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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產銷履歷近幾年在國際間已經程為食品安全的一項重要制度，台灣為了與國際接軌並且確保國人的食品安全，因此在2004

年時引進產銷履歷制度，政府在這項政策理投入了大量的人力、預算及設備，可是卻不見效果彰顯。 　　產銷履歷電子化

的層度仍然偏低，且國內學術論文甚少有針對產銷履歷的研究，因此本研究企圖以質性研究中的紮根理論研究法，透過訪

談及分析，探討有機農業產銷履歷電子化的障礙因素，並把研究結果提供學術界或者施政者及相關單位參考。 　　透過本

研究的探討，從資料分析中本研究分析出兩大障礙因子，分別為進入障礙及成長障礙，其中進入障礙包含了學習障礙、制

度以及成本；而成長障礙則包含了行銷、成本、制度以及資訊系統！ 　　本研究並針對研究結果，提出了管理意涵，以及

對各項障礙因素提出建議，提供相關單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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