「食物網路分享平台」以及「社區冰箱」之行動方案，尚無涉

及剝奪生命、自由或財產，故就此部分，並無違憲之虞。 

 

4.政府無權在沒有正當理由的情況下，即侵犯人民隱私。我方政策有/無牴觸這

點，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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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司法院釋字第 603 號解釋提及：「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列舉之權利，惟

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

私密領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料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不可或缺之基

本權利，而受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其中就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料之資

訊隱私權而言，乃保障人民決定是否揭露其個人資料、及在何種範圍內、

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露之決定權，並保障人民對其個人資料之

使用有知悉與控制權及資料記載錯誤之更正權。」 

 

可知我方政策可能因弱勢民眾較有領取食物的需求，導致其實際上可能成

為使用本資源的多數，結果可能導致他人可因而清楚辨識何人為經濟能力

較差之弱勢族群，因此產生我方政策可能使其無法自由決定是否揭露其個

人家境資料，產生侵害部分人民隱私權之疑慮。 

 

但是，我方政策未若限制領取食物者身分之社區冰箱，我方並未限制任何

人取用社區冰箱之資源，在任何人皆可使用社區冰箱資源之情況下，難以

想像有人有法辨識領取者是為何種家庭狀況之人，進而產生弱勢族群之隱

私違反其意願被揭露之疑慮；又由於我方政策乃為解決我國浪費食物嚴重

之問題，又可連帶協助弱勢族群之生計，實不應因不太可能發生之特例而

做退讓。 

 

綜上，我方政策並無侵害人民隱私權之疑慮。 

5.政府無權依據人種、宗教、年齡、國籍或性別等因素，制訂對人民有不合理

或不公平差別待遇之法律。我方政策有/無牴觸這點，理由如下： 

 

查本件結合「食物網路分享平台」以及「社區冰箱」之行動方案，可能涉

及侵害平等權之疑慮。 

 

釋字第 694 號提及，憲法第七條所揭示之平等原則非指絕對、機械之形式

上平等，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要求本質上相同之事物

應為相同之處理，不得恣意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系本件中並無以人

種、宗教、年齡、國籍或性別等依據，作為使用本項資源的限制。 

 

又本案中特別輔導中低收入戶使用本項政策，係為落實實質平等，使中低

收入戶得藉由取得剩食，進而減少其經濟上負擔，增加中低收入戶扭轉弱

勢經濟地位的機會，屬於一種優惠性差別待遇，並無違憲。 

 

又中低收入戶是否可能因使用本項政策而遭標籤化，在社會中受歧視，我

方認為本方案並未限制非中低收入戶人民之使用權，任何人皆可使用社區

冰箱，故大眾並不會認為社區冰箱的使用者為經濟弱勢，無標籤化問題。 

 

退步言之，本方案乃在鼓勵民眾減少資源之浪費。標籤化與歧視並非本方

案所造成，而應該多向民眾宣導「惜食」等正確觀念，希冀藉此減少歧視。 

 

綜上所述，本方案並無違反平等權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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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我方政策有/無牴觸其他憲法規定，理由如下： 

 

一、 營業自由 

依照釋字第 514 號解釋之理由書，「人民營業之自由為憲法第十五條工作

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之一項內涵。基於憲法上工作權之保障，人民得自由

選擇從事一定之營業為其職業，而有開業、停業與否及從事營業之時間、

地點、對象及方式之自由；基於憲法上財產權之保障，人民並有營業活動

之自由，例如對其商品之生產、交易或處分均得自由為之。」 

 

可知營業自由乃工作權之特別型態，屬於雇主所得主張之權利。自使用剩

食營利的業者角度觀之，我方社區冰箱政策若有主動向民間企業蒐集剩

食，則會使以剩食營利的廠商遭遇剩食來源不足的危機，使其營業自由因

排擠效應產生受到間接限制之疑慮。 

 

但由於我方政策之剩食來源，乃是透過民間自由捐贈，並不會特別向任何

人索取剩食，而使用剩食營利的業者，有與像家樂福此種巨大剩食供應商

簽定穩定輸送剩食的契約者、有使用社區冰箱者，但前者我方政策並不會

與之爭利，後者我方政策是在無社區冰箱之地招募有意願之里長、社福團

體、店家設立社區冰箱，有社區冰箱之地則無此必要，在剩食來源不互斥

的情況下，並無前開所述之疑慮。 

 

況且目前的剩食捐贈風氣受限於法規未臻完善，剩食使用率離完全使用仍

有一段很長的距離，社會上也只有剩食被浪費，而無剩食不夠用之呼聲，

因此在剩食量豐富的情況下，並無前開所述之疑慮。 

 

綜上，我方政策並無侵害使用剩食營利的業者之營業自由之疑慮。 

 

二、 健康權 

憲法未明訂健康權，惟參照先前大法官釋字所提及維護國民健康（釋字第

414 號解釋）、維護國民身心健康（釋字第 476 號解釋）、增進民族健康

（釋字第 472、550 號解釋）、增進國民健康（釋字第 577 號解釋），可得

知大法官肯認憲法有保障健康權，為憲法第二十二條概括條款所涵蓋之權

利。又健康權之消極面向為身體不受傷害權。所謂身體不受傷害權，旨在

確保人身體之完整性。包括外在之形體與內在之器官、組織。每人有權主

張其作為人生命之物理、生物基礎之肉體與健康應不受侵害。 

 

本案中係由民眾自由捐贈、領取剩食，具食品安全上的風險，有侵害人民

健康權之虞。但依我方政策，其社區冰箱中之食物皆受到管理，不僅特別

區分生鮮、熟食與乾糧避免交互感染，管理人員亦定期檢查，並以標籤明

示該食物被放入冰箱的時間，同時得以網路平台取得相關資訊加以控管。

在此嚴格管制之下發生食安問題的機會相當微小。查我國現況下已實施與

本政策類似的食物銀行亦從未發生食安問題。 

 

又我方認為，我方政策目的在於解決食物浪費，有效利用資源以改善中低

收入戶飢餓問題，由於發生食安問題之風險極小，故施行本政策而所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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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應大於所受之損害，而無違反憲法之虞。 

 

參考資料：李震山，多元、寬容與人權保障—以憲法未列舉權之保障為中

心，元照，二版，125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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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新聞報導 

 

(一) 2016.08.16 聯合新聞網：剩食革命！台灣每日剩食量可堆 60 棟 101 大樓 

摘要：根據亞太資訊平台糧損資料庫（APIP-PHLOWS）2011 年數據，台灣蔬

果魚肉等農產品每年總損耗浪費 373 萬噸，超過 5 成是個人與家庭消費端丟棄，

每天平均廚餘量可堆成 60 棟 101 大樓。 

資料來源:https://udn.com/news/story/6947/1899038 

(二) 2016.12.10 聯合新聞網：法國超商禁棄食催生「惜食超市」新浪潮 

摘要：法國去年立法禁止超市丟棄食物、必須轉捐給慈善團體後，解決零售通

路大量丟棄下架食品導致的食物浪費問題，也催生了專賣剩食的「惜食超市」

新浪潮。丹麥首都哥本哈根今年二月開設了全球第一家專賣即期或下架食品的

超市「WeFood」。而香港也在十月，出現專賣過期食品的社會企業「綠惜超市

（Green Price）。 

資料來源:https://vision.udn.com/vision/story/10643/2160396 

(三) 2016.11.10 中時電子報：融入循環經濟打造無限剩食商機 

摘要：所謂的剩食商機，事實上即為循環經濟（Circular Economy）在餐飲、物

流與批發零售等流通業態中的應用。循環經濟在食品行業的應用商機可劃分為

兩大類：一、藉由提高食品供應鏈的資訊透明度，做到食品的有效回收與再利

用，例如英國 Tesco 推出可協助慈善團體掌握各分店剩食的 app。二、利用完善

的回收機制與煉製技術，提升剩食價值，例如紐約新創公司 Industrial/Organic。 

資料來源: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1110000097-260202 

(四) 2015.08.18 自由時報：冰箱又塞爆？德國「公共冰箱」停止食物浪費 

摘要：曾經有冰箱塞太多食物吃不完，最後無奈地放到壞掉的經驗嗎？德國民

間組織「惜食人」（Lebensmittelretter）近來已在全德設立了 100 多個類似的食

物分享站，其中一半設有「公共冰箱」。自 2012 年起，「惜食人」便開始走訪柏

林各地的超市商舖，收集賣不掉的食物，並在網路平台「食物分享站」上傳食

物清單及領取地點時間等。 

資料來源: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1416196  

(五) 2017.1.25 蘋果即時：台灣首間社區型食物銀行在這  

摘要：「南機場幸福食物銀行」成立至今已有３年多時間。強調三ㄕˊ(食物、

實物、時間)的概念，結合實體店面的「食物」，含民生用品的「實物」，以及運

用勞力服務換取民生用品的「時間」。會員目前有 300 多位，大宗是里內低收入

戶及各社福單位所轉介的個案，每月會發放 500 點點數，讓會員能兌換銀行裡

的市價近 1000~1500 元的物資，里長方荷生指出，同樣鼓勵弱勢居民能以勞務

付出如當志工等，換取額外的銀行點數。 

資料來

源: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70125/1042936/ 

(六) 2016.8.28 中時電子報：生活實驗室街頭共享冰箱珍惜食物愛心待用 

摘要：位在台中的霧峰和睦中心教會、基督教大慶聖教會，長期經營食物銀行，

牧師李華榮 6 月下旬也在教會門口放「社區冰箱」，為降低風險，冰箱平日上鎖，

民眾只要向牧師表達需求就能領到食物，社區冰箱資源豐富，有大盤商捐的全

雞、蝦排，也有冷凍水餃，目前有 40 戶家庭取用。 

資料來源: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828000307-260114 

(七) 2017.02.25 自由時報：〈北部〉分享食物竹市社區愛享冰箱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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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愛享冰箱開辦階段，先在北區民富社區成立第一個據點，三月中將再陸

續於東區的關東社區及香山區的內湖社區成立據點。市府社會處表示，社區愛

享冰箱的主要理念為「分享你多餘的食物」及「取用你需要的食物」。除媒合社

區與商家，也辦理食品安全相關訓練課程，讓志工們具備食物運送，並定時檢

查食物的新鮮度，確保民眾食用安全。 

資料來源: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1081212 

(八) 2016.6.17 環境資訊中心：盼解決剩食問題：「食物銀行」草案捲土再來 

摘要：目前《食物銀行法》草案，除了洪慈庸，還有徐永明、陳亭妃、林麗蟬

提案，有委員提專法，也有委員提案在《社會救助法》要加「實物給付專章」。

洪慈庸指出，希望藉由制訂專法，讓中央能從行政資源、法律上，協助民間的

活力與創意。但在洪版草案中，對食物銀行的設置程序、申請實物給付者的資

格與順序等都將有規定，讓民間團體質疑可能反而「綁手綁腳」。然而在實務面

最需釐清是食安責任及捐贈企業節稅事項。 

資料來源:http://e-info.org.tw/node/116449 

(九) 2016.4.9 天下雜誌：【台灣剩食之旅我們可以不再浪費】食物保衛戰<影片> 

 
摘要：1’12”/1’53”提到食物銀行以及其中點數交換的機制 

資料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giQbJfHR6U 

(十) 2015.4.5 大愛電視：【大愛全紀錄】盛食剩食 

 
摘要：33’47”提到剩食地圖以及社區化/45’23”提到南機場食物銀行。 

資料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VoXhzPo7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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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相關文件 

 

(一) 行政院食品安全會報歷次決議事項列管追蹤辦理情形表(節錄)
30

 

1. 案號 1051003-1（糧食援助議題討論）： 

有關糧食援助事項，為即期商品或過賸農產品處理供援助弱勢族群使用，

農委會業已函請衛福部等權責部會及農委會相關單位提供資訊，以便彙

整資料後召開會議。 

2. 案號 1050623-3（即期食品利用問題）： 

衛福部、農委會、環保署及相關部會賡續依業管權責推動相關措施，包

括輔導及推動、研議實物給付納入社會救助法，積極推動強化糧食永續

發展、計畫生產、分級包裝，以及垃圾減量、廚餘等廢棄物再利用。 

3. 案號 1050323-5（食物銀行運作模式）： 

即期食品的倉儲、促銷專區及提供救助物資等問題，立法院提有「食品

回收法」、「食物銀行法」2 項草案，衛福部就兩草案內容進行研議，並

請地方政府參考食物銀行模式管理及運用剩食，國外食物銀行運作皆以

民間組織較為活絡，相關政府部門多採鼓勵及協助措施，宜參考國外經

驗，回歸各相關部會，分別訂定鼓勵及支持性條文；另衛福部已研修社

會救助法納入「(食)實物給付服務專章」，並邀集相關部會及縣市政府開

會研商，建構因地制宜推動的服務模式。 

4. 案號 1041223-6（即期食品倉儲處理）： 

食品業者之倉儲作業應遵行先進先出之原則，並確實記錄，減少因囤積

早期進貨產品而過期浪費之廢棄物量，業者應注意監管產品之保存期限，

以利即時處置即期產品。另鼓勵通路商業者設置即期食品促銷專區，或

與社會救助管道連線以提供相關物資等方式進行管理並處置，並善盡告

知該類產品不宜久放之義務，針對不得流入食品鏈之廢棄物，由環保署

協助，依廢棄物清理法及其相關法規規定清除及處理。 

 

(二)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收文編號：1050003732
31

 

衛生福利部對剩食議題提出包括「增進食物利用性」、「減少食物浪費」及

「嘉惠有需求之族群」三方向，並建議業者採取以下措施： 

1. 退回供應商。 

2. 安排即期品促銷專區。 

3. 轉供公司其他部門使用，例如鮮食部或現場調理即食產品之生產原料，

賦予產品附加價值及利用性。 

4. 接洽社會救助或慈善機構（團體），配合各縣市推動之「實（食）物銀

行」相關措施提供物資，且政府同時提供節稅誘因。 

  

                                                      
30
衛福部食藥管理署網站，http://www.fda.gov.tw/tc/siteList.aspx?sid=7785，最後瀏覽日：2017 年 4 月

5 日。 
31
立法院議事暨公報管理系統，

http://lci.ly.gov.tw/LyLCEW/agenda1/02/pdf/09/01/16/LCEWA01_090116_00129.pdf，最後瀏覽日：2017

年 4 月 5 日。 

http://www.fda.gov.tw/tc/siteList.aspx?sid=7785
http://lci.ly.gov.tw/LyLCEW/agenda1/02/pdf/09/01/16/LCEWA01_090116_0012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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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剩食議題問卷 

 

(一) 問卷內容 

A.基本資料 

1. 性別：□(1)男性□(2)女性□(3)其他 

2. 請問您是什麼時候出生的？民國 __________ 年 __________ 月 

3. 請問您的教育程度是： 

□(1)無（不識字）□(2)小學□(3)國（初）中 

□(4)高中普通科  □(5)高職□(6)士官學校 

□(7)五專   □(8)二專□(9)三專 

□(10)大學   □(11)碩博士□(13)其他_________ 

4. 請問您目前的婚姻狀況是？ 

□(1)單身且從沒結過婚 □(2)已婚   □(3)同居 

□(4)離婚 □(5)分居   □(6)配偶去世 

□(7)其他(請說明) 

5. 請問您家中有幾個成員？（在外租屋者請依室友的情況斟酌填寫）個 

6. 您認為您的經濟狀況？ 

□(1)富裕   □(2)小康   □(3)普通   □(4)清寒 

□(5)貧窮 

 

B.我們想了解關於剩食議題的想法 

1. 你是否認為浪費食物是個需要被解決的問題？ 

□(1)非常不認同  □(2)不認同  □(3)認同  □(4)非常認同 

2. 你覺得自己浪費食物的情況嚴重嗎？ 

□(1)非常嚴重  □(2)嚴重  □(3)不嚴重 □(4)非常不嚴重 

3. 家裡多久清理一次冰箱？ 

□(1)一到兩周內  □(2)三到四周內  □(3)兩個月內  □(4)一年內  

□(5)從未     □(6)其他： 

4. 如果有一個網站，可以申請會員並在線上交換食物，你願意使用嗎？ 

□(1)非常不願意  □(2)不願意  □(3)願意  □(4)非常願意 

5. 承上題，單就這個制度來說，你認為它的成效如何？可以解決浪費食物的問題

嗎？ 

□(1)非常不贊同  □(2)不贊同  □(3)贊同  □(4)非常贊同 

6. 如果在街上設立冰箱，讓所有人都可以放置食物，有需要的人也都可以領取，

你願意使用嗎？ 

這是一份學術性的研究問卷，目的在於了解民眾對於剩食議題的關注，您的

寶貴意見將對本研究有極高的貢獻。 

本問卷以不記名方式作答，並保證問卷內容只用做研究使用，請您安心填答。 

最後誠摯地感謝您的配合。 

 

理律盃公民行動方案-○○大學 

指導老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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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非常不願意  □(2)不願意  □(3)願意  □(4)非常願意 

7. 承上題，單就這個制度來說，你覺得它的成效會如何？可以解決浪費食物的問

題嗎？ 

□(1)非常不贊同  □(2)不贊同  □(3)贊同  □(4)非常贊同 

 

感謝您的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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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問卷統計 

 

1. 性別：本次總計回收了 632 個有效樣本，當中約有六成五是女性，三成

五是男性。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效的 

男 226 35.8 35.8 35.8 

女 406 64.2 64.2 100.0 

總和 632 100.0 100.0  

 
 

2. 平均年齡：26.3 歲。綜合而言這份問卷較大程度反映了年輕女性對於剩

食的意見與政策看法。然因在年齡與性別分布上有些偏差，故我方認為

還是存有一定程度的解釋效力。 

yrs 

個數 有效的 632 

遺漏值 0 

平均數 26.3038 

 

3. 自評浪費食物情況：平均分數為 2.93，從 1~4 分數越高表示自己浪費食

物的情況越不嚴重，顯示民眾自評浪費食物的情況並不嚴重。認為自己

浪費食物情況嚴重的民眾是約 25%，認為不嚴重的約 75%，而當中最多

數的不嚴重大約是 47%的比例。 

自評浪費食物情況 

個數 有效的 632 

遺漏值 0 

平均數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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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浪費食物是需要被解決的問題：絕大部分都非常認同浪費食物是需要被

解決的問題，非常認同與認同兩個選項就佔據了 90%以上的比例。 

 
 

5. 網站及冰箱使用意願：雖然願意的比例都略高，但是願意與不願意的意

見是基本持平，也就是說雖然對於這個問題的關注度高，但參與的意願

並不如關注的成分這麼極端。顯現民眾對於剩食議題的高關注度相比，

對於政策的參與度就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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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預期網站及冰箱之成效：民眾對於政策成效的想法是比較消極的，但也

可以解釋為何想使用此制度的民眾意見會不如對議題的關注度，就是由

於成效的不信任；然而我方認為一來是民眾對於新制度本就有些抗拒，

而且在問卷上也難以說明清楚完整的制度內容，因此未來加強說明，並

配合訪問立委等專業人士意見後會更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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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方已實際執行之方案 

 

(一) 建立食物銀行及社區冰箱地圖 

 
 

(二) 食物銀行及社區冰箱地圖數量 

食物銀行 數量 備註 

台北市 3  

新北市 44  

桃園市 19  

台中市 16 另有 27 處食物（實物）發放站 

彰化 1  

南投 1  

雲林 2  

台南市 51  

高雄市 5  

宜蘭 1  

花蓮 1  

台東 21  

綠島 1  

蘭嶼 1  

小計 167  

全台共享剩食餐廳 2 

全台社區冰箱 15 

合計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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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我方對社會團體之行動計畫 

 

(一) 半路咖啡訪談紀錄 

T：我方團隊 G：半路咖啡 

訪談時間：106 年 3 月 11 日 

訪談地點：SKYPE 

G：00:43 你們如何知道這個計畫 ? 

 

T：google 找到的，事實上我們先知道了共享冰箱的這個概念，然後我們

上網尋找在台灣是否已經有團體在組織共享冰箱，然後找到了您的計

畫。我們也看了一些訪談及新聞了解你的計畫。想知道您一開始進行這

個計劃所遇到的最大困難（困境）是什麼呢？ 

 

G：01:28 我想最大的問題是，這個觀念在台灣算是一個非常新的東西。

所以我想，「開始」是非常困難的。因為在德國，這個概念（共享冰箱）

並不算是一個非常新的概念，許多人都已經了解，所以在德國我們並不

需要從頭開始，但在台灣我們需要一切從頭。所以，一開始我們得告訴

人們關於共享冰箱的概念，以及為什麼我們的計畫是有用的。再來的重

點是冰箱，下一步則是我們需要一些冰箱，我們需要有人提供冰箱，以

及找到一個適合放冰箱的地點，我們需要一個方便的地點讓大家都能使

用共享冰箱。然後冰箱的開放時間得非常長，如果可以我們希望是 24 小

時不間斷的，所以電費的來源以及是否有人力可以管理冰箱都是問題。

最後，我們需要有人去使用那個冰箱。這有點牽涉到法律問題，因為多

數的人都關心食安的問題，對吧？我想這可能是最重要的部分。 

T：03:38 你為什麼想在台灣進行這個計畫？是誰或什麼給你這個動機或

是點子的呢？ 

 

G：03:52 事實上我們目前有兩個計畫，一個是食物分享，一個是共享冰

箱。食物分享（foodsharing）以及剩食的概念在德國都已經非常流行。

食物分享這個概念是，在店家裡，每天幾乎都會有很多食物浪費對吧？

所以這個點子是，志工盡量在每天都會去那些店家將那些食物蒐集過

來，蒐集過來之後可以自己決定要如何處理這些食物，而不是拿去給窮

人家或是慈善機構，這個點子更像是節省食物。 

Foodsharing 需要很多的規則，例如：想要參與這項計畫的人需要有一

個特別的 ID，然後我們也希望參與者能準時並尊重店家，也訂定了許多

規則，避免對商家造成困擾，所以想參與的人都需要遵守這些規則。這

是 foodsharing 的部分；另一個計劃則是共享冰箱，這個計畫的基礎想法

是提供一個地方可以吸引人們分享他們剩下的食物，有需要的人可以到

冰箱領取，相同的如果他們願意，他們也能提供食物到冰箱裡。這兩個

概念在德國已經非常流行了。 

我在德國的時候，我幾乎都是從食物分享站獲得我的食物，我很少到店

家去購買食物，而 2015 年我來到台灣之後，我得去超市去買食物，讓我

有點不習慣，所以我想如果這個想法在德國能夠實施為什麼在台灣不

行。所以我為什麼想在台灣設置食物分享站，就是想知道這在台灣能否

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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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6:55 你如何找到與你理念相同的人加入你的組織，開始這個計畫？ 

 

G：07:08 一開始，我不確定這個方案可不可行，所以先嘗試由我一個人

開始。在臺北有很多的麵包店，對吧？我發現，那些麵包店每天都浪費

很多麵包，因為他們要提供最新鮮的麵包給客人，因為我認識很多麵包

商家，所以把那些麵包集結在一起其實非常容易，我開始連絡很多臺北

的麵包店，告訴他們我的想法，最後我找到一個德國麵包店與我一起合

作。就這樣我找到第一個合作的夥伴，可是我一個人根本沒辦法應付那

麼龐大的麵包量，而且我希望能在台灣推廣這個點子，在台灣大家還是

講中文的對吧？所以我希望可以吸引一些台灣人加入，讓在地人能幫助

我，所以我創了一個 facebook 的粉絲專頁，並在上面把我的想法寫上去，

希望認同這個理念的人可以與我聯絡，後來，有一些人來找我，我告訴

他們有麵包店願意提供過剩的麵包，但需要一些志工去蒐集這些麵包。

麵包店就在台大與師大之間的這個區域，所以多數的志工都是台大與師

大的學生。這就是這個計畫的開始。後來我們每天都可以蒐集到很多的

麵包，我就希望可以有一個冰箱可以放置麵包然後分享這些麵包，所以

我問這些志工是否知道有哪裡可以設置一個公共冰箱讓我們分享這些麵

包。這些志工告訴我在台大附近有很多的咖啡店，所以我們可以去詢問

這些咖啡店是否願意提供一個角落讓我們設置冰箱。我們見了很多的咖

啡店主人，但他們多數都說他們不願意負擔冰箱的電費，最後，我們終

於找到一個願意提供地方的咖啡店。在冰箱設置之後，有一些報紙想要

訪問我，大概是因為他們對於我是一個外國人感到有興趣吧。所以漸漸

的有一些訪問的邀請，也越來越多人透過訪問知道了這個想法。 

T：11:15 那麼，在你管理冰箱的時候，什麼是你遇到的最大困難呢？或

許有些人會偷食物，或是有些人拿到腐壞的食物，什麼是你遇到最大的

困難？ 

 

G：11:36 事實上，我們的冰箱有一些規則，像是一些生鮮的東西並不能

放到冰箱裡，畢竟那太危險了，對吧？另外，有人得每個禮拜就去清理

冰箱，把一些已經放太久的食物給清理掉。所以我覺得最大的困難應該

是如何找到志工去管理這的冰箱，我認為讓冰箱保持乾淨是非常重要

的，可能至少一周一次得有人去看看食物有沒有問題，或是冰箱髒不髒。

還有我認為如何增加曝光度，讓大眾去使用冰箱也是一個問題。 

T：12:50 你有計畫要將這個計畫的規模擴大嗎？例如在台大裡或是在其

他的大學設立冰箱？ 

 

G：13:03 事實上我最近發現有其他的團體在台灣的其他地方也有在做類

似的工作，所以我認為如果能讓這些團體一起合作會是一件很棒的事

情。我聯絡臺北的其他團體，也聯絡過在台大裡的一個有在關注剩食議

題的學生社團，告訴他們我想在台大設置冰箱，他們支持我的想法，我

認為畢竟他們是台大的學生，也許他們能夠跟學校聯絡在台大的校園裡

多多設置冰箱，但校方認為食品的健康安全恐怕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台大的校方在目前並不願意在學校裡設置公共的冰箱，但後來我發

現有其他大學已經在設置共享冰箱了。這個計畫還是對其他人有一些影

響的，透過一些訪談，有一家公司表示願意提供我們免費的冰箱，所以



26 

我們現在需要做的就是找到地方放置這些冰箱以及找到人去管理。 

T：15:36 這個計畫還在持續進行嗎？還是僅僅是在討論的階段？ 

 

G：15:49 一開始我們要設置第一個冰箱的時候，我們全部都是自己完成

的。現在我們在進行的計畫是第一次我們真正與大學的學生社團一起合

作，我們也從一些組織那邊獲得了冰箱的捐贈。所以我想從現在開始我

們能在各個不同的地方設置冰箱了。 

T：16:27 目前冰箱食物的供需有達到一個平衡的狀態嗎？ 

 

G：16:42 這個問題非常難回答。首先，我目前不在台灣，所以我並不太

確定目前冰箱的狀態為何。此外，在冰箱裡有時候會被塞滿很多的食物，

像是便當和湯，但有時候整個冰箱卻都是空的，最大的問題是冰箱無法

持續性的有東西。然而這也說明一個現象，食物的浪費並不是一直存在

的，有時候人們浪費食物，有時候則不。而冰箱的設立就是要確保無論

何時，這些食物都有一個安全的地方可以存放。 

T：19:04 你現在已經不在台灣念書了，對吧？你已經回到德國了。所以

你有計畫要回到台灣組織這個活動，還是你已經將這些活動交棒給一些

台灣的學生了呢？ 

 

G：19:25 事實上這個團隊包括我總共有 4 個人，其他 3 位都是台灣的學

生。雖然我現在在德國，但這個團隊仍在運作，我們時常透過 email 及

messenger 聯絡及溝通，我們有一個粉絲專頁，我仍常在粉絲專頁上分享

一些與食物議題的文章。另外，我們各自其實都還有工作，這個計畫屬

於一個志工性質的。我 5 月會回到台灣，因為我有新的工作，目前我在

德國算是稍微休息一下。 

T：20:58 所以你計畫在台灣久留？ 

 

G：21:09 這很難回答，因為我也不知道我會在台灣停留多久，目前為止

我在台灣待了大概一年半的時間，我是 2015 年 6 月來台灣的，然後目前

回德國過聖誕，我會再回去，不確定會待多久，但我想至少再 1 年吧。 

T：21:36 那你對這個計畫有什麼未來的規劃嗎？你有什麼未來的計劃或

是想法嗎？ 

 

G：21:46 這個計畫是從德國開始的，這個計畫目前在德國進行的非常順

利，因為德國有一個很大的網站在運行這項計畫。在歐洲有一些其他的

國家認為這個計畫是有用的，所以想要開始自己的 foodsharing 計畫，例

如波蘭、法國、丹麥、英國。在德國有一些人意識到別的國家也想要開

始自己的計畫，他們也想要幫助他們開始自己的計劃。所以有很多人正

在進行這項工作，首先，大家想要把很多的資料都翻譯成英文並且設立

一個英文的網站。我們覺得設立網站非常有用，所以我們甚至會想設立

中文的網站。但在台灣我們畢竟規模還很小，所以首先也許我們會想要

找更多的店家蒐集食物以及設立更多的冰箱。所以在未來，我希望我們

的規模可以變得更大甚至是有一個網站，讓一切可以變得更容易。甚至

是可以串聯全台灣，因為有一些人可能會覺得我在臺北有食物分享的地

方可以使用，在高雄或是新竹等其他地方也應該有。所以我希望在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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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sharing 的概念可以在台灣發揚光大。 

T：25:23 你曾經遇過什麼法律上的問題嗎？可能有一些人在取用冰箱的

食物之後，身體不太舒服，提出控訴? 

 

G：25:36 事實上，在這個議題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有一些人因為擔

心食物的安全問題，不願意拿那些食物，所以為了避免這個問題，我們

訂了一個契約，所有想要領取食物的人都必須要同意並簽名，然後獲得

一個特別的 ID，在契約裡我們確保店家沒有責任，想要領取食物的人同

意了這個契約就必須要承擔一點小小的風險，我想有一個問題就是大家

常常忘記透過常識去判斷食物是否是可食的，像是很多人認為有些食物

過期了就不能吃，但其實重點在於食物有沒有變質，可以看一看或聞一

聞那些食物，再決定要不要吃，像是米、麵其實是不太會過期的。但是

在冰箱，要讓所有的人簽契約可能有點困難，所以我們在冰箱上貼了一

個很大的聲明，免除店家的責任，但是當然我們也盡最大的能力讓冰箱

保持乾淨確保食物儲存的安全。我們也在聲明上寫得很清楚，捐贈食物

的人必須捐贈自己也願意食用的食物，我們也寫得很清楚，一旦你決定

使用冰箱，你就必須自己承擔風險（你必須拿取自己覺得 ok 的食物）。

而且冰箱的運作並沒有任何的公司介入，不論是食物的捐贈或是領取都

是個人的行為，所以其實拿取食物跟提供食物的人可能並不知道彼此是

誰，若是要拿食物也得自己決定那食物是不是可以吃的，而且也沒有人

知道那食物已經冰在冰箱裡多久了。當然，那些已經不能吃的食物我們

也會直接銷毀。也許未來在台灣我們可能會遇到一些法律上的問題，但

是在德國由於我們已經實施一段時間而且彼此之間也已有共識了，所以

在德國還沒有發生什麼很大的問題。有一些我們在台灣的朋友常常在祈

禱在台灣也不要發生任何事，因為他們說台灣人很喜歡告人，但到目前

為止還沒有發生，而且我也相信願意使用這個冰箱的人應該多少對彼此

有一些信任，對吧？ 

T：30:39 所以在德國有發生過有人食用食物之後生病的案件嗎？ 

 

G：30:56 沒有，在德國沒有發生。在德國唯一發生的問題是有些人會開

始將這一切視為理所當然，例如直接很沒禮貌的向超級市場裡的店家要

食物而不願意花錢，而且他們也認為這些店家必須要等他們去拿食物。

這樣一來可能會有越來越少的人願意提供食物。 

T：32:57 那店家的銷售會不會因此有所影響，因為人們開始不願意去消

費食物，而是轉向 foodsharing 這個管道獲得食物？ 

 

G：33:32 之前在台灣有一些麵包店曾經向我反應，團隊裡有些成員原本

是他們的顧客，所以當然店家是有點不太高興。但事實上我們只是拿他

們沒有賣完的食物，如果他們能夠把食物銷售一空我們當然也是非常開

心，因為這樣就不會有食物的浪費了。而且我認為在顧客與 foodsharing

之間還是有差別的，就是，我們並不能決定我們可以獲得什麼食物，對

吧？如果我是一個顧客我就會到麵包店買我最喜歡的麵包，但是如果我

是領取 foodsharing（冰箱內）的食物，我就不能選擇我能拿到什麼東西

了。所以我認為，顧客跟從 foodsharing 領取食物的人終究還是會是不

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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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圖(對話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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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南機場幸福食物銀行訪談紀錄 

 

訪談摘要： 

1. 目前各食物銀行遇到的問題： 

南機場食物銀行表示：各食物銀行機構目前主要礙於一個免責問題。很多

企業可能會想捐一些生鮮食品給我們，但擔心此舉會導致個案吃壞肚子，

可能會被投訴，致使企業本身名譽受損。 

 

2. 對「食物網路分享平台」以及「社區冰箱」解決方案所持的態度： 

南機場食物銀行表示：只要願意做這樣的事情（解決食物浪費）都是值得

鼓勵的。現在我也有遇到跟你們很像的，想為社會盡一份心力的一些同學，

他們也有來找我討論，而他們是以腳踏車的方式去各個店家收集剩食、收

集完後在台大附近分送。對我來說這樣的事情是真的可以有效幫助解決食

物上的浪費，基本上大家要做這樣的事情，不會有人去阻止，同學願意做

這樣的事情我都是鼓勵的。 

 

3. 對「食物網路分享平台」方案的建議： 

南機場食物銀行表示：建議實體的食物分配系統比較好，使用網路的方法

雖然不錯，可是通常需要物資的人都是不會使用網路的。 

 

4. 對「社區冰箱」方案的建議： 

南機場食物銀行表示：可以和里長、社福機構聯繫。以機構而言，機構本

身一定會有他們的個案，那有個案也就會有服務對象；至於里長部分，他

的管轄範圍內可能就有一些低收入戶和清寒家庭可以提供作為服務對象。 

 

 

訪談紀錄： 

T：我方團隊 B：南機場幸福食物銀行負責人 

訪談時間：106 年 3 月 8 日 

訪談地點：南機場幸福食物銀行 

T:你好，我們是理律盃公民行動方案，債留子孫小組，○○大學學生，

首先感謝南機場食物銀行，願意接受我們的訪問。 

1. 

T:為了解決剩食的問題，政府現在也提出許多方案，比方說現在要通過

的食物銀行專法。讓許多在台灣食物銀行的組織有合法的依據，可以去

做他們想要做的服務，想請問你對政府現在要推行的政策有什麼看法?  

 

B:目前這個法律還是以地方上在推動，全台的話在臺北市。目前其實就

是我和理事長都有去參加公聽會，然後也有聽過幾種版本，像林佳龍版

還有立委洪慈庸版本。台灣最近也有在剩食這個議題這方面的討論。 

那其實目前的話大家主要還是礙於一個免責任的問題。很多企業，像我

們這裡有時有些單位可能很想要捐一些生鮮食品給我們，他們會有疙瘩

是說他把這些肉這些生鮮食品捐給我們，他們很怕個案吃壞肚子，會不

會找他們讓企業本身名譽受損。這一點，政府一直想要推動這一塊，可

是這一塊要怎麼讓企業願意把他東西不要丟掉，而是願意把這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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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服務機構的人更有效的幫助這一些有需要幫助的個案。 

 

目前我們現在食物銀行做的這樣事情，其實大部分還是向你我或是善心

人士、寺廟，捐贈一點東西。像你看到我們剛才的服務個案來這邊，他

們來這邊我們就會跟他講一句話：「東西都是別人的愛心所捐贈的，這些

東西你假如吃壞肚子，或是你覺得這個東西很奇怪的話，你可能要自我

承擔這個風險。」這目前食物銀行可以做的是，以這樣子的契約方式來

做一個保護。至少我們在這一開始的時候要和我們所受助的個案講清

楚，不然他可能吃壞肚子說就是食物銀行這邊都害我拉肚子之類的。 

 

我們現在最主要還是靠自己，因為我們畢竟還在這個社區，我們服務的

個案跟我們還算蠻熟悉，他們幾乎每一個月都會來拿一次東西。其實我

們已經建立一定的默契，假如是蠻信任人的人的話，有時候他們可能也

會有一些小脾氣，那遇到這樣子的脾氣說真的跟他講我們有合約，我們

就我們的合約跟他說，假如你不遵守我們的合約的話，就停止我與你的

服務關係。那假如你針對我們的東西，一直挑東挑西，或是什麼疑問的

話，那你可以不用來領這些物資。所以我們目前食物銀行主要是依這樣

的方式來運作。 

2. 

T:那想問你們用這樣的方式，目前分配情況是什麼。還是有什麼力有未

逮的地方？例如說能幫助到的人不多還是你們幫助的狀況是很好的？我

們想知道你們現在運作的狀況是怎麼樣，是在這附近的中低收入都能幫

的到嗎？ 

 

B:我們這邊就南機場食物銀行的對象，其實這個里的話算是我們優先服

務的對象。應該在附近非常方便，我們也接受只要是臺北市社福機構社

工和北市社會局轉介的個案。這個可能是非常需要被幫助，他可以轉介

過來給我們，然後讓他可以來領取這裡的東西。 

3. 

T:那想了解到，會不會有一些人是他可能沒被列入中低收入戶，但是他

的家庭遭遇的一些變故，對於這樣的人你會去幫忙嗎?  

 

B:這個的話我們俗稱為急難救助。這種就是他家裡可能平常是個小康家

庭，可能是爸爸一個月有個 6、7 萬的收入就是還不錯，假設他發生了什

麼疾病，頓時間家庭唯一的支柱就這樣子垮了，那其實這樣的一個身份

要申請低收入戶，要一個很長的程序，那他的家庭假如有孩子，假如老

婆可能還在懷孕，這段期間是誰要來照顧他們？所以食物銀行所扮演的

角色就是在於說可以給予。這樣子特別的個案算是比較急需的幫助，而

不是需要透過一個很漫長的手續，才可以拿到他們所謂的急難救助金或

是一個低收入戶的資格。 

4. 

T:那想請教你，你覺得詳細的部分要怎麼改？比如像是免責要怎麼去決

定？或是像有什麼樣的程序，是在申請急難救助時是不必要的？ 

 

B：其實台灣的低收入戶就是有套用的公式在上面，其實這公式有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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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很多的盲點。就例如他家裡可能有房地產，那大家都知道臺北隨便

一間房子都可能要上百萬或好幾千萬。那可能這就是當初二、三十年前，

他父母所留下來的，但他自己並沒有薪水，他並沒有太多的收入。他主

要是有一個家可以住而已，但他可能有問題，他卻無法成為低收入戶，

因為他住的地方價值 3 千萬，但他不可能為了生活就把這房子賣掉，這

又是一個很尷尬的地方。 

 

那我覺得食物銀行就是可以扮演這樣的一個角色。他雖然在生活上可能

領不到像剛剛講的低收資格，但至少在生活上我們可以提供他一些物

資，他可以來拿麵，那至少他有些東西可以吃。 

 

那你剛提到的免責部分，其實現在我們所遇到的不管是單位或者企業，

像是我們有跟一些大賣場合作，其實我們去大賣場那邊跟他們收取一些

所謂的剩食，就可能是當天他丟掉的商品，我們把它收回來，我們都是

有簽合約。就不是平白無故跟人家說，想要做這件事情然後就去跟大賣

場要，邏輯上這個是行不通的。 

 

因為大賣場他們是一個很大的組織，他們是有系統在做事情，所以他們

就是說一就是一說二就是二。所以就是要依照一個一定的程序，然後我

們也是跟大賣場那邊算是討論的很久，就如何要做好剩食這一塊。那我

們講了好像差不多半年吧，就光討論這件事情，就如何讓企業那邊願意

把東西給我們。那我們也可以也很放心的跟他們說，這些東西你給了我

們絕對不會有任何的責任。這是我們私底下算是我們和企業之間的一個

合作關係。 

 

那至於那個法令是為了普遍讓這件事情可以變得圓滿，像是企業現在是

他信任我們，假如未來這法令下來之後，他會讓更多企業願意做這一塊。

而不是說未來我要跟你合作，還要變成了解你這個機構是個怎樣的機

構。然後說真的機構也要很小心這個企業，它會不會給一些有問題的食

物，所以這樣就是一個互信。 

5. 

T：謝謝你，那我們繼續第二個部分。為了解決方案提到分配的問題，所

以我們提出了以下方案。前面有提過，因為我們只是學生沒有辦法做到

像貴行一樣開一家店，我們的方案，就只有建立一個小型的儲藏空間，

主要是以網路作媒介，向不同的人作媒合。想請問的是，請問貴行認為

我們這樣的制度能解決食物的分配，或是食物浪費的問題嗎？ 

 

B：我覺得只要願意做這樣的事情都是可以的，重點是在，就像是現在

我遇到跟你們很像的，想為社會盡一份心力的一些同學，他們也有來我

這邊、而他們是以腳踏車的方式去各個店家收集、收集完後在台大附近

分送、大概有在做這樣的事情，對我來說這樣子的事情是真的可以有效

幫助解決食物上的浪費，基本上大家要做這樣的事情，不會有人去阻止，

同學願意做這樣的事情我都是鼓勵的，因為這些事情吃力也不討好、要

花錢又要花體力，去收集這樣子的東西收集完後又要分送給這些人，剛

開始都覺得他們很樂意接受，但到後面反而變成他們認為這次怎麼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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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東西，所以後面會越來越不討好。 

6. 

T：想請問一下關於網路部分，方案裡面有提到我們希望以網路作媒介去

媒合不同的供給者與需求者? 

 

B：我個人建議實體的比較好，這樣的方法也很不錯，可是如果你主要

要服務的對象是會使用網路的人那很 OK，但是我們在這邊服務的經驗，

需要物資的人通常都是不會使用網路的，要先了解主要服務對象使用的

平台是哪些平台。 

 

T：所以如果使用網路的話，那可能就只能減少食物的浪費而已，比較沒

有辦法幫助到中低收入戶或有急難救助情況的人囉？ 

 

B：(點頭) 

7. 

T：那請問我們的方案要怎麼改才比較能幫到那些中低收入戶，畢竟我們

儲存空間不大、也不可能有店面，那我們要怎麼跟那些需要的人作媒合？ 

 

B：你們可以跟一些里長和社福機構聯繫。機構一定會有一些他們的個

案，那有個案也就會有服務對象；里長的話，他的里內可能就有一些低

收入戶和清寒家庭可以提供一個機會，讓我們可以服務他們。 

8. 

T：那還想再請問一個問題，你們主要是服務這個里，那通常都是需求者

自己來領取物資嗎？還是其實你們也會運送物資給需要的人？ 

 

B：幾乎都是他們自己過來拿，除非有一些特別的個案他行動不方便、

年紀很大，那我們就會幫他送過去。 

9. 

T：想請問一下，為什麼你們要有點數的制度？ 

 

B：從最一開始的時候我們理事長也是里長，在這個地方服務很久，我

們發現許多慈善機構都是使用食物包，裡面有米有油有罐頭有些生活用

品送給需要的人，可是有一些人其實他只需要罐頭，那個米油對他來說

沒有用，因為他根本不開伙，這樣子的話就有點浪費，為什麼不用點數

讓他們換取需要的東西？於是我們就把食物銀行弄得像便利商店，我這

邊是沒有任何金錢交易，就以點數的方式讓來的人用點數換取需要的物

品，就像剛才那個媽媽她比較需要嬰兒的用品，她就只會拿尿布、那吃

的方面她就不會去拿。 

T：那這樣就可以了，謝謝接受我們的訪問 

 

參訪照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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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我方對政府機關之行動計畫 

 

(一) 立法委員 

 

洪慈庸委員訪談紀錄 

 

訪談時間：106 年 3 月 21 日 

訪談方式：E-mail 

 

1. 是什麼啟發了委員對剩食問題的關注？並提出食物銀行法草案？ 

A:希望呼籲民眾愛惜資源，減少浪費，以促進資源的有效利用；同時能夠健全

社會安全制度，改善目前社會救助制度只偏重現金給付的作法。 

 

2. 法案的推動過程中是否曾遭遇什麼難題？ 

A:食品提供的部分目前實務上主要是以乾糧為主，常會遭遇到想提供熟食但有

保存的問題，法案的推動過程中也有遇到社福團體反映這樣的情況；再者生鮮

物資因為是採計時價，未來如何計算抵稅的方式亦還需要花時間多方討論。 

 

3. 是否認為現行草案仍有什麼不足之處？ 

A:目前部分縣市已有運作很久的實務經驗，例如透過公有市場等交流平台將食

物提供給社區發展協會，或是捐贈對象的部分原本在各個社福團體間也有不同

的方向；如何將實務以及現在各組織團體的運作方式納入，是草案未來會再討

論調整的地方。 

 

4. 針對剩食議題，立法院內另有主張修訂「社會救助法」、訂定「實物給付專法」……

等其他多種處理方式，想請問委員為何選擇訂定「食物銀行法專法」？又民進

黨也有提出另一個版本的食物銀行法草案，委員是否認為其中有什麼特別可茲

參照或是不足的地方？ 

A:因現行「社會救助法」的救助是以現金給付為主，食品提供的救助（食品即

期及保存）與現金給付的救助（發放標準及方式）所遇到的問題並不太相同，

所以認為另定專法處理較為妥善。除了民進黨的陳亭妃委員有提出「食物銀行

法草案」外，國民黨的林麗蟬委員另有提出「實物給付條例草案」，兩位委員的

提案版本均較偏重緊急救災時的實物給付管理，這亦可於未來草案進行逐條審

查時進一步討論。 

 

接下來的 5、6 兩題分別是我們針對剩食問題所提出的行動方案，希望能請教委員對

於這兩個方案的看法，作為我們改進方案的參考。 

 

5. 【行動食物機】這個方案改良自德國與上海的「街頭冰箱」，建立如同飲料販賣

機的「行動食物機」，將生鮮食品以外的食物捐入機器後，可以將相關食品資訊

上傳至網站，提供需要的人查詢機器所在地，且一經登記即可於期限內至各地

點領取。而登記的意義在於確認受贈者的身分以方便管理，若是低收入戶或貧

寒家庭則可以優先領取，以符合實質公平之分配。 

此外，我們認為這個方案，短期內可以結合社區活動中心、鄰里長以進行管理；

在民眾熟悉並獲致一定成效後，則可以政府補貼方式進駐便利超商以擴大通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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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利用「行動食物機」的概念非常創新，自動化的功能可以提供即時的資訊，

未來若能與物聯網的發展結合，的確可讓食物透過機器及網路即時並快速地讓

有需要的人取用。然而再方便的機制，皆要考量食安的維護方式以及食物如何

存放的問題。 

再者如果機制是希望讓低收入戶或貧寒家庭優先，還需考量這些群體如何接收

資訊，是否未來會面臨到資訊落差的問題。以及為了要讓食物能實質有效分配，

要確認受贈者的身分而採登記制度，如本來即為政府納管的低收入戶者，只要

一經網路登記而與行政機關的系統連線即可確認身分取用食物，並無作業上的

不便；惟食物銀行原本的概念是想要讓更多的人善用資源，並非僅是限於救助

低收入戶者的概念，故如果為近貧戶而欲取用食物者，後端仍需要以人工作業

核對身分。 

 

6. 【食物分享網站】這個方案參考自德國的經驗，由超市、餐廳、麵包店等經常

有大量剩食產出的店家擔任捐贈單位，有需要的人經過網路登記就可以成為「惜

食人」接受捐贈，按排定的時間拿取食物。為免浪費之情形，若是惜食人累積

數次未於指定時間拿取食物的經驗，則暫時取消惜食人之身分半年，於此期限

內不得再領取食物。 

此外，為了提高一般店家的參與意願，惜食人必須與捐贈單位簽同意書，在食

物品質出問題時免去一定的法律責任，由惜食人自行負擔風險。當爭議發生，

政府也會提供捐贈單位保險以及法律服務，避免贈與單位因而受有不利益。 

實際的運作模式應該會是由贈與單位於網站上登錄剩食的收集狀況，周圍居民

可以透過類似 YouBikeapp 定位的方式，於網路上看到該贈與單位或是特設之街

頭食物儲藏櫃的剩食數量，並前往拿取需要的量，以達共享經濟的效果。 

A:透過網路登記的方式而讓「惜食人」可於排定的時間取得剩食，確實能讓資

源發揮最大效用；為避免浪費並使未於指定時間拿取食物者暫時取消身分，亦

可讓「惜食人」牢記要珍惜資源。然而在國內近年來高度關注食安的情形下，

如食物品質出問題時在甚麼樣的條件下才可免去一定的法律責任，還需多方加

以討論。 

同樣的如果是透過網路來運作之機制，尚需考量如何讓低收入戶或貧寒家庭這

些群體接收資訊，以及他們是否會面臨到資訊落差的問題。 

 

以上 6 個問題，就是訪綱的大致內容，再次感謝委員願意讀完本信，若是委員願意

接受訪問，還請聯絡我們，我們一定會非常感激的！ 

 

截圖(立法委員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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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麗蟬委員訪談紀錄 

 

訪談對象：林麗蟬立法委員辦公室主任 呂孟鎇 

訪談時間：2017/03/3111:00~13:00 

訪談地點：林麗蟬委員國會辦公室 

 

1. 實物給付草案裡面特別強調政府既有資源的整合，像是讓國防機關可以釋出多

餘的乾糧，協助地方主管機關的實物給付業務，這是目前立法院其他相關法案

比較沒有提到的，為什麼委員當初在起草法案時會有這個想法呢？ 

A:因為過去就有很多國防機關或是部隊有表達過類似的意願，但是礙於沒有法

源授權所以不敢釋出這些物資，後來都只好放到壞掉然後丟掉。那麼委員就覺

得很可惜，因為這些乾糧如果被用於社會救助的話可以有很大的助益，也能避

免食物浪費，所以才會想在草案裡給予國防機關法源依據，去運用這些物資。 

 

2. 草案裡面有提到說要讓中央主管機關建置一個網路平台，統籌全國實物給付系

統調度，那麼這個構想的意義主要會體現在哪裡呢？ 

A:實物給付法案雖然平時也會照常運作，但它也有一個很重要的精神是說，在

重大災害發生的時候，受災民眾可不可以即時獲得各式物資的援助，這時候資

訊的完整性和流通性就很重要了，平常花費心力就建置網路平台的意義就在這

裡。 

 

3. 除了官方資源的調度以外，草案裡面也有提到希望可以透過抵稅的方式，提高

民間的捐贈意願，那麼委員有沒有想過立法授權行政單位，讓他們除了消極抵

稅以外，還可以積極地和民間簽訂契約，收購即期食品作實物給付之用？ 

A:我們當時觀察發現民間捐贈的意願其實很高，目前投入的企業都是擁有大規

模連鎖店的大型企業，但是台灣的中小企業及非大規模的連鎖商店，不一定有

辦法撥出時間、人力捐贈物資，所以希望透過抵稅的方式吸引他們，增加捐贈

的意願。另外，讓政府介入收購的話，可能反而造成民間團體或商家的負擔，

而且政府也沒有這麼多人力，所以可能不太理想。 

 

 

4. 對於食物給付的部分，我們參考國外的經驗提出了一個方案，是希望廣設「社

區冰箱」，讓大家可以把吃不完的東西放在這邊讓有需要的人取用，像是一個小

小的食物銀行，管理上則視地方的需要由里長、社會團體或是店家來管理，主

任覺得這個方案有沒有可行性呢？ 

A:我會覺得如果讓里長來做是最好，因為里長可以當選民服務來作，所以對他

們來說會有誘因幫忙，而且他們最了解社區的狀況和民眾的感情也好，推行起

來的效率和效果都會比較好。 

如果是社會團體來做的話應該也不錯，因為他們都很有服務的熱忱，而且已經

有自己的一套完整的運作模式，所以應透過法源，讓政府能編預算，建立補助

計畫讓團體可以穩定運作。 

但是讓店家來進行管理可能就沒那麼容易了，因為他們有自己私益上的考量，

而且平常比較忙，可能比較沒有人手和時間去兼顧。可是如果里長和周邊的社

會團體都沒辦法幫忙，或是設點位置不理想的時候，也不排斥透過抵稅的方式

提升店家的誘因讓他們願意幫忙，這也是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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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來說，就新北市果菜市場目前實施的機制，讓攤商可以將要淘汰的醜蔬果

捐出來，就地讓有需要的人和社福團體自己來拿，無需另闢倉庫，無保存問題，

只需少數人力，此機制運作得相當好，可以成為典範。 

 

5. 那麼主任會覺得社區冰箱的政府主管機關的層級應該怎麼設置會比較合理呢？ 

A:我會覺得讓中央政府來做的話並不理想，因為中央法規做統一的規劃，可能

不符合地方的實際狀況，或是社會團體自己的運作模式，建議由地方機關來規

劃和執行就好，中央只要站在輔助的角色就好。 

而且就我們自己和台中紅十字會長期實務交流的經驗也是說，政府一些法規太

瑣碎、限制太多反而會讓他們做的綁手綁腳，所以政府只要給出法源依據，讓

機關的資源可以釋出，增加物資儲備量就好。 

 

6. 那麼主任對於社區冰箱的設置有沒有什麼建議呢？ 

A:因為目前實務上的社福團體都比較傾向「供給－需求」「點對點」輸出，也就

是讓民眾可以有一個明確的單位或地點可以取用物資，所以會比較建議社區冰

箱的設置分散一些，不要做成大規模的倉儲，這樣民眾比較方便取用，避免產

生倉儲、物流等成本。這時候只要通知民眾周圍哪裡有據點就好，像是新北市

有在做所謂的玩具銀行，就是用一輛車載著民眾捐贈的玩具，同時在網站公告

取用之時間及地點，然後到定點之後，周圍的有需要的民眾就會自己聚集過來

了。 

 

7. 如果說把社區冰箱的構想搭配上網路平台的話，主任覺得會不會讓它的成效變

得更好？ 

A:應該可行吧，因為像是新北市的實物給付就有做網路整合，我覺得加上去以

後，民眾的資訊流通會更方便、快速，所以實物給付的草案裡面也有提到網路

平台的建置。而且就我們的觀察，里長們應該也會願意做，因為過去的經驗民

眾的反應都很不錯。 

 

參訪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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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曼麗委員訪談紀錄 

 

訪談對象：陳曼麗立法委員 

訪談時間：106 年 3 月 18 日 15:30~17:00 

訪談地點：陳曼麗委員國會辦公室 

 

1. 是什麼啟發了委員對剩食問題的關注？並提出食物銀行法草案？ 

A:我是在 1988 年加入主婦聯盟，所以我對主婦聯盟的發展脈絡和關注的議題都

比較清楚。主婦聯盟在 1987 年成立時，就看到台灣的垃圾問題很嚴重，我們覺

得台灣應該要面對垃圾問題，否則都靠垃圾掩埋場，台灣很快就會變成一座垃

圾島。所以我們從那時就開始呼籲民眾要落實垃圾分類。我們的垃圾中有百分

之四十是可以回收的資源，百分之三十五是廚餘，所以如果我們能妥善的分類，

就可以減少相當多的垃圾量。過去廚餘的處理大多被拿去餵豬或是家畜，但是

隨著時代演進，越來越少人家裡有養豬，尤其是現在都市高樓大廈，廚餘變得

沒辦法透過餵給動物的方式處理，再加上當時我們想加入 WHO，把廚餘餵給動

物吃成了一個安全上的疑慮，因此當時的農業局雖然不禁止，但也不鼓勵把廚

餘餵給動物。而廚餘在後續的處理成本上也相當的高，因此如何讓廚餘在前階

段減量就變成一個重要的問題。 

我們發現有許多廚餘的來源是來自餐廳或是喜宴等辦桌的活動，以及學校準備

的營養午餐，這些大量準備的食物基本上都沒辦法每次都被吃完，造成了許多

的廚餘。而這個社會上卻也還存在著許多沒辦法飽餐的人，無論是街頭流浪的

街友或是貧戶，因此我們認為如果能讓剩食有一個去向，而非變成廚餘的話，

對社會對環境都會是好的。 

雖然現在社會中有許多有愛心的人士，會把剩食，例如沒賣完的麵包分送給有

需要的團體機構，但是我們也發現仍然有許多人會浪費食物，因此我們希望透

過立法的方式去面對剩食的問題，所以我們才會提出例如食物銀行法的草案。

有了法才能夠去要求。 

洪慈庸立委也提了另一個版本的食物銀行法草案，我也是連署人，我認為法也

可有許多不同的版本，內容可以在逐條審議的時候去討論，基本上我覺得只要

有相關的法定例都是好的，所以我都支持。 

 

2. 我們在查資料時，有發現在立食物銀行相關法案的時候，會希望有管制有規定，

但這樣可能也會對現況已經有在運作的食物銀行造成一些限制。例如我們在網

路上看到時代力量所提出的草案版本就遭到一些民間團體的批評，認為限制太

多，在法國也有類似的情況。想請問委員在推行法案的時候有沒有遇到類似兩

難的問題？ 

A:這個法案基本是一個比較柔性的法，現在比較有人擔心這個草案通過之後，

會有人惡意利用這個法，所以我認為作為主其事者，不論是對提供者或是領取

者都要去做一個基本的過濾，當然沒辦法百分之百的完全排除，但是我們相信

這個社會上大部分的人都還是有道德的，對於那些不道德的人，可能就需要用

其他的法律來處理。我認為在政府還是不要限制太多，因為有太多可能了，不

可能一個個去規定跟限制。以我在參與社團的經驗來說，如果已經營運一段時

間了的話，對於提供者的來源我可能都比較清楚，就比較不會有問題，如果是

新的提供者我還是會比較小心，這些都是可以自行去評估，我們要相信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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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很有愛心的，沒必要都規定的死板板的，讓大家很難執行。相關的解決方

法有很多，可以用不同的創意去解決。 

 

3. 我們想推動的方案是將社區冰箱和網路平台做結合，社區冰箱的部分可能就是

跟商家合作，請他們幫忙管理冰箱，或是跟原有的食物銀行接洽，在一個社區

可能人流比較多的地方進行冰箱的設置。例如現在新竹市政府有在做的，成效

其實不錯，不知道委員的看法？ 

A:我覺得這樣食物的分配是很地方性的，所以應該要由地方、社區去做，比較

可以符合各地的情況。再來就是建置成本的問題，不管是冰箱或是電費等等都

需要經費，如果是要由你們學生來做的話可能會是一個困難，當然有些食物不

需要由冰箱保存，如果要減少建置成本的話，也可以選擇不收需要冰箱保存的

食物。再來就是績效的問題，要怎麼評估一個據點的狀況、是不是運作良好也

可能會是一個問題。 

 

4. 那委員覺得如果用立法的方式，由中央或地方政府來鼓勵設置社區冰箱及食物

交換網站等有沒有可行性？ 

A:這個要看各地方政府的狀況，例如現在苗栗政府已經負債累累的，他可能就

覺得自己沒有能力來做這件事。所以這件事如果不是強制的話，就要由各地方

去自行評估，再加上社區冰箱需要跟其他商家合作，不論是食物的提供或是冰

箱的擺放都需要商家同意，所以實際上落實下來可能會和當初預設的目標有落

差。 

 

5. 如果是和商家合作，給予一定報酬，委員覺得？ 

A:商家要的不一定是報酬，有些商家可能寧可用自行促銷的方式來消化剩餘的

產品。另外店家也會擔心責任問題，有些需要冷藏或是有期限的食物發出去如

果吃出問題，廠商就很麻煩，他們不一定想承擔這樣的風險，不太會想這樣做。

如果你是一個合法的社團，你就可以開捐款收據，店家是喜歡的，因為它可以

變成一個抵稅的東西。 

 

6. 如果社區冰箱能夠跟網站結合，讓民眾上網就可以知道哪裡有相關據點甚至是

有什麼物資可以領取，委員覺得這樣做會不會比較好？ 

A:可以啊，如果政府可以掌握哪裡有食物銀行或是據點就可以公布給民眾，不

過他不可能明確到哪個點還有多少物資，但是他可以列出一個清單，標註哪裡

有據點、負責人是誰、地址、連絡電話、開放時間之類的。如果物資都要盤點

清楚的話太費工了。就像我們前面講的，如果你對人性有一定的相信的話，我

們可以選擇用比較少的人力，做低度的管理。要做高度管理的話是必要請專人，

薪水又會是一筆額外的支出。所以比較務實的做法可能就是至少列出哪裡有據

點。 

 

參訪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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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竹市政府社會處 

我方已於 3 月 27 日以電子郵件向該社會處預約訪問日期，惟因其不克面談。故

欲改以電訪之方式為之。惟在遞交檔案前，我方尚未等待到其回應，在此附上

通訊內容證明之。 

 

截圖(信件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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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臺北市政府 

 

案件編號：W10-1060320-00097 

案件主旨：剩食公共政策建議 

陳情內容： 

臺北市政府相關承辦人員您好: 

我們是第二屆理律公民行動-○○大學隊 

我們針對剩食相關議題提出了我們的看法 

並具體化成一個公共政策建議 

希望有關單位不僅能更加重視相關議題 

同時也在衡量我方在陳情書當中所提相關內容與依據 

將剩食冰箱與食物網路分享平台進行研議並實行。 

 

○○大學全體隊員敬上 

受理機關：社會局 

回覆機關：社會局 

回覆日期：106/03/28 

處理情形：處理完成 

 

親愛的○○大學同學：您們好！ 

感謝您們對剩食議題的重視，您們提出的政策建議及理念，本局也相當

認同。為了促進惜食觀念，本局目前已與市場處合作推動「盛食交流平

台」，於公有市場設置冰箱，鼓勵攤商在收市後將可食用的新鮮食材捐

贈，由本局媒合的服務身障、老人及兒童等社福單位提供給服務對象。

針對您們提出「食物網絡平台」及「社區冰箱」的建議，考量辦理上事

涉場地、人力、管理及食安法令等，於實際執行上仍有須突破之處，故

本局會納入參考，非常謝謝您們的寶貴建議。 

感謝您們的建議與指教，若對本次回復內容有任何疑問，歡迎逕洽承辦

人：陳如華小姐，聯絡電話：(02)2720-8889 轉 1633。並祝您平安健康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敬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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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圖(線上陳情系統) 

 
 

截圖(市長信箱回覆) 

 
(四) 新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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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編號：1060318000 

案件主題：剩食計畫建議 

 

陳情內容： 

新北市政府相關承辦人員您好: 

我們是第二屆理律公民行動方案-○○大學隊 

我們針對剩食與社福相關議題提出了一些我們的看法 

並具體化成一個公共政策的建議 

希望有關單位不僅能更加正視相關議題 

也同時可以衡量我方在請願書中所提之相關內容與依據 

將社區冰箱與食物網路分享平台進行研議並且施行。 

 

○○大學全體隊員敬上 

權責機關回復內容： 

 親愛的○○○您好：  

有關您來信詢問「剩食解決」之公共政策研議一案，本府於去(105)年 8

月起，考量現今社會生活環境變遷與民眾飲食習慣改變，導致餘裕物資

數量與種類攀升，本府已整合相關局處規劃辦理「新北惜食分享網」推

動方案，有本市公有市場、量販商及果菜運銷公司，以系統性方式整合

餘裕物資，期以創意料理 NG 醜蔬果或即期品做公益關懷弱勢民眾，不

只做環保也再創新價值。此外，亦鼓勵民間單位或團體投入惜食解決議

題，以民間力量自主成立「惜食分享櫃」或「惜食分享網平台」，不僅可

激發創意思維，傳播惜食理念，亦可協助弱勢家庭或團體獲得更妥適之

照顧。 

感謝您的寶貴意見，敬祝您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社會工作科蔡維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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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圖(線上陳情) 

 
 

截圖(市長信箱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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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 

 

案件編號:1060318-00004 

案件主旨：剩食公共政策建議 

 

具體內容： 

衛福部相關承辦人員您好: 

我們是第二屆理律公民行動-○○大學隊 

我們針對剩食與社福相關議題提出我們一些看法 

並具體化成一個公共政策的建議 

希望有關單位不僅能夠更加正視相關議題 

同時也能夠衡量我方在請願書中所提相關內容與依據 

將社區冰箱與食物網路分享平台進行研議並施行。 

 

○○大學全體隊員敬上 

機關回應： 

○○○及○○大學隊員，您好： 

所傳郵件，業已收悉。 

  為因應國內經濟情況變化對弱勢家庭生活產生不利衝擊，本部自 97

年起輔導地方政府運用轄內民間資源，設置食物站或發放食物券等方式

協助弱勢家庭，配合鄉(鎮、市、區)網絡連結及支援，對於經濟陷入貧

困的家戶提供飲食、日常用品及衣物等相關扶助，以維持基本生活需求。

105 年各縣市政府共辦理 32 項實(食)物銀行相關計畫，各項方案受益人

次預計達 54 萬人次。 

  本部亦補助各縣市政府及民間團體各項計畫之社工人力，俾強化申

請補助單位結合資源之功能。如此即能以有限的經費將民間過剩之食物

媒合救助弱勢族群，同時得以減少資源浪費之情形。 

  另本部已於 102 年起建置「實(食)物銀行資訊管理系統」，功能包含

物資基本資料管理、進出管理、庫存管理等功能，俾利社工人員管理案

家累計領取之資源，同時可有效追蹤物品發放紀錄，利於徵信，並能有

掌握物資之保存期限，避免食安方面之疑慮。 

  有關您來信所建議的事項本部將錄案存參，感謝您關心社會並熱心

提出建議。 

感謝您的來信，祝您健康、快樂! 

 

如有疑問，請聯絡[社會救助及社工司第一科林先生 02-85906666#6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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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圖(線上陳情系統) 

 
 

截圖(部長信箱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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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請願書 

請願書 

發文者:○○大學-2017 理律盃公民行動方

案參賽者 

電子信箱：○○○○○○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18 日 

主旨：期望進行「剩食解決」之公共政策之研議與我方之公共政策之建議。 

 

說明： 

一、「剩食解決」公共政策的重要性 

根據我國環保署統計，全台灣一年約浪費275萬公噸的食物，若依據衛福部2015

年度所統計，全台灣約有 26 萬戶屬於中低收入或低收入戶，台灣一年浪費的

食物足夠讓這些人吃 20 年。若透過減少剩食以改善貧窮人口的飢餓問題，亦

可有效減少政府的福利支出。 

 

二、我方建議之「剩食解決」公共政策 

針對剩食議題，我們參酌國內外的立法例，建議設置「食物網路分享平台」以

及「社區冰箱」。以里為單位設置透明玻璃的社區冰箱，為免生熟食互相汙染，

冰箱分三層，分別放置生鮮、熟食與乾糧，民眾可以自行捐贈並拿取。社區冰

箱管理人員亦應定期清點食物並更新網站資訊，民眾僅需上網就能檢視各社區

冰箱內的食物概況。社區冰箱具體的配置與管理原則如下： 

1.設置地點與管理單位： 

以「流通人口數」與「交通易達性」為主要考量標準，並循新竹市與台中霧

峰社區管理社區冰箱的先例，由鄰里長管理，或委託鄰近商家管理並依管理

業務量給予合理報酬。 

2.經營管理辦法： 

(1)宣導民眾以「分享你也願意吃的食物」、「領取你需要的食物」為原則捐贈與

取用，並應於放入冰箱前以標籤標明食物放入的日期，以便管理。 

(2)專責管理單位除向民眾宣導前項觀念外，亦應每日清點冰箱內剩餘的食物並

登錄至「食物網路分享平台」，以便民眾查詢。 

(3)以各地方政府衛生局為監督單位，每 3 個月為週期隨機抽檢社區冰箱，管理

單位管理不當時應予指導，指導後未見改善則取消管理資格。 

 

三、我方建議公共政策之優點 

1.有效利用食物，避免生產時所耗費資源遭到浪費，以及避免因為處理廢棄的

食物而進一步產生的費用。 

2.降低社福成本，降低部分食物救助的負擔，並且藉由讓需要幫助的人自己去

拿取食物，降低轉介的社福需求。 

3.民眾領取意願高，普及率亦可提升。 

4.藉由網路可以很簡便地掌握各處食物的情形，透過網路也可以進行妥善的人

潮分流，並可以建立一個大數據，統計各個食物集中地最常被拿取什麼食物、

最常捐贈什麼食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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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我方制度所結合的「食物網路分享平台」以及「社區冰箱」在單獨運作時，都

會有各自的缺陷。前者雖然資訊流通但未提供適當的交換中繼點，民眾使用意

願較低；後者則因資訊不夠流通而使用不便。因此，結合二者即可在一定程度

上互補各自的不足之處，保有資訊流通的特性且提供交換中繼點，使用更便利。

而且在德國，社區冰箱一年就能減少一千噸的食物浪費，而在台中、新竹的經

驗裡，一個據點單月就能減少一噸的食物浪費，並提供八百人次的服務、支應

60 個家庭的飲食。 

 

五、我方之期望 

期望受文單位，能針對此議題進行研議，並做出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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