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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欲以 1951 年聯合國國際兒童緊急救援基金會捐助脫脂牛奶為始，1972 年終止

聯合國國際組織之援助，自行辦理營養午餐計畫為終，回溯台灣營養午餐之起源與供應

初期，營養午餐的轉變與影響。本研究主要發現有四：第一，在歐洲的營養午餐係因應

社會福利與援助的概念為前提之下，1951年聯合國捐贈奶粉至台灣推定為營養午餐的開

端。承續脫脂奶粉的捐贈，1960年代的「午膳湯」計畫援助的單位與食材的來源較脫脂

奶粉時期多元，同時培養學生營養與農業的概念。第二，1961-1964 年營養午餐在尋求

並期待美方援助的同時，已從 1950年代營養教育的宣導推廣，轉為積極主動籌劃實施營

養午餐計畫。第三，1964-1968 年美國正式援助台灣物資，教育廳眼見國民義務教育即

將實施，且營養午餐能夠有效提升就學率，因此向聯合國世界糧食方案提出五年計畫，

然而因台灣退出聯合國，故於 1972年提前結束。第四，如黃豆、小麥等等美援物資進入

台灣時，營養午餐做為消耗食物的管道之一，在麵食推廣運動中，就實際供應層面而言，

政府與美方共同扶植企業創立麵食公司，學校直設麵食中心規模化生產麵食，三方共同

形成營養午餐的主食及菜色，使台灣人在飲食習慣上由米食專一變為米麵共食。 

關鍵字：營養午餐、營養午餐計畫、美援、麵食推廣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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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感謝《台灣學誌》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指正、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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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學校營養午餐研究現況與重要性 

學校午餐是每天 180萬國中小生在校期間師生必須共度的一餐，目前在台灣國中小

學的學校團體供餐主要以學校公辦公營、公辦民營、他校中央廚房及團膳公司供餐為主。

由營養師或午餐秘書開立菜單，學校廚房或團膳公司廚師在中午前準備好飯菜送至教

室，學生自備餐盒和餐具，排隊由輪值的同學打菜，接著回到位子上準備開動。 

「老師、同學，請慢用，開動！」這是現今學生在打好飯菜後最常說的開飯詞，餐

盤上的三菜一湯，有時會搭配水果或乳製品，是經過營養計算，且符合各縣市規範的成

本，讓學生藉由午餐攝取均衡的營養，保障孩子們健康成長。1960 至 1980 年代，營養

午餐尚未全面供應，學生大多是從家中帶便當到學校，受訪者 A1 回憶就讀的學校沒有

廚房，也沒有供應午餐，午休時間會讓學童回到家中吃午餐或者帶便當，午休結束後再

到校上課。據 1961年自國校畢業，現年 75歲的受訪者 A3表示，當時由母親準備便當，

帶至學校的蒸飯箱中炊煮，內容通常為米飯、甘藷乾、青菜，偶爾才會有荷包蛋或豆干

等蛋白質補充。 

從何時開始台灣學生從自備午餐到校變成吃學校供應的午餐？其形成過程為何？

營養午餐的型態究竟如何從自行帶便當，演變成現在能夠供應全國的團體供餐？除了供

餐型態之外，營養午餐作為政府實施之政策，1951 至 1972 年間，在歷經戰後重建、美

國援助及退出聯合國的背景下，有何變與不變？ 

有關學校營養午餐的歷史研究目前有三：吳仁宇（2013）以政府頒布之法規及政策

為主要討論的對象，分為法規、補助餐費、人力與設備、供應營養基準與教育、管控與

考核五大部分，並希冀藉由歸納政策至上述五種類別的狀況提供未來對於學校營養午餐

的建議方針。吳佩陵（2015）爬梳 1951-2014 年學校午餐的形塑和發展，並透過文獻分

析、半結構式訪談等方法，將營養午餐的歷史分為營養建構與飲食產業的互動（1951-1972

年）、因應社會需求的午餐產業（1973-1999 年）、學校午餐的營養與教育之再建構

（2000-2014 年）三階段，是目前較為完整論述學校午餐歷史的研究。王文昕（2018）

將營養午餐分為美援、1970至 1980年代工商業時代與學童午餐問題、1990年代之後的

肥胖問題等階段，以政府檔案與新聞報導說明社會變遷與學校營養午餐的關聯，和吳佩

陵（2015）的分期大同小異。唯一差異在於 1990-1999 年，吳分析由於婦女勞動參與率

高，使得學校午餐產生需求，進而產業化、一致化的過程。然而，王文昕（2018）則將

1990年代至現今歸納成一階段，點出現時團膳供餐品質下降、兒童營養過剩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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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則研究以不同研究方法和論述方式撰寫學校午餐歷史，吳仁宇（2013）雖為

學術期刊文章，但將學校午餐之重大事件以條列式呈現，做為未來學校午餐政策發展之

參考；而吳佩陵（2015）則為未出版之碩士論文，王文昕（2018）則是投稿於歷史科普

網站，對於學校午餐之歷史，以及背後的涵義之深度論述與研究目前仍尚未完成。因此，

本研究參考上述之過往研究，透過蒐集報章雜誌、政府檔案與大型數據資料，並於 2023

年實施初步訪談，蒐集受訪者當時就讀國校或國小時自備便當或吃營養午餐的經驗（如

表一），以回溯台灣學校午餐之供餐型態與意義之變遷，補足台灣餐食研究中，非家戶

或餐飲場所的供應餐食型態。另一方面，期望藉由本研究之成果，理解台灣自 1951年以

來營養午餐起源與現況的緣由。 

在名詞定義方面，本研究將 1951-1972 年之學校供餐定義為「營養午餐」，係因在

校吃午餐的形式，主要仍以學生自備便當到校為主，學校於學生的午餐時間提供部分食

物，為學生「補充營養」之意。1988年由教育廳出版之「學校午餐食譜」將正式名稱訂

為「學校午餐」，時至今日，學校供餐仍多稱或慣稱為「營養午餐」。本研究範圍以 1951

年為始，台灣省政府受贈奶粉供應各救濟院所；以 1972年為終，係因中華民國退出聯合

國，聯合國糧農組織停止援助，政府當年度決定自辦營養午餐。 

由於營養午餐在各國的起源不同，可對照與比較台灣營養午餐起始背景與形成過

程。因此，本文首先回顧營養午餐在英國、美國與日本形成之背景，再探討台灣營養午

餐的起源與形成過程。台灣營養午餐的發展分為「台灣營養午餐的起源：脫脂牛奶與午

膳湯」與「美國援助台灣營養午餐計畫」兩大部分，以脫脂奶粉和午膳湯為例，說明政

府於美援前受國際組織的協助捐贈物資到學校，學生飲用脫脂奶粉與午膳湯的情形，接

著闡述美國援助當下台灣營養午餐的形式與意義的轉變。最後說明麵食推廣運動對營養

午餐的影響，分析政府透過營養午餐消化來自美國援助的大量小麥與麵粉，進而改變台

灣人的飲食習慣。 

表一 訪談資料表 

受訪者編號 訪談日期 性別 年齡 就讀小學地點 就讀小學年代

A1 2023.10.11 男 60 台南 1971-1977 年 

A2 2023.12.31 男 69 桃園 1962-1968 年 

A3 2023.11.21 女 75 屏東 1955-196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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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世界營養午餐的形成背景 

本研究首先回顧歐洲、美國與日本營養午餐之形成背景，透過爬梳營養午餐於各國

形成的脈絡，接著再與台灣營養午餐的起源與發展初期過程對話。目前為止，最早的學

校供餐（school meal）源於 18世紀末的歐洲，由美國物理學家 Benjamin Thompson於福

利機構供應貧童及窮人約六萬人食物，此被視為學校午餐的起源（Gunderson, 2003）。 

（一） 歐洲營養午餐的形成背景 

Benjamin Thompson 原本在美國獨立戰爭中為英軍保皇派服務，原為物理學家的

他，在軍中進行火藥實驗。戰爭結束後遷居至英國倫敦以表效忠，受軍方認可並於 1784

年獲得國王喬治三世授予的爵士爵位。1785年搬遷至德國慕尼黑，受雇於神聖羅馬帝國

選帝侯 Charles Theodore的副官（Kellogg, Baynes & Smith, 1903）。為解決神聖羅馬帝國

中的貧窮問題，他一邊創立福利機構僱用成人和兒童為德國軍人製作制服，教導機構內

的孩子們閱讀、寫作和算術等學科並供應餐食，一邊進行熱力實驗研究。最終，1790年

代他發明出雙鍋爐、烤爐等能夠大量加熱製作餐點的設備，並且將加熱設備應用於其創

立的社福機構中，研發出倫福德粥（Rumford’s Soup）1並設立援助機構施粥所（soup 

kitchen），倫福德粥內含大麥、乾豌豆、蔬菜及馬鈴薯，這道融合了各種食材的粥，味

道雖然普通但禁得起長時間燉煮，能夠提供貧苦人家食用（Walker, 1996）。1799 年

Thompson 移居英國，延續其於德國實施的施粥所計畫，在英國利物浦有一街道名為「拉

姆福德街（Rumford Street）」，係由於他在 1800年代初期曾於此街附近設置施粥處因

而得名（Ellis, 1875）。 

由此可知，營養午餐結合「教育情境」與「膳食」兩種元素，也就是在受教育的時

間提供的膳食，而供應的對象必須為兒童。此外，更重要的是 Thompson 在福利機構發

起的營養午餐，能夠提供簡便的餐食使家境貧寒的童工溫飽，具有扶貧濟弱等社會救助

與福利的動機。Thompson 重回英國時仍持續設法供應倫福德粥給窮苦的民眾，同時戮

力於烹飪科學，為英國在推動社會福利的脈絡下，發展供餐系統奠定基礎。 

1870年代，英國實施《初等教育法》（Elementary Education Act 1870），希望 5-12

歲的孩童都能接受學校基本教育。然而，許多家庭因貧苦而無法準備餐點，導致學童營

養不良，入學率也隨之低迷，因此由福利機構提供貧困地區兒童營養午餐。1879年，曼

                                                      
1 Rumford為 Thompson之爵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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徹斯特地區成為國內首個由學校提供午餐的都市，當時福利機構仍為供餐的主要角色。

直到 1905年，隨著孩童就學率提升，私人福利機構無法負荷大量就學人口的膳食，英國

國會才通過《教育供餐法》（Education (Provision of Meals) Act 1906），要求地方政府解

決公立小學學生供餐問題，此時已有 365 個慈善團體提供餐點給有需要的學生，可見從

18世紀末以來由社福機構供應餐點的措施在英國各地具有普遍性。除了供餐法案之外，

1941年英國更成為世界第一個制定全國學校膳食政策的國家，該政策規範了符合學童營

養需求的飲食指南，包含學校供應的餐食熱量為 1000大卡、20至 25 克優質蛋白質與 30

克脂肪的食物（Evans & Harper, 2009; Crawley, 2005）。雖無直接文獻顯示 Thompson發

明的倫福德粥與英國營養午餐的發展有直接關聯，然而仍可從施粥所的普設，得知於學

校提供營養午餐之前，英國國內供應膳食予貧童的制度已相當健全，始能於學校供餐制

度建立時發揮功能。 

（二） 美國營養午餐的形成背景 

美國發展營養午餐的背景與英國相似，1830年代開始，美國國內發起了普及初等教

育的運動，聯邦政府和各州政府撥出大量公有土地，建立公立中學及小學，實施免費義

務教育。至 1891年已有 26 個州政府訂定了義務教育制度，同時美國費城、波士頓與密

爾瓦基市等三個工業發展地區，由民間組織自發性供應學童午餐，1918 年全國 48 州義

務教育制度皆已上路。此時許多學者及教師紛紛提出學校供應餐食可增加學生的出席

率，並且在民間團體及社會輿論之下，地方政府與教育主管機關正視學校供餐的責任，

並擴大供餐對象的範圍，將不再受限於貧苦學童。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經濟大蕭條的

1930 年代，美國政府為解決失業率過高及農產品過量兩大問題，由公共事業振興署

（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 WPA）提供學校廚房烹調及供餐服務的人力，農業部則

供給學校農產品，一方面減少社會失業率，一方面學校廚房的人力亦不再吃緊，農產品

也不會因為供過於求而價格下跌。自此，學校廚房為美國勞工提供數十萬的就業機會，

美國學校午餐成為了調節農產品供銷的重要角色（Levine, 2013）。 

從英、美兩國的營養午餐制度演進可以發現以下幾點異同：第一，兩國皆自民間救

助貧童的組織或機構發起供餐的援助行動，爾後才影響中央政府訂定相關制度；第二，

在工業革命影響烹飪工具與技術發展的脈絡下，兩國首次供應營養午餐的地點皆為發展

工業的城市，本研究認為係由於工業區生產並製造大型加熱食物的工具，導致團體供餐

的可能性提高，具有能一次供應大量餐點的設備與技術的特色，因此更能滿足當時國家

普及教育體制建立所產生的供餐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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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日本營養午餐的形成背景 

在日文中營養午餐稱作「学校給食（がっこうきゅうしょく）」，給食的意思為團

體供餐，日本主要分為工廠供餐、醫院供餐和學校供餐三大類。最初和營養午餐較為相

近的是 1806 年陷入財政危機的江戶時代，會津藩校日新館引進學校午餐的制度，提供

600 名清寒武士家庭子弟米飯、味噌湯、醃菜（藤原辰史，2018）。目前較多文獻認為

1889年日本山形縣鶴岡町創辦私立忠愛小學的僧侶利用化緣提供簡單的飯、魚與漬菜給

家境貧寒的學童才是日本學校給食的起源。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鄉村地區因戰爭呈現

民不聊生的狀況，農業為主要產業的縣市之學校或社區服務組織如廣島縣大草村的義務

獎勵會、秋田縣高梨尋常小學等，供應免費的學校給食以救濟貧困家庭的兒童（吳仁宇，

1994）。 

1923年，被譽為日本營養學之父的佐伯矩於關東大地震時，嘗試提供營養的餐點給

三餐不繼的兒童，隔年與其他專家成立日本營養協會，培育營養學人才，後續 1930年經

濟大蕭條、1931-1934 年東北地區發生農作物歉收的狀況，因此佐伯矩提出〈關於學校

給食意見書〉，希望政府能從經濟、健康和社會面向思考兒童缺少學校給食的問題，文

部科學省於是在 1932年頒布《學校給食臨時設施法》，由國庫補助三年共 210萬日幣，

供應貧困兒童的學校給食，以期改善各地學校供餐的狀況（藤原辰史，2018）。 

從上述可知，日本在 1920 年代後，自帶有救濟性質的供餐，進一步結合營養學的

概念發展學校給食，讓學生能在學校攝取適當食物份量以求營養均衡的午餐，以解決家

中經濟狀況不佳難以攜帶便當到學校的困境。同時，在同化政策中的日台共學制度下，

學校給食制度傳入台灣，1930年學校衛生技師在一次台灣學校校長出席的座談會中，提

出少棒隊中的青少年體型、能力都不具備「大和魂」，無法實踐「日本精神」，因此提

出學校需供應午餐，在當中融入日本的飲食與文化，進而成為優良國民，展現「大和魂」

所需要的能力與體魄（〈活氣溢ろ、濟美座談會〉，1930）。例如台北市旭國民學校在營

養學專家的指導下準備營養午餐，其中當天的午餐食材有蒟蒻、蓮藕、茭白筍及芋頭 

（〈すくすく育て坊や孃や〉，1943）。雖然報導中並無詳細描述食材如何變成菜色，但可

知其中蒟蒻是從日治時期隨關東煮引進台灣的食物。因此，台人學生在學校給食制度中

透過提供自日本傳進台灣的食物與飲食文化，才能擁有良好健康的身體，成為具備大和

魂的理想國民。 

據 1937 年就讀台中第一中學校（今為台中一中）學生回憶，全部學生須強制住在

宿舍中，由宿舍提供日式餐點，如味噌湯、牛肉等，以效仿日本人的生活風習，結果「部

分學生不習慣日式伙食及起居，而表達不滿和批評」（朱珮琪，2005：105）。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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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台灣與日本內地施行國民學校制度，台灣總督府發布〈台灣公立國民學校規則〉，

增置「養護訓導」照顧校內兒童的工作，取得養護訓導的工作則必須應考「學校衛生」，

當中就有「學校給食」的項目，可見當時學校已有給食制度（〈養護訓導試驗の檢定標

準〉，1941：68）。從上述日本殖民政府於台灣實施學校給食制度，引入日本食物、飲

食習慣與學校職務可知，當時總督府以學校團體供餐為手段，提供日本食物並使學生從

營養午餐中學習日本文化，於殖民地中展現國族主義，然而，台灣人面對自己不熟悉、

不習慣的食物，仍有抵抗的能動性。 

二戰結束，1951年美國與日本簽署《舊金山條約》後，隔年以美國為首的同盟國終

止對日本的占領與援助，日本雖恢復國家主權獨立的地位，學校卻也無法獲得自美國進

口的剩餘農產品。此時學校午餐的供應出現危機，因此，1954年日本制定《學校給食法》，

透過國家力量規範各地學校午餐之制度，並藉由法制化的過程讓日本當地在不受美國的

援助下仍能落實政策，持續穩定供應學生午餐（許銘欽，1995；徐良維，2012）。又，

1956年美國與日本簽署〈國際小麥協定〉以貿易而非援助的方式將小麥出口至日本，因

此日本國內營養午餐的供應制度的建立受到美國剩餘農產品的影響，且美國援助日本的

成功模式隨後轉移並複製於台灣。 

自歐洲、美國與日本的營養午餐的起源與形成背景，歸納以下幾處異同：第一，三

地皆以社會福利的觀點出發，於宗教、慈善等私人機構供應需要協助之貧弱兒童餐點。

爾後政府公部門才制定相關學校膳食政策與法規，加強學校基礎廚房設施，使該國能夠

平等、確實地供應營養午餐，消弭貧童溫飽的問題。第二，藉由學校供餐的制度化，讓

孩童能夠不必擔心家中經濟而入學受教育，促進了三地初等教育的普及。然而，各國國

內營養午餐最初供應地的緣由卻不盡相同，在英、美為烹飪技術與器具發達的工業地區

如曼徹斯特、波士頓等地，而日本則是受戰亂之苦的鄉村農業大縣；受美國影響，日本

在發展學校給食時，戰後的發展過程中帶有消耗農產品的功能，而此功能同樣在台灣戰

後美援中顯現。 

三、 台灣營養午餐的起源與形成過程 

在 18世紀末期，世界各國相繼出現類似學校供餐的現象，並於 20世紀中上葉制定

國家級法律，落實學校供餐的政策。此節欲接續上文對於各國學校營養午餐發展之概念

與制度化的觀察，分別針對台灣學校營養午餐的起源與形成過程兩部分進行探討，說明

台灣營養午餐起初之供餐型態、食材來源及政府實行之措施，並結合前文提及之過去研

究的說法，分析台灣營養午餐起源的樣貌，以及其所在之時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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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行研究對於台灣營養午餐的起源有以下兩種說法：一為 1951 年聯合國國際兒童

緊急救援基金會捐贈脫脂奶粉，二為 1957年教育廳與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合作，選

定屏東縣三地、佳平、北葉、石門及桃園縣介壽等五所山地國民學校作為「營養教育示

範國民學校」，學校實施計畫性的營養教育外，更教導學童親自種植蔬菜，加上政府購

贈之酵母菌及脫脂奶粉，以及學生自費購買的海帶、小魚乾等食材結合製成濃湯（孫金

泉，1986；吳佩陵，2015；王文昕，2018）。 

（一） 台灣營養午餐的起源：脫脂牛奶與午膳湯（1951-1961） 

以下將探尋台灣營養午餐起源，對照前行研究台灣營養午餐的討論，說明政府於

1950年代計畫性的供應學生外援而來脫脂奶粉與酵母粉混合而成的「午膳湯」，亦為營

養午餐的起源。而這兩種食材因國際援助引入校園，成為增進學生營養的補給品，進一

步分析台灣營養午餐在國際政經體制中在地性的呈現，亦構築了台灣人對於營養午餐和

身體的特殊記憶。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利用美援作為政策的工具，求得經濟穩

定後，再持續推動台灣的現代化、工業化。1950年朝鮮半島爆發戰爭，台灣位居戰略要

地，因此美國以援助台灣企圖鞏固防線。隔年，美國新訂《共同安全法案》（Mutual Security 

Act），可自援助款項中挪移部分採購國內剩餘農產品，以較低價格販售至受援國家，接

獲款項後可用於受援國進行各項計畫（趙既昌，1985）。台灣於 1951年經濟狀況平均每

人所得為 1,582 元，而平均消費支出 1,157 元，消費佔所得平均高達 76%（行政院主計

總處，2022：13）。表示人民當時必須將所得多用於日常生活之消費，難有額外的支出與

儲蓄。加上二戰後國際營養學者主張，各國當時的營養問題與社會經濟、貧窮有密切關

聯，因此提出的解方之一為供應脫脂奶粉給學校學童（Hardy, 1995）。因此當 1950年代

初期亟需國際援助而來的物資，而營養午餐是其中重要的一項。於是台灣在 1951年受到

加拿大政府透過聯合國國際兒童緊急救援基金會之援助，撥贈台灣省政府 5,000噸奶粉，

其中配發救濟院所 700噸。以台北菸廠為例，供廠內設置之托兒所家境貧困兒童、附近

貧苦兒童、孕婦、哺乳中婦女各 50人等補充所需營養（台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台北菸廠，

1951）。另外於 1959 年八七水災之重災區中部縣市增設牛奶站 50 站，分別為彰化 25

站、南投 10站、苗栗 8站及台中 7站（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1960：125）。 

不僅濟弱扶貧，政府試圖將營養學的觀念伴隨脫脂奶粉進入偏鄉校園中。1954年台

灣省政府教育廳為了促進學生身體健康，結合各領域專家，成立食物營養教育委員會於

全省國民學校推廣營養教育。教育廳擬定的營養教育計畫項目如下：攝製食物營養常識

電影、編印食物營養手冊與掛圖、中南部各級學校水果樹苗種植推廣、教科書內有關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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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常識資料之修訂、屏東山地八校酵母片試驗等，同時與農復會等行政院部會研議學校

營養午餐的供應計畫（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1959：88）。1957年舉辦全省營養教

育巡迴展覽會，向全國國校校長、教師短期講習。同年，由農復會選定屏東縣三地、佳

平、北葉、石門、桃園縣介壽等五所山地國民學校作為「營養教育示範國民學校」，供

應學生每人脫脂奶粉 30 克。台灣人在日治時期飲用的乳品以煉乳稀釋的奶水為主，較無

奶粉沖泡的習慣，因此當時政府更研擬脫脂奶粉貯藏及調製方法，教導使用者貯藏、調

製脫脂奶粉，以及妥善處理牛奶飲用事宜（孫金泉，1986；洪麗雯，2011）。選定營養

教育示範國民學校為 1957年農復會推動食物與營養計畫工作項目之一，希望藉由飲用脫

脂奶粉與推廣營養教育來改善學童的營養，之後增加推廣學校的數量，進一步延伸至偏

鄉的社區中。 

雖有脫脂奶粉的引入讓貧童及病弱者補充營養，但當時台灣無飲用牛奶的習慣，消

費不甚普及。戰後乳業的「外援奶粉」供給數量並不穩定，民眾實際消費相當有限，至

1950年代中期，台灣人的乳類攝取量仍然非常低，每人每日僅約攝取 1公克奶類，可見

當時並無飲用乳品的習慣（陳玉箴，2017）。獲得美國與國際慈善機構援助而來的牛奶，

對於學生而言反而成為另外一種困擾，時任國校教師的孫金泉便回憶當時的情景：「學

校把學生不喝剩下的脫脂奶，一大桶一大桶的往水溝倒……我家經常飼養十多隻的肉

豬，我母親就用大家不愛喝而剩下的脫脂奶餵豬呢！」（孫金泉，1985：9）可見政府依

附或接受國際援助，將營養品引入校園與家庭中，但民眾對於乳製品的接受度卻不高，

消費量不如預期。直到 1950年代後期自美國進口廉價奶粉與政府扶植乳業雙管齊下的措

施下，民眾逐漸培養喝牛奶的習慣。 

從優先供應脫脂奶粉，並指定為「營養教育示範國民學校」的地點選擇，與前文之

英國、美國與日本三國國內營養午餐起源地區比較，可發現日本和台灣考量較為相似，

多自貧困、偏遠的山地或鄉村地區，以援助貧童提供飲食為優先；而英國與美國則以人

口稠密的工業地區作為學校供餐之起點。由 1950年代教育廳的各項營養教育推廣政策項

目，可見在正式的營養午餐計畫推行之前，政府欲從營養教育的觀點切入，舉辦各式活

動並製作文宣，以培養人民普遍的營養知識，同時搭配撥贈脫脂奶粉，選定偏鄉學校為

營養教育示範學校，推行成功後再擴展至其他偏鄉學校及所在社區，希冀改善偏鄉學童

的健康問題，以及鄉村整體的營養狀況。 

推廣牛奶的計畫實行至 1960 年初期，農復會展開午膳湯計畫，利用校內可耕地讓

學童種植蔬菜，收成之後配合政府撥贈的脫脂奶粉與購贈的酵母菌，加上學生自費購買

之海帶、小魚乾或豆類製品製成濃湯，供學童佐餐（孫金泉，1986）。前文提及的五所

營養教育示範學校推測應為首波推行午膳湯的單位，至 1962年有 98所營養教育示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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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供應午膳湯作為學童自備便當外搭配的湯品。由此舉措可知待供應脫脂奶粉照料學童

等族群逐漸穩定之時，政府仍希望民眾不可過度仰賴援助，需要自立自強達到營養均衡

的目標，因此試圖在學校種植蔬果，成為午膳湯的食材，而其他原料仍為國際組織、政

府部門與宗教團體捐贈： 

熱湯中部份蔬菜及水果由學校果園中所出產，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免費供應廿二平

地國校之脫脂奶，基督教福利會免費供應卅五個山地及鄉村學校的麵粉與玉蜀黍

及卅五個山地學校的奶粉，省政府、台糖、農復會免費供應酵母粉……（中國農

村復興聯合委員會，1961：122） 

自熱湯的食材與來源看出部分學校接收國際援助組織援助之脫脂奶粉、麵粉、玉米等乳

製品與主食，仍需要自行教導學生種植蔬果，並接受國家政府及附隨組織提供的酵母粉，

可見熱湯計畫中，援助的單位與來源多元且並非被動的等待接受援助，而是得自行種植

蔬果，並培養營養與農業的觀念。 

前文提及歐洲 19 世紀研發的濟貧食物倫福德粥，連結台灣美援時期供應營養湯品

的型態，可見午膳湯這般將各種食材放入同一道料理，不講究味道或烹調方式，能久煮

成湯或粥的形式，讓人能即時獲得營養與溫飽的食物，相當常見於人民生活較為困苦的

年代。王文昕（2018）推論其概念承襲了歐洲社會救助與福利的傳統，提供脫脂奶粉給

當時貧困的學童，讓家中經濟能力不足以供餐的孩子能在學校獲得溫飽；劉志偉（2011）

指出戰後美援及當地政府善用各項物資，設計出許多種「湯」，食材則由其掌握到的救

援食物項目決定，提供的湯在英文稱為「什錦湯」（soup mix）。自古羅馬時期，平民

的主食就是稀粥，加入油、粗劣的蔬菜和魚，在沒有公共烤爐的情况下烹調，無法烘烤

麵包的民眾則會食用稀粥（Maguelonne, 1992）。15世紀的食譜中，近似營養湯的字為

「restaurant」，不是現今指稱的餐廳，而是以現宰的閹雞肉加入金幣，放入煉金士的玻

璃壺中烹煮而成的肉湯；狄德羅（Diderot）的大百科全書中，以醫療術語來列舉「restaurant」

是一種「有助恢復健康的物質」（Spang, 2007）。1430年前後，歐洲農民會在大鍋上將

穀物混合水或牛奶長時間燉煮，麵包和慕斯（mus）構成大眾飲食的主要部分，城市救

濟貧民的機構菜單中，顯示慕斯是由穀粥加動物油煮成，肉類就是宰殺年老的馱獸煮成

肉湯。1482年薩克森諸侯頒布的法令，規範負勞役義務的附庸，其飲食依工作日分為「肉

食日」、「星期五」與「齋戒日」，三種日子肉與蔬菜比例不同，不過共同點為都有湯

和麵包，與當時家庭中吃粥的習慣相比更加營養，而此時的湯就是肉、蔬菜、蘑菇和穀

物熬煮而成（Hirschfelder著、陳志成譯，2004）。相較於麵包需要使用長時間的柴火烘

烤，稀粥或什錦湯則是將許多食材綜合煮成，不需使用太多柴火，因此食用粥或麵包，

看得出當時社會階級的貧富差異。以「restaurant」的脈絡來看，熬煮而來的肉湯是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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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食物，一般民眾甚至是貧民可以吃粥來果腹，或粥或久煮的什錦湯經常作為濟貧食物，

是人類延續幾個世紀以上的飲食習慣。 

歸納脫脂奶粉與午膳湯的計畫發展，吳仁宇（2013）認定國際組織捐贈脫脂奶粉為

台灣營養午餐的開端，然而劉志偉（2011）透過國際政治經濟體制的框架，觀察台灣受

到美援的影響，認為農復會藉脫脂奶粉等物資的援助，在農村地區與校園中設置牛奶供

應站，基本上只能視為學童在校時可飲用的營養品，而非具有主食、副食、湯品等數道

菜所搭配完整的一套正餐（real meal）。歸納上述各國與台灣營養午餐形成背景，及考

究台灣營養午餐起源之前行研究，吳仁宇（2013）與孫金泉（1986）皆以歐洲的營養午

餐係因應社會福利與援助的「概念」，認定聯合國捐贈奶粉至台灣為營養午餐的開端。

劉則強調其供應餐點的「形式」，即便是後來 1960年代的「午膳湯」，都不是完整主、

副食搭配，尚不足稱為完整的餐點。 

從上述分析台灣營養午餐的開端，係來自國際組織或美國援助而來的物資，在概念

上承襲歐洲營養午餐社會救助的概念，政府亦試辦計畫來穩定且持續的供應學校及相關

機構物資，而事實上學生仍須自備便當。1950-1960 年代，便當中多為甘藷乾摻和米飯

為主食，再配上蘿蔔乾，對於當時的家庭而言，蛋或豆干是珍貴的蛋白質來源。因此，

如脫脂奶粉、麵粉或小魚乾等美援的食材，充其量只是用來補充便當中不足的營養。 

（二） 台灣營養午餐的形成過程 

政府在午膳湯計畫之後，進一步制定營養午餐計畫，開展學校營養午餐供給的設備

與各項政策，形成校園供餐中的營養論述，藉此來加速美援物資的消耗，同時建立校園

供餐制度，培養國人對於營養的基本認知。以下將分為 1950年代至 1964年美援正式進

駐前政府試辦的營養午餐計畫，以及 1964-1972 年間與美國國務院簽訂的援助計畫，共

同制定學童營養午餐計畫兩部分進行論述。 

1. 籌備與宣稱：美援之前的營養午餐 

美國援助台灣的模式來自於日本。1950年代美國國內糧食大量生產，於是與其他缺

乏糧食的國家簽訂援助協議，傾銷農產品，也使陷入飢餓問題的國家解除危機。日本在

戰後同樣面臨學校給食斷炊的危機，日本為美國盟軍佔領時期，麥克阿瑟將軍請求美國

政府輸入大量救濟物資，希望每日中午能提供學童免費麵包，政府於 1945年 12月頒布

〈學校給食普及獎勵案〉，讓運作困難的學校給食能持續供應（Morgan, 1979；曾坤暘，

1985）。另一方面美國國會於 1954年通過了〈農業貿易發展與協助法案〉（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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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Development and Assistance Act），也就是〈480公法〉（Public Law 480），允許

外國政府透過美援管道以當地貨幣購買美國剩餘農產品。而美國藉由〈480 公法〉援助

的亞洲首站便是法案通過前即合作的日本，撥贈麵粉與脫脂奶粉用於學校給食，讓學校

給食更加穩定（劉志偉，2011）。 

因日本模式成功，1961年美國對外政策轉向積極，對台灣供應剩餘農產品，如黃豆、

小麥、麵粉、脫脂奶粉等並發展營養午餐計畫，政府部門如農復會、國際經濟合作發展

委員會開始共同商討擴大舉辦營養午餐的計畫。誠如前文所述，台灣雖早在 1950年代欲

培養師生營養與食物、衛生等營養午餐的知識與觀念，然而，營養午餐除了軟體面的觀

念養成，最迫切的莫過於經費、人力與設備等實務，美國援助的農作物不足以使學校烹

煮成完整的一餐，學生必須自行負擔副食如肉類、蔬菜類等食材費用，對於當時的台灣

家庭的經濟狀況而言有些許困難。另一方面，時任省議員王國秀於質詢時指出：「最近

農復會與美援會研究推行供應學生營養午餐，暫定為 15萬學童參加，按每校 750人計，

共供應 200所學校，每校建廚房一所約一千萬元，但教育廳本年度預算僅列有卅萬元，

不夠此項計劃的實施，希望多撥經費配合。」（〈教員生活清苦情緒低落 省議員促速訂

獎勵辦法〉，1961.06.17）1960 年代廚房電氣化之前，電鍋等家電對於一般家庭為奢侈

品，婦女或餐飲業者多習慣以爐灶或瓦斯炊煮，不講求營養衛生，與具有學校廚房營養

午餐的製備技術的專業廚師仍有一大段落差（秦先玉，2013）。因此學校若欲成立午餐

廚房，需要大筆經費來配備大型炊煮工具及聘任員工烹調。從省議員質詢可知，教育廳

預算僅有三十萬元，中央政府的財政捉襟見肘，營養午餐在營養教育推行幾年之後窒礙

難行。另一方面，在諸多困境中，農復會試圖撥出經費，於 1961年建造 33間廚房並配

有烹調設備、衛生教育訓練與督導。隔年 7月，農復會與省政府持續編列擴大建設學校

廚房之預算，預計有 168所學校廚房完成，約 24,000名學童受惠（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

員會，1961：123）。此時各地已有學校與農復會、地方政府合作試辦營養午餐，如報導

中所述： 

農復會於下學期（1963 年）起擇定台北縣山佳、柑園、三峽、青潭、萬里等五個

國校共 6,480 人先行辦理，協助供應學童營養午餐，如成績良好，則將擴大辦

理。……每一學童饅首二個、牛奶一杯，副食費用每一學童收費一元五角，全部

充作買菜之用，其餘人工、燃料等費用由各校負擔。業由台灣基督教福利會同意

撥供營養麵粉、長壽麥、奶粉及食油，另外天主教福利會亦將協助此項計劃，農

復會、台北縣政府已決定撥款廿五萬五千元分配五個國校，補助興建廚房及各種

用具，以配合實施供應學童營養午餐。（〈學童營養午餐 北縣五國校 下學期開

始〉，1962.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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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報導可知，除副食費用由學生負擔外，主食則仍延續 1950年代由國際福利機構協

助捐贈，其他皆為學校或地方政府自行規劃經費，供應學童營養午餐。例如 1963年基督

教會將停止援助國校營養午餐之物資，因此教育廳預計補助全省 100所國校營養午餐計

畫，然而財政廳卻以「財源配合無著」擱置，於是桃園縣議會建議縣政府為轄內的學童，

爭取參與省政府教育廳營養午餐計畫，以獲得教育廳補助（〈桃園議會縣府，向教育廳

爭取學童營養午餐〉，1963.04.12）。 

從地方政府議會的質詢可知，1963-1964 年為國際社福機構即將停止援助，美國尚

未應允進口廉價物資之時期，農復會與其他部門合作之營養午餐計畫，成為地方政府欲

爭取轄內國校受益之資源，深怕陷入國際社福機構與美方的援助兩頭空的困境。另一方

面頻頻致力宣傳佈達營養午餐的施政，加上宣稱若成效良好可擴大辦理等說法可知，在

美國正式通過對台營養午餐計畫前，農復會透過自行與其他政府部門籌措預算於學校試

辦營養午餐，以期盡速獲得美國援助。此外，學童營養午餐在此時已經突破 1950年代後

期的「午膳湯」的狀態，在 1964年開辦營養午餐後，學校在供餐時提供至少主食一份與

副食一份，而非僅將全部食材煮成一碗湯。 

綜上所述，1961-1964 年美援正式進駐前，營養午餐供應具有以下特色：第一，學

校供應的餐點中具有主食與副食之概念，雖然與現今學校午餐三菜、一湯、一主食的形

式仍相去甚遠，且食物份量搭配、營養基準與供餐實務，尚不成熟並無法對應；第二，

政府單位政策轉變，在被動尋求並期待美方援助的同時，已從 1950年代營養教育的宣導

推廣，轉為籌劃實施營養午餐計畫。此時政府籌辦計畫、增設廚房等措施，是欲將學生

自行準備便當的形式，變成由學校廚房與專業炊事人員供應全部菜色的企圖心。 

2. 美國援助台灣營養午餐計畫 

隨台灣逐漸走出戰後民生凋敝的狀況後，1963年基督教福利會亦逐漸修正其救濟計

畫，隔年將轉向針對孤兒院等貧童進行援助（〈基督教福利會決定 自今秋九月起 停供

營養午餐〉，1963.03.24）。因此，政府在等待美援的到來前，執行營養午餐政策的訴求

已經逐漸改變，從仰賴國際慈善組織單向捐贈的概念，正式走向美國援助、學校栽種農

作物、學生自行負擔部分食材多方共同生產的運行模式，讓學校以自行生產、負擔部分

食材搭配捐贈的物資，不過度依賴外界的援助。 

1964年 6月，美國國務院批准台灣獲贈 570萬美元等值的 4,719萬磅麵粉、6138.5

萬磅長壽麥、760.8萬磅奶粉、200萬磅黃油，由台灣天主教福利會、基督教福利會、聯

合國國際兒童緊急救援基金會，會同內政部、省政府社會處及地方政府辦理分配調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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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事宜（〈美將在本年贈我億磅食品 由教會轉地方政府分配〉，1963.07.19）。這些物

資將分配予一般貧戶、外島居民、參與學校午餐計畫的學校兒童、托兒所兒童、救濟所，

以及設有營養或牛奶供應站地區的居民。處理美援事宜的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會副主委

李國鼎和國際開發總署駐華美援公署白慎士（Howard L. Parsons）於台北臺灣銀行舉行

簽字儀式，展開為期兩年的學童營養午餐計畫，將原本「營養教育示範學校」改為「美

援學童午餐計畫學校」（〈供應二十萬學童午餐 九月開始實施〉，1964.07.07）。同年

10 月 16 日，桃園縣龜山鄉龍壽國民學校舉行之台灣省供應學童營養午餐開辦典禮最為

人熟知，由省政府主席黃杰擔任典禮主持人，美國大使萊特應邀參與儀式，將象徵美國

援助，有著「中美合作」圖文印刷的麵粉袋象徵美援營養午餐物資贈與省政府主席黃杰，

而黃杰再把營養午餐的樣品，致贈給該校學生代表陳宗燦（如圖一）。據報導指出，教

育部長黃季陸、農復會主任委員沈宗瀚、省府財政廳長周宏濤、教育廳長潘振球及地方

首長和民意代表等，台美雙方共計超過百位政府官員參加開辦典禮，美國亦相當重視此

次營養午餐的開辦（〈供應學童營養午餐 昨在桃縣行開辦典禮〉，1964.10.17）。 

 

圖一 台灣省供應學童營養午餐開辦典禮 

（資料來源：行政院新聞局，1964） 

該計畫訂於 276所國民學校辦理，使 20萬名國中、小學生受惠，受益學校以礦區、

漁鹽區、高山及農村等偏鄉地區為優先，其中離島連江縣、金門縣、澎湖縣皆於 1964

年 9-10月間開辦營養午餐：澎湖縣於 9月 1日起開始供應約 1萬名學童營養午餐，是全

省接受午餐最多學童的縣市（〈澎供應學童營養午餐 定九一起開始舉辦〉，1964.08.20）；

金門第一期實施計畫下，全縣受益學童 2,998 人（〈本縣下月試辦學童營養午餐〉，

1964.08.24）；連江縣 10月 31日舉辦縣內學童營養午餐開辦典禮，將有四所中、小學校

共有 650名學生接受營養午餐，由農復會輔助營養米、麵粉、植物油和脫脂奶粉等（〈學

童營養午餐今行開辦典禮〉，1964.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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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舉行全省性開辦典禮的桃園縣龜山鄉龍壽國民學校（今桃園市龜山區龍壽國小）

至今仍為教育部認定之偏鄉學校，以及上述離島開辦營養午餐先於台灣本島各縣市的情

況可知，由中央制定的全國性營養午餐計畫，選擇以偏遠及離島等資源較為不足之地區

開始。政府與各縣市之學校共籌措新台幣 9,300 萬元，興建廚房與添置設備。計畫中強

調不論財力如何，將獲得等量配給，若有萬一無力償付之情形，將有省教育廳的週轉金

為之支付。每一學童每日可獲得 100 克麵粉、60 克長壽麥、30 克奶粉、12 克食油，另

由學校配給副食。除貧苦者外，家長須負擔每月 15-25 元左右的副食費用（〈廿萬學童

九月份起 可獲營養午餐供應〉，1964.08.07）。據當時就讀龍壽國校三年級的受訪者 A2

表示，開辦營養午餐時，每人每月費用約 25-30 元。上午吃點心牛奶和餅乾，中午提供

主食饅頭、麵條或麥飯三種，一道副菜和一碗湯。 

綜上爬梳營養午餐首先開辦的地區為離島及偏鄉，並且於偏鄉學校舉行全國性開辦

典禮，以及貧苦者之家長副食費用減免的情形來看，1960年代中期獲得美國援助之營養

午餐計畫，仍具有濟貧的功能，連結至 1950年代於受水災災情影響嚴重的中部縣市設立

牛奶站，以及選定偏鄉學校作為營養教育計畫的示範學校等舉措，發現於營養午餐於全

台普及前，政府將有限之資源長期並優先提供給需緊急救難、資源缺乏的地區。 

1965年台灣省政府首長會議中，「教育廳廳長潘振球提出因國民學校午餐計劃實施

以來各縣市均有良好反應，希望能擴大舉辦，並擬定兩案請裁決：甲案，每年增加廿萬

人；乙案，每年增加十萬人」。而財政廳長則表示省庫有限，因此決議乙案，每年增加

10 萬人通過（臺灣省政府，1965a）。不論美援之前或開辦後，補助各縣市或執行中央

政策，都可自會議紀錄中發現當時政府的費用無法全力配合營養午餐的計畫，僅能選擇

較為消極或較無負擔的方案持續執行。另一方面，就當時台北縣柑園國校的師長分享辦

理營養午餐的經驗，可知柑園國校自 1964年即開辦營養午餐，每月會向學生收取副食費

25元（李傳登，1971）。若以 1971年每人一年平均支出共 9,687元2來計算，一年收取

的副食費大約為 3%，實屬合理，但當時勞動人口多從事第一級產業，又家庭內就讀小

學的子女應不只一名，因此推測午餐費用對於中下階層的家庭而言會是一筆不甚輕鬆的

支出。由上述政府的會議與學生須繳交的費用來看，營養午餐對於國家財政及學生家庭

而言都陷入困境。不過政府仍然決議持續執行，就是為了要讓美國持續援助物資，讓營

養午餐得以運作。 

1965 年為美國首波援助台灣的營養午餐計畫第二年，黃杰積極與美國商談援助事

                                                      
2 依據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總體統計資料庫（https://nstatdb.dgbas.gov.tw/dgbasall/webMain.aspx?k=dgmain）

「國民所得統計」與「平均每人統計結果」之查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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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9 月對內召開的台灣省政府首長會議中，希望美國國際開發總署駐華美援公署代理

署長 Gerald H. Huffman，隔年回美國前與省府舉行一次會談爭取〈480公法〉每年擴大

10萬人營養午餐計畫的援助（臺灣省政府，1965b）。同年 10月 Huffman與黃杰會談有

關學童營養午餐問題，決議由政府提出兩年計畫，待美國政府同意後實施（臺灣省政府，

1965c）。1966年 6月 30日第一期計畫結束之時，美方決定繼續支持台灣營養午餐計畫，

提供免費物資至 1968年 9月，並同時擴大供應學童午餐，以持續改善全省國校之學童營

養，促進其身體健康。而美方同意由國際開發總署撥給台灣 4,283公噸的物資，供給 368

所共 25萬名學童（〈學童營養午餐計劃核定〉，1967.08.20）。從此兩次首長會議可以

發現，時任省長黃杰在營養午餐開辦第二年便未雨綢繆，希望能與美方協調持續於〈480

公法〉中爭取提供營養午餐物資以增加受益學生人數，因此積極與美方接觸，以求獲得

協助。 

於是政府更持續籌撥經費來補足學校廚房與設備，1967年核撥 731萬 5千元，作為

充實國校學童營養午餐設備的經費。此一款項中 358萬元係由經合會撥贈，餘由省府及

縣市政府籌措配合（〈省府決撥七百餘萬 充實營養午餐設備〉，1967.01.24）。雖為政

府規劃預算予學校籌建供餐之硬體設備使用，不過將近一半之經費仍由前身為行政院美

援運用委員會的經合會提供，可見不僅營養午餐計畫，學校廚房供餐所需之硬體建設，

經費來源亦為美國援助而來。無論設備或物資，台灣當時沒有足夠預算來負擔辦理營養

午餐，若無美方支持，營養午餐將陷入斷炊的窘境，因此省長黃杰、教育廳長潘振球等

官員主動向美方商談，希冀能持續援助營養午餐。 

1968年 9月，美國援助營養午餐物資計畫正式到期，由政府接辦一年，由於所需經

費相當龐大，擴大供應營養午餐所需食物，所以政府向世界糧農組織申請「世糧方案學

童午餐計畫」，除 25萬名國小學童五年份價值 1,858萬餘元食物外，還包括國中以上六

萬餘人份食物，並提供麵粉、脫脂奶粉、植物油、丹麥魚罐頭及蛋粉，並將物資用於偏

鄉學校辦理營養午餐使用（〈學童營養午餐計劃 下學期擴大辦理〉，1968.11.17）。「世

糧方案學童午餐計畫」參與學校高達 431所共 25萬名學生，原可望獲得物資至 1974年，

然而因台灣退出聯合國，故於 1972年提前結束（孫金泉，1986）。 

營養午餐在開辦後，自補充營養、濟貧扶弱的概念，至精確計算營養成分與食物份

量的菜色，使得台灣學童的體格有相當的增長。例如 1963年，新竹縣湖口國校在試辦營

養午餐一個月後，針對四年級學童抽量體重，男性學童平均體重增加 0.59公斤，女學童

增加 0.61公斤，較前兩個月再增重 0.22公斤（吳敏樹，1963.01.22）。台灣大學醫學院

公共衛生研究所調查 22所供應營養午餐及 22所沒有供應營養午餐的國校學童身高、體

重及其他疾病，根據三次的調查發現，學童平均身高男女各增加了 7公分與 8公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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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也上升 2-3 公斤，報導中指出雖然不供應營養午餐的國校學童，在身高、體重方面也

有相當增進，但不及供應午餐國校學童進步顯著（〈國校供應營養午餐 學童健康顯著增

進〉，1966.06.07）。從上述可見 1950年代初期營養午餐試辦計畫至 1972年台灣退出聯

合國，世糧方案學童午餐計畫結束為止，台灣透過在校內全體性的供應午餐，讓孩子能

夠不論家庭背景、經濟狀況，都能夠公平地享用午餐，營養午餐的意義在於不僅能填飽

肚子，亦能從中獲得健康的身體。 

就美國援助台灣物資，開辦營養午餐之後，此階段供餐意義、政府態度及供餐模式

有三層面上的轉變：第一，從供應午膳湯讓學童作為自備便當外搭配的湯品，皆為補充

營養所用，到了 1955年選定營養教育示範學校，學童開始學習種植蔬菜，並全面培養教

師、學生營養知識，使得營養午餐不只作為補充營養的一餐，而是具有學習農業、營養

等知識的一種機會。第二，1950年代後期政府於國際援助青黃不接之時，民意代表呼籲

上位者能爭取資源與預算，顯示了不能再仰賴外界援助，另一方面，為了使美國援助台

灣而做足準備，除前一點所說培養營養知識外，更在試辦營養午餐期間撥出大筆預算，

建設學校廚房與設備，以期美援正式進駐時，大批物資能有健全的烹調硬體因應。第三，

供餐模式亦從補充營養的牛奶至烹煮綜合各種食材之熱湯，再演進成經過營養成分計算

之一主食、一主菜、數道配菜等菜色，且從單一單位、單一食材的援助，到 1964年開辦

營養午餐時，午餐食材來源已由國際組織、美援、政府捐贈及學生自行種植、家長負擔

等多元管道組成。 

四、 營養午餐中的麵食推廣 

上述分析營養午餐的起源及形成過程，係以戰後國際組織捐贈脫脂奶粉為始，退出

聯合國為終。而美援作為本研究時間範圍的重要事件，以下將進一步闡述營養午餐計畫

中的麵食推廣運動，如何在營養午餐開辦時形成麵食的營養論述，實務上增進設備與人

力，改變營養午餐的供餐內容，進而影響台灣國人的飲食習慣。本節並非論述政府推行

之麵食推廣運動對於營養午餐的影響，而是以 1960年代營養午餐計畫為主體，說明營養

午餐計畫中形成麵食何以營養的論述，透過增購營養午餐中學校的麵食製作設備與機

器，來實際改變營養午餐供餐主食，使台灣當時的學童，甚至國人的飲食習慣產生劇烈

的變化。 

在營養午餐中的麵食推廣，其重要性在於：第一，同時呼應了美國於 1950 年代對

於日本的援助模式，於 1960年代轉移到台灣；第二，擺脫了營養午餐推行時以補充學童

便當中不足之營養的角色，全面性的在台灣供應以麵食作為主食的營養午餐，使得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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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自補充營養，演變成能夠吃飽且不必自行攜帶午餐的關鍵。 

（一） 自日本借鏡而來的麵食營養午餐制度 

在台灣 1960年代展開麵食推廣運動前，本研究需回顧 1950年代日本麵食推廣運動

形成的背景與原因，分析冷戰時期日本受援助物資推廣麵食之模式，對照並探究自日本

借鏡而來的台灣麵食營養午餐制度。 

前文提及日本因糧食危機而接受美國的援助進口小麥，同時政府在推廣運動中，不

斷鼓吹美國營養科學研究麵食對於人體健康的成果，因此營養論述亦成為麵食推廣的成

功關鍵之一（Solt, 2014）。1946年 12月，日本政府與盟軍總司令部（General Headquarters, 

GHQ）協商後，發布《關於學校午餐實施的普及與獎勵辦法》，並與亞洲救濟授權機構

（Licensed Agency for Relief in Asia, LARA）於東京千代田區永田町小學舉行物資捐贈儀

式，引入物資如脫脂奶粉、小麥等作為學校午餐的食材（藤原辰史，2018）。接著，在

美國農業部與美國小麥協會（U.S. Wheat Associates）的資助下，聯合日本政府厚生省、

財團法人日本食生活改善協會與烏龍麵製造零售業者等，於 1956年 10月起共同展開全

國性的麵食推廣運動，才能有效的消化傾銷的大量小麥與麵粉（劉志偉，2011）。 

因此，日本的麵食推廣運動不僅史無前例，日後更成為許多國家仿效的對象。如同

日本，其他美援受惠國政府於推廣麵食之時，亦與民間組織共同合作，此種模式顯然已

成慣例（劉志偉，2011）。本研究以劉志偉（2011）與 Solt（2014）的推論為基礎，認

為台灣麵食推廣運動路徑，是借鏡日本而來。 

1950年代，國際稻米價格高漲，而小麥價格甚至低於稻米。因此在台灣麵粉工業建

立之前，1953年台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副主委尹仲容即提倡「以麵代米」的政策，

鼓勵國內稻米出口，以賺取外匯提升國家競爭力。而推行政策的方法有以下三點：第一，

發揮宣傳的力量；第二，對軍公教人員增加麵粉配給量；第三，調整麵粉及食米的價格

比率，試圖將麵食引進台人的飲食中（黃登忠主編，1997）。然而，推廣糧食的農復會

面對大量的小麥傾銷，在 1950年代仍不甚積極，且當時台灣人主食仍多為稻米，因此尚

無實際措施。難以免於美援的壓力下，1950年代後期，台灣區麵麥食品推廣委員會成立

之後，將重心轉向如何食用麵食與增進營養健康。而且，相較於先前的以麵代米運動，

委員會著重於如何烹調及食用麵食，以及食用麵食的價值，試圖讓麵食普及為社會大眾

所接受（范燕秋，2018）。1961年，麵粉工業同業公會舉行會員大會時，宣布組成「麵

食推廣小組」積極推廣麵食運動（〈推廣麵食 訂定辦法〉，1962.08.04）。1966年派員

赴美受訓學習麵食烘焙技術，以回台發展烘焙糕餅業，同時於國內開設短期烘焙從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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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培訓班，改良烘焙食品之技術與營養衛生（〈麵食烘焙技術 派員赴美受訓〉，

1966.10.05）。 

從 1950-1960年代初期麵食推廣方向制度性的轉變，發現 1950年代「以麵代米」的

政策，為經濟層面的考量，透過配給、調整價格等消極作法來使民眾被動食用麵粉等麵

食；1950 年代後期到 1960 年代初期透過麵食的營養論述來使民眾主動食用麵食，並從

麵粉產業公會的成立可見，台灣的麵粉工業此時在透過政府的扶植下發展已相當蓬勃，

同時派遣人員赴國外考察或培訓，企圖將烘焙麵食的技術傳回台灣。 

藉由營養午餐之力推廣麵食，能夠大量的消耗美國援助而來的麵粉與小麥，1962年

由美援會、全國工業總會與台灣區麵粉公會共同訂定麵食推廣辦法，麵食推廣步驟其中

一項為「在大都市中設立麵包廠──製成營養麵包為學童營養午餐，團體午餐及公教員

工每日配食之用。」（〈推廣麵食 訂定辦法〉，1962.08.04）。1964年 6月美援而來的

營養午餐計畫終於展開，美方撥款 570萬美元分期供應小麥、奶粉、奶油及蕎麥。政府

也將於二年內撥款約新台幣八千萬元採購本地食品及設備，與美援共同完成營養午餐計

畫（〈供應學童午餐 美方同意撥款補助〉，1964.06.09）。前文提及桃園龍壽國校開辦

營養午餐典禮，當天營養午餐主食即是麵粉製作的饅頭。此後，各縣市陸續展開營養午

餐計畫同樣遵照麵食推廣辦法，以麵粉製成的饅頭作為主食。此外，學生的營養更不可

因援助物資有限而忽略，因此台灣省教育廳頒定實施要點，希望各校能嚴格規定品質，

報導中建議學生需要吃到的主副食包含饅頭、牛奶與麥粥、蔬菜濃湯或炒蔬菜，以及大

豆、小魚乾和蛋類不得少於五公克等規範（〈國校供應營養午餐 嚴格規定品質標準〉，

1966.09.15）。可見 1966年續與美援簽訂的營養午餐計畫，講求營養均衡、主副食的搭

配，主食為饅頭、麥粥等美國提供的營養物資，來讓學童擁有吃麵食的習慣。 

從此段回溯台灣麵食推廣運動與營養午餐的關聯可知，第一，政府及麵粉工業皆有

意識且具備設備、廠房等資本，將營養午餐視為銷售、消化麵粉的管道之一；第二，再

連結至營養午餐計畫中，政府正在施行增設學校廚房、增加營養午餐預算等措施，以期

美方援助。同時也由 1950年的配給、調價等麵食相關的被動措施，轉向變成強調其食用

可行性、營養論述並積極推廣，可見得當時的官方、企業及學校皆全面性投入麵食推廣

運動。 

（二） 麵食推廣運動機構公有化：麵食中心 

營養午餐中的麵食推廣，自前文可推知 1959 年麵食推廣運動，以借鏡日本的經驗

透過制度面的政策調整與營養論述，以及實務面增加設備與資本雙管齊下，使麵食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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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成功進入校園。接著持續藉由在學校設立麵食中心，推廣麵食運動的機構公有化來

賦予其合理性，使麵食中心得以穩定供應附近其他學校麵食作為營養午餐的主食。1965

年，政府執行營養午餐計畫的第二年，各縣市學校陸續供應營養午餐之外，農復會扶植

私人食品企業成立麵食廠房與「台灣麵食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使得企業能夠自日本購

置麵包機器，且具有物料、設備及運輸系統等資材，每天可生產一萬六千多磅麵包，供

應北部學校午餐（〈遠東最大麵包工廠 麵食中心下月完工〉，1965.05.27）。1966年，

政府決議續辦營養午餐計畫，農復會將協助台灣麵食中心推行供應麵包，其中的配料會

由食品公司長期供應，如臘腸、蔬菜臘腸、波隆那肉醬等（〈農復會將協助推行 公教學

生營養午餐〉，1966.07.02）。從此可知，製作麵食和供應至學校的系統在單一企業中已

經相當成熟，透過籌資合併成立公司，讓政府推動的私人企業能夠規模化生產麵食。又

例如台北縣三重市正義國校： 

定本月二十一日星期一起，特洽請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輔導之鮮牛奶監製所供應

鮮奶，及台灣麵食中心以機器大量製造低成本麵包，用以廉價供應該校師生之中

餐。（〈三重正義國校實施營養午餐〉，1966.11.21） 

從報導中可推斷營養午餐計畫中，台灣麵食中心設立機械化廠房快速且大量地生產麵

包，供應學童午餐，可使營養午餐的費用降低，讓供應營養午餐更加穩定。政府在麵食

推廣運動中扶植並成立私有化機構時，許多經營方式直接取於日本，包含轉進自動製麵

機器、工廠布置、設備安裝、操作人員訓練等，全都委由日方辦理（〈推廣麵食 明天講

習〉，1964.10.25）。另一方面，自營養午餐開辦，期間若主食主要皆為饅頭，容易造成

疲乏，因此時任木柵國校的校長劉山銘說：「本校於去年九月間辦理營養午餐以來，學

童均不願吃饅頭，一再邀請改吃麵包，麵包工廠於六月竣工後，即可開始供應」（〈木

柵國校決定 改善學童午餐〉，1965.05.06）。 

教育廳眼見辦理營養午餐的學校主食過於單一，同時呼籲各校「應該多求主食的變

化，而不僅注意副食，例如星期一、三、五吃麵包、饅頭或花捲，星期二、四、六便改

吃炒飯之類，至於當作點心的長壽麵粥，則配合主食的變化，在一、三、五或二、四、

六三天供應。」（〈廿五萬學童營養餐 明日開始供應〉，1966.09.14）在營養午餐中的

主食供應麵包或麵條，能稍微減緩學童因長期供應饅頭作為主食而對於營養午餐的疲

乏，也使得麵食推廣運動在營養午餐中顯現的困境獲得另一項解方。老松國校於 1967

年開辦營養午餐，校方供應的菜單為養生奶與沙拉、火腿或香腸麵包三種口味；自圖片

中可看見學生仍得另外帶便當到校補充學校午餐的不足（如圖二）（〈北市六所國民學

校 辦理自費營養午餐〉，1967.05.17；台灣新生報，1967）。老松國校於 1966年的學生

人數高達 11,110人，為解決攜帶便當的困擾而開辦營養午餐，此時得仰賴麵食中心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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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化生產，始能供應為數龐大的學校。 

 

圖二 台北市老松國校於 1967 年 5 月 22 日試辦供應學童營養午餐 

（資料來源：台灣新生報，1967） 

自上述麵食中心公司的建立可知，第一，麵食中心在政府的協助下由企業家成立，

設置廠房製作麵包，規模化生產，供應學校營養午餐作為主食。麵食的生產在續辦營養

午餐計畫後趨近穩定，且配合其他如食品公司等食材，更加確切取代了學生從自家帶到

學校的便當；第二，政府汲取美國在日本麵食推廣運動成功的經驗，自日本習得且具備

製作麵包的技術、設備與人才，奠定了政府推動營養午餐計畫的施行基礎。於 1960年代

初期至 1972年台灣退出聯合國為止，營養午餐中的主食多為由美援而來的麵粉或小麥、

師法日本機器與技術製作成的饅頭和麵包，以及與白飯搭配的麥飯，於是麵食成為了

1960年代營養午餐主食的種類之一。 

接著 1960年代末期至 1970年代初期，台灣省教育廳以改善兒童營養與增進學童健

康為由，陸續於桃園、雲林、嘉義、台南、澎湖等 5 個縣市共 7所國小設立「麵食供應

中心」，製作並運送附近其他國小學童午餐麵包、饅頭等麵食，麵食供應中心所需的烘

焙設備由美國小麥協會贊助，廚房建設與運輸車輛由縣市政府與學校家長會出資（教育

部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編，1974：93）。從麵食中心的供應概況中發現，麵食供應中心

的設立多集中於南部，雖無確切文獻說明選擇地點設立麵食中心的原因為何，就麵食中

心大部分位於南部如雲林、嘉義、台南等縣市可知，這些縣市為台灣生產稻米的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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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食生產量及供應學校數量與北部其他縣市不相上下，可見政府與美方以台灣米倉中南

部地區為主，積極將營養午餐做為推廣麵食的媒介，試圖反轉過去台灣以米為尊的主食

飲食習慣。 

藉由營養午餐推廣麵食，消耗美援而來的小麥及麵粉，從表二中可見政府在推廣麵

食運動後，雖然白米佔每人每日主食平均消費量三種主食的比例，自 1963年 83.65%仍

增長至 1971年的 91.71%，甘藷在這 8年間比例減少近 10%，麵粉自 1963年的 1.46%緩

速增長至 1971年的 2.23%。加上根據台灣省政府糧食處調查家戶糧食的消費型態，可見

1968 年米麵同吃的比例由 10.37%，提升至 1977 年的 23.44%，會選擇麵食的人也從

13.87%提升至 23.58%（黃登忠主編，1997）。可見在台灣政府積極推行麵食推廣運動，

以及營養午餐中主食多為饅頭、麵包的情形下，台灣人的主食習慣從過去「以米為尊」

的狀態轉變為「米麵共食」，而政府在國際農糧體制下，透過營養午餐計畫等行動，改變

學生往後長大成人的飲食習慣。 

表二 每人每日主食平均消費量與比例（單位：公克） 

年代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白米 392.6 395.13 391.96 392.92 394.01 381.09 383.59 384.52 380.11 

比例 83.23% 81.56% 85.03% 89.48% 89.67% 89.95% 88.23% 90.25% 91.71% 

麵粉 6.91 6.37 5.88 6.1 7.31 11.78 8.8 8.97 9.25 

比例 1.46% 1.31% 1.28% 1.39% 1.66% 2.78% 2.02% 2.11% 2.23% 

甘藷 72.19 82.98 63.12 40.11 38.07 30.82 42.36 32.59 25.11 

比例 15.30% 17.13% 13.69% 9.13% 8.66% 7.27% 9.74% 7.65% 6.06% 

（資料來源：黃登忠主編，1997：365） 

 

1979年省議員張貴木及呂秀惠發現營養午餐中的主食多為麵食的問題，質詢政府營

養午餐一直供應饅頭和麵包，建議改為米飯，以減少麵粉進口量，不過政府回覆質詢意

見時，認為學校廚房目前設備較適於供應麵食，米食則視情況增加，希望能改善主食供

應的種類為麵條、麵包、饅頭及米飯四種輪流供應（臺灣省議會，1979）。1990年代初

期，政府發現稻米生產過多，加上速食進駐台灣，學童喜愛並且習慣選擇速食與麵包作

為午餐，此時，政府開始提倡食米運動，推廣米食，而 1960年代因麵食推廣運動而設立

的麵食中心存廢問題甚囂塵上（洪淑惠，1991.10.17）。部分麵食中心因學生人數減少、

麵食推廣運動不再而消失，但仍有麵食中心例如雲林縣鎮東國小、台南縣大成國小（今

台南市善化區大成國小）等至今亦為鄰近學校合作社及廚房製作麵包、饅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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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仿日本麵食推廣運動的模式，1959-1972 年的麵食推廣運動，就營養午餐而言，

有以下三點結論：第一，政府深知供應營養午餐能夠消耗大量的麵食，因此不僅與美方

扶植企業投資，設立工廠大規模生產麵食，運送至各校，更進一步在校園內設立麵食中

心，以設備與技術皆具備一定且完整的基礎下，大量供應學校與鄰近他校午餐如饅頭、

麵包及麵條等所需之主食。第二，營養午餐在麵食推廣運動之後來到穩定並規模化供應

的階段，搭配主、副菜成為完整的一餐，不需再由家中帶便當到校午餐。第三，藉由營

養午餐進行麵食推廣運動，成功將國人「以米為尊」變成「米麵共食」的主食飲食習慣。 

五、 結論 

本研究首先回顧歐洲、美國與日本三地營養午餐的形成背景，以釐清台灣營養午餐

起源的說法。對照歐洲的營養午餐係因社會福利與援助的概念為前提之下展開，依此推

定 1951年聯合國捐贈奶粉至台灣為營養午餐的開端。而於 1960年代開展的「午膳湯」

計畫，這類將各種食材放入湯中烹調，且可禁得起久煮、不甚講求味道與口感，形式似

粥的什錦湯自歐洲中世紀盛行的救濟食物史脈絡中皆可發現。 

1960年代美國與世界糧農組織援助台灣物資，傾銷大量的麵粉與小麥，政府在國庫

經費短缺且須配合物資進口的狀態下，仍強力加強學校廚房設備、人才培訓，營養午餐

計畫得以照實執行，且在美國的援助下供應狀況趨於穩定。一主食、一菜與一湯的食物

結構與目前營養午餐較為相近，因此學童可不需自家中攜帶便當到校。然而，主食因援

助物資緣由多為麵食，因此政府與美國共同效仿日本麵食推廣運動之經驗，在營養午餐

中推行麵食，成功將國人「以米為尊」變成「米麵共食」的主食飲食習慣。因台灣退出

聯合國，援助營養午餐之計畫於 1972年提前結束。 

本研究希冀梳理營養午餐之起源與形成初期之過程，來還原與對照台灣與歐、美、

日三地辦理營養午餐之經驗及歷史脈絡，彰顯營養午餐發展之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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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Origin and Formation Process of School Meals in 

Taiwan (1951-1972) 

 

 

Wang, Wan-yu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Taiwan Cultur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aper traces the history and evolution of the school meal program in Taiwan, starting 

from the donation of skim milk by the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in 1951, to the 

termination of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in 1972, and the subsequent 

independent management of the program. It explores the origins and initial supply of the 

school meal program, as well as the transitions and the impacts it brought about. The study 

identifies four main findings: First, it suggests that the initiation of the school meal program in 

Taiwan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donation of powdered milk by the United Nations in 1951, 

inspired by the European concept of school meals as part of social welfare and aid. This was 

followed by the “Lunch Soup” program in the 1960s, which diversified both the sources of aid 

and ingredients compared to the powdered milk period, while fostering concepts of nutrition 

and agriculture among students. 

Second, between 1961 and 1964, while seeking and anticipating ai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he school meal program transitioned from merely advocating nutritional education in 

the 1950s to actively plann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program. 

Third, from 1964 to 1968, with the formal assista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mminent implementation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viewed the 

school meal program as an effective means to improve enrollment rates. Consequently, it 

proposed a five-year plan to the UN World Food Programme. However, due to Taiwan’s 

withdrawal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the program ended prematurely in 1972. 

Last, with the influx of American aid materials such as soybeans and wheat, the school 

lunch program became one of the channels for consuming these commodities. To promote 

wheat-based foods, the government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llaborated to establish noodle 

companies, and schools set up noodle centers for mass production. This collaboration led to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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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ft in Taiwanese dietary habits, from being predominantly rice-based to a combination of rice 

and noodles. 

Keywords:  school meal, school meal program, US Aid, Wheaten Food Promotion 

Campa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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