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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健康是與我們日常生活最契合相關的問題，然而，現今市面上的天然食品日漸減

少，大多都添加了化學原料加工過的不健康食品，導致罹患癌症的人口數日益增

加，於是興起了「有機」農業，本研究是爲了深入了解台灣的有機農業，探討它

面臨的衝擊與未來的發展趨勢。 
 
二、研究目的 
 
我們或許會羨慕一個行業的興盛，但在每個行業光鮮亮麗的外表下，依舊存在它

的難題。有機農業亦然，雖然近幾年已漸漸走入你我生活中，但它也並非我們所

認知的如此順遂，因此想藉由此次的探討，了解以下事項： 
 
1. 有機農業在台灣的發展過程中，所面臨了哪些衝擊？ 
2. 台灣政府是如何來解決這些問題？ 
3. 台灣有機農業在未來的發展趨勢為何？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流程可分為六個步驟： 
 
1. 確認研究動機與目的。 
2. 參考有機農業相關文獻、網站。 
3. 依據文獻探討建立研究方法。 
4. 設計問題，訪問有機農業栽培者〈彰化縣永靖鄉台盛有機農場〉《附錄一》。 
5. 藉由所獲得的資料進行分析，並加以整理歸納。 
6. 依據研究結果，提出結論。 
 
貳●正文 

 

一、有機農業的定義 

 

有機農業在近幾年來已在全世界掀起一股無法抵擋的風潮，各國對此皆投入了大

量的心力及人力。有機農業算是一種新興的產業，它代表著一種人類的進步，世

界觀的形成。各國在名稱方面皆不同，略整理如下表：《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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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有機農業於各國名稱 

國家 名稱 

美國 再生農業（Regenerative Agriculture）

英國和西歐 生物農業（Bio Agriculture） 

日本 自然農法（Nature Farming） 

台灣 有機農業（Organic Agriculture） 

 

因為每個國家在發展政策上的不同，所使用的名稱與定義也就不盡相同，但大部

分皆秉持一種理念：為了農業的永續發展和經營，以此原則來推廣有機農業。 

因此大致可以歸納出有機農業是一種盡量減少或避免使用任何合成化學肥料、農

藥，運用最自然的方式，與環境生態保持平衡，並以生產自然安全農產品為目標，

達到永續發展的一種農耕方式。 

 

二、有機農業發展概況 
 
1.有機農業的形成因素 
 
有機農業的發展主要是根據下列四點條件所形成： 
 
A.加入世界貿易組織〈WTO〉後的衝擊 
 
由於加入 WTO，對各國農業造成了衝擊，尤其是採取小農經濟的國家，應而改

變過去對「產量」的重視，進而轉向「品質」的提升，然而面對 WTO 帶來的衝

擊，世界各國政府紛紛找尋改善方式，而有機農業便成了許多國家選擇的方式之

一。《註二》 
 
B.對於健康飲食的講究 
 
隨著時代的改變及進步，人們對於飲食的看法也逐漸改變，已經漸漸由「填飽肚

子」轉為「吃的營養、吃的講究」，近年來「吃的健康」也成了人們對飲食的新

看法之ㄧ，追求自然、無污染的食品已成為風潮。《註三》 
 
C.對於生態意識及環保觀念的提升 
 
一般農業在早期為了達到一定的產量，不惜使用大量的化學肥料和農藥，不僅破

壞了自然生態，也帶來了環境污染，農藥工業的發展帶來了農業生產的安定和品

質的提升，但相對也造成許多問題。《註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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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農業政策的轉變 
 
農業早期是在『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的政策下發展，因此此時的

主要目的為生產量的增加，直到 1987 年後便不再以增加產量為目標，改為減少

高污染、高社會成本的發展，強調發展為具有市場潛力極高附加價值為主的產

業，1997 年加入 WTO 後，為了減少對農民的損害，更加期望農業發展為永續的

產業。《註五》 
 
2.台灣的發展概況 
 
國內有機農業的發展，大致上可分為四個階段： 
 
籌備〈1986 年~1987 年〉→試做〈1988 年~1993 年〉→示範〈1994 年~1999 年〉

→推廣〈2000 年~至今〉 。 
 
在試做階段時，由民間在 1990 年成立財團法人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金〈MOA〉，

MOA 的自然農法：貫徹四不方式─「不翻土、不使用堆肥、不除草、不防治病

蟲」，以維護自然生態的耕作方式。 
 
而在推廣階段，行政院農委會降任政權下放給以下七個機構。《註六》 
 
《表二》有機農業管理機構 

名稱 英文簡稱 
財團法人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金 MOA 
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金會 TOAF 
台灣省有機農業生產協會 TOPA 
台灣寶島有機農業發展協會 FDA 
中華有機農業協會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  
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紛有限公司  
 
根據國際有機運動聯盟〈IFOAM〉標榜有機農業的四大原則為「健康、生態、

公平、關懷」，所以有機農業發展至今，已不再是產業、理念，更是一種生活方

式。 
 
總觀有機農業的發展路程，得知它有了許多的改變及進步，然而在這些改變的背

後，卻隱藏一些即需探究的考驗和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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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機農業的衝擊 
 
1.台灣有機農業面臨之衝擊 

 

有機農業發展至今，經歷了近一個世紀的時間，已進步甚多，各國針對這個議題

也越趨重視，並增設了許多的法令加以規範。但在我國的發展看似順利，其實仍

然存在許多隱憂，本次的探討將略述如下： 

 

A.我國氣候和土壤天然條件不足 

 

臺灣因北回歸線(23.5°N)經過中部，故南部屬熱帶季風氣候，北部屬副熱帶季風

氣候，全年平均氣溫在 20℃以上，故炎熱多濕，因而病蟲害不易控制。而土地

所含的有機質偏低，資料顯示全國超過 65%的耕地，土壤有機質僅含 2%以下。

加上每公頃土地平均要負擔 30 人，土地承載壓力太大，所以缺乏足夠的土地可

輪作綠肥。 

 

B.相關主管機關太多，事權不統一 

 

有機作物在田間生產期間，主要管理機關為農委會；在加工過程及標章登記，則

為經濟部管理；而在加工變為有機食品的此階段，則由衛生署來把關。俗話說：

人多手雜，若各機關彼此間無法協調配合，事權無法統一，在管理方面，只會越

趨複雜，難以有效整合。 

 

C.產銷不具經濟規模 

 

國內有機農民平均經營面積僅 1.5 公頃，經營規模狹小，以致生產成本居高不下，

農場環境生態不易平衡，且易受鄰近慣行農業之農田汙染。 

 

D.消費者對有機農產品認識不足 

 

雖然有機農產品的生產過程與一般農產品不同，但若不是對此有深入研究的消費

者，是無法由外觀加以區別的。因此，應該輔以驗證標章，方便消費者辨識，且

加強宣導消費者認識 CAS 有 機 農 產 品 。  
 

E.難取消費者信任 
 
我國已在 2007 年由立法院三讀通過有機管理法─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理法，但

由於我國的管理法訂立得太慢，雖然目前已開始加強管理，但消費者對有機農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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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信心仍無法完全建立，因此乃須透過政府及驗證機構加以宣導，找回消費者

的信心及信任。 
 
F.國內研發有機農產品的知識些許不足 
 
許多農產品的有機栽培，還在試驗中，甚至學術試驗機構的專家仍無法提供技術

上的協助。 
 
G.政府沒有依據台灣農業的農業環境和條件，來衡量台灣農業的發展。 
 
2.參訪─台盛有機農場 
 
A.有機農業經營動機 
 
當時會想從事有機農業經營，其實是因農場的主人體會到了健康的重要性。農場

的主人原先是栽種芭樂，並非有機，所以每天皆必須噴灑農藥，以防止病蟲害。

但漸漸的主人發現這並不是栽種作物的最可行方法，不只影響了自己的健康，同

樣的也影響了所有的消費者以及自然環境，亦因友人的建議，於是開始了主人的

有機事業。 
 
B.農場特色 
 
在台盛有機農場裡，最大的特色莫過於「鵝」了。鵝是對農藥殘留物最敏感的家

禽類，因此他們利用鵝來確保作物的品質，以提升有機農業的可信度。 
 
C.有機農業面臨的衝擊 
 
俗話說：「凡事起頭難」，要開始一項事業，並不是如此容易，是必須面臨許多困

難。以下是台盛有機農場所面臨的挑戰： 
 
a.資金不足 
 
「資金」算是台盛有機農場最初經營時所需面臨的事，在十年前，臺灣對於有機

農業並沒有足夠的保障，也沒有額外的經費供給有機農家們，使得在經營農場時

格外困難。 
 
b.成本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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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天氣算是濕熱型的，對於病蟲害並不易控制，而在台盛有機農場裡，他們

為了降低病蟲害的威脅，會先將土壤淹水過後，在開始種植，並且採用溫室栽培，

雖說如此較不會因為氣候而影響太大，但在成本方面又更加的提升。 
 
c.轉形期(一般農業轉至有機農業的過程)作物無法銷售 
 
在 2007 年通過了有機管理法，規定：「國內外農產品的生產、加工、分裝、流通

等過程，必須符合主管機關或國際有機認證組織之驗證，才能以『有機』之名販

賣。如果違反，最高可罰三十萬元。」這對於生產者更有約束力，也對消費者更

有保障，本來是件好事，但也因如此，消費者只願購買有 CAS 認證的農產品，

因此販賣商也與農場們協調它們只願販賣 CAS 認證的產品，這對於農場是一大

衝擊，這使得轉型期農場栽種的作物無法銷售出去，成為他們最大的困擾和隱憂。 
 
d.品牌保證 
 
台灣以前並沒有設立嚴謹的法規來管理，因此在行銷方面面臨重大困難。消費者

不能信任，農場只得更加努力的推廣，讓銷售市場及消費者信服，對有機農而言，

品牌是最重要的，ㄧ旦品牌遭受質疑，所有的心血也可能就此付諸一炬。所以，

如何讓自己的產品能順利的推廣出去，正是極需面對的事了。 
 
e.政策不穩定 
 
雖然有政策在執行，但依舊讓每個有機農業經營者提心吊膽的過日子。每當換了

執政府，政策也就為之動搖，很難讓有機農擁有真正的保障。 
 
台盛有機農場的主人認為：在台灣，雖說有機農業已是不可忽視的議題，但結至

目前為止，仍堪不上完備。法令的不穩固、消費者的信任度、檢驗機構的專業

度……都是必須再努力建造的。 
 
四、台灣有機農業的未來趨勢 
 
在台盛有機農場主人的經營理念中，「良心」是最重要的。有機農業是一種良心

的事業，不只影響自己，也影響消費者及所有的人民。其實農家們對於有機農業

的未來發展，皆無法預測。但他們覺得在未來，有機農業會是一項非常有前景的

事業，由於社會的進步，觀念的改變，人們對於飲食皆有了不同的視野，因此對

食材的選擇也會更加的慎謹。雖說如此，但如果真要將「有機」成為全國的生活

重心，仍需政府的努力。應該從教育做起，教導人民認識有機農業，也讓他們了

解有機農場的經營方式，及食品是如何生產的，才能讓有機真的成為我們生活的

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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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結論 

 

每個人都想擁有健康的身體，但我們的行為卻一直抹煞掉這些想法，飲食的不正

確一直是造成癌症比例居高不下的元兇。有機農業會興起，不外乎是大家對於健

康食品的觀念已慢慢加深，但也因為有機食品的價格較高，再加上有許多消費者

對於有機的認知上仍有些誤解，因此還是有許多人選擇一般的蔬果，這不僅造成

有機農在行銷上的問題，也是一個難以突破的困境。而法規的不夠完善，也讓許

多面臨轉型期的有機農家，遭受到轉型期間的蔬果可能無法銷售的處境。 

 

其實從事有機栽培，不僅是為了人類的身體健康著想，另外對於生態環境也有了

深遠的影響。可以保持生態的平衡，使得生物們不再受到農藥的襲擊，土壤也可

免於遭受污染的地步，要有這些改變，最根本即是從人類做起，只要每個人都踏

出一小步，就能使我們的生態環境往前一大步。 

 

有機農業成為未來的潮流，早已不是問題，但在於法規上應多做改善，使得有機

農的銷售上更有保障，並且教導民眾擁有正確的有機觀念，讓有機走入大家的生

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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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請問您 
 
1.是什麼原因，使您想要投入有機農場的經營？是否那時有遭遇到什麼困難？ 
 
2.在您想投入之時，是否有想過投入有機農業的成本比非有機農業高？ 
 
3.在您想投入有機農業的想法出現時，有遭遇什麼困難嗎？ 
 
4.您如何克服當時所遭遇的困難呢？曾經如何尋找協助？ 
 
5.您想要投入有機時，最感缺乏的是什麼？是資金？土地？還是技術？您如何尋

找到這些資源？ 
 
6.有沒有考慮過市場銷售的問題？ 
 
7.在開始經營時，您如何克服病蟲害的困擾？ 
 
8.在開始經營時，您使用了哪些肥料？有機肥是如何取得的呢？ 
 
9.剛開始時您如何取得販售商或消費者對你有機蔬菜品質的信任？ 
 
10.剛開始時您如何找尋市場銷售管道？ 
 
11. 您所栽培的蔬菜大多得到哪些病蟲害？哪一種較難克服？ 
 
12. 您覺得有機農業在臺灣必須面對的衝擊有哪些？該如何克服？  
 
13. 有機作物是否已取得認證？共有哪些認證？ 
 
14. 在 2007 年已通過有機管理法，這對臺灣的有機農業發展是否真有很大的幫

助呢？您對此有何看法？ 
 
15. 您覺得政府尚需有何政策來推行有機農業嗎？ 
 
16. 有機農業在台灣的發展上，是否已完備了呢？ 
 
17. 在您投入多年的經驗下，您覺有機農業在未來會有何種發展呢？那以何種形

式發展，在未來會受到更多人的信任呢？ 
 
18. 我們該如何經營有機農業呢？是否可請您談談您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