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憲政法制

發佈：2017-02-23, 週四 14:19
點擊數：15226

全台菜價自9月梅姬颱風後，持續飆漲至10月底，隨著臺北農產運銷公司(以下簡稱北農)的人事爭
議發燒，竟成了與論的熱點。

北農在北部三大市場中，擁有第一（萬大市場）、第二（濱江市場）果菜批發市場，為全台灣蔬
果吞吐樞紐，蔬菜交易量佔全國3分之1、水果佔4分之1，負責供應大台北多達600多萬人口的蔬
果量，為全國最大農產批發市場，只要北農當天蔬菜批發價的價格，就幾乎等於定了當天全國各
式蔬菜的批發價。

政府在北農持股45.52%（農委會與北市府各占22.76%），在23席董事中，官股共有11席董事。
而民股則占54.48%，共有12席董事。雖然政府代表未過半，但慣例上都由市政府派董事長，農委
會指定總經理。不過此次遇上的對手，是控制7席董事，原本就掌握台北農産公司的雲林張家。
其實原本如果市府和農委會聯手，再加上結盟的「泛官股」，無論怎麼算，在董事會都可以過半
，打破雲林張家透過控制北農，操緃全
台灣産銷系統的局面；
但因官方操作失利，讓雲林張家指派代理董事長，不僅掌握董事會議程，更杯葛董事長任命案，
最後雲林張家人馬在董事會的7席常務董事中佔了4席。

爾後，北農被台北市議員梁文傑陸續踢爆，未經董事會同意濫發獎金、任用私人情事，及代理董
事長陳益宗的兒子、媳婦、姪女和姪兒，均在北農任職，違反《農產品批發市場管理辦法》第28
條禁止「配偶及三親等內血親或姻親為職員」規定。直到11月30日北農召開董事會，在農委會及
北市府共11席官股董事缺席，及2席民股董事缺席的情況下，出席董事未逾半數而流會。風波至
今未息，鬥爭仍在發展。

北農從董事會改選事件爭議及每次推選代理董事長身分來看，都擺脫不了雲林張家的陰影。張家
的影響力，從農、漁、水利會、商、銀行等基層組織人脈一覽表看出端倪(表一)。除張榮味本身
擔任台灣省商業會理事長、合作金庫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外，他的胞弟張啟盟擔任台灣農
業合作社聯合社理事主席(簡稱農聯社)、台灣在地農經整合協會理事長；妹婿張永成更擔任中華
民國農會總幹事、中華民國農民團體幹部聯合訓練協會理事長、臺北農產運銷公司常務董事、合
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曾是他的機要秘書林啟滄的擔任中華民國全國漁會總幹事、
臺北漁產運銷公司常務董事；前雲林地方大老省議員陳錫章外甥林文瑞擔任中華民國農田水利會
聯合會會長；另外陳益宗(前代理北農董事長)、簡明欽(現任代理北農董事長)、黃志輝皆為臺北農
產運銷公司常務董事。

以張啟盟擔任台灣在地農經整合協會理事長為例，從該協會官網，查到協會成員有包括中華民國
農會、台灣農業合作社聯合社、全國漁會、台灣雲林農產物流中心股份有限公司、雲林縣農會等
。日前韓國瑜曾坦承，他擔任北農總經理一職，是代表中華民國農會。農會、農聯社、青果社、
北農、在地農經協會、合庫、農訓協會等，就在這種層層交疊織成的脈絡間成為雲林張家掌控或
調配的資源。

 

 1 / 4

Phoca PDF

http://www.phoca.cz/phocapdf


憲政法制

發佈：2017-02-23, 週四 14:19
點擊數：15226

 

根據內政部105年中華民國合作事業統計年報，全台農業合作社共有1106個，其中，農業生產合
作社有725個，農產運銷合作社有354個。而張啟盟所擔任理事長的農聯社，就有600多社場，占
全台54%左右。以目前現況產銷供應模式，農會、農聯社、青果社等3個供應系統，仍為傳統果菜
共同運銷的主要供應系統，從北農官網上運銷統計年報看到的資料，可為佐證。

以104年北農第一、二果菜批發市場批發成交量資料為例(圖一)，104年總成交比例，國產總成交
量：蔬菜94%、水果88.26%，進口成交量：蔬菜6%、水果11.74%。單就國產總成交量來看，共
同運銷總成交量：蔬菜75.77%、水果70.25%；
一般供應人總成交量：蔬菜24.23%、水果29.75%。當中有關共同運銷總成交量，蔬菜部分：農
會31.20%、農聯社30.65%、青果社3.88%、國聯社10.04%。水果部分：農會41.44%、農聯社15.
23%、青果社6.08%，國聯社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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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數據來看，國內農民生產的蔬果，幾乎將近7成5以上，經由這4
大團體進行集貨並運銷到全國最大農產批發市場的北農，進行拍賣處理。從所面提及雲林張家農
、漁、水利會、商、銀行等組織人脈
布局資料進行比對，從104
年度蔬菜、水果共同運銷單位批發成交量及
成交金額(表二)發現，這4
大團體之中和張家密切相關的農會、農聯社、青果社，其批發成交量及成交金額，蔬菜部分：共
約65.73%，77億7000多萬元。水果部分：共約62.75%，45億3000
多萬元。蔬果成交金額合計高達123億元。

由此可證，從供給、運送
、產銷這個大平台，每個環節的樞紐通通都是由特定勢力掌控。因此，從供到銷這一條線都被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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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狀況之下，可能影響到農民的生計，蔬果物價的波動，或者關係到消費者的權益，當然是必須
嚴肅面對的課題。

更荒謬的是北農總是拿「績效」出來自我吹噓。其實北農本業收入，就是蔬果交易的抽成，每筆
交易抽3%，從供、銷雙方各抽1.5%。而果菜交易總量沒什麼變動，抽成業績好，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蔬果價格貴。也就是說北農的業績是建立在市民的負擔上!

依照我國農產品市場交易法第 1
條：「
為確立農產品運銷秩序，調節
供需，促進公平交易，特制定本法。」，及農糧署104年「
日本農產品批發市場及地產地消考察」
出國報告，有關考察福岡中央批發市場（青果市場）內容曾提到，中央批發市場是根據日本批發
市場法建立，在講求衛生及效率條件下，以公平交易為原則進行蔬果批發的市場，其設立的目的
是謀求新鮮食品生產及流通的順利化，做出合理的價格，謀求市民生活的安定。

北農位居台灣蔬果産銷、進口的樞鈕位置，公司成立目的是要平抑蔬果價格。但

北農的股權結構及産運銷體系背後的裙帶關係，其實不利達到平抑物價的目的。佔54.48％的民股
，都是產地和銷售業
者，菜價愈高，愈符合他們的利益。為了
防止菜價失控；
為了讓產運銷機能回復常態，整頓臺北農產運銷公司，杜絕浪費、清除弊端，刻不容緩。

作者  段宜康  為立法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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