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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多年期計畫

15

2013

2014/16
• Investigation of Food Losses and Waste

2017/18
• Actions and Inter-linkages

目的

• 確認降低糧食損失與浪費之關鍵議題

• 尋求公私夥伴關係之最佳範例

• 尋找解決實用解決方案與促進能力建構

工作項目 (2013-2018)

• Preparation, Research, and Identification

1. 計畫背景_1



APEC多年期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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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illars

Capacity  
Building  

Seminars/  
Expert  

Consultation

Toolkits and  
Best  

Practices

Food Loss &  
Waste  

Assessment
2013年：穀類之糧損
2014 年：蔬菜與水果類
之糧損

2015 年：水產與家畜類
之糧損

2016 年：消費端之糧損
2017 年：無悔策略
2018年：公私夥伴關係

1. 計畫背景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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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5-2018年執行項目與成果 (總匯)
2015 2016 2017 2018

• 建立漁畜糧損評估方
法論

• 建立零售與消費端糧
食浪費評估方法論

• 組成跨國零售與消費
端糧損評估專家小組

• 完成「糧損評估方法
論成果報告」、「糧
食供應鏈評估糧損及
浪費實用指南」、
「APEC降低糧損行動
方案建議」

• 辦理漁畜之降低糧損
能力建構研討會

• 辦理降低零售與消費
端糧食浪費能力建構
研討會

• 舉辦「2017APEC降低
糧損與浪費專家諮詢
會議」

• 辦理「專家工作會議」

• 充實多年期計畫網站 • 持續充實多年期計畫
網站

• 召開「2017APEC降低
糧損與永續糧食體系
能力建構研討會」

• 協助辦理「APEC降低
糧損與食物浪費高階
政策對話論壇」

• 提出「APEC邁向2020

糧食安全路徑圖」
• 辦理「計畫成果發表
會」

• 執行「APEC國家降
低糧損與浪費之政
策盤點調查」

• 執行「降低糧損與
浪費之可行性策略
調查」

• 持續充實多年期計畫
網站

• 持續充實多年期計畫
網站



3. 糧損評估方法與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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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論：

• FAO的質流模型

• 測量食物供應鏈下，
不同階段所造成的糧
食損失。

Source: Linpinski et al .(2013);  

Gustavsson et al., (FAO 2011)

生產鏈
階段

糧食損失與食物浪費的五種類型

農業生
產

農產品在農場生產時或剛離開農場，因農業生產
工具不夠精良所造成之農業生產時糧食損失，而
水果與漁獲也可能因不符合經濟效益或沒達到消
費者要求品質而被丟棄，造成糧食損失及浪費。

處理與
儲存

農產品離開農場後之處理、運送、儲藏等階段糧
食農業生產及儲存時遭遇到病蟲害的攻擊而產生
之損失。

加工與
包裝

食物的加工或是食品的包裝階段在加工及包裝過
程中可能因糧食本身品質而導致無法加工之損失，
如不新鮮的魚貨與牛奶、未達標準的水果。加工
過程中也會因缺乏良好設備而造成糧食之損失及
浪費。

分配與
行銷

在批發以及零售分配階段的損失。糧食的損失及
浪費可能因產品沒達到消費者預期之外觀，抑或
是超過其食用期限而遭丟棄。

消費者 指居家或餐廳消費時所產生的浪費因為未達消費
者或是餐廳的食用標準而被淘汰、丟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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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FAO糧食損失量計算公式（FAO, 2011）

生產鏈階段 糧食損失量的計算公式

農業生產 [(生產損失率/(1-生產損失率)]*生產量

處理與儲存 處理及儲存損失率*生產量

加工與包裝 加工及包裝損失率*[糧食毛供給量*(1-供人類消費率)+加工用量]

分配與行銷 生食品之分配與行銷損失量 +加工品之分配與行銷損失量
 生食品之分配與行銷損失量 =生食品之分配與行銷損失率*糧食毛供給量*供人
類消費率

 加工品之分配與行銷損失量 = 加工品之分配與行銷損失率*[(糧食毛供給量*(1-

供人類消費率)+加工用量-加工及包裝階段之損失量)]

消費者 生食品之消費者損失量 +加工品之消費者損失量
 生食品之消費者損失量 = 生食品之消費者損失率*[(糧食毛供給量*供人類消費
率)-生食品之分配與行銷損失量]

 加工品之消費者損失量 = 加工品之消費者損失率*[糧食毛供給量*(1-供人類消
費率)+加工用量-加工及包裝階段之損失量-加工品之分配與行銷損失量]

可食之總糧食損
失量

(生產階段之損失量*平均可食率) + (處理及儲存階段之損失量*平均可食率) + (加
工及包裝階段之損失量*工業處理可食率) + [(生食品之分配與行銷階段之損失量*

人工處理可食率)+(加工品之分配與行銷階段之損失量*工業處理可食率)] + [(生食
品之消費者階段之損失量*人工處理可食率)+(加工品之消費者階段之損失量*工業
處理可食率)]



採用FAO的評估方法的原因：

-其擁有明確的估計流程。

-對無糧損數據的經濟體而言，
此評估方法為成本效益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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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s for quantifying FLW at economy level

糧損評估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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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1000 tonnes

Commodity Item Production Handling & Storage Processing & Packing Distribution Consumption Total

Losses and Waste Quantity           9,056.34                      10,359.14                           2,785.47               2,557.72          16,165.38          40,924.05

Loss Percentage in each step 22.13% 25.31% 6.81% 6.25% 39.50% 100.00%  Total Utilization

Loss Ratio along Utilizaition 3.62% 4.14% 1.11% 1.02% 6.46% 16.36%              250,206.00

Losses and Waste Quantity         19,892.30                      20,609.17                           2,018.85               1,205.26            5,780.82          49,506.39

Loss Percentage in each step 40.18% 41.63% 4.08% 2.43% 11.68% 100.00%  Total Utilization

Loss Ratio along Utilizaition 3.10% 3.21% 0.31% 0.19% 0.90% 7.71%              642,311.00

Losses and Waste Quantity         12,956.78                      11,388.86                           4,573.14               4,404.26          14,122.47          47,445.50

Loss Percentage in each step 27.31% 24.00% 9.64% 9.28% 29.77% 100.00%  Total Utilization

Loss Ratio along Utilizaition 5.08% 4.46% 1.79% 1.73% 5.54% 18.60%              225,125.00

Losses and Waste Quantity       102,244.92                      47,925.46                         71,500.47             42,696.09          44,187.27        308,554.22

Loss Percentage in each step 33.14% 15.53% 23.17% 13.84% 14.32% 100.00%  Total Utilization

Loss Ratio along Utilizaition 14.25% 6.68% 9.97% 5.95% 6.16% 43.01%              717,471.00

Losses and Waste Quantity         42,178.90                      17,648.55                         29,750.64             18,390.25          26,337.72        134,306.06

Loss Percentage in each step 31.41% 13.14% 22.15% 13.69% 19.61% 100.00%  Total Utilization

Loss Ratio along Utilizaition 14.31% 5.99% 10.09% 6.24% 8.93% 45.56%              294,802.00

Losses and Waste Quantity           3,376.52                          659.17                           6,734.20             10,345.64          17,076.63          38,192.16

Loss Percentage in each step 8.84% 1.73% 17.63% 27.09% 44.71% 100.00%  Total Utilization

Loss Percentage in each step 1.87% 0.36% 3.72% 5.72% 9.44% 21.12%              180,861.00

Losses and Waste Quantity           6,277.23                        3,744.19                           5,940.86             11,452.82          14,218.29          41,633.40

Loss Percentage in each step 15.08% 8.99% 14.27% 27.51% 34.15% 100.00%  Total Utilization

Loss Ratio along Utilizaition 5.73% 3.42% 5.42% 10.46% 12.98% 38.02%              109,512.00

Losses and Waste Quantity           2,930.59 0.00                             175.87               1,574.42            3,272.57            7,953.45

Loss Percentage in each step 36.85% 0.00% 2.21% 19.80% 41.15% 100.00%  Total Utilization

Loss Ratio along Utilizaition 6.02% 0.00% 0.36% 3.23% 6.72% 16.33%                48,719.00

Losses and Waste Quantity           8,285.64                        2,374.14                           2,177.33               3,426.77          23,863.92          40,127.80

Loss Percentage in each step 20.65% 5.92% 5.43% 8.54% 59.47% 100.00%  Total Utilization

Loss Ratio along Utilizaition 3.52% 1.01% 0.92% 1.46% 10.13% 17.04%              235,483.00

Total Losses and Waste Quantity       207,199.23                    114,708.67                       125,656.82             96,053.23         165,025.06        708,643.02

Food Loss and Waste in APEC Member Economies, 2013

Fish, Seafood

Eggs

Milk

Wheat

Maize

Rice

Vegetable

Fruit

Meat

5. APEC地區糧損計算結果(2013年)_1

糧損計算結果：
• 小麥：4,092

萬噸
• 玉米：4,950

萬噸
• 稻米：4,745

萬噸
• 蔬菜：3億噸
• 水果：1.3億
噸

• 肉類：3,819

萬噸
• 漁和海鮮：

4,163萬噸
• 蛋類：795萬
噸

• 乳製品：
4,012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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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gs Dai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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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ss % over Total Production Loss % over Total Utilization

By Product Group

5. APEC地區糧損計算結果(2013年)_2



6. 研討會與專家會議
2015年

APEC強化公私部門夥伴關係降低漁畜供應鏈之糧食損失損研討會

APEC專家諮詢會議

專家工作會議

2016年

APEC零售與消費端糧食損失與浪費專家諮詢會議

APEC強化公私部門夥伴關係降低零售與消費端糧食浪費研討會

專家工作會議

2017年

APEC降低糧食損失與浪費專家諮詢會議

APEC降低糧損與永續糧食體系能力建構研討會

2018年

APEC降低糧損與實務浪費高階政策對話論壇

APEC專家工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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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APEC強化公私部門夥伴關係降低漁畜供應鏈之糧食損失損研討會

舉辦日期：2015/09/28-29

舉辦地點：Iloilo 
Convention Center（菲律賓）

本次會議共有68位專家學
者出席。

成果：
與會者互相交流與分享最
佳範例、創新技術等知識。

經由分組討論產生政策建
議。

建議各經濟體相互合作並
深入探討。

建議各經濟體要鼓勵最佳
範例的企業推廣與能力培
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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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APEC專家諮詢會議

舉辦日期：2015/7/16-
17

舉辦地點：國立臺灣大
學管理學院一號館

成果：
共分成7個場次進行。

出席人數達50人，含14
個會員國。

跨越4個工作小組與論壇：
ATCWG, OFWG, PPFS, 
ABAC。

我國將組織一個具有相
關統計或數據收集經驗
的技術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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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專家工作會議

第一次國內專家團隊工作會議
時間：2015/04/30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農業綜合館一樓農經研討室

討論事項：漁畜評估方法論、降低糧損工具箱。

第二次國內專家團隊工作會議
時間：2015/06/24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農業綜合館二樓農經會議室

討論事項：糧損原因及解決方案調查表，漁畜供應鏈之利益關係人名單。

第三次國內專家團隊工作會議
時間：2015/08/19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農業綜合館一樓農經研討室

討論事項：APEC強化公私部門夥伴關係降低漁畜供應鏈之糧食損失損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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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APEC零售與消費端糧食損失與浪費專家諮詢會議

舉辦時間：2016/07/18-
19

舉辦地點：台北福華大
飯店

成果：
共7個場次

與會者達60人，含14個經
濟體代表

提供各國公私部門經驗交
流機會

合作致力達成「APEC邁
向2020糧食安全路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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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APEC強化公私部門夥伴關係降低零售與消費端
糧食浪費研討會

舉辦時間：2016/09/22

舉辦地點：皮烏拉市（秘
魯）

成果：
15個經濟體代表出席

邀請13位專家，與會者達70
人

建議使用一隻的評估方法論。

建議提供投資基礎建設與技
術協助。

透過創新資訊科技改善食物
廢棄管理與教育消費者。

增加私部門投入以爭取公部
門資金投入糧食損失與浪費
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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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專家工作會議

第一次國內專家團隊工作會議
時間：2016/03/08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農業綜合館一樓農經研討室

討論事項：Database的調整，工具箱的內容。

第二次國內專家團隊工作會議
時間：2015/03/16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農業綜合館一樓農經研討室

討論事項：Expert Consultation與APEC Seminar事項。

第三次國內專家團隊工作會議
時間：2015/03/30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農業綜合館一樓農經研討室

討論事項：Expert Consultation事項，調查問卷與FAO糧食平衡表之更新。

17



2017年：
APEC降低糧食損失與浪費專家諮詢會議

舉辦時間：2017/06/12-13

舉辦地點：國立臺灣大學

成果：
共有8個場次

16個經濟體代表出席，與
會人數達70人

建議使用FAO高階專家報
告的三種觀點切入。

建議參考ReFED，並研議
各種無悔策略。

透過問卷調查，發現亞太
地區糧食損失與浪費的主
要障礙：科技技術、消費
者的意願、缺乏資料與明
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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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APEC降低糧損與永續糧食體系能力建構研討會

舉辦時間：2017/08/19

舉辦地點：越南芹苴市

成果：
共有5個場次

12個經濟體代表出席

國內外專家共14位，與會人
數達60人

預計明年制定APEC地區糧
食損失與浪費評量指導手冊。

研擬ATCWG降低糧損第2階
段多年期計畫。

獲得越南芹苴大學支持，未
來可在該校建立減少糧損科
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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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APEC降低糧損與實務浪費高階政策對話論壇

舉辦時間：2018/06/14-15

舉辦地點：台北福華大飯店

成果：
共有7個場次

21位專家，15個經濟體代表，與會人數達110人

建議擴充足夠的數據。

利用這些數據來推動更多的政府投資與參與。

擴大政府投資使公部門與私人進行對話與合作。

需要跨部門、跨學科和跨專業知識來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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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出版品

糧損評估方法論成果報告

糧食供應鏈評估糧損及浪費實用指南與APEC降低
糧損行動方案建議

APEC國家降低糧損與浪費之政策盤點調查

降低糧損與浪費之可行性策略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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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損評估方法論成果報告

內容包含：
APEC降低糧損之相關活動與
資訊。

APEC各經濟體執行降低糧損
相關活動與資訊。

APEC於降低糧損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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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食供應鏈評估糧損及浪費實用指南與
APEC降低糧損行動方案建議

目的：
供各經濟體可自行評估該國的糧損
狀況與改善

回顧糧損的定義與評量方法
提供亞太地區不同農產品類別的降
低糧損個案

內容包含：
1.背景介紹：
「APEC邁向2020糧食安全路徑圖」：

2020年前達到降低10%糧損的目標。

2.定義：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糧食安
全與營養高級專家小組(HLPE)

美國：美國農業部(USDA)與美國環境保護局
(US EPA)

歐盟：FUSIONS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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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ED TO WHAT?”
WINSTON CHURCHILL, WHEN ONCE ASKED, “HOW’S YOUR 

W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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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各經濟體彼此有所差異，因此可直接食用
與不可直接食用之糧食規範取決於各經濟體。

• 我們鼓勵各經濟體自行定義糧損並評估該國之
糧損，以改善狀況。

vs

內容也包含：降低10%糧損之定義

Ranking Aggregation

“APEC economies will strive to reduce food loss and 
waste by 10% compared with the 2011-2012 levels by 

2020 in the Asia-Pacific economies（以2012年作為基礎）

“It is an average for all 
economies. Specific 
indicator can be developed 
based on each economy’s 
situation.” 



APEC國家降低糧損與浪費之政策盤點調查

內容包含：
調查背景資訊

方法

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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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糧損與浪費之可行性策略調查

內容包含：
調查背景資訊

方法

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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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多年期計畫網站之更新

APEC-FLOWS頁面更新

工具箱資料庫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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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FLOWS

目標：

 共享糧損評量方法數據等資訊。

 提供降低糧損之工具箱與最佳範例。

 協助各經濟體的能力建構，以實踐2020年減少10%糧損之目標。

28

網址: http://apec-flows.ntu.edu.tw/

改版網頁：http://61.63.232.42:38131/

電子報：http://61.63.232.42:38131/newsletter.html

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16yKySba6U4kXGJlKlW03g?view_as=subscriber

http://apec-flows.ntu.edu.tw/
http://61.63.232.42:38131/
http://61.63.232.42:38131/newsletter.html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16yKySba6U4kXGJlKlW03g?view_as=subscriber


APEC-FLOWS頁面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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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改版之內容：
1. 新增亞太地區之地圖
2. 新增APEC各經濟體之糧損
3. 新增APEC多年期計畫之影片
4. 新增電子報
5. 新增訂閱系統
6. 新增下載資料需填寫簡略個資



工具箱資料庫更新

2015年增加25筆。

2016年增加21筆。

2017年增加15筆。

20118年至少增加10筆。

總計：至少71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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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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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糧損及食物浪費的三大
原則

從食農供應鏈(Food Supply Chain)或食
農體系(Food System)的原則

從糧食安全的原則，以供人食用(Human 
consumption)為主。

從永續(Sustainable)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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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食處理優先次序

源頭減量

減少剩食數量

食物銀行

將剩食捐贈至食物銀行

動物或昆蟲飼料
將廚餘剩食轉成飼料

工業使用
廢油提煉燃料、廚
餘厭氧發酵作能源

回收

堆肥
製成土壤改
良肥料

掩埋

焚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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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全國農業會議相關決議_1

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接軌，採納減少糧損及食
物浪費亦可提高糧食安全的「減法」思維。「檢
討農產品標示及研擬農產品標示法，修法區分農
產品賞味期及保存期限標示，研擬生產至消費端
之降低糧損措施，開發過剩食材再利用技術，減
少糧食浪費。」(安全議題第 7條)

「推動食物銀行及農產品供應鏈結合，確保糧食
處理、運輸與供貨的透明度，提高利用效率及確
保食品安全。鼓勵並運用在地社區，連結在地非
營利組織，兼顧高關懷族群糧食需求，增進社會
福祉。」(安全議題第 8條)



第六次全國農業會議相關決議_2

還有，「發展農業廢棄物資源產業化，盤點農
業廢棄物資源，建立廢棄物資源交易平台及獎
勵措施，創造農業循環經濟產業化模式。」(永
續議題第 17條)

但美中不足處為，未將APEC 糧食安全路徑圖所
設定的於二○二○年百分之十的具體減量目標
列入，亦未前瞻性宣示於二○三○年達到「糧
損及食物浪費減半」的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感謝聆聽

歡迎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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