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規名稱：農產品市場交易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8 年 07 月 17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08年 7月 17日總統華總一經字第 10800070521號令修正公布第 6、35條

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中華民國 108年 8月 5日行政院院臺農字第 1080025834號令發布定自 108年 8月

15日施行

中華民國 112年 7月 27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1125014346號公告第 2條、第 3條第

1款、第 4條、第 5條、第 8條第 1項、第 4項、第 12條、第 13條第 1項第 3款

、第 5款、第 6款、第 14條第 3項、第 15條第 2項、第 16條、第 22條第 1項、

第 3項、第 26條第 2項、第 27條、第 29條、第 31條、第 42條所列屬「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之權責事項，自 112年 8月 1日起改由「農業部」管轄

   第 一 章 總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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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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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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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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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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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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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人不得故意散播影響農產品交易價格之謠言或不實訊息。

   第 二 章 共同運銷

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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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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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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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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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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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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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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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條

農產品批發市場經營主體，以合於下列規定之一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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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團體或農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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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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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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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條

農產品批發市場使用之土地、建築物及設施由政府或農民團體所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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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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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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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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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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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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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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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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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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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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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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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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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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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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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條

經營農產品批發市場者，如兼營其他業務，須經主管機關核准，其業務及

會計應各自獨立，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稽查。

第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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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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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條

凡銷售農產品之零售市場，應向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登記。

第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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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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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條

違反第六條第一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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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反第六條第二項規定，足生損害農產品運銷秩序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

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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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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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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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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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條

（刪除）

第 41 條



（刪除）

第 42 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43 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