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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老祖宗早期的農業生產就是有機農業，在當時沒有所謂工業的時代，自然

就沒有化學農藥及化學肥料的使用，所以有機農業也可以算是復古農業。 

有機農業在日本稱為自然農業，實施自然農業的方法叫自然農法。有機農

業 Organic Agriculture 的 Organic 的字解有”古代的”的意思，古代的農業生產

沒有化學農藥及化學肥料可使用，栽培資材均取之自然，而且沒有污染，應該

可算是有機農業。 

現代化的農業為了提供高速人口成長的消長需要，必須仰賴大量化學肥料

及化學農藥等來提高產量，長期累積下來，對整個生產環境如土壤、水分及空

氣等均產生了負面的影響，而且生產的農產品發生了如農藥殘留、重金屬污染

及硝酸鹽累積等問題。因此如何減少化學資材的使用，以減少這些負面的影響，

也格外的受到大家的重視。 

 

 

國外有機農業發展簡況國外有機農業發展簡況國外有機農業發展簡況國外有機農業發展簡況    
 

有機農業的發展在國外起源較早，早在 1924 年即有德國人開始提倡有機農

業，希望以耕作技術來取代化學物的使用。1935 年日本岡田茂吉生開始倡導自

然農法，並於 1953 年成立自然農法普及會，並於 1985 年組織自然農法國際研

究中心。主張完全不使用化學農藥及化學肥料等，而用天然有機物來培養健康

之土壤以生產健康之作物，同時利用生態平衡原理來防治病蟲害。 

美國的有機農業開始於 1940 年代，但真正受到重視及推動則到了 1970 年

以後。有機農業生產者自行成立組織來訂定有機農產品的標準，規則及認証等。

1990 年美國國會通過有機食品法，但因實施細則未完成，直到 1997 年才實施。

目前有機農場約有三萬個。 

英國於 1944 年即由民間成立了土壤協會來訂定有機農業的實施基準及認

証。1980 年以後有機農業的發展最為快速。目前有機農業面積約五萬公頃。 

德國於 1924 年即有人倡導有機農業運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開始展開，

1970 年以後加快成長，1990 年以後有機農場面積急速增加，到了 1996 年已有

31 萬公頃左右。 

日本為全世界創導有機農業較早的國家之一。1935 年即由岡田茂吉先生提

倡自然農法，1935 年成立自然農法普及會，1985 年重組成自然農法國際研究中

心，1987 年由國會議員成立了有機農業研究議員聯盟，1988 年組成了生態系農

業連絡協議會以加強有機農產品的產銷。1992 年制定了有機農產品準則。認証

工作可由地方農會或生產合作社等民間團體來認証。認証單位並無特別限制。

目前推動情形以一村一支部的方式，全國已有約 316 支部。 

其他歐洲國家如丹麥、法國等近年來有機農業也快速在成長，到了 1996 年

已增加到 130 萬公頃。 



早期一來倡導有機農業的幾乎都是較先進的工業國家，王到了 1980 年以後

慢慢受到全世界許多國家的重視，包括台灣也是。 

 

 

台灣有機農業發展之回顧台灣有機農業發展之回顧台灣有機農業發展之回顧台灣有機農業發展之回顧    

    

台灣有機農業的發展與上述這些國家相比，可說甚晚。由於台灣在這麼狹

小的土地上要養活這麼多人，除了實施多作型的精耕栽培外，同時也依賴了大

量的化學肥料與化學農藥來謀求高產量。此外，台灣處於高溫多濕之環境，有

機質分解迅速，淋溶之激烈，養分的損失大，造成地力的減退，以及農產品的

農藥殘留及污染等問題，有機農業發展開始被重視。 

1987 年農委會邀請相關專家學者評估台灣發展有機農業的問題所得結論

為：台灣有機農業開始有商業性生產之年度在 1990～1999 之間，至於栽培面積

則無法估計。蘇楠榮博士於 1988 年的有機農業研討會上的報告，依據歐洲有機

農業的發展情況估算台灣如果於 1990 年左右開始推動有機農業生產，則到了

2000 年左右可能有 1000 公頃的有機農場，至於半有機、半化學的折衷式農場則

面積甚大，必有 10 萬公頃以上。 

1987 年中華農學會年會中傅益永先生等 50 人提案建議台灣也應該進行有

機農業之研究，所以決定先於民國七十七年(1988 年)10 月 27 日至 29 日由中華

農學會、土壤學會及植物保護學會聯合在台中區農業改良場舉辦有機農業之研

討會。從此，台灣開始進行有機農業之試驗研究工作。 

1995 年(民國 84 年)農林廳有鑑於台灣試驗改良場所已進行多年之試驗研

究，並有了很好的成果，開始積極推動有機農業，選定水稻、果樹、蔬菜及茶

葉等四項作物，成立計劃來輔導農民進行有機栽培，並舉辦示範觀摩，開啟了

台灣有機農業之產業。到了 1997 年全省推動有機農業的面積計 288 公頃，1998

年可望達到 500 公頃。希望能順利逐年在相關技術的解決下，生產面積逐年增

加。雖然截至目前為止，有機農業生產面積所佔全省作物栽培面積之比例很低

(0.062%)，但它帶動農民對施用有機肥料的觀念，使得台灣對有機農肥料的需

求大增，也帶動了台灣有機肥料的產業，及農畜廢棄物處理的工作。 

民國七十六年(1987 年)台灣開始推動有機農業的觀念時，對有機農業之內

涵所知有限，為瞭解國外有機農業的發展情況，由時任台中區農業改良場場長

謝順景先生前往美國參加國際永續性農業體系會議，並參觀美國有機農場及有

機農產品的銷售市場等，而將所知的有機農業提出於民國七十六年十月舉開的

有機農業研討會中報告，使得台灣對有機農業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歷經民國七十六年開始至民國八十三年的試驗研究工作，已累積了不少有

機農業之生產技術，民國八十三年春，時任農林廳廳長的邱茂英先生，有鑑於

將有機農業的試驗研究成果應用於實際栽培上已歷成熟，乃於廳務擴大會報中

經討論後，首先責由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及高雄區農業改良場進行規劃，因故，

又轉交一位副廳長，一段時間後，又改由主任祕書主導。歷經一年半時間，眼

看在台灣要推動有機農業可能不易情況下，而冒出了技術室的施明山技正，負

責來推動有機農業生產工作，當時為民國 84 年秋。從此有機農業的推動工作就

此上路。 

民國八十四年秋開始在施明山技正一手挑起這個重責後，經過無數的開會



討論，訂定了農作物有機栽培實施基準，設計有機農產品標章及訂定認証使用

辦法等等，然後正式進行有計劃性的有機農產品的生產輔導工作。過程中的辛

酸只有實際參與本工作的人，才能真正的體會出來。袛是辛苦並無白費，很快

的有機農業的推動成果總算出爐。民國 85 年(1996 年)9 月 20 日到 22 日在台南

區農業改良場舉開台灣有史以來第一次的農作物有機栽培成果發表會及展示展

售會。民國 86 年(1997)7 月 4 日～6 日由台中區農業改良場主辦，在台中市文

化中心的中山堂舉辦有機農業科技成果研究會(參加人數破天荒近 1000 人)，展

示、品嚐及展售會。以及在六月十六日至六月廿日於台中區農業改良場本場舉

辦有機農業栽培技術訓練及田間觀摩會，這也是首次辦理這樣大型的活動，集

研討會、展示、品嚐、展售以及訓練觀摩於一身的活動，可謂盛況空前。接著

87 年(1998 年 1 月 9 日至 1 月 11 日)，由高雄區農業改良場於高雄市勞工公園

及民國 87 年(1998 年 5 月 8 日至 5 月 10 日)，由花蓮區農業改良場主辦於宜蘭

縣羅東鎮辦理有機農業成果展示及展售。至此有機農業在台灣廣受注意及重視。 

今天在台灣辦理有機農業的試驗研究及推廣工作最久且最多的謝慶芳先生

要退休了，在這次的研討會中，我特別提出”台灣地區有機農業發展的回顧及展

望”這篇報告，主要是要留個記錄讓今後接觸有機農業的人及後人能粗略了解台

灣推動有機農業的辛酸史。同時也為主導台灣有機農業而能有今天的人士做個

見証，以表敬佩。 

 

有機農業的展望有機農業的展望有機農業的展望有機農業的展望    
 

有機農業是永續農業的一部分，兼具改善與維護地力，以及引導生產減少

或無污染的農產品之理念。台灣自從開始進行有機農業的試驗研究工作到應用

推廣至今已歷十餘年，但截至目前為止，包括水稻、蔬菜、果樹及茶葉等實施

有機農業生產的作物面積全省仍未超過 500 公頃，消費市場亦僅限於少數的族

群而未普遍，但其理念與精神已為國人所接受及重視，同時帶動了有機肥料在

台灣農業生產施用上的大量需求，也帶動了農畜廢棄物及家庭垃圾處理等試驗

研究及應用的工作，是有其某一程度的貢獻。 

台灣土地少，人口多，氣候屬於熱帶及亞熱帶型，一年四季氣候溫和，適

合農作物生長，因此台灣的農業係屬於多作精耕型態的農業。為維護地力及自

然環境使台灣農業得以永續經營，有機農業的推動有相輔相成的功能。以其產

品供應市場面來說，必須審慎推動。在進行有機農業的經營工作上，吾人建議

應有下列體認，以免走火入魔，使國人由愛變恨而動搖長久來國人對本省農業

發展的信心。 

1.台灣氣候環境及耕作方式與推動有機農業工作較早的德國、日本、美國及其

他歐洲國家等截然不同，相較起來，我們的困難度更高。而這些國家的氣候地

理環境等對發展有機農業的條件均不亞於我們，但在推動上由其發展歷程，都

經過了很漫長的一段時間，可見有機農業的發展並非易事，因此，台灣對有機

農業的發展及推動工作絕不能操之過急。 

2.不要過度宣導其功能，如有機農產品營養較高，甚至於可治癌症等等，以免

引起消費者之疑慮，進而產生不信任，而影響有機農業的前景。 

3.必須引導消費者對有機農業的正確觀念的認識，這些觀念包括自然環境的保

護、農業永續經營，以及減少農產品的各種污染等。 

4.必須教育有機農產品的生產者，必須出自良心，不能魚目混珠，欺騙消費者，



以免影響有機農品的市場。 

5.輔導有機農產品生產組織協會，進而建立認証制度。以建立公信力。以目前

的吉園圃的標章使用情形經調查結果，可提高信用一至二成，而消費者已可普

遍接受的情況下，表示已具有某一程度之公信力。 

6.有機農產品物流中心的設立有其必要性。一種產品的銷售最怕供應中斷，亦

即時有時無。只要愛上了就會死心踏地，否則很容易健忘。今天有機農產品很

不幸的出現了這種情況，主要原因在於面積不，又過於分散，使得存在於獨打

獨鬥的自行銷售下產生的結果，進而產生經銷者也抱怨，一個星期只能有 2～

3 天的貨源，生意做不來的現象。再嚴重者，會有魚目混珠的現象。 

7.大家必須要共同體認有機農業的理念，它是永續農業的項目之一，是環境保

護的方法之一，台灣這幾年來推動有機農業的結果，雖然在生產的進度很慢，

但卻帶動了有機肥料的施用觀念以及關係環保問題的各種廢棄物的處理，事實

上，它是成功的。只要不去過度神它，大家共同來努力，不要急，科技一直在

進步，現在不能解決，有一天一定可以解決，有機農業必有其前景。 

台灣有機農業的發展起步較晚，有待解決的問題尚多。譬如認証，有待大

家共同來努力，以使有機農業在台灣能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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