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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問題意識 
臺灣地區近 10 年來花卉產業規模從民國 88 年栽培面積 10,765 公頃，擴

增至民國 97 年之 13,109 公頃，成長約 21.7％。在花卉產量增加後，接踵而來

的問題便是如何運銷；臺灣花卉運銷早期沒有任何標準的組織、銷售平台，

只有傳統以叫賣出售花卉的方式的集散零批市場。這種運銷體系，使得農民

無法了解市場資訊，經常被行口（批發商）1蒙騙，任由花商坐享轉手暴利。 

政府為改善運銷制度，建立農產品市場交易制度與規範，遂於民國 70

年公布「農產品市場交易法」；其第一條即表示，該法的制訂，是為「確立農

產品運銷秩序，調節供需、促進公平交易」。依據「農產品市場交易法」第三

條及第十二條，「農產品批發市場指每日或定期集中進行農產品交易之機構，

是為公用事業2；其設立及業務項目，由各級主管機關規劃，並得編列預算予

以補助」。 

最初的「農產品市場交易法」，主要規範提供民生必需品之農產品批發

市場；其對農產品的定義，指蔬菜、青果、畜產、漁產，與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之其他農、林、漁、牧業產品及其加工品，花卉並未明定其中。直至民國

75 年 4 月，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才公告3，指定「花卉」為農產品市場交易所稱

之農產品；至此，花卉批發市場的成立才有了正式依據。 

政府機關自民國77年起陸續輔導臺灣各地區設立花卉批發市場。台北花

卉批發市場最早成立；之後，分別成立台南花市、彰化花市、台中花市與高

                                                 
1行口即批發商的市場用語；批發商在花卉種植者及零售商間扮演媒介之角色。在歐盟境內，

批發商主要是指拍賣市場（陳月卿，2008：28）。 
2 公用事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具民生必需性及欠缺替代彈性，影響社會大眾甚鉅，故國

家對其營運給予嚴密監督。「憲法」第一百四十四條規定：「公用事業及其他有獨占性之企業，

以公營為原則，其經法律許可者，得由國民經營之」；同法第一百零八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

「公用事業由中央立法並執行或交由省縣執行之」。 
3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75 年 4 月 19 日 75 農輔字第 11449 號公告，依據「農產品市場交易法」

第 3 條第 1 款，宣布「花卉」為「農產品市場交易法」所稱之農產品；公告事項包括：「一、

花卉批發市場之設立，在省區域內以每縣、市各設一處為原則，但縣（市）主管機關得視當

地實際需要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增減之。二、花卉批發市場之業務項目為辦理切花、觀葉

植物、苗木、盆栽類等批發交易及有關業務。三、其他有關事宜依農產品市場交易法有關法

令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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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花市等五大花卉批發市場，如表1-1。花卉運銷體系開始邁入新的紀元，五

大花市在台灣北中南區形成五強鼎立的局面，也構成國內花卉市場的經濟規

模。花卉經營主體、花卉供應人與花卉承銷人三者間活絡的互動關係造就花

卉市場旺盛的生氣與活力（李伊婷，2005：2）。 

 

表 1-1：臺灣五大花卉批發市場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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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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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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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尾

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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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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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社 

20 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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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中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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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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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

府 

台灣

區花

卉運

銷合

作社

台灣

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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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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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參考臺灣地區農產品批發市場年報，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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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卉生產運銷網絡，串聯花農、農會產銷班、合作社、產地販運商、拍

賣/批發/零批市場、市場承銷商、零售商(花店、小販)、消費者(飯店、餐廳、

一般消費者)等七個產業階層所組成；整個花卉供應鏈，是指產出的花卉由上

游生產端的花農經由物流運送及交易的過程傳送至最終下游顧客（李伊婷，

2005：3）。目前台灣花卉運銷體系關係圖，如圖1-1。 

 

 

 

 

 

 

 

 

 

 

 

 

 

圖 1-1：花卉產業運銷體系的關係圖 

資料來源：李依婷，2005：7 

 

台北花卉批發市場交易作業，仿效荷蘭以電腦化拍賣鐘競價方式，建立

產銷資訊公開化的交易平台；因此，過去掌握行情及銷售通路而強勢左右花

卉價格的行口商，逐漸被花農能直接獲得資訊的批發市場所取代（葉志成，

2009）。其間，政府機關為建立市場交易制度，而必須不斷的面臨與民間業

者、利益團體之間的衝突與協調，的確是一項艱鉅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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零售商 



                                                                                         

                                                                                                 4

台北花卉批發市場，由臺北市政府依「農產品市場交易法」提供土地規

劃興建，並委託「台北花卉產銷股份有限公司」4經營管理的花卉批發市場。

該公司由花農、花卉販運商5共同組成公司體系，以切花6為主要交易項目；根

據農糧署農產品交易行情站資料顯示，台北花卉批發市場92～98年切花之平

均年交易量約為2千3百萬把（如表1-2），占五大花卉批發市場切花總交易量

約41%7（如圖1-2），年平均交易額約為13億元8。盆花年平均交易量為400萬

餘盆，年平均交易額為3億左右；市場年營 業 額 約 16億 元 ，占全臺灣花卉

批發市場營業額5成左右9，交易規模居全國之冠。現為大台北地區最主要的

花卉集散中心，亦是台灣最大的花卉交易市場，又稱「台北花市」。 

表1-2：92-98年台北花卉批發市場年交易量 

年 市場別 
交易量 交易金額 平均價 

(把) (元) (元/把) 

92 台北市場 19,517,713 1,200,350,122 61.5

93 台北市場 22,914,419 1,170,926,191 51.1

94 台北市場 22,555,192 1,304,661,345 57.84

95 台北市場 30,313,769 1,602,054,697 52.85

96 台北市場 2,689,202 178,907,707 66.53

97 台北市場 33,414,545 1,813,602,503 54.28

98 台北市場 28,910,418 1,690,444,704 58.47

合計  160,315,258 8,960,947,269 55.9

資料來源：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糧署農產品交易行情站 

查詢日期：99年4月2日 

                                                 
4 依據「農產品市場交易法」第 13 條，「農產品批發市場經營主體以下列之一者為限：一、

農民團體。二、農民團體共同出資組織之法人。三、政府機關或鄉（鎮、市）公所及農民團

體共同出資之法人。四、農民及農產品販運商共同出資組織之法人。五、政府機關或鄉（鎮、

市）公所出資組織之法人。六、政府機關或鄉（鎮、市）公所、農民團體及農產品販運商共

同出資組織之法人。」 
5 花卉販運商係指花商。 
6 切花泛指把花從花梗剪下或切下，放入容器內供觀賞之用，為花卉園林用途所作分類之

一，一般去花店買到沒有根部的花都算是切花。根據歐盟對新鮮園藝及花卉之產品定義，園

藝 （horticulture）泛指栽種水果、蔬菜、花卉及觀賞用植物之技術及藝術。新鮮園藝與花卉

產品（FHFP，或通稱為園藝產品）特點如下：1. 於新鮮時消費；2. 高度易腐敗；3. 高單價；

4. 生產資本密集。 
7 以 92 年為起始年係因五大花卉市場最晚成立之高雄花卉批發市場於 92 年才設置完成。 
8 參考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糧署農產品交易行情站 http://amis.afa.gov.tw/default.asp 
9 參考台北花卉批發市場 97 年度經營績效檢討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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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92-99年臺灣五大花卉批發市場交易量比重圖 

資料來源：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糧署農產品交易行情站 

查詢日期：99年4月2日 

 

台北花市現位於內湖科技園區（台北市內湖區瑞光路321 號），臨近北

二高，內湖高工旁。前身之歷史背景可追溯至台灣光復時期，伴隨著台灣經

濟的成長，歷經了趕集、流動、固定式的攤販期（台北橋頭、酒泉花市）、再

經與果菜市場合併經營的濱江花市期，至現今獨立經營之台北花市期（蘇怡

榮，2002：2）。 

1970年代，花卉業者因交通之便聚集於台北橋頭，以早市傳統叫賣方式

進行交易；當時這個臺灣地區最大的臨時集散地，經常造成交通及環境問題；

1975年遷至酒泉街萬和宮前廣場，以攤販聚集方式，透過行口委賣及議價10。

由於行口清楚市場行情，掌握銷售通路，於是成為花農與消費者間的仲介角

色。後因作業環境不良加上環境吵雜，引起附近居民不滿；另產地農民亦不

斷反應產銷雙方一直未有一公開交易資訊，行口操緃價格，剝削農民。1987

                                                 
10 即批發商向花農進貨，再將所購的花卉批發給花攤、花店等小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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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臺北市長許水德至酒泉花市視察後，指示由臺北市政府主導，將現有的花

攤遷移，集中至濱江市場11二樓。該市場一樓於1985年9月由臺北市政府委託

臺北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經營第二果菜批發市場；市政府原屬意委由臺北

農產公司統一經營管理，經花商及花農多次抗爭，後委由花卉承銷人12或販運

商及花農所籌組經營主體成立的台北花卉產銷股份有限公司經營花卉批發市

場。 

1997年濱江市場被判定建物有結構安全問題，市政府欲於1998年10月拆

除改建；為配合濱江市場改建，台北花卉批發市場又遷至現址臺北市港墘路

與瑞光路交會處（內湖科技園區）內湖都市計畫公園用地，以臨時攤棚暫時

安置，而第二果菜市場則暫遷移至臺北市基河路營運。 

臺北市政府原規劃待濱江市場改建完成後將二個市場遷回，惟該市場改

建過程中，臺北市政府考量建築法令對建蔽率及容積率的限制，及果菜批發

業者及臺北農產運銷公司對市場面積需求，致使該市場無法同時容納果菜及

花卉二個批發市場使用，因此於1999年決定濱江市場僅台北第二果菜批發市

場遷回，而台北花卉批發市場須另覓用地設置。 

臺北市政府鑑於台北花卉批發市場為全臺灣交易量最大、最重要的花卉

批發市場，現行所在地為臨時性的營業場所，不僅狹窄擁擠，且房屋設備老

舊；加上該地段公園用地已確定興建時程，經過二年尋覓，於2001年核定臺

北市內湖舊宗段76-10、70-10二個地號作為花卉批發市場永久用地。該用地係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辦理基隆河區段徵收之抵價地，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為

工業區（倉儲使用），並不符合農產品批發市場使用地別，尚需辦理市計畫變

更及約新台幣18億元價購土地。 

臺北市政府面對土地都市計畫變更、價購及龐大的興建經費、市場區位

                                                 
11 濱江市場因位處於民族東路及濱江街交叉口，且外圍另有一私有之零售及攤販集中場，為

容易辨識，坊間多稱該批發市場為濱江市場，在 1997 年前該市場一樓為臺北市第二果菜批

發市場，二樓為台北花卉批發市場。  
12 依據「農產品市場交易法」第 3 條：「承銷人指向農產品批發市場承購農產品者；販運商

指向農產品生產者或批發市場購買農產品運往其他市場交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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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等相關問題，一方面呼應當時政府強力推動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遂

於2002年提出採用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BOT13 (Build-Operate-Transfer)模式

規劃興建市場，因為公共建設本身具有促進公益之目的，所提供之公共服務

能使多數民眾獲益。 

台北花卉批發市場雖受「農產品市場交易法」規範歸屬公用事業，但農

政機關認為花卉屬觀賞用農產品，非民生必需物資，政府在無供需失衡的顧

慮與經濟自由化的考量下，不似其他果菜、漁類及肉品批發市場有政府投資，

而是以農民及販運商或承銷人商共同出資組織之公司法人成立台北花卉股份

有限公司經營管理。因此，市場經營決策權由生產者（農民）與承銷人或販

運商所主導，以維持產銷雙方公平性，不受政府單位影響（蘇怡榮，2002）。 

該市場於2002年遷建規劃之初，希採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BOT模式，

原期待能解決幾個問題，包括政府財政困窘，農產品市場交易法對特定經營

主體－農民團體及農民團體共同出資組織之法人有優先經營權之限制14，突破

國有財產法對土地使用期限9年的限制，讓市場經營主體藉由參與公共建設而

擁有較高的自主權，使現行經營主體有平等參與批發市場公共建設的立基。 

然而，市場經營主體及業者對BOT模式排斥及反彈與中央政府的介入，

致使本政策在多方協商下，於2007年3月由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定總興建經費

5億額度範圍內，承諾補助50％經費（2億5千萬），並由臺北市政府配合40%，

現行民間經營主體台北花卉股份公司出資10%經費，共同興建台北花卉批發

市場。 

                                                 
13 BOT(Build-Operate-Transfer)是民間參與公共建設的一種模式，乃是＂Build-Operate-Transfer

＂的縮寫，由狹義觀點來看，BOT係指政府將公共建設從規劃、興建至營運皆交由民間投資

興辦，由民間公司以特許權方式經營一特定期間後，再將產權移轉給政府，亦即政府借重民

間資金及經營能力與建公共建設，而政府給予相關特許權利以確保獲利，作為回報之合作方

式。就廣義而言，BOT泛指各項以特許合約方式進行之所有有關所有權與經營權移轉之計畫

（鄭錫鍇，2006）。 
14 「農產品市場交易法」第 13 條第 3 項規定：「農產品批發市場之經營，以合於農民團體及

農民團體共同出資之法人為優先」。台北花卉產銷公司組織成份，並不屬於上述二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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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999 年到 2009 年，臺北花卉批發市場遷建政策歷經各項評估、尋找

遷建用地、籌措興建經費等問題，多次的議會提案及市政府各單位、市場經

營主體的溝通協調，由於地方政府與中央首長對市場遷建態度不一，導致興

建經費籌措一再生變，加之民意代表與利益團體介入，使得遷建政策不斷延

宕。 

台北花卉批發市場由濱江市場二樓搬遷後，相較果菜市場同樣情況，何

以臺北市政府以果菜市場為優先考量？農產品批發市場係為傳統市場上游最

主要的供應者，而臺北市是全國最大農產品消費地，產地果菜、花卉及漁類

等等，供應人多需透過批發市場平台交易轉移至承銷人，進而供給零批或零

售商而到消費者手上
15；因此，農產品批發市場搬遷，不僅僅是所轄地方政府

之事，也牽動市場內部承銷人、零批商，產地供應鏈及運銷途徑，以及外部

的零售商及消費者。在搬遷的過程中，政府部門常遭市場相關業者、經營主

體及產地農民（供應人）的抵制；為達成政策目標，政府部門必須經常透過

正式或非正式手段，與其中利益團體結盟或達成某種共識，促使反對一方妥

協。其間，利益團體間之角力與公權力的行使，經常為遷建政策能否成功的

重要因素。 

制度如何演化以因應個人動機、策略與選擇？制度如何影響政治與經濟

體系的表現?立法者決定了制度的形成，立法者在組織類型、界定各參與者和

決定權所作的決策，及行政活動的財源籌措上所作的決策，有助於決定行政

官員所面臨的誘因，也將影響行政官員如何運用他們的自由裁量權。在公部

門組織形式問題中，立法利益是積極的、瑣碎的，而且具爭議性（Horn，2003：

15）。 

台北花卉批發市場的設置與興建，牽涉到基地位置的選擇、都市計劃變

更、土地開發、建築法規、交通與環境影響、公共建設委外經營，及市場交

易制度等幾個層面；在花卉產業中，其運銷體系以批發市場為軸心，擔負花

卉集中、均衡與分散的運銷職能工作。台北花卉批發市場因為位處臺北市區，

                                                 
15 「農產品市場交易法」第 21 條規定：「農產品第一次批發交易，應在交易當地農產品批發

市場為之，除以下四種情形外：一、農民團體共同運銷，直接供應出口或加工者。二、農民

以其農產品直接零售者。三、當地尚未設農產品批發市場者。四、經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專案指定或核准農民直接供應出口或加工者」。亦即農產品交易除上述四種情形外，皆

需經過批發市場，場外交易將違反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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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消費地批發市場，與消費者、承銷商息息相關。因此，市場遷建政策中參

與政策商議的民間經營團體組織成員（花農、花商），是不是足可代表與市場

直接有關的利害關係人真正的意圖？目前的決策在各方商議的模式下確定，

是不是流於獨斷操控？ 

公共政策決策過程常涉及多元參與者，使公共政策決策過程變得相當複

雜，其中網絡的參與者範圍確實難以區分；在各種團體間，有時是交互發生

的，因此對於政策產出因果關係，有時難以解釋。在花卉批發市場遷建政策

中，包含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國家機關，屬民間社會的花商、花農、市場經營

主體、學者專家及民眾等；這些不同的利害關係人，卻有其交互發生的情形，

如花商與花農，部分亦為花卉批發市場的經營主體組織成員，因此在各種團

體中的關係相互牽連。這些多元參與者，使政策決策過程變得更錯綜複雜，

其間的因果關係也不易確定。因此，如何從台北花卉批發市場歷史結構的變

遷及政治經濟演變來探討相關行為者間的因果脈絡，詳細分析政策活動，進

而評估政策關鍵問題，是為本研究探討的主要議題。 

另外，臺北市政府在遷建決策過程中，原規劃對市場未來經營權實施公

開的甄選機制，以符合現行臺北市自訂法規；然民間經營團體挾著為產業請

命及維護業者權益的前提下，透過民意機關為現行經營主體量身訂作的政

策，是否符合政府興建批發市場的「公共性」與「核心使命」，亦為本研究探

討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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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文獻回顧與探討 

一、文獻回顧 

臺灣目前農產品批發市場有 144 處，其中屬果菜批發市場共計 55 處，

肉品拍賣市場 23 處、魚市場 58 處、綜合農產品批發市場 2 處16，屬花卉批發

市場為６處17。由於目前其他花卉批發市場尚未有遷建問題發生，缺乏遷建政

策過程評估之參考，僅有張家春、唐瑜憶（2005）及原成國際工程規劃有限

公司（2002），為評估台北花卉批發市場興建採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方式之

規劃研究。 

根據張家春、唐瑜憶（2005）對台北花卉批發市場 BOT 之財務規劃研究

結論，藉由各種財務指標評估顯示，其內部報酬率低、淨現值為負且自償率

低於 1，因此不適用於 BOT 模式興建市場，建議採用 OT18或 BTO 模式，以增

進民間投資之意願。而原成國際工程規劃有限公司則就交通地點、土地市計

畫變更、價購土地及編列預算等相關問題進行研究，其研究結論為在開發強

度提高及建築高度放寬下，本用地以 BOT 模式開發應屬可行（原成，2002）；

然該研究忽略市場相關行為者意圖，僅就土地開發層面探討，仍難以成案。 

                                                 
16 依據「農產品批發市場管理辦法」第 2 條：「綜合市場係指綜合經營兩種以上市場之品目」。 
17 2003 年於臺北市南區成立花木批發市場，歸屬花卉批發市場，惟該市場以盆花及植木交

易為主，限制經營切花，與其他花卉市場有別，且因該市場交易制度尚未建立完成，交易量

小，因此未列入五大花卉批發市場內做討論。 
18

依據「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第八條規定    ：「民間與公共建設方式如下：一、由民間機構

投資興建並為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移轉該建設之所有權予政府（BOT：

Build-Operate-Transfer）。二、由民間機構投資新建完成後，政府無償取得所有權，並委

託該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BTO：Build-Transfer -Operate）。

三、由民間機構投資新建完成後，政府一次或分期給付建設經費以取得所有權，並委託該民

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四、由政府委託民間機構，或由民間機構

向政府租賃現有設施，予以擴建、整建後並為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ROT：

Rehabilitate -Operate-Transfer）。五、由政府投資新建完成後，委託民間機構營運；營

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OT：Operate-Transfer）。六、為配合國家政策，由民間

機構投資新建，擁有所有權，並自為營運或委託第三人營運（BOO：Build-Operate-Own）。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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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以花卉批發市場交易制度為研究主題，其研究範圍無論是單就市場交

易作業流程資訊流的探討（李依婷，2005；黃淑華，2002）、花卉供應鏈的整

合分析（黃致穎，2005），或是就臺灣地區全部花卉批發市場交易作業整合性

的研究（何彩華，2001），其研究方法包括利用設計階層與三階正規化方法、

實證研究方法，都是以運銷的決價機制與效益為目標，來驗證花卉批發市場

的交易功能與作業機制，並提出市場整合的條件。 

以農產品運銷結構來探討市場交易制度，如吳明敏等（2001）、劉富善

（1997）、許文富（1973，1988）、陳新友（1976）、廖武正（1994），分別以農

產品市場相關法規、農產品運銷過程、農產品供應鏈，及產業結構與行為分

析，對於市場交易制度作一檢討，以為制訂農產品交易改善對策的參考。 

盧貞伻（2005）、賴美杏（1993）則是針對花卉運銷結構體系，以地理學

中「機能區」的觀點，相較於過往農業學者只關注於花卉植物的培育與生產

研究，而經濟學者關心是運銷通路
19的釐清和產銷制度的檢討，提出不同於

「物」與「事」的觀點，從「地」的角度切入，利用承銷人、消費者的空間

行為與決策，來探討花卉市場的散貨圈內各社會團體選擇市場的決策過程。 

蘇怡榮（2001）則針對台北市花卉批發市場成立過程，及特殊花卉交易

行為，透過實質調查與分析，從空間演變、市場空間結構、消費者消費活動，

來分析花卉市場不同於以往傳統經營式，提供休閒化發展趨勢，以為未來市

場規劃與經營方向參考。 

在市場經營績效評估方面，有許文富、陳政位（2003）對花卉批發市場

經營管理績效，以市場結構、人力配備、場地設施利用情形，來診斷各花卉

批發市場之營運效率；發現市場規模不經濟所引發設備利用率及勞動生產力

偏低的問題，提出市場改進對策，並強調市場是民生企業之一，因而被列為

公用事業，不以營利為目的，且受政府監督與管理，但因受到諸多法令規章

約束和民代人士干預，不易按企業化原則經營；為市場之永續發展及經常的

設備更新需要，批發市場宜由政府投資興建，而且市場永久用地之選擇與確

定，至為重要。 

                                                 
19運銷通路（marketing channel）也稱為交易通路（trade channel）或分配道路（channel of 
distribution），是指農產品從生產者或製造商流通到消費者的管道及其所涵蓋的機構而言（許

文富，農產運銷學，1997：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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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近，有陳月卿（2008）、陳昭吟（2005）以全球化觀點，探討台灣花卉

產業發展歷程應以何種策略進軍全球市場。陳月卿（2008）指出，在全球化

的影響下，國家機關在花卉產業中扮演中介角色，一方面保護在地產業免受

非國家行為者所帶來的壓力，一方面又能適時地轉譯與引入全球市場的新訊

息；即強調國家機關為全球市場的主要行為者，國家機關結合全球力量，而

主導國內的產業發展，使全球市場與在地產生連動關係。如台北花卉批發市

場的成立，引進荷蘭式公開競價方式，開拓花卉產業運銷功能，帶動台灣花

卉產業跨入劃時代的變革，另外，也比較台灣政府與荷蘭政府對花卉產業政

策的差異，進而提出台灣應建立良好的產銷策略，調整花卉產業結構，以進

軍全球化市場。劉昭吟（2005）則針對台灣的蝴蝶蘭，以臺灣中小型農企業

為分析單位，探討在臺灣經濟發展的脈絡下，出口農業的全球化過程，來自

殖民地遺制下的台日蘭藝社群網絡，與農產品貿易、出口導向工業化下的農

業再結構所催促的農業生產資料的工業化及新出口作物掘起等歷史脈絡的交

互作用，促使臺灣花卉產業朝向國際化發展。 

二、綜合評析與檢討 

早期對花卉批發市場研究，多著重在市場交易制度、經營績效及產業結

構的探討；直至 1997 年台北花卉批發市場搬遷至內湖，才開始對台北花市空

間與市場行為者間關係或未來用地規劃提出部分建議，但未能述明市場所實

際具有的政經特性及相關行為者互動關係探討，以至於未能對市場遷建政策

的因果關係，特別是延宕，予以分析。 

因此，本研究將以台北花卉批發市場遷建政策中，政府部門與民間團體

組織與制度間隱含的特定政治與經濟偏差觀點，來探討政策決策變化因素及

執行困境；分析市場遷建政策中，中央政府與臺北市政府對策認知落差、臺

北市政府各單位資源與資訊互動、政府部門與民間團體間的合作競爭關係

等，所隱含的因果性影響。 

目前遷建政策處於暫時確定的狀態。在政府財政補助的背後所伴隨而來

的誘因和管制規範，是政府部門欲要求民間經營主體同意官方投資加入市場

組織結構中，分配公司董監事席次，使現行市場經營者自主性降低，藉以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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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市場運作，以確保公共建設的「公共利益」存在；這或許是民間業者極力

爭取政府財政補助時所始料未及的。該問題目前仍在發展中，未來現行市場

經營主體是否可突破現有的法令20，順利取得經營權並發生組織結構變化，留

待後續探討。 

 

                                                 
20 依據臺北市政府訂定「臺北市市有財產委託經營管理自治條例」第一條：「臺北市政府（以

下簡稱市政府）為加強臺北市市有財產（以下簡稱市有財產）之管理及增進市有財產營運效

益，特制定本自治條例。市有財產之委託經營管理，依本自治條例之規定；本自治條例未規

定者，適用其他法令之規定」。第十條：「市有財產委託經營管理應以公開方式為之」；第

十五條：「受託人在委託期間屆滿時如欲續約，應於契約屆滿前三個月，將經營管理成效擬

具工作報告送委託機關審議，經審議確屬營運績效良好者，報經市政府核定後為之。其委託

期間合計以九年為限，屆滿九年時，應依第十條規定辦理。受託人係由政府投資成立，其投

資比例在百分之四十以上，成立目的在於經營該受託業務，且營運績效良好，並經市議會同

意續約者，得不受前項規定之限制。依第二項規定辦理續約者，滿三年時，應送市議會備查；

滿六年時，應送市議會同意。其後之續約，比照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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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分析觀點與架構 

 公共政策是為解決公共問題、增加公共利益才產生的政策，所以公共政

策的制定，特別是在民主化年代，不應只由民意代表、政府官員、專家學者

來決定；納入民間團體及民眾意見，才能使政策更符合現實所需，並降低執

行阻力。 

其次，政府在訂定公共政策的同時，若缺乏足夠的資訊，無法預知政策

推動之所有效果，甚至無法研擬出有效政策；或是在政策設計與政策執行中

產生落差及行政部門政策計畫與立法部門通過的法律有間，無法達成原來目

標；也可能是因為民主社會中，選任的官員和民意代表都難免遭受不同利益

團體的壓力，在全民福祉和特定利益之間產生衝突，因而做出有違效率、公

平目標的政策，反而導致資源的浪費和更不公平的情形。 

影響政策的因素，包含政治導向、公私部門人員心態、利害關係者意向

及民意機構的介入等，在在都影響一個政策的形成與執行，傳統由上而下及

層級控制觀點，已不足以解釋這種詭譎多變的決策過程；政府部門如何與不

同利害相關行為者互動，包括協議、資源交換及分配等來達成暨定的目標，

為本研究分析重點之一。 

農產品透過市場交易過程，政府為使市場中買賣雙方以自由、公平方式

進行交易，避免業者故意哄抬價格或聯合壟斷產銷通路，賺取不當利得；因

此，訂定了「農產品市場交易法」，以維持市場秩序，保障交易公平性。台北

花卉批發市場的經營主體受「農產品市場交易法」的限制下，只有具備六款

組織身份者
21才能擔任，頗有寡占市場味道。臺北市政府為避免市場經營效率

不彰，訂定市場經營主體至多只受政府委託經營 9 年，之後應以公開評選或

標租方式，重新甄選經營主體。 

法令決定交易制度的形成，在歷經社會變遷後，如何維持買賣雙方的公

平性，其公共利益是否為大眾所享，抑或形成特定利益於特定團體上，為政

府制定公共政策時應妥思的問題。 

在批發市場遷建政策中，土地及建物由政府提供；其產權屬政府機關。

                                                 
21 依據「農農產品市場交法」第十三條，農產品批發市場經營主體合於六款規定者之一為限，

請考註脚 4。 



                                                                                         

                                                                                                 15

然而，批發市場組織結構的特性，促使市場經營主體及業者常將市場設施視

同私人財產，認為政府有其義務及責任提供市場所需，並在不以營利為目的

原則下經營公用事業。台北花卉批發市場最終得以政府的補助來興建市場，

市場業者為確保自身生存與發展，透過政治方式獲得政府機關資源手段，對

能否解決市場經營權，仍待後續探討，其間公共利益與公平性為本文分析另

一重點。 

本研究分析架構以台北花卉批發市場組織與制度之政經特性分析為核

心，分析台北花卉批發市場在不同階段發展下，政府對設置花卉批發市場的

政策演變；先是由上而下主導花卉批發市場發展，後由市場主導全省花卉運

銷管道。在臺灣花卉產銷體系中，產地花農與農會、產銷班、合作社（場）

的關係，構成地方產業發展的主體（陳月卿，2008：8）；而政府輔導農會、

產銷班、合作社（場）並藉由經費挹注控制供應人（生產者）；農產品批發市

場則提供供應人與承銷人或消費者的交易平台，並受到地方政府監督管理；

產地販運商、進出口商與批發市場承銷人、零批商，則是串連起整個花卉運

銷產業的中介者，構成花卉批發市場內的交易主體。 

從實存角度，個人、團體或組織都是被結構化的（structuralized），都被

鑲嵌在特定的歷史因果網絡中，而且相互牽動串連，並促成歷史社會的不斷

變遷（蕭全政，2000：14）。人類社會的組織基於其組成的目的與運作手段，

而具有政治經濟特性。「組織本身就是一種為行動而準備的偏差動員」，這種

偏差僅利於某種衝突的呈現而壓抑其他衝突的表面化，因為組織本身即是某

種偏差的動員（Schattschneider，1960：30，71；蕭全政，1987：137）。 

偏差（bias）只是表示在現行特定的時空背景下一個特定利益關係的分

配狀態；偏差會因應政經脈絡的變遷，而隨著人、時在變化。制度和組織兩

者的政治經濟特性，基本上有其相通之處，即都可以用偏差這個概念來表達

（蕭全政，1997：11）。組織的形成與運作，深受其身處客觀歷史條件的影響，

而組織的變遷，更是內外環境與相關行為者互動鑲嵌的結果。同時，組織的

制度設計中隱含特定的偏差；組織為了追求特定利益或其所宣稱的公共目

標，利用制度的偏差進行動員；而這些偏差動員的過程，又從而促成了組織

的變遷（羅雅美，2006：145）。因此，在探討花卉批發市場遷建問題時，必

須從組織與制度、相關行為者及政治經濟的鑲嵌關係來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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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花卉批發市場歷經三次搬遷，隨著次體系的變遷，其中主要行為者

（actors）的策略行動為探討焦點；行為者（actor）的特性，不僅表現於是個

理性且自利的個體，還表現於必須與其他行為者不斷互動且汲取資源以求存

續或發展的有生命個體（蕭全政，2006：43）。而人類社會組織，基本上界定

了人與人間，或其他層次行為者之間，在實存社會中所面臨的機會與限制；

而人或其他層次行為者之間如何利用這些機會且面對這些限制，又將影響組

織與制度的運作和變遷（蕭全政，1997：2，11）。 

本文嘗試從政治、經濟、社會、市場文化及法制等次體系面向，探討在

台北花卉批市場遷建過程中，各階段主要的鬥爭暨相生的利益集團的構造與

策略行動及後續的影響，以詮釋造成該時期不同政策產出的變遷的決定性因

素；其中，包含政經社文構造與主要行為者之構造，以及該政策產出所產生

的衝擊，從而形成下一波的政經社文結構。 

台北花卉批發市場遷建政策中，中央與臺北市政府因主政者的更迭，對

市場偏好程度不一，而使得市場遷建經費一再生變；對於市場用地的開發規

劃，亦隨著機關首長而舉棋不定。相對的，市場業者為維護自身利益而尋求

民意機關支持的作為，亦使遷建行動因而延宕。決策過程中，政府部門與民

間團體間之利益較勁與合作互動關係，是為本研究之分析焦點。 

本研究僅以「台北花卉批發市場遷建政策」個案為對象，嘗試以歷史變

遷的緃向為經，政治與經濟的結構為緯，探討台北花卉批發市場遷建政策的

醞釀、形成、運作與變遷，包括主要行為者中，公私部門參與決策人員、利

害關係人及影響政策制定的民意機關等間之關係，以及權力與利益的偏差和

消長過程，並從中發現政策規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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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４-1：本研究分析架構圖 

台北花卉批發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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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章節安排 

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緒論主要是說明研究問題意識並就相關文獻探討

回顧，提出本文所採用的組織與制度歷史－結構的分析及從政治經濟觀點看

台北花卉批發市場發展的歷史結構鑲嵌，對台北花卉批發市場重要變遷時期

作一政經分析。 

第二章主要述敍台北花卉批發市場發展歷程，從時間軸發展之進程，以

台北花卉市場重要變遷時期，區分為台北橋下的流動市集（1971-1975 年）、

廣和宮前的行口交易(1976-1986 年)、與果菜市場並存的濱江花市（1987-1996

年）及臨時攤棚的台北花市（1997 年~迄今），分析每個階段中相關行為者

之間的政經網絡及利益團體之間的互動關係。第三章論述台北花卉批發市場

遷建政策形成與發展，探討台北花卉批發市場遷建政策決策過程中所隱含的

特定偏差，並就其政策發展，瞭解其政經脈絡之演進與其爭議焦點。 

第四章探討的主題為台北花卉批發市場的機會與挑戰，分析台北花卉批

發市場的組織功能、交易流程、使用空間區位及經營管理問題，並就法制面

探索中央與地方政府制定相關法令的衝突、對特定團體保護及限制、中央與

地方政府對市場規範、監督管理，如何影響市場遷建政策決策過程，其公共

性與核心使命作一分析；其次，比較國內其他花卉批發市場及日本與荷蘭具

代表性花卉市場，建構未來台北花卉批發市場遷建後的發展前景，如何成為

一個國際化市場與全球接軌。第五章為結論與建議，將綜合上述分析及回顧

全文，以台北花卉批發市場遷建個案之政策分析，針對政策決定與發展過程

之歷史脈絡與因果關係，提出研究結論與建議，作為未來規劃農產品批發市

場遷建之政策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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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安排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問題意識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檢討 

壹 相關文獻回顧 

貳 綜合評析與檢討 

第三節 分析觀點與研究架構   

第四節 章節安排 

第二章 台北花卉批發市場的發展歷程 

第一節 台北橋下的流動市集（1971-1975 年） 

第二節 廣和宮前的行口交易(1976-1986 年) 

第三節 與果菜市場並存的濱江花市（1987-1996 年） 

第四節 臨時攤棚的台北花市（1997 年~迄今） 

第三章 台北花卉批發市場遷建政策的形成與發展 

第一節 政策形成－花卉與果菜市場之爭 

第二節 市場永久用地的尋覓 

第三節 從 BOT 到政府補助興建 

第四節 市場經營權之爭 

第四章 台北花卉批發市場的機會與挑戰 

第一節 台北花卉批發市場功能及經營管理問題 

第二節 遷建政策之公共性與核心使命探討 

第三節 國內外花卉批發市場比較 

第四節 台北花卉批發市場的發展願景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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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農產品市場交易法 

農產品市場交易法 

•  中 華 民 國 70 年 8 月 5 日 總 統 臺 統 (一 )義 字 第 5213 號 令 制

定 公 布 全 文 43 條   
•  中 華 民 國 71 年 8 月 6 日 行 政 院 經 13389 號 令 自 71 年 9

月 1 日 施 行   
•  中 華 民 國 72 年 12 月 12 日 總 統 (七 二 )臺 統 (一 )義 字 6831

號 令 修 正 公 布 第 3 條 、 第 13 條 、 第 18 條 及 第 21 條   
•  中 華 民 國 73 年 4 月 18 日 行 政 院 經 5914 號 令 自 73 年 4

月 21 日 起 施 行   
•  中 華 民 國 75 年 6 月 9 日 總 統 (七 五 )華 總 (一 )義 字 2952 號

令 修 正 公 布 第 2 條 條 文   
•  中 華 民 國 75 年 7 月 1 日 行 政 院 經 13611 號 函 自 75 年 7

月 1 日 施 行   
•  中 華 民 國 89 年 5 月 17 日 華 總 一 義 字 第 8900118910 號

令 修 正 發 布 第 2、 5、 9、 14、 16、 18、 21、 28、 31 條 條

文   

•  中 華 民 國 91 年 6 月 19 日 總 統 華 總 一 義 字 第

09100121450 號 令 修 正 公 布 第 8 條、第 14 條、第 19 條、

第 22 條 、 第 26 條 、 第 31 條 及 第 35 條 至 第 37 條 條 文 ；

並 刪 除 第 40 條 及 第 41 條 條 文   
•  中 華 民 國 95 年 6 月 14 日 總 統 華 總 一 義 字 第

09500085231 號 令 修 正 第 7 條 及 第 19 條 條 文   
•  中 華 民 國 96 年 3 月 30 日 院 臺 農 字 第 0960001511 號 令

自 96 年 3 月 30 日 施 行  
第 一 章  總 則   

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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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 法 未 規 定 者 ， 適 用 其 他 法 律 之 規 定 。   

第 二 條  本 法 所 稱 主 管 機 關 ： 在 中 央 為 行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 在 直

轄 市 為 直 轄 市 政 府 ； 在 縣  (市 ) 為 縣  (市 ) 政 府 。   

第 三 條  本 法 用 辭 定 義 如 左 ：   

一 、 農 產 品 ： 指 蔬 菜 、 青 果 、 畜 產 、 漁 產 與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指 定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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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農 、 林 、 漁 、 牧 業 產 品 及 其 加 工 品 。   

二、農 產 品 批 發 市 場：指 每 日 或 定 期 集 中 進 行 農 產 品 交 易 之 機 構 。 

三 、 農 民 ： 指 直 接 從 事 本 法 所 稱 農 產 品 生 產 之 自 然 人 。   

四 、 農 民 團 體 ： 指 依 法 組 織 之 農 會 、 漁 會 及 農 產 品 生 產 運 銷 合 作

社 、 合 作 農 場 。   

五 、 供 應 人 ： 指 向 農 產 品 批 發 市 場 供 應 農 產 品 者 。   

六 、 承 銷 人 ： 指 向 農 產 品 批 發 市 場 承 購 農 產 品 者 。   

七 、 販 運 商 ： 指 向 農 產 品 生 產 者 或 批 發 市 場 購 買 農 產 品 運 往 其 他

市 場 交 易 者 。   

八 、 零 批 商 ： 指 向 農 產 品 批 發 市 場 購 貨 ， 在 同 一 市 場 內 批 售 農 產

品 予 零 售 商 或 大 消 費 戶 者 。   

九 、 零 售 商 ： 指 向 消 費 者 銷 售 農 產 品 之 商 販 。   

十 、 農 業 企 業 機 構 ： 指 從 事 本 法 所 稱 農 產 品 生 產 之 公 司 組 織 。   

第 四 條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依 照 全 國 農 業 產 銷 方 針 ， 訂 定 全 國 農 產

品 產 銷 及 國 際 貿 易 計 畫 ； 地 方 主 管 機 關 應 按 年 度 訂 定 農 產 品 產 銷

實 施 方 案 。   

第 五 條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辦 理 國 際 農 業 產 銷 狀 況 及 農 產 品 行 情 報

導 ； 直 轄 市 、 縣  (市 ) 主 管 機 關 應 辦 理 國 內 農 業 產 銷 狀 況 及 農 產

品 行 情 報 導 。   

第 六 條  農 產 品 之 交 易 不 得 壟 斷 、 操 縱 價 格 或 故 意 變 更 質 量 ， 謀

取 不 正 當 利 益 。   

第 二 章  共 同 運 銷   

第 七 條  農 產 品 之 運 銷 ， 得 由 農 民 團 體 辦 理 共 同 運 銷 。 其 方 式 分

下 列 兩 種 ：   

一 、 以 供 應 再 販 賣 或 加 工 為 目 的 之 批 發 交 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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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以 供 應 直 接 消 費 者 為 目 的 之 零 售 交 易 。   

前 項 農 民 團 體 未 辦 理 共 同 運 銷 之 農 產 品 或 地 區 ， 得 由 農 民 或 農 業

產 銷 班 自 行 辦 理 ， 政 府 應 積 極 輔 導 之 。  

第 八 條  農 民 團 體 辦 理 共 同 運 銷 及 調 配 ， 應 由 各 級 主 管 機 關 輔

導 ； 其 輔 導 、 獎 勵 、 共 同 運 銷 組 織 、 訓 練 、 調 配 、 運 銷 方 式 、 停

止 辦 理 及 監 督 之 辦 法 ，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定 之 。   

農 民 團 體 共 同 運 銷 之 農 產 品 ， 農 產 品 批 發 市 場 應 優 先 處 理 。   

前 項 共 同 運 銷 ， 農 民 團 體 與 其 會 員 、 社 員 、 場 員 及 農 產 品 批 發 市

場 間 ， 得 以 契 約 生 產 或 契 約 供 應 方 式 行 之 。   

各 級 主 管 機 關，對 農 民 團 體 辦 理 共 同 運 銷 成 績 優 良 者，應 予 獎 勵 。 

第 九 條  農 民 團 體 辦 理 農 產 品 共 同 運 銷 之 必 需 費 用 ， 得 向 貨 主 收

取 代 辦 費 ； 其 收 費 標 準 應 報 請 直 轄 市 、 縣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定 。  

農 民 團 體 為 分 攤 農 產 品 在 共 同 運 銷 過 程 中 所 產 生 之 意 外 損 失 ， 得

訂 定 辦 法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定 ， 在 各 類 貨 主 應 得

之 貨 款 中 提 存 互 助 金 。   

第 十 條  農 民 團 體 共 同 運 銷 之 集 貨 場 ， 所 需 用 之 土 地 ， 視 同 農 業

用 地，適 用 第 十 五 條 之 規 定；其 房 屋 稅 減 稅 適 用 第 十 七 條 之 規 定 。 

第 十 一 條  農 民 或 農 民 團 體 辦 理 農 產 品 共 同 運 銷 ， 出 售 其 農 產

品 ， 免 徵 印 花 稅 及 營 業 稅 。   

第 三 章  批 發 交 易   

第 十 二 條  農 產 品 批 發 市 場 為 公 用 事 業 ， 其 設 立 及 業 務 項 目 ， 由

各 級 主 管 機 關 規 劃 ， 並 得 編 列 預 算 予 以 補 助 。   

前 項 地 方 主 管 機 關 之 規 劃 ， 應 報 請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核 定 。   

第 十 三 條  農 產 品 批 發 市 場 經 營 主 體 ， 以 合 於 左 列 規 定 之 一 者 為

限 ：   

一 、 農 民 團 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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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農 民 團 體 共 同 出 資 組 織 之 法 人 。   

三 、 政 府 機 關 或 鄉  (鎮 、 市 ) 公 所 及 農 民 團 體 共 同 出 資 組 織 之 法

人 。   

四 、 農 民 及 農 產 品 販 運 商 共 同 出 資 組 織 之 法 人 。   

五 、 政 府 機 關 或 鄉  (鎮 、 市 ) 公 所 出 資 組 織 之 法 人 。   

六 、 政 府 機 關 或 鄉  (鎮 、 市 ) 公 所 、 農 民 團 體 及 農 產 品 販 運 商 共

同 出 資 組 織 之 法 人 。   

農 產 品 批 發 市 場 ， 經 營 主 體 均 不 得 以 營 利 為 目 的 ； 其 組 織 除 前 項

第 一 款 外，準 用 公 司 法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之 規 定。但 第 二 款、第 三 款 、

第 五 款 、 第 六 款 之 法 人 ， 發 起 人 人 數 及 資 格 不 受 公 司 法 第 一 百 二

十 八 條 之 限 制 。   

農 產 品 批 發 市 場 之 經 營 ， 以 合 於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第 二 款 規 定 者 為

優 先 ； 合 於 第 一 項 第 四 款 規 定 者 ， 不 得 享 有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 第 十

五 條 、 第 十 七 條 所 定 之 補 助 、 土 地 取 得 及 稅 捐 減 徵 等 優 待 。   

第 十 四 條  農 產 品 批 發 市 場 之 籌 設 ， 應 擬 具 計 畫 書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後 ， 始 得 為 之 。 籌 設 完 竣 ， 經 營 主 體 須 經

直 轄 市 、 縣  (市 ) 主 管 機 關 登 記 並 發 給 許 可 證 後 ， 始 得 營 業 。 經

許 可 營 業 後，除 報 經 直 轄 市、縣  (市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者 外，非 因 不

可 抗 力 ， 不 得 停 業 、 歇 業 。   

籌 設 農 產 品 批 發 市 場 不 依 核 定 計 畫 辦 理 者 ， 除 有 正 當 理 由 申 經 核

准 者 外 ， 由 該 管 直 轄 市 、 縣  (市 ) 主 管 機 關 廢 止 其 核 准 。   

農 產 品 批 發 市 場 人 事 、 財 務 與 業 務 之 管 理 、 市 場 結 餘 之 用 途 與 其

處 理 、 停 止 承 銷 人 交 易 期 間 、 廢 止 承 銷 人 許 可 證 及 其 他 應 遵 行 事

項 之 管 理 辦 法 ，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定 之 。   

第 十 五 條  農 產 品 批 發 市 場 所 需 用 之 公 有 土 地 ， 政 府 應 優 先 出 租

或 依 公 告 現 值 讓 售 ； 所 需 用 之 私 有 土 地 ， 由 直 轄 市 、 縣  (市 ) 主

管 機 關 協 助 洽 購 或 依 法 申 請 徵 收，並 得 使 用 依 法 編 定 之 農 業 用 地。 

前 項 用 地 非 經 主 管 機 關 許 可 ， 不 得 變 更 使 用 。   

第 十 六 條  農 產 品 批 發 市 場 使 用 之 土 地 、 建 築 物 及 設 施 由 政 府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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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 民 團 體 所 提 供 者，其 應 付 之 使 用 費，由 該 管 直 轄 市、縣  (市 ) 主

管 機 關 依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訂 定 之 額 度 內 核 定 之 。   

第 十 七 條  農 產 品 批 發 市 場 之 土 地 及 房 屋 ， 減 半 徵 收 房 屋 稅 、 地

價 稅 或 田 賦 。   

第 十 八 條  凡 合 於 左 列 各 款 之 一 者 ， 得 向 農 產 品 批 發 市 場 登 記 為

該 農 產 品 批 發 市 場 之 供 應 人 ：   

一 、 農 民 。   

二 、 農 民 團 體 。   

三 、 農 業 企 業 機 構 。   

四 、 經 直 轄 市 、 縣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之 農 產 品 生 產 者 。   

五 、 販 運 商 。   

六 、 農 產 品 進 口 商 。   

前 項 第 二 款 至 第 六 款 之 供 應 人，應 備 置 交 易 資 料；必 要 時 直 轄 市 、

縣  (市 ) 主 管 機 關 得 查 閱 之 ， 供 應 人 不 得 拒 絕 或 有 妨 礙 之 行 為 。  

未 依 第 一 項 登 記 為 供 應 人 之 農 民 ， 得 憑 其 身 分 證 向 農 產 品 批 發 市

場 供 應 其 農 產 品 。 但 農 產 品 批 發 市 場 不 得 規 定 農 民 之 最 低 供 應 數

量 。   

第 十 九 條  申 請 為 農 產 品 批 發 市 場 之 承 銷 人 者 ， 應 向 批 發 市 場 繳

納 一 定 金 額 之 保 證 金 ， 並 取 得 農 產 品 批 發 市 場 承 銷 許 可 證 。   

前 項 保 證 金 金 額 ， 由 批 發 市 場 訂 定 ， 報 地 方 主 管 機 關 核 備 。  

第 二 十 條  農 產 品 批 發 市 場 之 供 應 人 或 承 銷 人 ， 在 同 一 市 場 不 得

兼 營 承 銷 及 供 應 業 務 。   

第 二 十 一 條  農 產 品 第 一 次 批 發 交 易 ， 應 在 交 易 當 地 農 產 品 批 發

市 場 為 之 。 但 有 左 列 情 形 之 一 者 ， 不 在 此 限 ：   

一 、 農 民 團 體 共 同 運 銷 ， 直 接 供 應 出 口 或 加 工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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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農 民 以 其 農 產 品 直 接 零 售 者 。   

三 、 當 地 尚 未 設 農 產 品 批 發 市 場 者 。   

四 、 經 直 轄 市 、 縣  (市 ) 主 管 機 關 專 案 指 定 或 核 准 農 民 直 接 供 應

出 口 或 加 工 者 。   

第 二 十 二 條  凡 於 未 設 農 產 品 批 發 市 場 地 區 向 農 民 購 買 農 產 品

者 ， 應 攜 帶 販 運 商 許 可 證 ； 主 管 機 關 必 要 時 得 查 閱 之 。   

前 項 販 運 商 許 可 證 ， 應 向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市 ) 主 管 機 關 申 領 。

但 不 得 限 制 人 數 。   

農 產 品 販 運 商 申 領 販 運 商 許 可 證 之 程 序 、 應 備 具 之 條 件 、 資 本 額

標 準 、 有 效 期 間 及 輔 導 獎 勵 項 目 等 ，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訂 定 輔 導 管

理 辦 法 管 理 之 。   

第 二 十 三 條  農 產 品 批 發 市 場 為 確 保 貨 源 ， 得 視 事 實 需 要 ， 辦 理

契 約 供 應 、 保 價 運 銷 、 融 通 資 金 及 其 他 適 當 措 施 。   

第 二 十 四 條  農 產 品 第 一 次 批 發 交 易 ， 由 農 產 品 批 發 市 場 代 農 民

或 農 民 團 體 出 具 之 銷 貨 憑 證 ， 免 徵 印 花 稅 及 營 業 稅 。   

第 二 十 五 條  農 產 品 批 發 市 場 之 交 易 以 拍 賣 、 議 價 、 標 價 或 投 標

方 式 為 之 。 供 應 人 得 指 定 最 低 成 交 價 格 。   

第 二 十 六 條  農 產 品 批 發 市 場 批 發 之 農 產 品 ， 應 由 供 應 人 辦 理 分

級 包 裝 為 原 則 ； 其 未 分 級 包 裝 者 ， 得 由 市 場 代 為 之 ， 費 用 在 貨 款

內 扣 還 。   

農 產 品 之 分 級 包 裝 標 準 、 定 期 檢 查 、 獎 勵 改 進 及 包 裝 容 器 購 用 之

辦 法 ，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定 之 。   

第 二 十 七 條  農 產 品 批 發 市 場 得 分 向 供 應 人 及 承 銷 人 收 取 管 理

費 ； 其 收 費 標 準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核 定 。   

第 二 十 八 條  農 產 品 批 發 市 場 提 供 分 級 、 包 裝 、 整 理 、 冷 藏 、 冷

凍 、 製 冰 、 倉 儲 、 搬 運 、 電 宰 及 其 他 有 關 設 備 者 ， 得 依 直 轄 市 、

縣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定 之 標 準 ， 向 使 用 人 收 取 費 用 。   

第 二 十 九 條  經 營 農 產 品 批 發 市 場 者 ， 如 兼 營 其 他 業 務 ， 須 經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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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機 關 核 准 ， 其 業 務 及 會 計 應 各 自 獨 立 ， 主 管 機 關 得 隨 時 派 員 稽

查 。   

第  三 十  條  農 產 品 批 發 市 場 ， 應 將 本 場 及 其 他 重 要 市 場 之 當 日

交 易 價 格 及 數 量 ， 於 市 場 內 明 顯 處 公 告 之 。   

第 三 十 一 條  農 產 品 批 發 市 場 經 營 不 善 者 ， 直 轄 市 、 縣  (市 ) 主

管 機 關 得 命 其 改 善、整 頓；必 要 時 得 報 請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命 其 改 組 、

依 法 合 併 或 廢 止 其 經 營 許 可 證 。   

第 四 章  零 售 交 易   

第 三 十 二 條  凡 銷 售 農 業 品 之 零 售 市 場 ， 應 向 直 轄 市 或 縣  (市 ) 
主 管 機 關 登 記 。   

第 三 十 三 條  尚 未 設 農 產 品 批 發 市 場 之 地 區 ， 農 民 或 農 民 團 體 得

與 零 售 商 、 零 售 商 團 體 訂 定 契 約 ， 供 應 其 所 需 要 之 農 產 品 。   

第 三 十 四 條  為 維 護 國 民 健 康 ， 配 合 產 銷 ， 促 進 售 價 及 利 潤 之 合

理，直 轄 市 或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對 農 產 品 零 售 交 易 應 予 輔 導 管 理 。 

第 五 章  罰 則   

第 三 十 五 條  違 反 第 六 條 、 第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者 ， 處 新 臺 幣 六

萬 元 以 上 三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其 領 有 許 可 證 者 ， 並 廢 止 許 可 證 。  

第 三 十 六 條  違 反 第 二 十 條 、 第 二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 第 二 十 九 條 或

第 三 十 二 條 規 定 者 ， 處 新 臺 幣 六 千 元 以 上 三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其 領

有 許 可 證 者 ， 並 得 廢 止 許 可 證 。   

第 三 十 七 條  有 左 列 情 事 之 一 者 ， 處 新 臺 幣 三 千 元 以 上 一 萬 八 千

元 以 下 罰 鍰 ； 其 領 有 許 可 證 者 ， 並 得 廢 止 許 可 證 ︰   

一 、 違 反 第 十 八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者 。   

二 、 違 反 第 二 十 一 條 規 定 者 。   

三 、 將 販 運 商 許 可 證 、 承 銷 人 許 可 證 供 他 人 使 用 者 。   

第 三 十 八 條  本 法 所 定 之 處 罰 ， 由 直 轄 市 或 縣  (市 ) 主 管 機 關 ，

逕 行 查 明 後 處 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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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十 九 條  依 本 法 所 處 之 罰 鍰 ， 拒 不 繳 納 者 ， 移 送 法 院 強 制 執

行 。   

第 六 章  附 則   

第  四 十  條  （ 刪 除 ）   

第 四 十 一 條  （ 刪 除 ）   

第 四 十 二 條  本 法 施 行 細 則 ，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定 之 。   

第 四 十 三 條  本 法 施 行 日 期 ， 由 行 政 院 以 命 令 定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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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臺北市市有財產委託經營管

理自治條例 

中華民國八十七年九月十日臺北市政府(87)府法三字第八七０六四二四八０

０號令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九十四年八月三日臺北市政府(94)府法三字第０九四一五五五五八

００號令修正公布（原名稱：臺北市市有財產委託經營管理辦法）  

中華民國九十五年九月十八日臺北市政府(95)府法三字第０九五三二三五四

五００號令修正公布第十五條條文 

 

第  一  條    臺北市政府（以下簡稱市政府）為加強臺北市市有財產（以

下簡稱市有財產）之管理及增進市有財產營運效益，特制定本自治條例。 

市有財產之委託經營管理，依本自治條例之規定；本自治條例未規定者，適 

用其他法令之規定。 

第  二  條    本自治條例所稱委託經營管理，係指市政府委託機關（以下

簡稱委託機關）將市有財產以現況委託受託人營運，受託人應負市有財產保

管維護責任，並得依產品消費或服務內容對外收取相關費用。 

本自治條例所稱回饋金，係指受託人採回饋方式由經營利潤中提撥之金額，         

以作為回饋委託業務建設財源。 

第  三  條    市有財產委託經營管理，以市有財產之管理機關為委託機關。 

第  四  條    市有財產得提供委託經營管理之項目如下： 

   一  教育文化：幼稚園、兒童遊戲場、博物館、動物園、運動體育設施、

社會教育機構。 

   二  農、林、漁、牧產：農、林、漁、牧產製造、展示、批發場、休閒農

場。 

   三  社會福利：社會福利服務設施、殯葬設施。 

   四  衛生醫療設施。 

   五  公害防治：廢棄物回收處理場、污水處理廠、垃圾處理場、焚化廠、

垃圾掩埋場封閉後再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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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  道路交通：公路及市區客運路權或相關設施（含公車調度站及修理

廠）。 

   七  休閒遊憩：觀光夜市、遊憩設施、公園、民俗技藝表演等場所。 

   八  其他市有財產經市政府指定供特定目的使用者。 

第  五  條    受託人對於受託業務須獨立設帳並自負盈虧，委託機關不給

予任何經費補助。但屬公益性之委託業務或受託人願出資改善原有設施，經

核確能提昇服務品質者，委託機關得就其業務性質或個案給予補助。 

前項補助金額由委託機關擬訂報市政府後，送市議會依預算程序辦理。 

第  六  條    市有財產委託經營管理應由委託機關擬訂委託計畫或要點，

由市政府送請市議會審議同意後實施。但委託經營未涉及組織員額裁併且財

產價值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或本自治條例修正前已實施之委託經營案件，不

在此限。 

前項但書情形應送市議會備查。 

第  七  條    委託計畫或要點之內容應包括下列事項： 

    一  委託經營管理之目的、標的、項目、範圍。 

    二  委託方式。 

    三  委託機關可提供之資源及經費補助金額。 

    四  委託經營管理保證金、租金、使用費、回饋金及權利金底價之計算

標準（包括回饋金、權利金底價之減免及預估計收百分比）。 

    五  受託人之權利義務（包括應投資之資金、應負擔之費用支出及其他

權利義務等）。 

    六  委託經營管理期限。 

    七  受託人對外收費項目及標準。 

    八  受託人應備資格及條件。 

    九  委託經營管理之督導與獎勵。 

    十  委託經營管理之效益分析（包括經濟、社會、成本效益及投資報酬

率）。 

    十一  委託契約草案。 

    十二  其他相關事宜。 

第  八  條    市有財產委託經營管理除法令規定應收取租金或使用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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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應依下列規定計算回饋金或權利金底價： 

    一  經核定受託人對外收費項目及標準得自行設定者，其權利金底價依

下列標準擇一計算： 

       （一）依本市市有房地出租租金計收基準計算。 

       （二）依市政府投資成本回收、市政府自行經營（預期）營運利益及

受託業務實際利潤分成總和計算，其計算方式如下： 

            1.市政府每年投資成本回收為（建物工程經費／使用年限）與

（設備成本／使用年限）及市政府負擔之各項稅捐之總和。 

            2.市政府自行經營（預期）營運利益為過去三年平均（或預估）              

自行營運收入扣除過去三年平均（或預估）自行營運成本。

但營運收入低於營運成本時，營運利益以零計算。 

            3.實際利潤分成為受託人當期實際營運收入扣除當期實際營運

成本（不含所得稅費用）、支付市政府投資成本回收及支付市

政府自行經營（預期）營運利益後餘額之百分比計算。但上

述餘額為負數時，實際利潤以零計算。 

    二  經核定受託人對外收費項目及標準須由市政府設定之公益性或非以

營利為目的之委託案，其回饋金或權利金底價為市政府自行經營（預

期）營運利益與受託業務實際利潤分成之總和。其計算方式如下： 

       （一）市政府自行經營（預期）營運利益同前款第二目計算方式。 

       （二）實際利潤分成為受託人實際營運收入扣除實際營運成本（不含

所得稅費用）及支付市政府自行經營（預期）營運利益後餘額

之百分比計算，但上述餘額為負數時，實際利潤以零計算。 

    三  委託經營管理項目經核定受託人不得對外收取費用者，免收權利金。 

第  九  條    受託人對外收費項目及標準須由市政府設定者，其受託前已

有收費標準之項目，應依原有收費標準辦理，但受託人於委託經營期間得經

市政府同意後比照公營機構收費標準或消費者物價指數調整；受託人因投資

相關設備擬增加收費項目或部分項目自訂收費標準時，其投資計算及收費標

準應送委託機關報經市政府核准後實施。 

第  十  條    市有財產委託經營管理應以公開方式為之。申請受託經營者

應備妥經營計畫書、財務計畫表及相關文件送委託機關會同市政府各相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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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審查合格後，由委託機關視其委託業務性質及回饋金或權利金底價，就下

列方式擇一辦理： 

    一  公開競標：由審查合格之申請人公開競標，並以回饋金或權利金金

額或利潤分成百分比最高者得標。但回饋金或權利金低於第八條規

定底價未達百分之十，應敘明理由，報經市政府核准後決定是否得

標；其低於底價百分之十以上者，應送請市議會審議。 

    二  公開甄選：由委託機關依個案召集業務相關人員、專家學者共同甄

選，業務人員及專家學者人數均不得低於審查人數三分之一。委託

業務經核定受託人全部對外收費項目及標準得自行設定，應選用公

開競標方式，不得公開甄選。 

    農產品批發市場之委託經營管理，所提經營計畫及相關資料，經評審結

果，均達相同之標準或評等者，以農民團體或農民團體共同出資組織之法人

為優先。 

第 十一 條    市有財產委託經營管理時，委託機關應與受託人簽訂委託契

約，該契約應報請市政府核准並經法院公證。 

第 十二 條    市有財產委託經營管理應於契約書中載明下列事項： 

     一  委託案名稱。 

     二  委託人、受託人全銜。 

     三  委託經營管理之標的、設施清冊、維修管理、保險、稅捐及損害賠

償之規定。 

    四  委託經營業務、項目、範圍、原則。 

    五  委託期限。 

    六  受託人對外收費項目及標準。 

    七  受託人應繳租金、使用費、回饋金及權利金、保證金。 

    八  雙方權利義務（包括受託人應投資之資金、應負擔之費用支出及其

他權利義務等）。 

    九  對於第三人權益及公共安全之保障。 

    十  受託人對於委託機關每年實施定期或不定期之查核，不得拒絕。 

    十一  受託人每年對於受託業務之損益表、資產負債表等財務決算報表

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並送市政府查核後報市議會備查。但受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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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非營利法人或團體時，財務決算報表得不經會計師簽證。 

    十二  違反契約應負之責任或罰則。 

    十三  委託內容變更之規定。 

     十四  委託契約終止、解除、續約之要件。 

     十五  雙方應遵守之規定。 

     十六  受託人所提經雙方協商修正後之經營計畫契約之附件與契約同

等效力。 

     十七  其他約定事項。 

第 十三 條    市有財產委託經營管理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委託機關得終止

或解除契約： 

    一  為配合政策需要收回自行處理者。 

    二  市有財產用途變更者。 

    三  委託經營管理之原因消滅者。 

    四  都市計畫變更者。 

    五  受託人有應改善事項，經委託機關通知限期改善而不改善或經改善

仍不符委託機關要求者。 

    六  違反目的事業相關法令規定者。 

    七  違反本自治條例之規定者。 

第 十四 條    委託經營管理之市有財產應限作為辦理委託業務使用，受託

人並應善盡管理責任，如有轉委託（限附屬業務）、增加設施或變更原有設施

等行為，應經委託機關報經市政府核准。 

第 十五 條    受託人在委託期間屆滿時如欲續約，應於契約屆滿前三個

月，將經營管理成效擬具工作報告送委託機關審議，經審議確屬營運績效良

好者，報經市政府核定後為之。其委託期間合計以九年為限，屆滿九年時，

應依第十條規定辦理。 

    受託人係由政府投資成立，其投資比例在百分之四十以上，成立目的在

於經營該受託業務，且營運績效良好，並經市議會同意續約者，得不受前項

規定之限制。 

    依第二項規定辦理續約者，滿三年時，應送市議會備查；滿六年時，應

送市議會同意。其後之續約，比照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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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六 條    委託期滿不再續約或終止、解除契約時，受託人應將受託財

產與委託經營期間增加之所有財產、資料及全部經營權返還及點交委託機

關，不得要求任何補償。但委託機關於許可增、改建或添購時，同意受託人

取回者，不在此限。 

    前項情形經委託機關通知限期點交返還，逾期未點交返還者，委託機關

得依行政執行法規定強制執行。 

第 十七 條    委託機關得訂定獎勵措施，對辦理受託業務績效卓越之受託

人予以獎勵。 

第 十八 條    市政府所屬機關所管有之市有財產經委託經營管理後，其組

織規程及編制表應於三個月內送市議會修正、廢止或停止適用。 

第 十九 條    本自治條例自公布日施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