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讓吃的人（消費者）與種植/捕獲者（生
產者）直接面對面的話，就能讓雙方都展
露出笑容。知道食材背後的故事再進行品
嚐的話，就能吃到從未體驗過的美味，並
孕育出感恩的心情。從一句「我要開動了」
所展開的豐饒世界，有「食通信」的羈絆
連結在前方等待著—

等在連結前方的、是邁向真正豐饒
的道路

資料來源 : 食通信聯盟年報，譯者 : 陳盈臻



「治世先治食」

透過食通信，將被切斷的種植/捕獲者與吃的人雙方連結起來

消費，被寫為「花費後消失」

我們的生活，是藉著使用貨幣，與他人交換產品所構成的。雖然效率高又
省事，但這樣的互動，卻無法讓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個人的智慧、利
用創意巧思製作出產品的喜悅、以及感動的情緒。我們的生活，就這樣隨
著消費主義，在不知不覺間變得遙不可及。

所謂的生活，除了食衣住各方面缺一不可外，或許還包括了在遇到僅靠一
己之力無法解決的困難課題時，可以靠大家的力量一同突破，將社會打造
成更容易居住的環境也說不定。我們到目前為止，不論是食衣住或地域營
造等方面皆借他人之手完成，可說是如同一直坐在觀眾席上，以看好戲的
心態看待。是誰生產出這些產品的、又是哪些人做了這些事情的，卻是乏
人問津。這樣的心態，明顯不是以一個打造生活的主人公（當事人）在過
活，而是以客人（事不關己）的角色活著。而失去了當事人的社會，是無
法產生出活力朝氣的。

這是我們經審思後得到的答案
「治世先治食」

我們可藉著主動著手、參與來改變圍繞在生活周圍的環境。首先，就從最
基本的「食」開始。我希望每個人都能找到那支撐著自己「食」方面的故
鄉。如果可以的話，我還希望大家能與生產這些食物的人物、海洋及土壤
建構起關連性。只有藉著我們將自己的生活回歸到觸手可及之處，才能重
新感受到親自為自己的生活付出的喜悅，並解決因自然災害、經濟風險及
生活習慣病等問題而變得脆弱的現今社會問題。



「治世先治食」

透過食通信，將被切斷的種植/捕獲者與吃的人雙方連結起來

我們抱持著這樣的想法
成立了食通信

日本自古以來，便是由人類、海洋及土壤三方相互扶持，進而建構起來的
社會。雖說這樣的精神在現今變得薄弱，但仍被遺留下來的相互扶持精神，
成了東北大震災災區居民們的救命繩索。食通信聯盟希望由此出發點，誠
心希求再次讓人類、海洋及土壤相互緊密結合、極具生命力的社會重生。
為此，我們最重要的使命，便是從「食」方面著手，開創新道路。將從海
洋、土壤中獲得的食物送到餐桌上的這段過程與他人共享、了解生產者的
心意與哲學等，以各種型態來著手參與。而這些型態分別有：暸解、購買、
體驗、學習、交流以及促進相互了解等各面向。

我們致力於開發、提供可讓人們發掘與食物有關的有趣之處、實際體驗與
社會產生關連所帶來的喜悅等獨創服務。藉由讓參與者親身參與一部分食
物製造過程所產出的食材，在數個月後便送到餐桌上的行為，讓被斷絕的
「製造」與「食用」兩者間再次產生關聯。現在的消費社會就欠缺如前述
所說的關聯性。在消費社會中，僅存在著食物與金錢的交換行為。

生活，被寫為「生氣蓬勃地活著」

我希望藉由回復過往的關聯性，讓「消費者」轉變為「生活者」。為此，
不單是生產者所生產出的食物而已，在面對人類的力量也無法抗衡的大自
然面前也努力揮灑汗水、生產出維持人類生存的糧食之生產者的英姿與價
值也應能被眾人看見。將這些價值觀、情報傳遞給生活者，並讓共同擁有
這些價值觀的「生產者＝鄉下人」與「生活者＝都市人」間，有個能共創
新故鄉的平台。



在餐桌的背後
生產者的困境仍持續進行著

1000萬人→192萬人
農業人數的推演
1970年曾達到1000萬人的農業就業人口數，2016年卻減至192
萬人。現在也以每5年減少20%人的速度，讓離農問題的齒輪無
法停止。我們在享受豐富食生活的同時，也面臨了一級產業人口
不足的問題。

39歲以下→6%
生產者年齡比較
農業人口中，有65%的人年齡在65歲以上。39歲以下者僅佔了
6%。缺乏繼承者及年輕人離農現象在高齡化的加速下變得更加嚴
重。農業人口的平均年齡高達68.5歲。使得從農者在進行農業工
作時發生事故的機率大幅提升。

消費者：生產者=98:02
消費者與生產者的比例
與從事一級產業的人口數300萬人相比，日本人口數高達1億2千
萬人之多。佔壓倒性多數的消費者，只能仰賴僅2%的生產者及從
海外輸入的食物維持生命。農家、漁夫的存在漸漸從日常生活中
消失殆盡。

5K
辛苦、骯髒、遜、不賺錢、沒法結婚
（取名為5K是由於上述五個字詞的日文發音皆由K開頭而來）
在這樣的背景下，地方的年輕人們普遍對一級產業抱持著「5K」
的印象。但是，與大自然抗衡、發揮創意巧思來孕育生命的農家、
漁夫們真的「遜」嗎？我希望能改變這樣的刻板印象。

1/100
認識昨天所食用的食物之生產者的人數比例
我們在進行演講時都會問這個問題，即使只有一樣也好，認識昨
天自己所食用的食物之生產者的人數，每場頂多只有1到2人。對
大多數的消費者而言，與生產者間有著相當遙遠的距離。



讀者

了解魚、肉、蔬菜背後的故事而感
受到從未有過的驚喜感。
是通往嶄新世界的入口。
過去到蔬果店購買食材時，從來不
會過問眼前這些青菜的事，但透過
食通信了解生產者的熱情後，現在
對食材的各方面都相當感興趣，也
會邊與販售者交流邊購買。不論是
生產者或是烹飪者，在了解這些製
造者的心意與功夫後「知曉再品嚐」
便會讓體驗到的價值更加珍貴。是
前所未有的新世界體驗。

中野未知子小姐
自2013年「東北食通信」一創刊便
開始購讀。即使因大學職員的身份
過著忙碌的日子，仍積極參與農夫
市集與活動，享受著認識生產者及
農產品的喜悅。

讀者

與夥伴及生產者產生羈絆，積極參與
活動和農夫市集。
這真的相當有趣。
雖然20年來一直有在利用有機蔬菜的
宅配服務，但因參加食通信所舉辦的
當地體驗及活動而持續認識許多新夥
伴，並近距離與生產者接觸，是其最
大的魅力。大家的年齡、職業雖都不
相同，卻能毫無記掛的相互交流。我
訂購了其他三個地區的食通信，深切
感受到與夥伴間的交流是最具價值的。

伊藤富三子小姐
家庭主婦。訂購了東松島、綾里、相
馬食通信。希望能盡一己之力為生產
者打氣，而積極協助活動及農夫市集
的進行。

讀者

對於將奉獻生命的生產者故事傳遞出
去一事產生共鳴，期望能盡一己之力
在工作的機緣下，被奧能登的生產者
們每日奉獻生命的真摯身軀所吸引。
但是，他們卻不知如何將自己真正的
價值傳播出去。在摸索自己能幫上什
麼忙時，有幸與食通信相遇，當下便
決定協助幫忙了。幫生產者與消費者
營造出雙方可相互連結的舞台，不但
心喜，也讓自己成長了不少。

小林純先生
「加賀能登食通信」的讀者。平時除
致力於空間營造、地域移居之專業領
域外，亦以專家的身份協助「加賀能
登食通信」舉辦於東京都內的活動企
劃、營運。東京都出身。

讀者

與許多生產者交流後，下定移居下
北半島的決心
我是屬於與生產者結婚這類較特殊
的情形（笑）。2013年與食通信相
遇，進而與東北各地的生產者們開
始產生連結。因此，當結婚後確定
要移居到下北時，因為在東北地區
有許多朋友在而感到很放心。經歷
震災以及與食通信相遇，改變了我
的價值觀，也讓我對下北的生活充
滿好奇。

福田亞由美小姐
在東京的廣告公司工作期間接觸到
「東北時通信」。以參加生產地遊
程為契機，2016年與下北半島的漁
夫結婚，並移居至下北半島。廣島
縣出身。



生產者

不單只有茶而已，而是自己「整個」
被刊為情報誌的感動
為何我會投入務農、把耕作放棄地
轉為茶田，以及我所追求的理想。
將這些生活故事和農場的循環系統，
以雜誌的形式印製成經過整理的情
報誌。不單只有茶的魅力，而是連
同我這個生產者「整個」被記入其
中。所以，不論是客人或是生意往
來者，都能藉由閱讀食通信做全盤
的了解。

伊川健一先生
在奈良縣大和高原上持續種植無農
藥、自然栽培茶葉的茶農。將耕作
放棄地改成茶田，以營造「人與自
然相互調和的世界」為目標。是
「奈良食通信」2016年6月號的特
輯主角。

生產者

「為了相馬，得做些什麼才行」
同樣的想法讓編輯部及讀者產生羈絆。
開始販賣以自然蛋養雞法所培育的雞蛋
時，正巧被食通信選為特輯主角。我所
販售的是一盒超過700日圓的昂貴雞蛋。
在毫無通路的情況下，靠著讀者的口碑
漸漸擴展銷路。「相馬食通信」的讀者
間，以「為了相馬，希望能做點什麼」
的共同心情相互連結。我也是抱持著這
個想法從農，所以讀者對我而言，就如
同夥伴一樣。

菊地將兵先生
於2011年5月回到故鄉—福島縣相馬市
開始務農。沒機具、沒土地也沒錢，加
上災區的負面風評影響，蔬菜根本賣不
出去。後靠著持續腳踏實地的生產與推
廣，粉絲人數逐漸增加。是「相馬食通
信」2016年1月號的特輯主角。

生產者

從品嚐者口中聽到「好吃」
是生產者最大的幸福
我利用社群網絡及活動直接與讀者做
連結，並從讀者口中得到品嚐過我生
產的帆立貝的感想，對我而言是最意
義重大的。對生產者而言，被許多人
稱讚「好吃」就是最大的幸福了。希
望地域的其他漁夫們也能有同樣的體
驗，抱著這樣想法而決定創立「綾里
漁協食通信」。品嚐者的鼓勵，便是
我們漁夫的原動力。

佐佐木淳先生
於岩手縣大船渡市綾里地區養殖帆立
貝的漁夫。販售比起數量更重視質量
的帆立貝，並自創品牌「戀濱帆立
貝」。是「綾里漁協食通信」創刊發
起者的其中一人。「東北食通信」
2014年4月號的特輯主角。

生產者

至今從未想過的緣分
生產者．讀者合作的可能性
我與更早被「東北食通信」作為特
輯主角的福島縣白石長利先生接觸
為契機，開啟了前所未有的世界。
藉著白石先生田裏所種的蘿蔔與我
的膽振蘿蔔做結合，秋田與福島兩
地合作，讓生產者與讀者產生交流。
讓讀者也一同參與種植、醃製蘿蔔。
這是我在獨自醃製時從未想過的光
景，可說是種緣分。

西宮三春小姐
家庭主婦，自2011年以「想傳承
秋田的傳統食物」的心情開始挑戰
醃製膽振蘿蔔。種植無農藥、無添
加物的蘿蔔。是「東北食通信」
2015年2月號的特輯主角。



擴展至全國、食通信聯盟

於2013年7月從東北開始的「食通信」
現在北至北海道、南至沖繩，於全國逐漸擴展開來。
在此向各位解說為整合擴展而成立之「食通信聯盟」的概要與體系、
多元的編輯長們、以及對加盟者的好處。

日本食通信聯盟，是「食通信」編輯部的聯盟組織。各個食通信透過將品嚐的人與生產的人相互連結，進而試著解決地域上
或社會上的問題。日本食通信聯盟（以下簡稱聯盟）並非以加盟連鎖的型態活動，而是以各個食通信獨立經營的方式形成之
聯盟體系。聯盟所提供的資源僅有：食通信的商標、網路販售系統、營運模式這三項。至於商品內容、設計、價格、發刊頻
率等則交由各食通信依據地域條件決定，依各自的喜好自由發揮。

在這樣的規則下，發刊者不僅限於地域出版社或製作公司，連當地企業、行政單位、生產者或移居者等，各領域的人士們開
始了刊行極具特色的「食通信」。現在，聯盟仍持續努力讓連結品嚐者與生產者之理念在全國各地擴展開來，為此，隨時期
待新夥伴（加盟者）加入我們的行列。



支持著個性豐富的編輯部
充滿點子的當地漁夫

「相馬食通信」是以雙編輯長體系來經營。身為
其中一名編輯長的菊地先生是名漁夫。受核能廠
事故影響，使漁業方面受到限制時，決定與經營
土木建築公司、亦是另一位編輯長的同屆同學．
小幡廣宣先生一同創刊。相馬食通信由水產加工
業者、盤商、禮品店、土木工程等個性多元的成
員們所組成，展現出天生愛好有趣事物的精神，
並以創意點子作為優勢。

多樣的編輯長們

在移居地新潟、以個人名義創刊
深受生產者及讀者們的喜愛

從東京移居至新潟，並一邊種植無農藥稻米、一
邊發行「稻花食通信 from新潟」的，便是手塚小
姐。將讀者數不多的情形轉為優勢，推出豐富的
農業體驗、當地住宿體驗等讀者限定活動，進而
實現營造雙方強韌的羈絆關係。是支持著當地生
產者、亦被生產者支持著的個人營運型「食通信」
範本。

藉震災的機會而相遇的鄉鎮與人們
想將他們的魅力傳達給全國的人們

吉野先生曾是位在東京工作的上班族，以擔任東
日本大震災的義工為契機，接觸到岩手縣大槌町
並移居至此。現仍持續進行著復興支援活動。於
活動中，深切感受到大槌町豐富的食材、特有自
然環境與文化以及在地人的溫暖，而希望將此傳
達給更多人知道。抱持著這樣的想法，創立了
「大槌食通信」。為了增加全國各地的大槌粉絲
而日夜努力著。

藉著連結達到地域活化
老舖印刷公司的部長

發行「廣島食通信」的株式會社中本本店，是
間創立於1919年、與廣島地區有著深厚關係的
印刷公司。梶谷先生擔當該公司的企劃部部長，
從營造「人與人」「人與社會」間的強韌羈絆、
讓地域與公司共同成長之地域貢獻的觀點出發，
而發行了「廣島食通信」。從搭配每期的食材
運用不同的雜誌紙質，可感受到身為印刷公司
的用心。

邊養育兩個孩子
邊將文化傳承給未來的世代

為保護山形縣的傳統蔬菜與地域食文化，而創
立「山形食通信」的松本小姐。原本在東京擔
任寫手的松本小姐，以結婚為契機移居至鶴岡，
在養育兩個孩子的同時邊擔任編輯長的職務。
希望將瀕臨消失邊緣的傳統蔬菜傳承給未來世
代，為此，每天為增加能理解此理念的讀者而
努力著。

擔任編輯長的副町長
總務省的派遣官僚

29歲的井上先生是從總務省被派遣到鹿兒島長
島町的副町長。除了創立「長島大陸食通信」
外，亦配合雜誌開設販賣網站、推出移動便當
販售車「長島大陸鰤馬食堂」等特色政策。以
「食通信」為軸心來連結各界交流，可說是長
島町地方創生的引擎。



吸引企業加盟的理由
四大益處

我們在以一個企業的身份著手
刊行「食通信」的過程中，體
驗到其所帶來的四個好處：
①企業觀感/CSR
②徵才
③PR
④與本職的綜效性

而其中對企業觀感所產生的影響最大。在處於情報洪流中卻只吸收到表面資
訊的現在，更應該手腳並用，將事物的內幕及潛藏的人情味、心意、故事傳
達出去的企業行動，正巧與敝社的行事方針符合。此點正是敝社決定創辦食
通信的一大理由。加上「食通信」所推出是前所未有的服務主要業務，而連
帶使敝社給人一種「嘗試新事物的公司」的加分效果。而這樣的觀感與態度，
在年輕世代間特別引起反響，在人員採用方面，也有助於年輕職員對公司產
生好感及親切感。加上因刊行「食通信」而增加了宣傳機會，進而有電視台
及報章雜誌來訪問敝社的主要業務。宣傳效果十足。

敝社是家專門經營旅店及飲食店的公司，而食通信對於菜單開發、食材提供
方面有極大的相乘效果。另外，在一邊拜訪生產地及收產者、一邊被本職業
務追得團團轉的同時，藉由「食通信」而直接與生產者產生連結，可面對面
相互交流對烹飪人員們而言是很好的刺激。從這點來看，在專業領域與「食」
有關聯的企業，特別是期望在生產者與生活者間創造連結機能的公司，加入
食通信會有極大的幫助。當然，「食」對任何人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領域，
藉此讓全國的人們對食有更高度的關注，在某種意義上，「食通信」是一種
能讓各領域企業增加自身益處的手段。

UDS株式會社社長
京都食通信發行人
中川敬文
著手過日本藝術旅店的先驅目黑
「CLASKA」、兒童職業體驗設施
「KidZania東京」、代代木village等，依
獨特的系統誕生出許多新設施的企劃．設計
的優良實績公司—UDS株式會社。現於日
本全國有親自經營旅店、青年旅館、咖啡廳、
餐廳、學生食堂、分租套房、共用工作空間、
公共設施等總數20棟以上之設施。京都食
通信發行社。http://www.uds-net.co.jp/



感受到由「食通信」
衍伸出的商業可能性

「食通信」雖不是個能賺大錢的商業模式，但它確實可創造盈餘。以「北
海道食通信」為例，每期製作費約50萬日圓、印刷費約15萬日圓。如要足
夠支付居住在北海道之專任工作人員的人事成本及取材交通費用支出的話，
讀者數達550~600人便能創造盈餘。
話說如此，單靠「食通信」便想創造利益的成長戰略是相當困難的。與其
期望靠發行「食通信」獲取營收，更該思考其所延伸出之商業機會所帶來
的無限可能性。
作為一種嘗試，我們現在有對神秘顧客進行問卷調查，並將結果提供給生
產者的活動。不光是生產者，就連地域的自治單位也有機會與都心產生連
結，增加如市場調查活動等各類商業活動的機會。
另外，亦有舉辦讀者前去拜訪生產者的遊程、將生產者邀請到都心參加交
流會等活動。現也考慮將刊物多國語言化，不光是日本國內，而是讓更多
人士有機會了解北海道的魅力及生產者的故事。

北海道食通信編輯長 林真由

「食通信」能幫助到村子
所以非做不可

自己認識的東松島生產者被選為「東北食通信」特輯主角為契機，藉著被
報導一事，不僅是生產者，就連雜誌上刊登的當地商品直銷店的工作人員
們也都有了明顯的變化。有鑑於此，便心生「創立食通信是為了村子好，
讓村裡的大家一起來參與吧」的決心。
向在地的人們提倡這個想法後，對我而言最大的收穫，就是居住年份比我
還要久的人們的價值觀有了改變。負責編輯刊物的雖然是我，也只能算是
食通信活動中的一個角色罷了。從身邊出現了許多前來宣傳、幫忙的人們。
能得到這些幫助，是源於幫手們心中對食通信所刊登的生產者有著「他是
我們村裡的人喔！」的驕傲情感。我希望能打造一個讓在地人可笑著說出
令自己感到驕傲在地事物的村莊。
在我家有個名為「吃遍東松島！通信」的活動，是讓孩子們到生產現場訪
問的自家企劃案。當完成訪問回到家後，便馬上想著「下期的草莓特輯要
做什麼好呢」並開始著手企劃。雖然這和「食通信」沒有關聯，卻讓我們
相當享受農村的美好。如果村子裡有帥氣工作的大人、驕傲情操與樂趣的
話，孩子們也就不會想離開了。

東松島食通信編輯長 太田將司

食通信的可能性



食通信的可能性
讓各自獨立經營的編輯部
相互切磋所帶來的緊張感值得期待

我於「東北食通信」創刊起便開始關注食通信。在大震災發生三年後的時
間點，食通信與其他震災復興支援活動相比有著極明確的理念。如此抱持
著期望在人與人間建立關係性的明確構想的公司真的很稀少。且將構想以
情報誌的方式做整理，並以此為中心衍生出多元的人際關係。後陸續在全
國出現新的食通信一事，便是理念與媒體力量相輔相乘的證據。另外，讓
各個編輯部獨立經營的聯盟制度也很重要。日本財團雖對多種團體及網絡
提供支援，其組織結構以由中央本部向下傳達指令，或是獨立組織間的寬
鬆合作這兩種方式居多，如食通信這般互助卻仍保有相互競爭、緊張切磋
感的公司在日本可說是絕無僅有。可期待從這緊張感中培育出在地域活躍
發展的創業家。但是，如此各自分散經營的制度，在維持品質方面可說是
個雙面刃。一邊維持聯盟制度，一邊尋找解決方案相信能帶來促使進步的
技術革新。

日本財團Social Innovation本部 上層團隊領導人 青柳光昌

「食通信」跟無印良品一樣
以與生產者間創造「良好關係」而設立

食通信有趣的地方，在於讓原本無緣相遇的人、地域有機會連結並產生新
的關係性。而從中所產生的各種「良好關係」，便能帶動無印良品想提供
的「良好生活」。吃明明是種普遍的行為，對消費者而言生產現場卻是遙
遠的存在，應好好品嚐的「食材」也成了被價格競爭的物品。進而讓因與
生產者間關係性稀薄而感到不安、抱持質疑態度的人增多。藉由食通信，
消費者可得到接觸生產者及生產現場背後故事的契機。
在此舉個相互合作的例子。我們的部份店舖設有可讓客人參加體驗的空
間—Open MUJI。藉由活用這個空間，與生產者一同舉辦體驗活動。而在
有樂町店則定期舉辦由各地編輯長分享在生產現場或地域所發現的新奇事
物之座談會。
無論是哪種形式，都實現了讓各地的編輯部與地域店舖相互合作。未來希
望能持續活用實體店面的強項，為更多人提供「產生關聯性」的場所與機
會。

株式會社良品計畫事業開發擔當部長 生明弘好



與食通信有關的業務時間軸

2013.07 成立NPO東北開墾。「東北食通信」創刊。
2014.04 「四國食通信」創刊。開始全國發跡活動。
2014.04 成立一般社團法人食通信聯盟。
2014.09 第一回「聯盟營運會議」。後每三個月舉辦一次。
2014.12 食通信聯盟的加盟團體數突破10個
2015.07 網路媒體「食通信Times」上線
2016.03 食通信聯盟的加盟團體數突破30個
2016.09 開通網際服務「Pocket Marche」

Pocket Marche

可直接從手機APP向農夫、漁夫購買當季食材。
是能從APP及網路中體驗產地直銷樂趣的服務。
Pocket Marche是讓生產者可自行刊登商品，讓消費者直接進行購買的

手機APP／網路服務。為了促進更多生產者活用從食通信所習得的知識

及資源網絡為根基，自2016年開始營運之促成自行發信、販售的平台。

與黑貓宅急便合作以解決運送等物流面問題。一台手機在手便能輕鬆出

貨。品嚐後再向生產者說聲「多謝招待」吧！不光是食物的傳遞，而是

讓「生產者」與「品嚐者」都能享受相互交流的樂趣。

日本食通信Times / NIPPON TABERU TIMES

由現場的農夫、漁夫來執筆
史上第一個食物新聞媒體
「食通信雖然有趣，但如果讓生產者自己發聲的話應該也很好玩。」日
本食通信Times（簡稱為食T），是將生產者發表在網頁或社群上的投稿
訊息經整理後發表的彙整網站。負責營運工作的是由約20位學生所組成
的編輯部，從旁協助150位以上的生產者發表只有第一線的農夫、漁夫才
發表的出來、看得到的資訊。由Pocket Marche與日本食通信Times持續
協助從各個食通信中被「發掘」出來的生產者，讓交流的循環不間斷。

將「生產者」與「品嚐者」連結起來的相關業務

以下將介紹除了食通信外，其他相關業務服務。



話題性

隨著食通信與相關業務的成長，也對周圍產生了許多影響。
在此向大家介紹如進軍海外、書籍出版等食通信的後續延伸發展。

與哈佛大學的學生們一同前往東北地區生產地

「東北食通信」的生產現場，成為哈佛大學學生們學習的場域。自2012年
起哈佛便會派遣5名學生於東北地區進行田野調查。學生會到石卷和相馬的
生產現場進行訪問，並提出可解決生產者課題的解決方法。

高橋博之的第二本著作，廣受好評再版中！

由高橋博之所著「將都市與地方『伴』在一起-食通信的奇蹟」一書於2016
年8月17日問世。是本針對未來的農業、漁業、地域經濟、消費型態、情報
社會中的生存之道等，搭配眾多實際案例之好書。一出版便廣受各界好評，
於12月決定加印再版。

Pocket Marche的登錄生產者數，已突破200名！

Pocket Marche上不僅有過去食通信介紹過的生產者，還陸續聚集了來自全

國各地、希望在此出品販賣的其他生產者。自開始服務的四個月內，登錄

生產者人數已突破200人，且現在仍持續增加中。

日本食通信Times成功募資到超過160萬日圓的資金。

「日本食通信Times」在群眾募資活動中，從130位愛心人士手中募得總額
1,616,000日圓的資金。所募得的資金會活用在將第一級產業的魅力傳播出
去等業務上。還請各界人士繼續支持捐款。

不在國內就止步，聯結到亞洲地區的巨大圓環

在將高橋博之的著書「食鮮限時批–日本食通信挑戰全記錄」翻譯成中文版

販售的台灣，陸續出現希望加入「食通信」創刊行列的聲音。為了回應這

份熱情，日本食通信聯盟特別開設了台灣版網頁與facebook粉絲頁，並致

力於情報收集、理念傳播等活動。未來會如何發展下去實在令人期待。

榮獲獎項
1. 「東北食通信」於2014年榮獲GOOD DESIGN AWARD金
賞。

2. NPO法人東北開墾於2015年榮獲第三回日經SOCIAL 
INITIATIVE大賞創新獎。

3. 日本食通信聯盟與NPO法人東北開墾於2016年榮獲第一回日
本SERVICE大賞地方創生大臣賞。



編輯後記

來自食通信聯盟事務局的留言

現在的「日本食通信聯盟」事務局是由四名常勤工作人員協助
各地編輯部的創刊．營運支援、系統平台建構與宣傳等業務。

在這個追求「便宜、方便、簡單」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時代裡，
如果因天候或食材狀況而延誤配送速度的話，就必須對食材進
行調理或事前處理。這種乍看之下對生產者而言相當不便的服
務，絕不會以便宜價格來進行販售。

為何我們會持續進行這樣的服務，並推廣其理念呢？自聯盟發
起也過了三年的歲月，將由「食通信」所引起的變化與願景目
標進行彙整，以設立路標的心情製作了這本小冊子。不是金錢
與物品的交換，而是人與人的羈絆連結。希望能將這份理念，
透過全國「食」的現場所產生的夥伴們傳遞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