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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學校午餐供應問題與解決之道 
翁崇文 

嘉義市僑平國小校長 

 

一、學校午餐供應之目的 

民國 40 年我國在國際組織援助下

開始提供學校午餐，當時主要係以濟

貧與改善學生營養不足，因此多以偏

遠地區學校為推動重點（吳仁宇，

2013）。然而，隨著臺灣經濟的起飛與

發展，供應學校午餐的目的已隨之改

變。 

現在學校辦理午餐的目的，除了

藉由政府的政策，持續照顧經濟弱勢

之學生外，更期望透過教師的午餐指

導，建立學生正確的營養知識及飲食

行為，並培養群體合作觀念及養成良

好的衛生習慣。 

二、當前學校午餐供應面臨的問

題 

隨著時代與社會背景的轉變，當

前學校午餐供應面臨下列問題： 

(一) 法規零散，統合不易 

當前我國學校午餐之法源依據，

多應一時之需，以指導手冊、實施計

畫、作業規定等作為工作準則，不但

法源依據薄弱，且各縣市各校見解不

一，造成執行上的紊亂。 

 

 

(二) 餐費未隨物價調整，學校午餐把

關不易  

經濟、實惠、營養是學校午餐供

應的方向。根據天下雜誌的調查，目

前全台營養午餐收費，各校不同，平

均每人 35～37 元不等。大台北地區收

費最高，中南部較低 (李建興，2016)。

學生午餐收費並不是全數花在食物

上，午餐炊事費包括人事費、燃料費，

設備維護費、食用油與調味料等相關

費用也佔相當的比例。這樣一來用在

學生食材上的費用就更低了。 

所謂「一分前一分貨」，在夾縫中

求生存的餐商，為了要求生，只好想

盡辦法降低成本，其中食材選用的品

質就令人擔憂。 

(三) 學校類型與地理差異，影響供餐

品質 

學校午餐受學校地理環境、經營

方式、供餐型態、市場規模、經濟條

件及學生人數等不同，存在城鄉差

距，例如偏鄉學校午餐辦理情況受限

地理位置或經濟規模，往往面臨包括

採購、食材運送、營養師編制、午餐

執秘工作負擔等問題（江振陸，2001；

鍾建民，2002；卓榮權，2003）。讓最

需要「營養」午餐的偏鄉小校學生不

只供餐品質不穩定，甚至面臨斷炊的

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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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人員角色及權責不清，易生弊端 

目前學校午餐事務多由「午餐執

行秘書」簡稱「午餐執秘」辦理，午

餐執秘得業務繁重，舉凡設計菜單、

營養教育、食材管理、指導廚工烹煮、

午餐費收繳、菜金結算、廚房人員管

理、廚房衛生……等。午餐執行秘書

非學校正式編制，多由學校同仁兼任。 

近年來，也因此政府的重視，將

學校午餐業務納入學校衛生法、食品

安全衛生管理法等相關法規管理，但

學校限於人員編制不足，卻仍需要非

專業的同仁兼辦，角色及權責不清，

難以兼顧，易生品管不易之弊端。 

三、解決之道 

學童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其在

成長階段，必須要有充分的營養，才

會健康、茁壯，是以供應營養的學校

午餐是不可忽視的問題。但由以上的

分析可知，學校午餐的供應有相當多

的問題存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不

能再互推責任，而應針對問題研擬解

決策略，落實學校午餐及食品安全管

理。 

(一) 研訂中央層級之法規政策 

民國 91 年「學校衛生法」、民國

92 年「學校餐廳廚房員生消費合作社

衛生管理辦法」等相關辦法陸續頒

布，對學校午餐專業人力的充實、廚

房食材衛生之管考幫助頗多，建議能

仿效美國、日本等先進國家訂定中央

層級的學校午餐法，讓學校午餐供應

宗旨、組織人力、設備基準、衛生管

理、食材規範、營養教育、經費來源

與管考制度等有所依循。 

(二) 中央編列經費，補助學校午餐相

關費用 

學校午餐供應受學校地理環境、

經營方式、供餐型態、市場規模、經

濟條件及學生人數等不同，存在城鄉

差距，遭遇的問題也不盡相同。在目

前尚無法達到全面「免費」學校午餐

之際，除了落實經濟弱勢學童補助之

外，中央應寬列預算，全額補助各校

午餐炊事費及相關費用，確保家長繳

的午餐費全數用在食材上，讓學生吃

到營養及健康。 

(三) 訂定合理收費標準，全面照顧學

生午餐品質 

讓發育中的孩子吃得飽確實重

要，讓他們吃得均衡、營養、健康，

更能符合現在學校午餐供應的真諦。

目前各縣市午餐收費標準不一，存在

明顯的南北差異，但與市場價格相

比，仍屬偏低。扣除廚工人事費、午

餐運送費等相關費用，真正用在食材

採購的費用就變少，學生午餐食材品

質令人擔憂。教育部若能訂定分區學

校午餐收費參考級距，讓各縣市午餐

收費能有較明確合理參考值。在合理

的費用下，學校午餐供應品質會更合

理，更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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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增置營養師，回歸專業專職化 

學校營養師主要職掌包括營養設

計、食物採購儲存管理，膳食準備和

供應督導，並且進行學校午餐的研究

發展工作。另外有部分的營養師與教

師合作，教導學生養成良好的用餐習

慣與營養教育推廣，其功能不可謂不

大。目前「學校衛生法」雖規範學校

班級數達四十班以上者，應配置一名

營養師。為擴增學校午餐功能，各縣

市政府應依規定盡速補足營養師員

額，偏遠學校則採區域整合或數校合

聘的方式辦理，為學校午餐品質與安

全把關。 

(五) 建立多方管理機制，營養午餐資

訊透明化 

除了外部管考機制外，為了建立

多方參與的管理機制，各校須成立「學

校午餐供應委員會」，邀請行政、教師

及家長代表參與，親師共同為學生的

健康把關。 

此外，校園午餐食材也需每天上

網登錄，再由食材供應商或團膳業者

加註食材來源與認證標章，讓家長監

督營養午餐變得更容易。 

(六) 重視「食育」教育，深化學校午

餐教育功能 

目前臺灣已有不少學校將「食育」

教育包含：飲食、農業、環境、教育

融合一體的精神帶入校園之中。因此

學校午餐不僅僅是學生健康與食品營

養的課題，更應結合了農業與環境、

食物里程、地產地消、節能減碳與公

平貿易等概念，經由教師或營養師等

食育相關人員，融入於相關課程的教

學或活動。讓學生透過學校「食育」

教育從各個面向落實永續生活。 

四、結語 

不同類型、規模、地區的學校，

推動學校午餐會面臨不一樣的挑戰，

包括因牽涉範圍從中央跨部會到地

方、學校、家長與供應業者，整合不

易。因此，惟有透過中央跨部會合作，

與地方、學校、家長及廠商之間不斷

的溝通協調，才能使政策順利推行 

我們不只在辦學校伙食，我們更

應把學校午餐當作教育在辦。期待臺

灣的午餐教育能得到更多的支持，各

中小學有更多的經費，可以聘請足夠

的營養師及調理人員為小朋友的營養

把關。讓小朋友在良好的「食育」環

境下，擁有責任、服務、感恩、愛物、

環保及衛生等等的觀念，從小均衡飲

食，培養健康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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