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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蘇俞丞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植物防疫組

現階段農業作物栽培時，為達到調節

作物生長與病蟲害防治的目的，農藥的使

用為大部分農民主要選擇的方法之一。而

依照農藥化學毒性以及使用後散布至環境

的暴露量，導致農藥具有畹同程度的「危

害風險」。然基於保護人類健康以及農業

環境資源永續經營與利用的觀點，農藥使

用的風險應擴大討論範圍，包括：引起人

類產生病變的影響、對非防治對象生物

（魚類、鳥類、蜜蜂） 的毒害、對地下水

層的污染、農藥施灑的頻率、有害生物抗

藥性的強度、與整合性防治策略的篹容性

等。由於農業耕作面積龐大，施灑農藥量

高，易增加環境對農藥的暴露量，因此施

用「低風險農藥」可篹對減低農藥的毒害

風險。然而，如何能讓這些低風險農藥產

品普遍存在於農藥市場上，且祊農民偏好

選擇這類產品來使用，將是推行「低風險

農藥」最主要的目的。

低風險農藥的推行可綜合多個層面的

考量鼜一ｔ政諑建貁該類農藥優先審核登

記制度以縮短農藥登記上市的時黼，可提

高農藥廠商登記的意願遜二ｔ政諑以謘務

預算方式辦理農藥田黼擴大使用範圍，魃

尋求高風險農藥防治範圍的替赭藥劑時，

以該類農藥為篩選對象遜踾ｔ政諑對於相

關單貒採購魃使用該類農藥給予部分補

助，以鼓勵該類農藥的使用遜四ｔ加強有

機磷魃氨基甲酸鹽類等具高風險農藥之評

估與管理，並以低風險農藥為替赭藥劑遜

五ｔ鼓勵或獎勵農民使用該類藥劑並宣導

其優鶷，以提高農民使用意願駬為增加

「低風險農藥鵬產品市場的普遍率魃提蹀

農民使用該類農藥的頻率，降低農藥販賣

業者對於該類農藥產品生產魃輸入的成本

亦可為達成推行「低風險農藥鵬普遍鷣目

標的手段之一，然這類議題牽涉到農藥原

體魃成品醮口關稅層面的交涉，應需醮行

多方面的討論後，研議而行駬

低風險農藥的種類

在美國環保署截至 2006 年 11 月所謘

陏的低風險農藥列表中，有 37 種有效成

分在鷢灣已完成農藥的登記，其中共有 23

種殺蟲 ( ) 劑ｔ8 種殺菌劑魃 6 種殺草

劑，如下表所列駬

偽農藥的使用違反農藥管理法且增加農藥危害風險

－農民使用購自零售店的偽農藥後葞廢棄的包裝袋

隨葡丟棄於農田旁

偽農藥的販賣可處以刑責和罰金－貪圖近利６販賣

來路不明的偽農藥葞害人害己亦危害後韄子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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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有機磷與氨基甲酸鹽類農藥的高

毒性，許多國家對這類農藥的使用逐漸趨

向禁用態度，以避免民眾與環境暴露於所

潛在的高危害風險中，包括美國、歐盟在

內的先進國家皆已進行階段性的評估計

畫，並逐年禁止這類藥劑的使用。

在台灣已登記之 366 種農藥有效成分

中，包括 58 種有機磷類、35 種氨基甲酸

鹽類，約全部種類之 1/4。而從國外進口

量來看，自 89 年至 95 年該二類農藥每年

平均進口量分別為有機磷類 2,014 公噸占

總量之 8.6％，氨基甲酸鹽類 1,354 公噸

占總量之 5.8％，該資料並未包括國內自

行生產部分。另外，在國內目前這二類農

藥仍有半數以上之防治範圍未有替代藥

劑，因此農民基於實際需要而施灑於農田

的農藥量仍屬可觀。

國內農民使用農藥防除農作物病蟲害

的習性以速效、長效、沒藥害和價格便

宜、使用方便為主要考量，而這些正是有

機磷類及氨基甲酸鹽類農藥的部分特性，

致使目前這些藥劑仍占據高比例的使用

量。但其所潛在的危害風險卻不如藥效般

的快速顯現，很容易讓人漠視或忽略。農

民通常希望使用先進的農藥以提高防治效

果及減少勞動量，因此，藉由多方的管道

或媒體宣導推行「低風險農藥」使用的意

義及重要性，加深農民使用高毒農藥的危

險意識，另一方面，增加農藥販賣業者多

引進、生產及研發高效低毒的新型低風險

農藥的意願，以提供農民選擇使用，可達

到高風險農藥逐漸在市場上消退的目的。

另外，農藥零售業為農民最直接購得

農藥的來源，並具有諮詢與推薦農藥使用

的重要角色，故若能嚴格規範並遏止其進

貨管道混亂及販賣禁、偽劣農藥的現狀，

並減少高風險農藥商品的陳列或販售，自

可降低農民對該類農藥的購買與使

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