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盰年來由於社會大眾對食品安全的顧

慮詐「有機」食品成為流行。有機商品琳

瑯滿目詐甚芼有些無機的物質例如水、鹽

等也被冠以有機名稱詐以提高售價、賺取

更多的利潤。目前市上販售的「有機」畜

產品大都是商業噱頭詐消費者不可不慎。

有機農產品的基本定義是不用化學合

成物 (肥料、農藥)，也不用生長促進劑，

以及不補充化學添加劑之自然生長、生產

的農產品。當然，基因改造違反自然，用

基因改造的草料、穀物餵飼的家畜禽也不

是有機。另外，違反動物自然習性、不尊

重動物福祉的飼養、運輸、屠宰的措施也

不是有機。例如，早期離乳 (低於 28 日

齡) 的豬隻不是有機，因為過於違反自

然，剝奪了基本親情需要。利用針灸促進

生長、發育、繁殖也不容許，中草藥添加

也應排除；畢竟這些都非自然，涉及人為

的生理調控。

有機農產品不止是出自有機農場，而

且應是來於整個有機生產系統。例如，有

機農場生產的家畜禽，若送往傳統或一般

的肉品市場屠宰、分切、儲存、包裝等，

因為無法保證是否受到污染，則不再是有

機，而實際上是幾乎一定被污染。有機農

產品為了要與一般農產品區隔，所以必須

清楚標示，這必須經過連串的認證單位查

驗確定後，才能貼以標籤以示公信；查驗

和審定的標準則是依國際規範執行。台灣

目前尚無畜產品正式通過有機認證系統的

檢驗。

一. 有機生產體系的建鑲

一般食品的基本要求是安全衛生、低

污染、少殘留。然而，食品不論是作物、

蔬果或是乳、肉、蛋等畜產品，其品質與

安全皆涉及從水源、土壤，經畜舍、加工

廠、零售商秕廚房嚴密結合的體系，因而

關係生產規範及整體品質管制系統的良

窳。所以，「有機」並非農家不用化學物

質即能轉型生產，而是整個生產流程體系

必須有機化。不然，辛苦耕耘、細心飼養

的農畜產品，在收割、屠宰、清洗、處理

及分裝時，經化學藥物如消毒藥、防腐劑

污染豈不前功盡棄？儘管這些化學製劑安

全合法，但其破壞了「有機」的精神和定

義。

「有機畜產品」必須建立在「有機飼

料或芻料上」，當然，必須源於「有機土

地」上。不然，土雞放山飼養，若是山上

果園噴了農藥、施了化肥，怎算有機？有

機畜產品成本高昂，畢竟，生產了有機草

料、穀物即可以上市販售，何必再餵飼家

畜禽？此外，有機家畜禽也必須按規定送

往認證的屠宰場和加工廠，進行人道屠

宰、屠體處理，倉儲、包裝標示和出售；

海驪

有機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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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有機生產體系必須依可追蹤性的制度

執行。目前有些農戶摒棄集約式的經營，

回歸傳統，將家畜禽在開放的空間下以粗

料或原料 (非調配飼料) 飼養，不使用促

進生長發育或肥育的添加劑，這只是恢復

自然畜牧，產品僅可稱為「原味」產品。

例如，草原上放牧的牛羊及其乳汁，可以

在市場上區隔，有別於利用穀物調配的精

料再欄餵牛羊的產品。原味產品與有機產

品還有相當距離，當然有機產品則一定是

原味產品。

國內最大養豬戶

號稱經歷 3 年的研究

已成功開發「有機豬

肉」生產技術，不過

這只限於以天然製劑

取代化學用藥，包括

抗生素生長促進劑、

疾病防治藥、驅蟲

劑、消毒用品等，但

對於污染源 (包括基

改) 管控體系、福祉

措施及追蹤制度則難以掌握，加上成本考

量，故迄今以商品化上市。生產有機畜產

品的困難甚高，無適當的環境與妥善制度

配合，憑個別農戶 (場) 的努力，無法單

獨執行，整個作業非一般養殖戶想像中簡

單。這種狀況在國外亦是如此，歐洲一般

農戶想轉型為有機，也秕少需 2 年以上的

技術輔導。

二. 有機畜產品的品質

有機畜產品當然是安全的，但並不見

得比一般產品具有更好或更衛生的品質。

例如，歐洲市場上販售的有機牛乳，其中

體細胞數目與一般產品無異，並不會便

低、更衛生。歐洲有機牛乳之價格比般高

出 25％ 以上，但營養成分與一般產品相

同，並非「零」污染、「無」殘餘，偶而

也能檢出一些非自然化學物質，但含量極

微。畢竟，有機農場也難防非有機生物

(野鳥、鼠類、昆蟲)的入侵。另外，有機

的雞蛋、雞肉、豬肉之沙門氏桿菌污染，

也較一般非有機產品為高，這是因為室外

放養接觸沙土之故。放養的家畜禽活動範

圍大，能源消耗多，加上外界環境等之變

異 ， 使 其 營 養 狀

況、健康條件及生

產效率皆遠低於圈

養 和 精 飼 的 家 畜

禽。最常見缺點是

寄生蟲感染比率較

高 ， 以 雞 和 豬 為

然，這點是消費者

該注意的。另外的

狀 況 是 有 機 環 境

下，家畜禽攝取的

蛋白質和能量失衡，動物較肥；不過這卻

增加肌間脂肪含量，使有機肉類口感較

佳。歐洲有機畜產品的各項有形品質指

標，包括微生物或其毒素 (各種黴菌) 的污

染程度，與一般同質產品無異。歐洲一般

畜產品的污染、殘留等衛生安全管控，已

經極為嚴謹，而動物福祉也是法津要求，

必須納入一般作業規範之中，基改作物也

是全面摒棄。歐洲有機畜產品的品質特色

不是更安全衛生、更福祉，而是自然生

產、友善環境及不用放射線照射殺菌，這

也是市場主要訴求。

動物福祉是有機畜產品的無形品質。

產銷履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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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家畜禽的有機生活並非較健康和更

營養，只是較自然和更快樂，以及死亡較

安樂。尊重動物福祉的理念是有機主要精

神，是不讓其遭受非必要的苦難，而非完

全的保護。讓家畜禽自然地生長，這才是

有機畜產中最主要的講究。因而，不論生

產體系如何優良，缺了動物福祉便不是有

機，這是歐美消費者和業者間的共識，彼

此間無異議。然而，福祉觀念在台灣的消

費者、生產者及學者或社會人士之間的差

距頗大，彼此認知不同，而產生困擾。例

如福祉養豬規定要群養，而不能用欄架隔

離 (尤其是種母豬) 單獨飼養。母豬群內

總有嬉戲、打鬧，甚秕咬鬥的個體行為，

以及受傷的可能。業者以夾欄隔離母豬，

認為可以防止受傷、降低流產可能，也能

避免感染，這是保護動物、減少能量消耗

的措施。但是，科學已證實這種夾欄隔離

是妨礙豬隻行動自由、剝奪社交需要的虐

待，就如同人們犯罪入牢又剝奪其精神糧

食一般。

自然的狀況下，家畜禽競爭有限資源

時，才會激烈地展開傷害性的拼鬥。因

而，有機畜產的生產體系內，每頭 (隻) 家

畜禽都依規定，享有自由表現自然行為的

空間，充分享受飼主提供的各項資源，包

括食物、飲水、棲息地、行為表現區 (或

稱玩樂區，如水禽應有水塘，陸禽應有夜

棲支架，豬隻應有墊料供其拱掘)。這些

動物福祉系統固然提高成本、增加了管理

麻煩，但卻已是歐洲的標準畜產作業要

求；更是「有機生產」的充分必要條件。

這條件也包括人道屠宰，家畜禽必須在喪

失意識、無知覺的狀況下才能放血，致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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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主要是大腦通電，也有藉二氧化碳燻

昏 (限肉豬)。歐美消費者甘願付這「讓動

物快樂、安樂」的成本，亦是認為「福祉」

是畜產品價值的一部份。

三. 台灣發展有機畜產的前景

台灣飼料原料抑賴進口，這些大都是

施化肥、噴農藥、機械耕耘生產的初級穀

物原料，而且大部份摻雜了基改產品。家

畜禽以這種穀物原料餵飼，再怎麼健康、

衛生、自然都不符「有機」條件。進口有

機飼料幾乎是不可能任務，因為沒有「有

機飼料」；有機的大豆、玉米、苜蓿草等

都不夠賣了，都夠賺了，還不秕淪為飼料

原料。台灣即使有機穀物、草料充分，不

過運輸、倉儲的方法、途徑如何有機化則

是困難重重；確認整個體系有機化及認

證，那也是龐大的人力運作與技術成本。

這主要是讓消費者放心的品質保證和管理

系統，要避免「有機」遭「非有機」污染

為推動有機畜產品之驗證蟨農委

會輔導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為有機畜

產品之驗證機構蟨自即日起可受理有

機畜產品驗證工作。

農委會指出蟨由於消費者對食品

安全日趨重視蟨且普遍認為有機食品

較無污染、較為健康、且對環境有

益蟨歐、美、日等國家已紛紛制訂有

機農產品的相關標準蟨並透過有機標

示協助消費者辨認。為此蟨我國也於 92

年間陸續公告「有機農產品管理作業要

點」、「有機農產品生產規範－畜產」、

「有機農產品驗證機構資格審查作業程

序」及「優良農產品證明標羑認證及驗

證作業辦法」等相關管理辦法。

我國有機畜產品驗證制度係比照

國外先蟬國家委由民間團體辦理驗證

工作蟨並由農委會成立有機畜產品輔

導技術小組蟨對申請驗證之民間團體蟬

行資格審查。惟有機畜產品因面臨地小

人稠蟨生產及管理成本高蟨有機飼料來

源不足等問題蟨使得有機畜產品生產難

度偏高。因此蟨前經農委會認可之 4 家

驗證機構蟨均係辦理有機農產品之驗證

工作蟨中央畜產會則是第 1 個提出申請

辦理有機畜產品驗證業務者。

農委會表示蟨依「有機農產品驗證

機構資格審查作業程序」規定蟨驗證機

構資格審查包括書面資料審查、對申請

機構之現場查核、對生產者現場之抽樣

查核蟨以及對生產者之產品抽驗。中央

畜產會目前已通過書面審查蟨並自即日

起可予受理有機畜產品驗證之申請。有

意從事有機畜產品生產之業者蟨可逕洽

中央畜產會蟨該會服務電話為 (02)

2363 - 8724。

受理有機畜產品驗證申請
中央畜產會登場服務

資料來源｜農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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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預防措施，深怕「一粒基改米 (豆)，毀

了整倉穀」的狀況。因而，歐洲有機畜產

大都使用自家資源生產，即農戶、農莊或

合作社以自耕的作物生產有機畜產產品。

飼料原料需外購，即冒極大的風險，若要

按科學配方調製，這已是加工商業生產，

全失「自然」本質。

動物福祉的理念與實施，也是台灣發

展有機畜產的障礙。飼養和屠宰系統還未

引入福祉化的制度，不可高論有機化。所

以，有機的雞肉或豬肉一定是電宰的，這

可能與消費者的認知不同。台灣發展有機

畜產較為可行的是養鴨，這是因為有機水

田、水稻的體系已漸成型，並積極強化推

動中。收割後的有機水田自然養鴨毫無爭

議。然而，鴨肥之際如何趕集、運輸，有

效人道電宰是隨後的問題，目前已有學術

單位展開鴨隻人道電宰之研究，有機鴨蛋

可能是台灣最有希望的有機畜產品。

台灣畜產的目前工作重點之一是建立

「制度平台」，這包括可追蹤性的制度 (家

畜履歷)，屠宰的程序、衛生等之規範、

污染感染源 (鄰近工業區、疾病區) 之管

控，這些都是食品安全的一部份。有機食

品是安全食品更高、更難的層次；依 2003

年資料顯示，奧地利是全球最「有機」的

國家，但全國只有 9.7％ 的農地有機化，

西歐農地平均僅有約 3.9％ 投入有機生

產，加拿大約為 1.5％，美國僅 0.2％，可

見在歐美也不易推廣有機。台灣宜待提升

一般畜產品安全性的制度先全面落實後，

才重點著手選擇合適單項，漸次轉型為有

機生產系統。目前，一般畜產品都還在建

立追蹤性制度，在未臻善之前，奢談有機

不切實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