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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葉是台灣主要經濟作物之一，栽培至今已有 200多年的歷史，對台灣的經濟貢
獻很大，早期以外銷為主（1970年以前），後來因為主客觀環境改變，遂改以生
產內銷半發酵茶為主。由於當時受到國內經濟起飛，國民所得提高，飲茶風氣興

盛的影響，茶葉甚受國人喜愛，在供需不平衡的情況下，茶價不斷提高，，使台

茶在內銷市場維持了廿多年的好光景，茶農獲利匪淺；不過好景不常，目前又面

臨產銷危機，其原因為： 
一、受經濟不景氣影響，消費者購買力降低，茶葉銷售量減少，同時茶園面積不

斷增加，產量提高，供過於求，產銷問題隨之亮起紅燈。 
二、茶葉生產成本逐年增加，而茶價除少數高山茶外，普遍不升反降，茶農獲利

降低，造成經營上之困難。 
三、消費者對茶葉安全衛生要求日益提高，尤其茶葉污染問題特別受到重視，使

台茶外銷幾乎面臨困境。 
四、茶商出走鄰近國家，如印尼、中國大陸、越南、泰國等地，大面積種植台灣

茶樹品種，且栽培管理、製茶技術均源自台灣，挾其生產成本較低的優勢，回銷

台灣打擊台茶市場。 
五、台茶在外銷全盛時期，植茶地區以北部丘陵台地為主，改為內銷後，茶區逐

漸向中南部轉移，栽植的品種主要為生長勢較弱的青心烏龍，在管理上又大量使

用化肥、殺草劑、農藥，造成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及土壤地力退化問題，使茶園在

經過 15~20年栽培以後，茶樹樹勢即開始衰弱，收量品質下降，缺乏競爭優勢。 
政府農政單位有鑑及此，乃於 1995年開始規畫實施茶園有機栽培，不數年茶園
有機栽培在台灣地區落地生根，初期茶園面積雖然只有 70公頃左右，但由於政
府與民間業者的努力，現已奠定了國人對茶園有機栽培的認識與了解，並累積了

不少的經驗與生產技術，同時也訂定茶園有機栽培實施基準及有機茶認証實施辦

法等相關資料，相信對今後台灣地區推行茶園有機栽培會有很大的助益。 
台灣實施茶園有機栽培的時間很短，從 1995年開始至今也不過只有 5~6年，其
間必須克服的問題很多，而且有機農法旨在創造一個經濟與環境兩者都實際可行

的永續耕作制度，為此，有機茶農必須以自然整體性的眼光，來看待此一生產方

式，而在實際執行時更須考量整體生產系統內有關的組成因素，包括茶樹、水、

土壤、氣候、野生動植物和人類等彼此之間的相互關係。更具體而言，從事有機

茶業者就是要有能力培育出肥沃的土壤及防治病蟲害與抑制雜草生長的技術，但

不能使用化學合成肥料、除蟲劑、殺草劑、殺菌劑等。而台灣地處亞熱帶高溫多

濕的環境，病蟲害猖獗，且土壤有機物分解快速，雜草生長又茂盛、草相也多，

恰好與追求的目標相反，更增加實施上的困難，因此為了擴大實施茶園有機栽

培，下面幾點意見是必須考慮的： 
(一) 建立茶園有機栽培的正確觀念。 



(二) 加強茶園有機栽培技術之研究。 
(三) 有機茶園採集中經營管理制度、建立共同品牌、以利行銷。 
(四) 降低茶園生產成本、提高效益。 
總之，茶園有機栽培這條路是漫長的，也不好走，即使如此，為了台茶的前途再

困難也要克服，雖然短時間或許無法做到所謂「純有機」的栽培模式，但至少我

們要藉此引導和宣示，讓全體生產者注意茶葉食品安全衛生的重要性，讓全人類

均能享用合乎健康的茶葉，這才是我們推行茶園有機栽培的終極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