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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行政院宣示2020年推動雞蛋全面洗選，但因飼養環

境老舊、設備成本高、產業資金不足、洗選技術不成熟、冷

鏈不完善、禽流感疫情影響供應等多重因素，政策暫緩。

• 時至今日，當時影響推動雞蛋洗選之因素或疑慮，是否已經

獲得解決? 抑或時機是否成熟? 國人是否已能夠接受並支持

雞蛋全面洗選? 

推動全面洗選是否除了衛生及食品安全，對業者或產業而言，

是否另有其他重要的意義? 以及若要推動雞蛋全面洗選，

應該需要有何種配套措施或策略? 是為本計畫之研究目標。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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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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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獻蒐集與政策比較

● 蒐集國內外相關研究文獻，盤點影響政策

推動的關鍵因素。

● 比較國內外洗選蛋產業政策計畫，了解推

動方式與成效。

2.關鍵影響因素分析
● 運用文獻與產業分析，確立影響全面洗選

政策的主要因素，作為問卷設計基礎。

3.問卷調查設計
● 消費者問卷調查：設計問卷內容與範圍，

分析接受度與支付意願。
● 業者意見調查：設計內容與綱要，了解業

者對政策的期待與建議。

4.專家檢核與問卷前測

● 2024/6/24：專家檢核會議，檢討問卷細
部設計與發放方式。

● 2024/7/11：預試問卷信效度專家覆核，
調整內容以提升調查可靠性。

● 2024/8/29: 基金會期中報告



工作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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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問卷調查與結果分析

● 意見與問卷收集：完成與消費者調查

1919份與業者19份。

● 調查結果分析：彙整數據，撰寫初稿報

告。

● 2024/12/17: 期末審查會議

6.產官學專家座談
● 2024/12/19：舉行產’官’學’座談，蒐

集各界意見，充實優化報告內容

7.結案報告 ● 撰寫研究結案報告，提出達成雞蛋洗選
政策推動建議



包括現代化飼養產蛋方式、自動集蛋、洗選場設備規模、

食用噴印油墨、破蛋篩選、清潔包裝及冷鏈設備等。目前洗

選體系已然建立，大部分問題已解決。

政府實施了洗選鮮蛋溯源標示政策、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

指引、推動CAS標章和產銷履歷驗證等。同時提供多項補助

計劃，引導業者進行現代化設備升級。

禽流感疫情導致雞蛋供應短缺，蛋價大幅波動，滯銷時又可

能供過於求，引發市場混亂。同時，食品安全問題是民眾關

注的重點，探討推動雞蛋洗選政策是否因提高食安而獲得更

多支持，並超越對成本增加的擔憂，具有研究價值。

一、雞蛋洗選政策影響因素分析

1. 是否建立完整洗選體系

2. 推動時程時機是否配套

3. 雞蛋供需不穩食安問題

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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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可參考與借鏡美日韓之強制洗選制度，但需要消

費民眾之認知與支持，以及業者之產業升級配合。

民眾對洗選蛋的認知、購買行為、食品安全意識等，

都會影響政策推動。關鍵問題包括是否了解洗選蛋優

點、是否願意接受價格上漲、對不同餐飲業者的要求

雞蛋洗選政策影響因素分析

4. 國外洗選蛋政策之參考

5. 民眾對洗選蛋政策
是否支持

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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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洗選蛋廠是否能配合政府
食安產業升級政策

洗選蛋廠的現代化設備、食品安全意識、冷鏈設施配

備、溯源系統登錄等，都是影響政策成功的關鍵。業

者對政府政策的了解和支持態度，以及對產業升級的

責任感，也至關重要。



消費者問卷設計七大部分:
1.雞蛋購買行為與食用偏好
2.對洗選蛋政策的看法(前測)
3.洗選蛋的認知
4.購買雞蛋或洗選蛋的影響因
素
5.洗選蛋政策的態度
6.政策認知與態度變化評估
7.個人基本資料

業者問卷則涵蓋市占率、食品
安全及政策認知等方面。

於6月26日舉辦問卷設計專
家檢核會議，邀請相關領
域專家針對問卷內容進行
檢核及建議，確保問卷的
有效性和可靠性。會議中
討論了問卷的結構、問題
設計及應用的可行性。

於7月11日進行問卷前測信
效度專家意見會議，收集
專家對前測結果的意見，
並根據反饋進行問卷的調
整和優化，以提高問卷的
信效度使後續分析準確。

問卷設計 專家檢核會議 問卷前測信效度會議

根據問卷設計，預計將進
行消費者及業者的問卷調
查分析，結合數據統計分
析技術，形成結論以參考
作為支持雞蛋全面洗選政
策的推動和改進。

預計調查分析結果架
構

消費者問卷設計草案
業者問卷設計的草案

專家檢核會議紀錄
專家建議結論整理

前測結果報告
問卷調整建議

調查分析架構
數據分析計畫

設計調查

業者意見調查及消費者問卷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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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調查

專家學經歷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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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四薰博士
臺北商業大學企管系助理教授，專長統計分析、個案研究(企業溫室氣
體盤查與綠色行動、元宇宙)、企業創新與管理

張朝清博士 臺北教育大學副教授，專長統計分析、科技管理、產業個案研究

廖震元博士 農科院動物所主管職，專長畜牧學、動物福利、經濟動物、友善畜牧

魏恒巍博士
臺灣大學動物科學技術學系副教授，專長家禽學、營養學、飼料學、
牧場實習學

龔榮太高級專員 中央畜產會，產業經歷三十多年曾任家禽組長



設計調查 6月26日專家檢核會議

相關領域專家針對問卷內容進行檢核及建議，確保問卷的有效性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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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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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專家會議簽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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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專家會議問卷題目檢核



設計調查

• 專家意見會議，收集專家對前測結果的意見，
並根據反饋進行問卷的調整和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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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問卷前測信效度會議



設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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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問卷各縣市回收數

2. 調查執行方案

3. 調查發放策略

4. 依縣市人口比例發放

5. 前測分析、信效度確信

7月11日問卷前測會議簽到紀錄



執行成果：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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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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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分析

消費者問卷調查分析架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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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問卷樣本描述統計：調查涵蓋1919位受訪者

1.性別與年齡分佈 ● 男性占45.7%，女性占54.3%。主

要年齡群體為30-49歲，反映中壯

年消費者對食品安全高度關注。

2.教育程度與職業 ● 51.7%擁有大學學歷，32.9%具研

究所以上學歷。服務業、製造業和

軍警公教為主要職業群體。

3.家庭結構與收入 ● 三至四人家庭占51.4%。54.0%為

雙薪家庭，31.8%月收入介於4-6萬

元。這反映穩定的經濟基礎。

問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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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高支持率 ● 消費者支持政府推動雞蛋全面洗選

55.7% 完全支持
24.5% 比較支持

● 消費者 80.2% 表示支持政策

74.4%穩定支持
● 重複調查後仍維持的高支持度

顯示政策具穩定性。

問卷分析

政府支持度分析說明



問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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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雞蛋買管道 (複選人次) 分析顯示約66%消費者已有購買洗選蛋

傳統市場/雜貨店 812

超市(全聯/美聯社/農會) 1259

量販店(大潤發/家樂福/愛買) 446

便利商店(7-11/全家/萊爾富) 148

網購 39

團購 229

洗選蛋 / 未洗選蛋

(1) 超市/傳統 =1.55倍
60% vs 40%

(2) 超市量販便利人次
/傳統網購團購人次
= 1.7 倍
63% vs 37%

(3) 1336人/689人=1.94

66% vs 34%



問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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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更安全衛生 (1719)

2.外觀更乾淨 (1586)

3. 認知價格更高 (1094)

4.包裝衛生/安全 (1221/867)

其他: 營養價值 (120)
價格合理 (157) 口感
(61) 認知較低

洗選蛋殼噴印意義

約有40%受訪者知道

60%並不瞭解其意義

消費者洗選蛋認知 (受訪人次)項目分析



問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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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類
新鮮度(4.61)、食品安全(4.59)、保存期限(4.58)

4.59分

品質認證類
標章認證(4.34)、品牌信譽、溯源資訊、洗選情況

4.32分

經濟考量類
價格承受(4.26)、促銷活動(4.07)

4.17分

品質特性類
外觀顏色3、蛋黃顏色、蛋的大小

3.86分

消費者購買蛋品因素分析



問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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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承受能力

71.0%消費者願意接受10%以
內的價格溢價。

安全優先

82.5%受訪者認為安全重於價
格考量。

支付意願

84.8%消費者願意為洗選蛋支
付較高價格。

消費者對價格敏感度與支付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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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
前測(80.2%)/後測(74.4%)

應洗選
前測:

支持推動

後測:    

最終支持

百貨美食街 91.4% 92.4% 88.7%

餐飲業 90.4% 91.4% 88.1%

烘培業 89.3% 90.5% 87.1%

大賣場 88.5% 90.9% 85.9%

早餐店 88.1% 89.5% 86.0%

夜市 84.5% 86.8% 83.1%

消費者認為餐飲業者應使用洗選/支持推動洗選比較問卷分析



問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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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食品安全標準
90.6%認為政策有助於降低細
菌感染風險。

產業發展升級
42.2%認為政策可推動產業升
級，提升國際競爭力。

降低疾病傳播
68.8%認為可有效降低食源性
疾病傳播可能性。

改善公共健康
74.0%期待改善整體衛生條件
促進公共健康。

不支持原因: 成本提高 (62%)、小規模農戶衝擊(45.9%)、擔心政策執行
監管困難(38.9%) 、增加水資源和環境負擔(22.9%)、增加食物浪費(19.9%)

消費者對政策支持動機分析



問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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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衛生安全

93.2%認為政策能提升衛生安
全。

支持度提升

63.2%表示調查後對政策的支
持度有所提升。

認知提升

66.2%表示洗選認知有顯著或
明顯增進。

調查過程本身具有教育效果，有助於提高消費者對政策的認知和支持

洗選政策整體推動支持度

前測: 80.2% 後側: 74.4%

消費者對政策影響與認知變化



問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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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佔率

食品安全

政策認知

洗選政策
建議配套措施

政策認知與態度 洗選廠基本資料

洗選蛋業者問卷調查分結果架構



問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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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選蛋業者問卷樣本描述統計：涵蓋19家廠商訪談結果

1.產業結構

● 畜牧場占42.1%

● 食品公司36.8%

● 洗選廠21.1%

● 成熟與新興業者並存，57.9%擁有

5年以上經驗。

2.產能規模

● 63.2%廠商日產量達10萬顆以上

● 中型廠商占10.5%

● 小型廠商約26.4%



問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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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政策支持
● 89.4%廠商支持推動洗選蛋政策

52.6%表示非常支持。

協會認同度
● 94.7%支持協會推動政策，

52.6%為高度支持。

組織化程度
● 52.6%已加入台灣精緻洗選蛋品

協會，66.7%未加入者有意願加

入。

調查後政府支持度與產業組織化說明



問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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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重視度

89.4%認同為最重要目標。

溯源管理認同

100%認同政策效益，68.4%給
予最高評價。

政策監管效能

89.5%認為能有效監督品質。

食品安全與溯源管理



問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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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投資認同度

100%認同設備投資對政策推
動的重要性，63.2%表示非常
認同。

實驗設備配置

78.9%表示設備完善，平均分
數達4.16分。

冷鏈系統建置

94.8%已投資冷鏈設施，63.2%
評估為非常完善。

設備投資與品質管理



銷量提升

84.2%對政策帶動銷量持正面態度。

問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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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價格策略

47.4%建議溢價30%以上，26.3%建議控制在10%以內。

消費者接受度

78.9%對消費者接受度有信心，42.1%非常有信心。

市場發展預期



問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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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鏈運輸

73.7%指出冷鏈運輸保鮮問題

價格壓力

47.4%表示價格受到現有報價制
度壓抑。

冷鏈倉儲

52.6%關注冷鏈倉儲設施不足

設備投資

57.9%提到洗選設備投資金額過
大。

產業面臨的主要挑戰



問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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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消費者科普宣傳 89.5%期待政府加大力度。

完善法規標準 63.2%希望相關法規更加完善。

市場開拓支持 52.6%期待品牌建立支持。

設備技術獎勵 47.4%希望獲得補助。4.

政府支持需求



問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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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1.產業基礎完善 ● 洗選體系已建立，硬體設備及管理系

統逐步到位。

2.推動時機成熟 ● 消費者支持度高，政府配套措施完善

3.食安意識提升 ● 消費者願意為食品安全支付更高價格

4.政策方向明確 ● 建議參考美日韓模式，實施強制或擴

大洗選政策。



本研究效益如下：

• 得知廣大消費民眾對政府推動雞蛋洗選政策的高支持度

• 得知業者對政府食品衛生安全政策的高支持度

• 了解推動雞蛋全面洗選政策的時機已經成熟

• 了解持續改進產業升級並促進雞蛋洗選品質衛生的關鍵因素

• 建議政府如何達成推動雞蛋洗選政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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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效益



消費者調查顯示80.2%的支持

率，產業調查呈現89.4%的支

持度。即使深入思考後，支持

率仍維持在74.4%的高水平。

高度支持

結論 消費者支持與食品安全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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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為核心

安全衛生因素獲得最高評分(平

均4.59分)，超過價格等其他考

量。89.4%的廠商認同食品安

全為政策核心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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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接受度
● 84.8%消費者願意支付較高價格

71.0%接受10%以內溢價。

產業基礎設施
● 94.8%廠商已建置冷鏈設施，

78.9%配備完善實驗設備。

產能規模
● 63.2%廠商日產量達10萬顆以上

顯示充足供應能力。

結論 市場接受度與產業準備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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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期待
● 90.2%消費者認為政策有助加強

監管力度。

追溯系統
● 56.4%消費者期待強化溯源系統

產業組織化
● 52.6%廠商已加入行業協會，

66.7%表達加入意願。

結論 監管體系與產業組織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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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鏈運輸保鮮
● 73.7%廠商指出冷鏈運輸保鮮問

題，需要加強冷鏈物流體系建設

設備投資金額
● 57.9%廠商關注設備投資金額，

建議提供設備補助和融資支持。

倉儲設施與通路成本
● 52.6%提到倉儲設施與通路成本

問題，需要優化物流網絡。

消費者教育
● 89.5%的廠商期待加強消費者教育

結論 執行方向與政府支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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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貨美食街 91.4%

餐飲業 90.4%

烘培業 89.3%

夜市 84.5%

教育宣導成效顯著：33.7%消費者認知顯著提升，32.5%有明顯增進47.3%

廠商表示認知提升，63.2%態度改變明顯。

結論 需政府推廣與說明業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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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建議

47.4%的廠商建議溢價30%以

上，反映成本壓力

平衡策略

在價格管理方面需要建立合理

的價格調整機制，平衡產業發

展與市場接受度。

消費者接受度

71.0%消費者傾向接受10%以

內的漲幅，顯示價格敏感性。

結論 價格策略與市場平衡



檢討與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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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教育不足

20.7%消費者表示對洗選蛋認

知無明顯改變，反映日常教育

宣導不足。

監管體系需強化

47.4%廠商擔憂政策執行和監

管困難，反映現有機制有待完

善。

產業面臨多重挑戰

73.7%廠商指出冷鏈運輸問題

57.9%提到設備投資負擔。

價格預期差異大

47.4%廠商建議溢價30%以上

71.0%消費者僅接受10%以內

漲幅。

主要挑戰與改進方向



設計多元化教育方

案，包括學校食農

教育、社區宣導活

動、媒體科普等。

設立專項扶持計畫

，提供技術輔導、

設備補助、融資支

持等針對性措施。

強化消費者教育 加強產業支持

建立更嚴格監管標

準，完善追溯系統

，加強執法力度。

優化監管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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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合理的定價機

制系，包括成本核

算標準、價格監測

機制、調節基金等

完善價格管理機制

檢討與改進 政策調整與建議方向



問卷調查
綜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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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觀點

74.4%消費者支持政策，主要
關注食品安全（90.6%）和公
共健康（74.0%）。然而，
62.0%擔憂價格上漲，45.9%

關切小農權益。

廠商觀點

68.4%廠商支持政策，重視溯
源管理（78.9%）和品質標準
化（52.6%）。但47.4%擔憂
執行困難，36.8%憂慮成本增
加。

全面洗選政策：消費者與業者意見綜整分析



問卷調查
綜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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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溝通與教育

加強消費者對溯源管理的認知，
縮小與廠商的16%認知差距。
舉辦開放日活動，增進雙方理
解。

漸進式推動策略

保留部分傳統市場空間，逐步
引導消費習慣改變，滿足
16.9%消費者對多樣性的需求。

技術創新與環保

推動綠色生產技術研發，如水
資源循環系統，回應22.9%消
費者的環保顧慮。

經濟支持措施

設立專項基金支持小農轉型，
考慮補貼或稅收優惠降低廠商
成本壓力。

全面洗選政策：政策推動與建議



Thank you

47


	投影片 1
	投影片 2
	投影片 3: 目次
	投影片 4: 前言
	投影片 5: 工作實施要點
	投影片 6: 工作實施要點
	投影片 7: 一、雞蛋洗選政策影響因素分析
	投影片 8: 雞蛋洗選政策影響因素分析
	投影片 9
	投影片 10
	投影片 11: 6月26日專家檢核會議
	投影片 12: 6月26日專家會議簽到紀錄
	投影片 13
	投影片 14
	投影片 15
	投影片 16:    執行成果：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投影片 17
	投影片 18: 消費者問卷樣本描述統計：調查涵蓋1919位受訪者 
	投影片 19
	投影片 20: 消費者雞蛋買管道 (複選人次) 分析顯示約66%消費者已有購買洗選蛋
	投影片 21
	投影片 22
	投影片 23
	投影片 24
	投影片 25
	投影片 26
	投影片 27
	投影片 28: 洗選蛋業者問卷樣本描述統計：涵蓋19家廠商訪談結果 
	投影片 29
	投影片 30
	投影片 31
	投影片 32
	投影片 33
	投影片 34
	投影片 35: 結論與建議 
	投影片 36: 成果效益
	投影片 37
	投影片 38
	投影片 39
	投影片 40
	投影片 41
	投影片 42
	投影片 43
	投影片 44
	投影片 45
	投影片 46
	投影片 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