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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基本資料	

一、本會簡介	

1999 年的九二一地震過後，「台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在堅持著「結

合原住民族群、建立民族自主意識、落實原住民草根教育」的創會理念下，

自 2005 年起，本著陪伴部落學習成長的理念，投入了農特產及部落體驗的

行銷，針對生產、管理、行銷、客服等領域，建立對等自主的經營模式，透

過聯合行銷，以網路平台及數位管理分享通路及經驗，導入有機的環境經營

態度，推動有機或友善的安全蔬果產銷，成為結合部落產業與數位行銷管理

的「部落 e購」。	

2012 年起，我們導入「國際有機運動聯盟」（IFOAM）推行之參與式

保障系統（(Participatory	Guarantee	Systems,	PGS）之概念，透過組織分區

的原農協同組合，發展各區的農產品特色，不但協助農民進行有機驗證，並

以共同產銷與公平貿易的精神，發揮原住民部落共享的精神，發展出屬於原

住民族的團結經濟。	

透過「部落 e購」的運作，少了傳統行口的層層剝削，並將盈餘都用在

必要的行銷成本以及回饋到部落的發展與陪伴工作上。我們相信透過「部落

e購」這個原住民共同產銷平台的運作，讓部落的產業有自給自足的可能，

也讓生產者與消費者在交易關係之外建立信任關係與同理心，共同攜手邁

向公平貿易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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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織圖及職務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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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友善耕作審認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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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 

友善耕作農民審認流程 
序號	 階段	 文件	 費用	 重點說明	

1	 提出申請	

1. 申請書	
2. 申請人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3. 申請人存摺封面影本	
4. 第一類土地謄本	
5. 地籍圖	
6. 土地使用同意書/租約(租用)	
7. 分區使用證明(使用地類空白)	
8. 繼承人耕作切結書(尚未繼承)	

	
1.左列任一文件收到日為申請日	

2.輔導費計算以申請日次月開始計算，申請補助時亦同	

2	 書面審查	 田間查核報告表	 	

1.申請書須填寫完整，含土地清冊與產品一覽表	

2.確認文件內容與清晰度	

3.農務一把抓：送審土地登錄	

3	 通知查核時間	
報價單(書審結果)	

質譜快篩表件	

申請費

2500 元	

1.最遲於田間查核時繳交	

2.確認匯款/現金支付結果	

4	 田間查核	

申請費收據	

生產計畫(格式)	

生產紀錄(格式)	

	

1.申請費最遲須於查核當日繳交	

2.田間查核報告要有農民簽名，農民未到場者不可進行查核	

3.進行生產計畫與生產紀錄的教學，並確認回寄日期	

4.現場採樣送質譜快篩／確認可採樣時間	

5	 認證決定	 報價單(查核結果)	
輔導費	
每月每公

頃 200 元	

1.田間查核結束後一周內掃描田間查核報告表與報價單給總部與農民	

2.輔導費依每月每公頃 200 元核算報價	

3.農務一把抓：(1)確認／修正土地登錄；(2)登錄栽培管理(確認現有種植品項)；(3)登錄田

間巡視(日期、追蹤內容，有農民在裡面的照片*1)	

4.依「追蹤事項」完成追蹤後，送總部做認證簽章	

6	 核發證書	

友善耕作證書	

輔導費收據	

「臺灣農產品生產追溯系統」初審申

請表	

	

1.確認輔導費已匯款	

2.證書發放日為總部認證簽章日，友善效期自申請日起 3年	

3.協助申請「臺灣農產品生產追溯系統」，印出初審申請表	

4.寄出(1)友善耕作證書；(2)輔導費收據；(3)初審申請表。請農民簽名後寄回初審申請表	

5.登錄「臺灣有機農業資訊網」，取得「臺灣農產品生產追溯系統」QRCODE號碼後要

回填到「臺灣有機農業資訊網」的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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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友善耕作審認規範	

原住民農特產品契作生產合約書	

立合約書人：社團法人台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	（以下簡稱甲方）	

立合約書人：	 	 	 	 	 	 	 	 	 	 	 	 	 	 	 	 	 	 	 	 	 	 	 	 	 	 	 	 	 	 	（以下簡稱乙方）	

茲因雙方為共同推展原住民部落共同產銷平台通路，辦理原住民農特產品契作產銷，特

訂定合作條款如下：	

第一條 合作關係確立	

甲方為促進農民彼此間的交流與提升共識，採用國際有機運動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Organic	Agriculture	Movement,	IFOAM）之參與式保障體系（Participatory	

Guarantee	Systems,	PGS）精神，透過組織各區「原農協同組合」的形式，發展各區的農

產品特色，在臺灣「有機農業促進法及相關子法」（以下簡稱臺灣有機法規）的標準下、

發揚原住民共同產銷與分享的精神，以此達到「團結經濟」（solidarity	economy）的目

標。因此乙方應依下列規範參與「原農協同組合」之運作：	

一、甲方須依據並符合臺灣有機法規，分裝有機農產品（或有機農產品加工品）
及運輸、銷售，確實執行分裝、儲存、銷售過程紀錄及衛生管理，確保有機

農產品（或加工品）之有機完整性，如因管理不良造成品質污染（例如：產

品經檢測出農藥殘留），導致違規事件，甲方須負相關法規責任。	

二、乙方須依據並符合臺灣有機法規，生產有機農產品（或有機農產品加工品）
及供應批售給甲方，並確保農產品（或加工品）之品質符合臺灣有機法規標

準，如因品質不符規定（例如：產品經檢測出農藥殘留），造成違規事件，乙

方須負相關法規責任。乙方必須提供相關的審查文件如下：	

（一）有機或有機轉型之農特產品：提供有效的有機或有機轉型之驗證證書。	

（二）友善耕作農特產品：提供最近採收之產品無農藥殘留之證明文件。	

三、乙方參與甲方所提供之審認機制（含引介驗證單位進行有機驗證或協助友善

耕作資格的審認），必須支付申請費用與輔導費用，費用說明如下表：	

年度	 項目	 金額	 繳交時限	

第一年	 申請費	 2500 元	 甲方首次現場查核前	

第二年起	 輔導費	 每年每公頃 2400 元	 甲方每年現場查核前	

	

鼓勵契作方案：	

獎勵項目	 項目	

簽定契作合約	 當年輔導費減收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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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項目	 項目	

次年契作達成率〉30%	 	

次年契作合約達成率〉30%	 次年輔導費減收 50%	

次年契作合約達成率〉70%	 次年輔導費減收 100%	

次年契作達成率未達 30%	 	

次年經查核生產紀錄與現場查核為不可抗力因素	
次年輔導費減收 20%(限

2 次)	

次年經查核生產紀錄與現場查核確認為未執行契作合約	 次年輔導費不予減收	

	

乙方可向甲方申請有機驗證費用墊付之協助，應與甲方簽訂款項墊付的備忘

錄，做為日後還款的依據，有機驗證費用墊付之償還機可用交付甲方的產品

貨款抵用，或是每月分期償還，償還期數不得超過 6 期，償還起始日為甲方

墊付後次月起開始償還。若取消合約關係者，須在結束合約關係後 1 個月內

繳清未付之驗證款項。	

三、乙方應配合甲方所推動的參與式保障系統之觀察紀錄（農地不定期查核），若

不願配合者，經溝通無效，即結束合作關係。	

四、乙方必須出席每月之「原農協同組合」會議，並接受一定時數之教育訓練（每

年預定為 12 小時），凡缺席「原農協同組合」會議連續 3 次以上，或是未達

教育時數 9小時者，由「原農協同組合」會議決定是否同意繼續合作關係。	

五、凡出席「原農協同組合」會議與教育訓練全勤者，可優先選擇契作契作產品

（含範圍與數量）。	

第二條 契作方式	

一、 乙方與甲方契作之品項、範圍與數量以甲方之供應商系統登載之內容為主。	

二、 乙方每年 9 月底前須依據下年度生產計畫（每年 1 月至 12 月）與甲方提出下
年度之契作內容（每年 1 月至 12 月），並接受甲方查核確認後於 10 月底前確

認年度契作內容（含品項、範圍與數量）之總量與每月實際供應之範圍與數量。	

三、 乙方若須變更契作生產品項、範圍或數量者，須於出貨日前 45 天向甲方提出
申請，甲方須在乙方提出申請日起算 15 天內確認可修正的品項、範圍或數量，

逾期視同乙方之契作變更申請自動生效。	

四、 乙方將非屬契作內容之農特產品（含品項、範圍與數量，以及在變更申請生效
日前）出貨給甲方，甲方以契作價格之七折收購。	

五、 因尚未簽定合約書或未及於每年 9月底前確認契作之品項、範圍與數量者，甲
方必須在乙方提出年度契作內容（以合約簽定日起至該年 12 月底）之總量與

每月實際供應之範圍與數量的 45 天內完成契作生產品項、範圍與數量之確認

作業，逾期視同乙方之契作內容申請自動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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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乙方所有契作產品（含範圍與數量）連續 6個月非因天災等人為不可抗力之因
素、發生緊急事故，或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而出貨未達 50%者，甲方得暫停

所有契作內容，並重新評定乙方的契作內容（含範圍與數量），俟評定確認後，

方可起算契作內容（含範圍與數量）。若連續 6 個月皆未曾出貨者，則甲方得

逕予結束合約關係。	

七、 契約期間乙方應依確認契作內容（含範圍、數量及日期）供貨，除天災等人為
不可抗力之因素、發生緊急事故，或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外，乙方不得無故

中途停止供貨，若造成甲方與所契約顧客違約損失，乙方應負違約連帶合理賠

償責任。	

第三條 產品供應	

一、 乙方每周須提供預採表供甲方掌握出貨範圍與數量，甲方需依預採表提出採
購單予乙方。提供方式及時程如後（若有其他出貨時間，則另行議定之）：	

甲方到貨分為周二與周四兩個主要的時程。	

【周二到貨】於上周周四下午二點前於甲方供應商系統填報預採表。	

【周四到貨】於當周周一下午二點前於甲方供應商系統填報預採表。	

採購單：甲方於預採單填報後一日內於供應商系統傳送予乙方。	

確認方式：乙方於收到採購單後一日內於供應商系統確認予甲方。	

二、 若乙方未於期限內回傳確認，甲方有權利向其他農友採購該次應採購項目及
數量。	

三、 乙方應依據契作內容之每月實際供應之範圍與數量於每周最多二次提出預採
單，並依甲方提出之採購單出貨，每次出貨之上下限不得超過或低於採購數量

之 50%。超過採購數量之 50%者，甲方得退回超出上限的進貨數量或改以非契

作價格收購；低於採購數量之 50%者，甲方得向乙方處以未達契作數量 50%的

罰金。	

四、 甲方須依契作內容之每月實際供應之範圍與數量與乙方提送之每次預採單數
量保證收購，乙方預採單數量若逾契作內容之每月實際供應之範圍與數量，甲

方得不予收購。	 	

五、 乙方出貨時應檢附出貨憑證，憑證上須載明出貨內容為有機、有機轉型或友善
耕作之農特產品，其中有機或有機轉型之農特產品須黏貼有機或有機轉型之標

章，無故未於出貨時黏貼合格標章但可補救者（如可立即提供標章號碼），必

須於產品到貨日下班前補救完成；若無法補救（即無法提供標章號碼或根本未

申請者），則依非契作價格收購。	

六、 乙方若遭遇天災等人為不可抗力之因素、發生緊急事故，或不可歸責於乙方之
事由，須於出貨日三天前於甲方之供應商系統上主動通報該次供貨狀況，逾期

通報或未通報達 3 次者，將暫停收購並進行重新評定契作內容的程序。	

七、 甲方原則上負擔乙方出貨之所有運費（交付地點為同縣市者由乙方自付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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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應基於共同產銷的互惠原則達到最省運費的目標，若未依最佳裝箱狀況而

出貨者，甲方得視情形要求乙方負擔過度支出之運費，運費是否支付之決議由

該區「原農協同組合」定期會議決議之。	

八、 乙方未依契作內容（含品項、數量與日期）逕行出貨給甲方者，甲方得全數退
還，並由乙方自行負擔來回寄送的運費。若甲方選擇部份產品為正常收購者，

則乙方僅需負擔退還產品之運費，實際金額由甲、乙雙方議定之。	

第四條 產品品質	

一、 乙方配合甲方集運時間採收，採收之產品必須確保品質新鮮衛生，並採取必要
之保鮮措施以維持產品鮮度。	

二、 收購葉菜類無腐爛、黃葉及嚴重病蟲害者為合格品，根莖花果類表皮無裂痕外
傷、表皮光滑無腐爛及嚴重病蟲害者為合格品；採收時不得帶有泥土，如有泥

土按實際扣除重量計算，乙方不得異議。甲方應提供乙方各項產品的「允收標

準」，為求品質符合市場需求，乙方須配合甲方的產品細部標準之要求，做為

分級或退貨的原則。	

三、 依據「允收標準」，甲方需於乙方出貨日起算三天內交付退貨明細於乙方，乙
方需確認無誤後，做為每月結算貨款的依據，甲方若未在期限內提出退貨明細

表，不得扣除乙方任何貨款。	

四、 乙方每次供應甲方之產品，若品質超過 50%以上為不良品（甲方須於進貨當天
驗貨時即拍照向乙方舉證，並確認為可歸責於乙方之緣由），除應以品質狀況

調整產品價格或辦理退貨外，該次出貨之運費應由乙方負擔。若不良品產生原

因無法歸責乙方（如運輸過程凍傷），甲方仍應支付全額之貨款與運費，並自

行處理後續事宜。	

五、 為落實品質保證，乙方供應甲方之產品，如經相關機關抽驗，其結果與上述規
定不符合者，甲方得拒絕接受或退貨，乙方不得異議。	

六、 甲方可隨機採樣乙方的產品進行農特產品無農藥殘留檢驗，若有檢驗不合格的
情事發生，經查證可歸責於乙方者，則取消乙方該品項的永久契作權利，並視

情節輕重判定是否維持合約關係。	

第五條 產品價格	

一、 產品價格經雙方協議確認契作內容時議定之，不能隨意漲價，如須調整價格，
須於調價日二個月前通知甲方，並經雙方協議確認後調整。	

二、 產品價格除依雙方協議外，得依進貨產品之採收品質狀況分級分價收購，分級
方式原則為 B 級 8折、C 級 5 折。	

三、乙方若每月依議定之契作內容（含範圍與數量）如數出貨者，甲方應支付該契
作品項原議定之契作數量貨款的 5%作為獎勵。	

第六條 付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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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每月貨款為每月月底結帳，乙方於次月 10 日前於甲方之供應商系統確認上月
進退貨明細對帳單並確認後，甲方須於次月 20 日前將貨款匯入乙方帳戶，甲

方如未依約付款，乙方得拒絕出貨。	

二、 為統一作業並節省手續費之支出，乙方須提供郵局、合作金庫或台灣中小企銀
之帳戶予甲方，若非上述帳戶則每筆匯款須扣 30 元之手續費。	

三、 甲方若拖延貨款達 3 個月，應支付乙方該月貨款 1%之利息做為罰金。	

第七條 其他約定事項：	

一、 合約書內容之調整依「原農協同組合」之會議記錄做為依據。	

二、 本契約書正本兩份，雙方各持一份為憑。	

三、 本契約書未盡事宜，雙方基於誠信互惠原則盡力協議之。	

	

立契約書人	

	 甲方：社團法人台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	

	 代表人：全翠蓮	

	 地址：南投縣埔里鎮西安路一段 523巷 21 號	

	 	

乙方：	

	 代表人：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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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友善耕作申請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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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台灣原住⺠族學院促進會 
友善耕作農友申請之基本資料表 

申請⽇期：    年    ⽉    ⽇    

(如不敷使⽤請往下加列) 
 
申請人： 

 

農產品經營 

業者名稱： 

 

 

(若單位名稱未立案登記，請填寫負責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公司請填統一編號：  

 

驗證選項： 個別認證 集團認證，農戶數：  

負責人姓名： 
 負責人電話： 

負責人手機：  

農產品經營 

業者地址： 

 
 (註：戶籍地、組織登記地等依法登記地址)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手機：  

聯絡人傳真： 

電子信箱： 

通訊聯絡地

址： 

同上 

 

檢附資料 身份證正面影本 身份證反面影本 申請人存摺封面 

主要作物  

農地清冊 

序號 所有權人 縣市 鄉鎮市區 地段號 
使用地

類別 

檢附文件檢核 

(經手人) 

1      

第一類土地謄本 

地籍圖 

土地使用同意書 

其他(                      ) 

2      

第一類土地謄本 

地籍圖 

土地使用同意書 

其他(                      ) 

3      

第一類土地謄本 

地籍圖 

土地使用同意書 

其他(                      ) 

經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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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認同意書 
(以下農產品經營業者簡稱本人，社團法人台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簡稱貴會) 

1. 本人明白貴會受理此份申請表，並不代表已經獲得友善耕作的審認資格。 

2. 本人同意向貴會所提出的申請資料皆為真實、充分、有效、準確的，且沒有遺漏；包括申

請階段所提供之基本資料，包括審認範圍、委外活動、業務活動、人力或技術資源等。亦

明白於審認活動中隱瞞重要資訊、提供虛假資訊與現況事實不符時，貴會有權拒絕處理審

認申請。 

3. 本人同意並明白於審認過程中， 若本人審認範圍有異動與申請資料不同(如面積增加)，貴

會有權加收輔導費用，若本人不同意繳交輔導費用，貴會有權拒絕處理審認申請。 

4. 本人明白若未能向貴會提交申請所需資料，或不依從申請程序進行申請，明白已繳交予貴

會之申請費用概不退還，並且應向貴會繳清相關費用。 

5. 本人同意於受理申請、審認過程或審認決定取得友善耕作證書後，若經貴會發現所提供之

資訊與現況事實不符時，導致影響審認決定或審認有效性，貴會得立即暫停或撤銷友善耕

作證書。 

6. 本人同意依貴會要求提供現場查核工作必要的工作條件，包括提供查核、監督文件、提供

所有抱怨記錄及所採取的矯正措施記錄、進入所有相關區域、提供記錄（包括內部查核報

告）和訪問人員；對查核過程中發現的不符合項即時採取有效措施予以矯正，並接受查核

小組對此進行的追蹤查核。 

7. 本人明白並同意若經貴會評估有必要，審認產品相關場區與產品均必須接受貴會不定期追

查及產品抽樣檢驗。 

8. 本人同意讓友善耕作推廣團體、符合性評鑑機構、觀察員或實習查核員參與審認活動。 

9. 本人同意應確保友善耕作證書及檢驗報告之使用不致誤導。且僅能就已審認產品範圍，對

外宣稱通過友善耕作農產品審認。 

10. 本人同意對於傳播媒體如文件、宣傳品或廣告中，引用友善耕作農產品範圍狀況時，應符

合法規及貴會對審認之相關要求，對友善耕作農產品範圍之使用不得損害貴會形象，且不

能對友善耕作農產品產品範圍作出任何有誤導或未經授權以外之聲明。 

11. 本人同意於友善耕作證書暫時終止、註銷、或撤銷時，應停止使用一切引用該友善耕作審

認之廣告事務，並繳回友善耕作證書予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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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本人同意於審認期間，需接受貴會所委託之檢驗單位之檢驗分析結果，不得有異議。 

13. 本人明白與友善耕作證書記載事項有關的審認範圍、經營業者名稱、負責人、經營地址等

變更、生產製程及管理體系如發生重大調整或變動、出現重大問題(如天災、周圍環境改變

(鄰田可能會有汙染之虞))時應即時通知貴會，並立即暫停友善耕作證書、農產品標章和標

籤的使用。  

14. 本人明白友善耕作證書及標章不得轉移、出借、出售他人使用。 

15. 本人明白接獲貴會通知，要求納入新的或修訂之要求而影響時，應配合實施適當變更，並

依審認要求採取相關措施。 

16. 本人明白有權可隨時提出暫停或註銷審認資格，知悉已繳交予貴會之輔導費用概不退還，

並且應向貴會繳清相關費用。 

17. 本人明白有機農業促進法及相關法規及貴會審認規範皆已在官方網站對大眾公開，可自行

下載查閱。 

18. 本人同意依照貴會的要求，在田區內至少栽種一種原生作物，並提供生產紀錄與照片做為

佐證。 

 

農產品經營業者/公司/機構負責人或授權代表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以公司或機構名義提出申請，需蓋公司或機構印章)                          ※簽署即代表已詳閱申請表並同意以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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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耕作農糧產品申請審認產品資訊 

品項及範圍一覽表 
類

別 
品項 產 品 範 圍（或說明） 

生產 

季節 

農

糧

產

品 

米 稻穀  

雜糧 

大麥 小麥 燕麥 高梁 甘藷 黃豆 硬質玉米  
花生 綠豆 紅豆 蕎麥 栗米 紅藜 黑豆  
扁豆 小米 芝麻 松子 葵花子 南瓜子 
亞麻子 雞豆 埃及豆 白豆 斑豆 黑小麥 
其他未能歸類於前述項目者： 

 

包葉菜 
甘藍 包心白菜 結球萵苣 半結球萵苣 包心芥菜  
其他未能歸類於前述項目者：  

短期葉菜 

白菜 油菜 靑江菜 芥藍 芹菜 蕹菜 菠菜  
萵苣 茼蒿 菾菜 青蒜 蔥 韭菜 韭菜花  
甘藍菜苗 葉菜甘藷 莧菜 葉用蘿蔔 菊苣  
洛葵（皇宮菜） 白鳳菜 紅鳳菜 馬齒莧  
芫荽（香菜） 龍鬚菜 芝麻菜 山芹菜 西洋芹菜 
過溝菜蕨（過貓蕨） 九層塔（羅勒） 紫蘇 豌豆苗 
其他未能歸類於前述項目者：  

 

根莖菜 

蘿蔔 胡蘿蔔 薑 洋蔥 馬鈴薯 竹筍 蘆筍  
筊白筍 芋頭 牛蒡 菱角 蓮藕 山藥  
球莖甘藍（結球菜） 大心芥菜(莖用芥菜) 嫩莖萵苣  
櫻桃蘿蔔 甜菜根 蒜頭（粒） 
其他未能歸類於前述項目者： 

 

花菜 
花椰菜 靑花菜 金針 
其他未能歸類於前述項目者：  

蕈菜 
香菇 洋菇 草菇 金針菇 木耳 杏鮑菇 
其他未能歸類於前述項目者： 

 

果菜 
番茄 茄子 甜椒（含青椒） 辣椒 食用玉米  
黃秋葵 
其他未能歸類於前述項目者： 

 

瓜菜 
胡瓜 花胡瓜 苦瓜 絲瓜 冬瓜 南瓜 菰瓜  
隼人瓜 扁蒲 
其他未能歸類於前述項目者： 

 

豆菜 
豌豆 毛豆 肉豆（鵲豆） 豇豆 粉豆 萊豆（皇帝

豆） 敏豆 
其他未能歸類於前述項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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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品項 產 品 範 圍（或說明） 

生產 

季節 

芽(苗)菜 

植物種子在暗室處理發芽後供作食用之蔬菜： 
綠豆芽 黃豆芽  
其他未能歸類於前述項目者： 

植物種子僅以水栽培，經發芽及綠化處理後供食用之蔬菜： 
甘藍菜苗 豌豆苗 蘿蔔嬰 

其他未能歸類於前述項目者： 

 

瓜果 
西瓜 香瓜 洋香瓜 哈密瓜 

其他未能歸類於前述項目者：  

大漿果 
香蕉 木瓜 鳳梨 奇異果 番荔枝 酪梨（鰐梨）  
紅龍果 百香果 黃金果(黃晶果) 無花果 

其他未能歸類於前述項目者： 
 

小漿果 
葡萄 草莓 楊桃 蓮霧 番石榴 

其他未能歸類於前述項目者：  

核果 
芒果 龍眼 荔枝 枇杷 楊梅 椰棗 紅棗 

其他未能歸類於前述項目者：  

梨果 
蘋果 梨 桃 李 梅 櫻桃 棗 柿 

其他未能歸類於前述項目者：  

柑桔 
柑桔 檸檬 柚子 葡萄柚 柳橙 萊姆 

其他未能歸類於前述項目者： 
 

茶 茶菁  

咖啡 咖啡鮮果  

甘蔗 食用甘蔗、 製糖甘蔗  

堅果 
椰子 杏仁 胡桃 栗子 核桃 腰果 榛果 

其他未能歸類於前述項目者：  

種子（苗） 
種子 種苗 無性繁殖體 

其他未能歸類於前述項目者：   

芻料作物 
盤固草 狼尾草 青割玉米 

其他未能歸類於前述項目者：  

自產農產加

工品 

指農民以自產有機農產品為原料，進行簡單乾燥、日曬、風乾、殺菁、
焙炒、碾製、磨粉、脫殼、簡易分切、其他處理（調理）作業，且加工
過程未使用食品添加物之農產加工品： 

蔬果乾 乾香菇 乾金針 乾木耳 冬瓜分切 

其他未能歸類於前述項目者：  

 

其他 

金線蓮 石蓮花 艾草 刺五加 羊奶頭 麵包果 
桋梧 魚腥草 白粗康 明日葉 枸杞 芭樂芯 
苜蓿 諾麗果 洛神葵 昭和草 食用花卉 愛玉子 

其他未能歸類於前述項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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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品項 產 品 範 圍（或說明） 

生產 

季節 

非供食用之

作物 

澳洲茶樹 棉花 
其他未能歸類於前述項目者： 

 

 

農產品經營者簽名／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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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IPD 2020 Rev1.0 2020/03/05 

 

地段、地號 
田區

代號 

面積 

（公頃） 

110/ 

1 月 

110/ 

2 月 

110/ 

3 月 

110/ 

4 月 

110/ 

5 月 

110/ 

6 月 

110/ 

7 月 

110/ 

8 月 

110/ 

9 月 

110/ 

10 月 

110/ 

11 月 

110/ 

12 月 

110/ 

1 月 

110/ 

2 月 
備註 

   

   

  

 
  

  

  
  

 

   

   

  

 
  

  

  
  

 

   

   

  

 
  

  

  
  

 

範例： 

田  區 種 植 作 物、預 估 產 量 (公 斤) 

代號 
面積 
(公頃)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備註 

A 
 

0.25 
            間作及輪作 

B 3.00 
            

間作及輪作 

 農產品經營業者簽名： 

芥藍菜/2000 

小白菜/1000 

葉用蘿蔔/2000 

莧菜/1000 菠菜/1000 

空心葉/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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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	友善耕作審認表件	

一、有機或友善耕作農糧作物查核表（供應商/農場查核表）	

有機或友善耕作農糧作物查核表（農場查核表） 
（一）農場查核表 

分	 	 	 	類	 查	 	 	 	 	核	 	 	 	項	 	 	 	目	
查	 	 	核	 查核

者	頻	率	 日	期	
(年、月、日)	

防 止

污 染

措施	

農場周邊	

是否已設置圍籬或緩衝帶等防止外來污

染之設施，並保存相關維護紀錄？	
隨時	 	 	

是否以書面等方式正式通告四周鄰近之

農地經營者，加強睦鄰工作，並於有機

或友善耕作農地周界樹立必要之警示

牌？	

隨時	 	 	

農地周邊是否有潛在的空飄污染物質或

其他化學物質的污染?	
隨時	 	 	

廢棄物處

理（設施、

包裝、育苗

等資材及

作物殘株

等）	

是否收集於固定保管場所，並進行分類。

保管場所是否維持清潔？	
隨時	 	 	

水	

水源	

水源是否明確(河川水、地下水、自來水、

其他：	 	 	 	 	 	 	 )，且未被污染(無色透明、

無臭等)？	

視需要	 	 	

水質	

是否確認水質符合標準？	 視需要	 	 	

是否有適當措施足以預防慣行栽培鄰田

之灌溉水溢流或滲漏污染？	 	
隨時	 	 	

栽 培

管理	

病蟲草害	
是否有減少病蟲草害及有害動物發生之

措施?	
隨時	 	 	

災害對策	 是否有防止天然災害之措施？	 隨時	 	 	

紀錄保存	 是否有保存各項作業紀錄？	 隨時	 	 	

孢子、

種子、

種 苗

採購	

是否依照臺灣有機法規(註)之規定正確

選購種子、種苗或繁殖體等資材，並保

存採購憑證？	 	

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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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查	 	 	 	 	核	 	 	 	項	 	 	 	目	
查	 	 	核	

查核

者	頻	率	 日	期	
(年、月、日)	

或 接

穗	 處理	

是否依據臺灣有機法規(註)之規定處理

（不得使用藥劑處理及不得使用 GMO

種子等）？	

隨時	 	 	

土 壤

改 良

及 肥

培 資

材	

採購	
是否依照臺灣有機法規(註)之規定正確

選購肥料資材，並保存採購憑證？	 	
隨時	 	 	

保管	
是否妥善保管資材，並對貯存環境整頓

及清掃？	

每月１

次	
	 	

施肥	
是否依照臺灣有機法規(註)或土壤診斷

結果進行施肥，並有紀錄?	
隨時	 	 	

病 蟲

草 害

等 防

治 資

材	

採購	

是否依照臺灣有機法規(註)之規定正確

選購病蟲草害及有害動物防治資材，並

保存採購憑證？	

隨時	 	 	

保管	
是否妥善保管資材，並對貯存環境實施

整頓及清掃？	

每月１

次	
	 	

使用	
是否正確使用（包括方法及時機）病蟲

草害等防治資材，並有使用紀錄？	
隨時	 	 	

作業用具及機械	

是否實施定期清潔(洗)、維護及檢查？	 隨時	 	 	

是否與慣行栽培作物分開使用所有作業

用具及機械（如採收盛裝容器、採收機

具或噴灑設備等）?或是有清潔紀錄？	

隨時	 	 	

設備是否都經良好的維護，以預防有機

作物及農地遭受污染(如機油、燃料或冷

卻劑的滲漏污染等)？	

隨時	 	 	

採收	

是否確實記錄及保存有機作物、平行栽

培慣行作物及/或緩衝帶作物之採收相

關紀錄？	

隨時	 	 	

貯藏設施	

是否實施定期清潔(洗)、維護及檢查？	 隨時	 	 	

貯藏場所之清洗及預防病蟲害、鼠害等

過程是否使用禁用資材？	
隨時	 	 	

是否與慣行栽培農產品分開使用貯藏設

施？	
隨時	 	 	

容器(籃子、紙箱

等運輸容器)	

是否進行衛生管理及保管？	 隨時	 	 	

是否與慣行栽培農產品分開使用運輸容

器？或是有清潔紀錄？	 	
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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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查	 	 	 	 	核	 	 	 	項	 	 	 	目	
查	 	 	核	

查核

者	頻	率	 日	期	
(年、月、日)	

作 業

人員	

健康管理	
在收穫作業之前，是否確認過作業人員

的健康狀態？	
隨時	 	 	

衛生管理	

是否穿著衛生、清潔的作業衣、帽子、鞋

子等？	
隨時	 	 	

吸煙、飲食是否限定固定場所？	 隨時	 	 	

接觸慣行栽培作物或農產品後，是否作

好個人或衣具清潔，以確保有機作物或

農產品不受污染？	

隨時	 	 	

訪問人員是否與作業人員相同，在衛生

管理上遵守同等的必要措施？	
隨時	 	 	

教育訓練	

栽培集團是否定期舉行相關之研習活

動？	

每年１

次	
	 	

是否接受相關作業之各種教育訓練，並

將所學運用於實務上？	

每年 1

次	
	 	

清洗設備	
清洗設備使用後是否已實施整頓、清掃，

並處於隨時可用狀態？	
隨時	 	 	

掃除用具	
掃除用具使用後是否置於固定場所保

管，並時常保持堪用狀態？	
隨時	 	 	

包 裝

及 標

章、條

碼 粘

貼	

包裝場所	
是否實施包裝集貨場之整理、整頓及清

掃？	
視需要	 	 	

包裝處理	

包裝處理過程是否會危害農產品之有機

完整性	 (例如包裝材質有污染物或包裝

過程中接觸到藥劑等)	?	

隨時	 	 	

標章、條碼

黏貼	

是否依相關規定粘貼證明標章、條碼，

並保存相關紀錄？	
隨時	 	 	

包裝調製

機械	
是否定期維修檢查，並維持清潔？	 隨時	 	 	

出貨	

是否有出貨紀錄？	 隨時	 	 	

運輸車輛是否清潔衛生？	 隨時	 	 	

運輸車輛載運慣行栽培農產品後，是否

確實清洗（備有清洗紀錄）？	
隨時	 	 	

農場計畫	
種植型態（全部有機或平行生產）是否

與驗證申請文件相符合？	

每年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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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查	 	 	 	 	核	 	 	 	項	 	 	 	目	
查	 	 	核	

查核

者	頻	率	 日	期	
(年、月、日)	

其 他

查 核

項目	

申請有機驗證或友善耕作審認的總面

積、實際有機、有機轉型或友善耕作面

積是否與通過驗證或審認文件相符合？	

每年 1

次	
	 	

平行生產者之慣行栽培面積是否與驗證

申請文件相符合？	
隨時	 	 	

有機驗證或友善耕作審認面積及產品項

目異動時，是否辦理申請變更？	
隨時	 	 	

是否確實記錄及保存有機或友善耕作作

物之銷售紀錄與相關交易憑證？	
隨時	 	 	

農場區域圖及田區之標示是否與實際相

符合？	

每年 1

次	
	 	

生態保育	

是否確實執行天然資源（包括土壤、水

質、生態等）保育工作	
隨時	 	 	

是否發現潛在之水源及/或土壤污染因

子？	
隨時	 	 	

有機完整

性之維持	

農地所設置之緩衝區是否與農場區域圖

中所標示之緩衝區及毗鄰地相符？	
隨時	 	 	

緩衝區作物若有採收，是否確保緩衝區

作物不會與有機作物在採收、貯藏與銷

售時混雜在一起?	

隨時	 	 	

若同種作物採平行生產，則有機及非有

機作物自播種至銷售之間的流程紀錄可

否追溯?	

隨時	 	 	

採收及採收後處理之方法、清洗等過程

是否符合有機作業規定，並確保有機之

完整性？	

隨時	 	 	

備註：	

1.本表所定查核事項，如亦屬有機農產品驗證查核事項者，則免予重複查核。	

2.本查核表適用有機作物、有機轉型期及友善耕作之作物。	

3.表中所指之臺灣有機法規，係指有機農業促進法及相關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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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或友善耕作農戶查核表 

（ 二 ） 自 我 查 核 表 ( 有 機 或 友 善 耕 作 農 戶 )    農 戶 名
___________________	 	  
 

分	 	 	 	類	 查	 	 	 	 	核	 	 	 	項	 	 	 	目	
查	 	 	核	 查核者	

頻	率	 日	期	
(年、月、日)	

	

防止

污染

措施	

水源	

水源是否明確(河川水、地下

水、自來水、其他：	 	 	 	 	 	 	 )，

且未被污染(無色透明、無臭

等)？	

視需要	 	 	

水質	

是否確認水質符合標準？	 視需要	 	 	

是否有適當措施足以預防慣

行栽培鄰田之灌溉水溢流或

滲漏污染？	 	

隨時	 	 	

農場周邊	

是否已設置圍籬或緩衝帶等防

止外來污染之設施，並保存相

關維護紀錄？	

隨時	 	 	

是否以書面等方式正式通告

四周鄰近之農地經營者，加強

睦鄰工作，並於有機或友善耕

作農地周界樹立必要之警示

牌？	

隨時	 	 	

農地周邊是否有潛在的空飄

污染物質或其他化學物質的

污染?	

隨時	 	 	

廢棄物處

理（設施、

包裝、育

苗等資材

及作物殘

株等）	

是否收集於固定保管場所，並

進行分類。保管場所是否維持

清潔？	

隨時	 	 	

採收	

是否確實記錄及保存有機或友

善耕作作物、平行栽培慣行作

物及/或緩衝帶作物之採收相

關紀錄？	

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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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查	 	 	 	 	核	 	 	 	項	 	 	 	目	
查	 	 	核	 查核者	

頻	率	 日	期	
(年、月、日)	

	

作業用具及機械	

是否實施定期清潔(洗)、維護

及檢查？	
隨時	 	 	

是否與慣行栽培作物分開使用

所有作業用具及機械（如採收

盛裝容器、採收機具或噴灑設

備等）?或是有清潔紀錄？	

隨時	 	 	

設備是否都經良好的維護，以

預防有機作物及農地遭受污染

(如機油、燃料或冷卻劑的滲漏

污染等)？	

隨時	 	 	

貯藏設施	

是否實施定期清潔(洗)、維護

及檢查？	
隨時	 	 	

貯藏場所之清洗及預防病蟲

害、鼠害等過程是否使用禁用

資材？	

隨時	 	 	

是否與慣行栽培農產品分開使

用貯藏設施？	
隨時	 	 	

容器(籃子、紙箱

等運輸容器)	

是否進行衛生管理及保管？	 隨時	 	 	

是否與慣行栽培農產品分開使

用運輸容器？或是有清潔紀

錄？	 	

隨時	 	 	

作 業

人員	

健康管理	
在收穫作業之前，是否確認過

作業人員的健康狀態？	
隨時	 	 	

衛生管理	

是否穿著衛生、清潔的作業衣、

帽子、鞋子等？	
隨時	 	 	

吸煙、飲食是否限定固定場

所？	
隨時	 	 	

接觸慣行栽培作物或農產品

後，是否作好個人或衣具清

潔，以確保有機作物或農產品

不受污染？	

隨時	 	 	

訪問人員是否與作業人員相

同，在衛生管理上遵守同等的

必要措施？	

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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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查	 	 	 	 	核	 	 	 	項	 	 	 	目	
查	 	 	核	 查核者	

頻	率	 日	期	
(年、月、日)	

	

教育訓練	

栽培集團是否定期舉行相關之

研習活動？	

每年 1

次	
	 	

是否接受相關作業之各種教育

訓練，並將所學運用於實務

上？	

每年 1

次	
	 	

清洗設備	

清洗設備使用後是否已實施

整頓、清掃，並處於隨時可用

狀態？	

隨時	 	 	

掃除用具	

掃除用具使用後是否置於固定

場所保管，並時常保持堪用狀

態？	

隨時	 	 	

包裝

及標

章、

條碼

粘貼	

包裝場所	
是否實施包裝集貨場之整理、

整頓及清掃？	
視需要	 	 	

包裝處理	

包裝處理過程是否會危害農

產品之有機完整性	 (例如包裝

材質有污染物或包裝過程中

接觸到藥劑等)	?	

隨時	 	 	

標章、條

碼黏貼	

是否依相關規定粘貼證明標

章、條碼，並保存相關紀錄？	
隨時	 	 	

包裝調製

機械	

是否定期維修檢查，並維持清

潔？	
隨時	 	 	

出貨	

是否有出貨紀錄？	 隨時	 	 	

運輸車輛是否清潔衛生？	 隨時	 	 	

運輸車輛載運慣行栽培農產品

後，是否確實清洗（備有清洗

紀錄）？	

隨時	 	 	

供應商資格	

有機或友善耕作證書是否有

效?	

每年 1

次	
	 	

加工分裝生產地段是否符合申

請範圍?	

每年 1

次	
	 	

加工分裝生產品項是否符合申

請項目?	

每年 1

次	
	 	

加工分裝生產作業是否有按規

定紀錄?	

每年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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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查	 	 	 	 	核	 	 	 	項	 	 	 	目	
查	 	 	核	 查核者	

頻	率	 日	期	
(年、月、日)	

	

雙方買賣合約書是否有效?	
每年 1

次	
	 	

有機驗證或友善耕作證書內容

是否符合有機農業資訊網之公

告?	

每年 1

次	
	 	

其他查核事項：	 視需要	 	 	

備註：	

1.本表所定查核事項，如亦屬有機農產品驗證查核事項者，則免予重複查核。	

2.本查核表適用有機作物、有機轉型期及友善耕作之作物。	

3.表中所指之臺灣有機法規，係指有機農業促進法及相關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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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議紀錄	

友善耕作審認會議紀錄	

一、時間：	 地點：	

二、參加人員簽名：	

	

	

三、會議目的：	

四、審認會議討論事項：	 	 	 	 	 	 	 	 	 	 	 	 	 	 	 	 	 	 	 	 	 	 	 	 	 	 	 	 	 	 	 	 	 	是否用附頁?□是□否	

	

	

	

五、審認會議結論：	 	 	 	 	 	 	 	 	 	 	 	 	 	 	 	 	 	 	 	 	 	 	 	 	 	 	 	 	 	 	 	 	 	 	 	是否用附頁?	□是□否	

審認代表簽名：	 負責人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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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田區訪視紀錄表	

一、基本資料	

農友姓名	 	 聯絡電話	 	

證書類別	

□友善耕作(第	 	年)	

□有機轉型(第	 	年)	

□有	 	 	 	機(第	 	年)	

訪視目的	

□初次友善耕作訪視	 	

□友善耕作定期追查/追蹤複查	

□不定期抽查	

□有機驗證首次/重評	

□有機驗證定期追查	

通訊地址	 	

訪視日期	 年	 	 	月	 	 	日	 訪視人員	
查核員：	

其他人員：	

農民投入友善耕作/有機生產的動機/原因(可複選)：	

□希望拿到補助□希望對環境生態的永續發展有幫助□希望能有好的收入	

□其他(請說明)：	

【田區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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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訪視內容	

（一）田區檢核表	

田區代號	 	 所屬地段號	 	

Ù北	
	

	

緩衝帶（含隔離或阻絕污染設施）說明	

方	

向	
緩衝措施類型	

鄰田使用情形(請打勾)	
隔離帶作物用途	 備註	

有

機	

無

毒	

慣

行	

休

耕	
無	

東	
□道路□水溝□圍籬□綠籬	

□隔離帶作物□無隔離	
	 	 	 	 	

□自用□一般產品銷售	

□不採收□堆肥	
	

西	
□道路□水溝□圍籬□綠籬	

□隔離帶作物□無隔離	
	 	 	 	 	

□自用□一般產品銷售	

□不採收□堆肥	
	

南	
□道路□水溝□圍籬□綠籬	

□隔離帶作物□無隔離	
	 	 	 	 	

□自用□一般產品銷售	

□不採收□堆肥	
	

北	
□道路□水溝□圍籬□綠籬	

□隔離帶作物□無隔離	
	 	 	 	 	

□自用□一般產品銷售	

□不採收□堆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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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田區環境是否保持乾淨？	

□乾淨	

□髒亂(請說明髒亂的情形，並回答 2.1)：	

1.1 髒亂的田區改善的規劃與完成時間：	

2.田區的施肥與防治情形：	

□農民說沒有進行施肥或防治	

□農民說有施肥，請說明肥料品項、施用方式與成效：	

□農民說有防治，請說明防治內容與成效：	

請說明現場的觀察：	

3.農場的灌溉水來源：□山泉水□自來水□其他(請說明)：	

4.田區目前的栽種情形：	

□休耕(請回答 3.1 至 3.2)	

□已有作物(請說明作物品項，並回答 3.3 至 3.3.2)：	

4.1 休耕的時間說明(幾月至幾月)：	

4.2 預計何時開始要種植，預計開始要種什麼？	

4.3 田區作物的採收時間為何，預計產量？	

4.4 預計收成的作物是否要對外銷售？□是(請回答 4.4.1)	 	□否(請回答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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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預計銷售的管道/對象/數量？	

4.4.2 不銷售的原因為何？	

□自用□不知道要賣給誰□其他(請說明)：	

	 (請依照提供的土地資料，每一筆土地都要填寫這個表格，請自行複製使用)	

	

（二）資材室檢視	

1.是否設置有資材室？	

□是，請說明所在位置(在那個田區/自家旁，並續答 2)：	

□否，請說明原因(請續答 1.1)：	

1.1 農民自述如何處理資材？	

2.資材室是否保持乾淨？	

□是(請續答 2.1)	

□否(請說明髒亂的情形，並續答 2.1)：	

2.1資材室的情形評估：	 	 	 	

2.1.1資材是否有墊高離地：□是□否(請說明情形)：	

2.1.2資材是否與機具分開：□是□否(請說明情形)：	

2.1.3資材室是否乾溼分離：□是□否(請說明情形)：	

凡有一項回答為「否」，請說明改善的規劃與時間：	

3.資材室內的肥料或防治資材是否符合有機農業核准使用：	

□有，資材編號：	

□無，資料編號或品牌說明：	

	

（三）機器與工具檢視	

1.是否設置有機器與工具室？	

□是，請說明所在位置(在那個田區/自家旁/資材室內，並續答 2)：	

□否，請說明原因(請續答 1.1)：	

1.1 農民自述如何放置機器與工具？	

2.機器與工具室是否保持乾淨？	

□是(請續答 2.1)	

□否(請說明髒亂的情形，並續答 2.1)：	

2.1 機器與工具室的情形評估：	 	 	 	

2.1.1 機器與工具定期清潔/消毒？□是□否(請說明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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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機器與工具為專用？□是□否(請說明情形)：	

2.1.3機器有無漏油情形：□是□否(請說明情形)：	

2.1.3機器的使用油品與資材是否分隔：□是□否(請說明情形)：	

凡有一項回答為「否」，請說明改善的規劃與時間：	

	

（四）單據留存檢視	

1.農民的採購單據包含：	

□無任何單據留存□種子□種苗□肥料□資材	

□其他(請說明)：	

2.農民的銷售單據包含：	

□出貨單□通路的進貨單/對帳單□其他(請說明)：	

3.農民的生產計畫	

□已有生產計畫	□未有生產計畫(請續答 3.1)	

3.1預計何時提供生產計畫？	

4.農民的生產紀錄：	

□已有生產紀錄	□尚未開始寫生產紀錄(請續答 4.1)	

4.1預計何時開始寫生產紀錄？	

4.2 農民預計採用的生產紀錄格式？	

□自製格式□生產履歷紀錄簿□單一作物簡易版□其他(請說明)：	

	

（五）相關檢測檢視	

1.是否有自主土壤肥力檢測：	

□是(請提供檢測報告)	□否(請說明預計送驗日期)：	

2.產品是否有做農藥檢測：	

□是(請提供檢測報告，並續答 3)	□否(請續答 3)	

3.現場採樣檢驗：	

□是，作物名稱為：	

□否，預計採樣日期為：	

	

（六）待追蹤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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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友簽名	 	 訪視人員簽名	 	

	

【核定結果】	

□符合本會原住民族友善耕作管理辦法之標準，可核發證書。	

□預計	 	年	 	月	 	日待改善事項完成後，進行複查後才可重新評估。	

□農民未提出具體改善規劃與時間，顯見其無法達到友善耕作標準，不予

核定。	

	

核定委員會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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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視照片	

田區訪視	

(四面八方)	 (四面八方)	

(隔離帶)	 (隔離帶)	

(現場肥料或資材)	 (現場肥料或資材施用)	

資材室	

(資材室門口)	 (資材室內)	

機器與工具室	

(機器與工具室門口)	 (機器與工具室內)	

單據留存	

(單據)	 (單據)	

相關檢測	

(檢測報告)	 (檢測報告)	

作物採樣	

(現場採樣)	 (採樣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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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友善耕作證書（範例）	

 

友善耕作農產品證書

證書字號 : ATIPD- 266

茲據 宋福祥

申請友善耕作農產品的審認，核與社團法⼈台灣原住⺠族學院促進會的原住⺠族

友善耕作管理辦法規定相符，特此證明。

農產品經營業者地址 新北市 烏來區 烏來⾥11鄰環⼭路148號

負責⼈姓名 宋福祥

驗證場所地址(地號) 新北市 烏來區 福⼭段 0041-0000 等 

3筆⼟地(詳如附表)

友善耕作總⾯積 1.0042公頃

友善耕作有效期間 2025年08⽉16⽇

產品類別 友善耕作農糧產品

產品品項 桂⽵筍

追蹤查驗期限 核章

2023 追查通過

2024

社團法⼈台灣原住⺠族學院促進會

2 0 2 3  年  7  ⽉  2 1  ⽇

社團法⼈台灣原住⺠族學院促進會 地址:南投縣埔⾥鎮⻄安路⼀段523巷21號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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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耕作農產品證書

證書字號 : ATIPD- 266

附表

市(縣) 鄉(鎮市區) 地段 ⼩段 地號 ⾯積(公頃) 產品品項 登錄⽇期 取消⽇期 備註

新北市 烏來區 福⼭段 0041-0000 0.8861 桂⽵筍 2022年08⽉17⽇

新北市 烏來區 福⼭段 0044-0000 0.0895 桂⽵筍 2022年08⽉17⽇

新北市 烏來區 福⼭段 0044-0002 0.0286 桂⽵筍 2022年08⽉17⽇

註1：每年追蹤審查未核章者，本證書⾃動失效。

社團法⼈台灣原住⺠族學院促進會 地址:南投縣埔⾥鎮⻄安路⼀段523巷21號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