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綠色革命以來，世界各國

農業相關的產、官、學、研

等面向，莫不致力於品種改

良、精進管理技術及開發農

用資材，期能增加單位面積

產量或產能，以滿足人類的

食物需求；其中，在作物栽

培方面，尤以化學肥料及農

藥的使用成效最廣受重視而

成為重點研究。然而；此類

講究集約經營、高投入也高

產出的生產方式，因長期大

量使用化學物質，反而造成

土壤及水資源受到污染，進

而影響了土地的生產力。不

僅如此，長年使用化學物質

也已衝擊生態系統的平衡能

力，例如生物天敵的減少，

病、蟲及草害等抗  (耐)  藥

性的增加。在此情形下，有

些具備環境保護意識者，陸

續自發形成採用有機農耕方

式的團體，以實作及交流等

方式來培養該類農法的技能

及知識，伴隨著消費者對食

品安全及環境意識的覺醒，

有機產業的發展最終走上有

法律依據，經由驗證與標示

管理來提升消費者權益的保

護。

果樹有機栽培，簡單來講

是以增加果園生物多樣性及

平衡生態系統為原則，環境

資源可以永續利用為目標；

絕不使用法規許可以外的物

質並佐以最少的農場外來物

之使用，以調整農耕作業等

方式，克服栽培過程所遇到

的種種問題的栽培方式。因

此，吾人可進一步去理解，

有機水果的生產並非僅著重

在該項產品不含任何化學物

質的殘留，而是講求果園的

生產模式要採用對環境生態

影響最小，使自然資源可永

續應用而言。基於這樣的理

念，不難體認有機果園的經

營實務並非一蹴可幾，端賴

農場主憑藉的信念、用心與

努力程度。為使有意投入有

機鳳梨栽培或初入本領域

的農友，能更瞭解經營有機

鳳梨可能面臨的若干面向，

茲整理國內目前相關規範方

向與其栽培實務等與農友交

流。

有機鳳梨果園栽培的基

本概念

有機鳳梨果園不能使用化

學物質，因此，當然不能使

用化學肥料和農藥。為了要

提升栽培技術的可行性與兼

果樹有機栽培的理念與實際

以有機鳳梨農場為例

◎農試所嘉義分所／唐佳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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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單一事件損及整個有機

體系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消

費者信心，也才能維持最多

數有機生產者的權益與產業

的發展。

培養有機鳳梨果園栽培
者之觀念

一、經營理念與面臨問題

有機農場是一門講究永

續經營的學問。任何農場想

要永續經營，首先農場要能

獲利生存；然而所謂的經營

獲利並非要生產有機產品的

經營者，將營利當做最主要

的經營目的；而是提醒經營

者，即使選擇採用有機模式

來經營，也可以訓練自己，

在經營過程中站在成本概念

基礎上，選擇正確的方式來

投入，而非不求方法的埋頭

苦幹。

當然，既然選擇投入有

機農業，決不能抱持著要賺

大錢的心態來從事有機果園

的生產。主要原因是投入有

機農業的最主要目標，就是

為了要確保環境與資源的永

續，因此，如何與自然和諧

共存，抱持著低投入，不干

擾，順應自然等，才是此類

經營的最高原則。反之，如

果著眼在「有機標示」意謂

著產品的高售價，或是抱持

著提供標榜無毒的農業生產

方式，便是進入特定市場最

有效率的入門磚，因而採用

在遵循法規的限度內，進行

高投入而集約的經營方式，

以追求投資的最大的利潤，

那麼便失去了有機農業的精

神。

(一) 取得有機驗證
初投入有機農場的經營

時，因果園才剛開始進入轉

型期 (In conversion)，過去此
地的生態環境可能長期使用

化學物質，因此土壤不夠健

康，肥力也不均衡，可謂一

生態環境惡劣的基地，加之

農場主仍欠缺有機模式的經

營經驗，可能會困於病、蟲

及雜草之危害而疲於奔命，

更易因產量不如預期而產生

打退堂鼓的念頭。而且類似

的問題可能長達數年之久，

直到環境恢復健康，經營管

理技術也日漸成熟，且由於

得以有機名義販賣。」；同

年九月頒布「有機農產品及

有機農產加工品驗證管理辦

法」，詳細規定驗證方法。

自此，所有未經國家法令驗

證之農產品與農產加工品，

皆不可以任何形式標示為有

機，違反者可依法處以 6 萬
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之罰鍰。
基於現有法規的相關規定，

消費者可經由其驗證編號，

追溯到有機農產品的生產資

料，有利於辨識真正的有機

產品。

站在有機農場主的立場，

需能體認申請有機驗證會有

相當的成本費用，此費用並

非驗證者以賺取有機農場

主辛苦得來的獲利為目的，

而是執行有機驗證之機構需

有足夠人力物力，才能在生

產過程中不定期進行抽查，

以確保其生產過程能符合標

準，例如與一般生產耕作區

有所區別，甚至有機農場的

土壤及水資源保護及投入物

質管制等；收穫後的調製與

包裝也要慎防污染，以維持

有機農產品之品質。唯有持

續而確實的稽查，才能儘量

顧農場基本收益，可預

期所採用的生產方式與

目前一般鳳梨的栽培方

法 (通常稱為慣行農法) 
將有數項不同。

首先是除了慎選種

苗及妥善的農場開設規

劃之外，在整地前需充

分考慮如何利用各種作

物殘株，包括綠肥植物

的種植或籽粕類資材的

施用、謹慎施用未受污

染之有機廢棄物，例如

禽畜廢棄物、農場堆肥

或富含養分之礦石等材

料，以確保作物所需的養分

得以足夠卻不過量。其次，

在完成鳳梨苗的定植之後，

栽培時面臨的病、蟲、動物

及雜草等  (圖1)，也不能像
一般栽培法使用快速易於進

行的管理模式，而是採用栽

培防治 (例如輪作)、物理防
治、生物防治、天然資材防

治及綜合前述各項之互相配

合使用的模式，切不可為了

生產果實而傷害了農業生產

環境，造成土壤及水資源的

負擔，並維持環境的永續應

用。

此外，有機鳳梨果園需較

一般鳳梨果園投入更多的人

力、自然資材及生產成本，

然而產量及果實大小未必能

與一般栽培方法相比，此皆

採用有機生產鳳梨者應有的

認識。如果是採用秀明自然

農法的農友，基於「尊重自

然、順應自然」的目標，其

生產過程中面臨的挑戰，可

能比一般栽培法或其他有機

果農更需投入心力並體驗該

生產過程所面臨的各個

環節，做好心理準備方

不至於落差太大。

目前國內有機農業法

律規範我國有實際約束

力的有機農業相關法規

始於二○○三年，自修

訂農業發展條例第  27 
條第 2 項「為提升農產
品及農產加工品品質，

維護消費者權益，中央

主管機關應推動相關產

品之證明標章驗(認) 證
制度」開始。其後，在

二○○七年通過「農產

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包

括有優良農產品、有機農產

品及農產加工品、農產品產

銷履歷管理等標示與檢驗體

制，明確規定「農產品、農

產加工品在國內生  產、加
工、分裝及流通等過程，應

符合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有

機規範，並經驗證者，始得

以有機名義販賣。」，同時

規定「進口農產品、農產加

工品須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之國家或國際有機認證機構

（組織) 認證之驗證機構驗證
及中央主管機關之審查，始

↑圖1. 雜草問題是許多有機鳳梨
栽培者需煩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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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能力。如果實際經營規模

允許，或可評估在農場中發

展自有水生系統 (可參考本專
欄第一階段的生態池營造系

列)；此外，若非採用秀明自
然農法，或許也可考量複合

經營的可能性。例如，評估

在自家農場中進行禽畜飼養

的可能性，比方說養殖合鴨

或蛋鴨的可行性。此類複合

經營的方式不論是否打算兼

營禽畜類產業，即使農場主

茹素不願意販售動物肉品，

亦可飼養雞、鴨、鵝等禽

類，僅售蛋品卻不殺生，甚

至亦可養羊或養牛，除提供

農場休閒產業之用，這些動

物可飼養到壽命終了後使其

回歸自然大地。經營禽畜除

可由動物吃草來防除草害，

亦可利用其農牧業廢棄物自

製堆肥，之後再應用於提高

土壤的肥力，以增加農作生

產力。此外，農場自有產品

也可發展農產品加工，或製

作簡單的即食性商品 (圖2)，
以增加農場收入，延長投入

意願直到農場主已能完全融

入有機農法之中。

結論

目前國內的有機農業，在

政策及法制面似乎仍停留在

建立驗證制度與管制標示體

系之層面，最講究的仍是有

機標示所衍生的相關問題，

甚至立法的思維仍然以保護

消費者為出發點。這不是不

好不正確，而是不足夠；消

費者對有機產品具備信心，

而願意花費更高的價格來購

買，誠然可促進有機農業的

發展，然而，若能從生產者

為出發，進一步推廣遍及於

消費者，均能體認到有機農

業是基於維護環境生態的永

續利用，則有機農業將能更

健全更易推行。

此一過程中，眼見大地恢復

生機，自然生態系統逐漸正

常循環時，才能真心體會萬

物和諧共存與自然導師所給

予我們的種種教誨，並心悅

誠服的遵循有機農法。

(二) 正確的從業者理念
國內多數的消費者，甚

至包括部分生產者，易有將

有機農產品定位為「食用安

全」，此實為失之毫釐差之

千里的認知。吾人誠心企盼

所有有意投入有機生產行列

的農友，均可瞭解有機農業

最重要的意義在於環境與資

源的永續發展，而農業生產

只是這其中的一環，因此，

所有的投入與產品均需站在

生態保育及與自然和諧共

處。因此，有機農業的生產

者，是因為認同這種行動，

而願意支出更高的費用來購

買有機產品者，是因為鼓勵

與支持此類的生產方式，而

非單純要求食用安全與否。

如果有了此一正確的理念

與認知，就可以避免在消息

發布前查證不夠嚴謹的負面

新聞中，仍能保持對有機產

品的信心。理由是：有機農

業之栽培過程不使用對生態

環境有害的資材，但並非保

證產品中的農藥殘留均需為

零檢出，尤其是轉型期中的

農場，可能土壤本身尚有殘

餘或來自鄰田污染，萬一有

機農產品被傳出有不慎殘留

的消息時，若殘留微量農藥 
(例如遠低於衛生署規定之容
許量)，可能應給生產者一個
解釋及補救的空間，而非無

止境的渲染。

二、生產成本偏高與瞭解產

品的市場競爭力

有機鳳梨因其栽培管理

之特性，導致生產成本易

較採用一般方法生產者更

高，且需另加一筆驗證費

用，因此，在果品市場上的

競爭力需在投入生產前即妥

善詳加考量。首先是產品的

通路問題，若農場主選擇由

具備自有通路  (如有機專賣
店) 的驗證者認證，在與驗
證者約定好收購方式後，此

問題可能不是主要困擾；然

而，若非與有機通路業者契

約或已有銷售計畫才進行生

產的果園，而是打算參與有

機農夫市集或自行零售者，

則需體認該方式不但在採收

季節需另備有一部分人力投

入零售過程，且販售量的穩

定度也是一大考驗；其次，

若預定將有機果品銷入一般

拍賣市場或產地市場，但僅

依賴  「有機標章」或「有
機生產」果實品質特性等為

其副加價值，則因生產成本

較高，在售價上難與一般生

產模式的鳳梨果品競爭，實

際上並不利市場之拓展，因

此，果實成熟前即需事先做

好產品的通路規劃。

三、評估複合經營的可能性

由於不使用一般農法來

生產果實，假如果園環境尚

未恢復健康，而種苗的選擇

又不夠確實，很可能會因為

定植後的損耗或生長情形不

理想，終而影響實際收益，

甚至產生經營上的失敗；因

此，想以有機模式經營農場

主最好能詳細考量，該如何

在兼顧農場收益與恢復農場

中動物、植物、土壤生物及

微生物的多樣化之間取得平

衡，並儘速恢復自然界的循

↑圖2. 小型的有機鳳梨農場，可利
用自家生產的鳳梨果實，自製簡
易的即食性商品販售，可增加農
場之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