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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自自然吃出健康－有機農產品簡介 

李超運 1998-09 花蓮區農業專訊 25:19-22 

一、前言 

有機農產品是來自「有機栽培」所生產之農產品，在整個栽 

培過程中完全不用化學合成農藥或肥料、植物生長調節劑等，諸 

如稻米稱為「有機米」，蔬菜稱「有機蔬菜」，均為純有機栽培。 

水果因其屬多年生作物，實施純有機栽培困難，允許在果實採收 

後至開花前可酌量使用低毒性化學合成農藥(但著果至收穫期間 

絕對禁止使用)，此種栽培方式稱準有機栽培，其產品稱「有機 

水果」。用有機栽培生產之農產品清潔安全，對生產者、消費者、 

生活環境均不會造成污染。 

二、有機農產品的特色 

有機農產品在生產過程中採用輪作方式，將有機養 

分循環利用；並以綠肥作物、作物殘體（稻草、玉米莖 

桿、花生蔓藤）、腐熟禽畜糞、農場加工副產品（穀殼、 

米糠、豆粕、菜子粕）等來供給作物生長所需的養分， 

另外採用田間管理、機械除草、以及用植物性（苦茶渣、 

煙渣、苦楝精、大蒜精等）、生物性（天敵、蘇力菌等） 

非農藥防治病蟲害或清除田間雜草，藉以維護一個健全 

的土壤與作物生態體系。有機農產品在田間因為無法像 

傳統農業施用化學肥料及化學農藥，因此產量往往較低，而生產成本（田間管理、有機資 

材、非農藥防治）較高。部份有機農產品外觀稍差，例如水果之色澤、大小、形狀等，但 

其本身營養成分較高，食味較佳，保有原味，並且不含有害化學物質，因此有機農產品售 

價較一般農產品為高，經調查目前市售有機白米零售價格每公斤約 80～95 元，而一般白米 

32～40 元；有機文旦一箱（6 公斤）約 400 元，一般文旦 250～300 元；有機蔬菜較一般蔬 

菜貴 2.5 倍。有機農產品市場銷售情況良好，甚受消費者歡迎。 

由於有機資材（肥料）所提供養分較穩定，植物生 

長緩和，致使植株組織較細緻、強壯，有機農產品之硬 

度、切斷力、貫穿力等物理性質較優，因此產品風味及 

口感均優於施用化學肥料產品。在水稻方面，有機米有 

較高之完整米率 （高 6.5～1.8％），較低的直鏈性澱粉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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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2％）和蛋白質（低 0.16～0.3％），煮成之米飯較軟也較粘，食味甚佳。有機蔬菜 

具有天然青翠的色澤，不像一般化肥生產之濃綠色，因為有機栽培時莖葉所含氮量較低： 

經分析有機蕹菜所含蛋白質比化肥栽培者低 0.5～0.2％，磷、鉀含量較高（分別高 0.3～0.1 

％與 1.4～0.4％）。甘藍及蘿蔔食用之口感及質地明顯較優。白菜所含維他命 B2 及 C 含量 

分別高於化肥栽培者 160 與 4μg/g，。有機甜玉米糖度比化肥栽培者高 2.3～1.4Brix，因此 

食味可口。有機毛豆煮熟後其香味、甜味及口感均優於一般栽培者。有機葡萄果實糖度夏 

果較化肥栽培者較高 0.3～0.1Brix，冬果高 1.6～0.2Brix；酸澀味較少，果肉飽滿結實具彈 

性、口感佳、耐貯藏等優良特性。有機洋香瓜果實含糖量高 1.9％，蛋白質低 0.12％。有機 

楊桃果實較明亮，其獨特甘甜風味較強，一般楊桃貯藏 5 天即產生斑點，有機楊桃則可貯 

藏 12 天。有機農產品在貯藏期間不僅水分不易揮發，鮮重維持較穩定，且在維他命 C 營 

養成分之保久性亦較佳。甘藍貯藏 5 日後有機與化肥栽培區鮮重減少率分別為 15.1 與 18.6 

％，維他命 C 含量分別為 76 與 40 ㎎／100g。有機農產品所含錳、銅、鎳、鎘等重金屬， 

經分析其含量通常都較低；在有機蔬菜、水果之色澤一般較均勻，表皮不會有藥斑及化學 

物質殘存，但外觀（表皮、形狀）上可能較差，例如有機甘藍與蘿蔔外觀總評（分別是 6.9 

與 7.1）低於化肥栽培者（分別是 7.4 與 7.2）；有機蔬果之體積一般較瘦小、顏色較深， 

蟲蛀現象較明顯，有時還可看到活的蟲體，被蟲咬過之傷口會結痂，但 「天生麗質難自棄」， 

有機農產品較一般栽培者更具健康美。 

有機農產品是遵循自然法則，合乎自然生態體系，運用自然資源所生產之食品，經常 

攝食身體必然健康長壽。一般栽培為求高產，往往會施用過多化學肥料，尤其是氮肥過量 

施用，造成食用地下水或蔬果中硝酸鹽、亞硝酸鹽之累積，對人體有不良影響。有機蔬果 

因不含化學物質，為攝取完整營養分，最好能採用生食，生食可提供完全的維生素、礦物 

質、酵素、蛋白質，遇熱容易分解或變質之維生素Ａ、Ｂ、Ｃ、Ｄ、Ｅ均可保留，生食攝 

取的鈣質和蛋白質有利於身體之吸收與利用，酵素可促進體內之新陳代謝，防止細胞老 

化，增強自體之免疫性，人體自然強健。 

三、有機農產品的消費者 

在美國生產的有機食品達 500 多種，相當豐富多樣化，包 

括穀類、薯類、豆類、蔬菜、堅果、水果，以及用這些農產品 

製造的麵包、果醬、果汁、小吃等各種加工食品，肉類、蛋、 

牛奶等禽畜加工食品；水產物、蜂蜜、油脂類，甚至味噌、醬 

油、葡萄酒等都是有機製品。這些食品在都市的自然食品專門 

店、超級市場、藥房等地點出售，設置有機蔬菜、有機水果、 

有機穀物及各種有機加工食品專櫃。每年銷售量以 20％比例成 

長，25％之消費者每週會購買一次有機食品。根據調查在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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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有機農產品的動機，51％的消費者是憂慮食物表面含有化學殘留物，基於食品的衛生 

及安全性，認為有機農產品絕無化學物質殘留，考量對他本身或家人的身體健康及安全不 

受威脅。17％是為了追求對有機產品獨具的自然風味與營養成份而購買，有機食品帶來感 

官享受、身材健美、精神愉快與美好的人生觀。11％的消費者則是關心環境保護與資源保 

育的實踐者，並具有鼓勵農民以生產有機農產品維護環境資源之用意。在日本有機農產品 

小部分是在自然食品店、部分百貨商店或超級市場特別銷售，而主要是以「直銷」方式流 

通，即是生產者將農產品直接賣給消費者，此點與台灣目前情形十分相似。 

在台灣生產有機蔬果者，通常在農場直接出售農產品，在產地附近大部份都有其固定 

的消費者，平日可看到生產者的田間作業情形，對其產品亦建立信心，再加上消費者的口 

碑即是最好的宣傳，有機農產品之生產量可穩定的成長。以往有機米的生產，都是採直銷 

方式，買方以郵政劃撥寄款，生產者再以貨運方式出貨；當消費者逐漸增加時，生產者也 

在各地區建立專賣據點，定期補充貨源。農政單位亦配合時節，輪流在各地辦理有機農產 

品觀摩、展示、促銷活動與研討會，廣為推廣介紹優良有機農產品，教育消費者對食品安 

全性與環保意識的關懷，進而成為有機農產的愛用者。農林廳為了推廣有機農產品的消 

費，已撥專款在全省設立有機農產品展示中心，在東部地區是設於花蓮市農會所屬自強、 

中華、花商 3 個生鮮超市之有機農產品專櫃，已於 86 年 4 月上旬開幕，消費者全年均可在 

特定超市買到有機米（白米、胚芽米、糙米），9 種有機蔬菜及配合時令之有機水果。在 

宜蘭市農會生鮮超市設立之有機農產品專櫃，於 87 年 3 月 29 日上櫃銷售，為生產者與消 

費者舖好溝通管道，使產、銷與消費者三方均互蒙其利。 

四、有機農產品之認證制度 

消費者是否能獲得符合他們意願的產品，一般不容易自外觀獲得保證，因為有機農產 

品與一般栽培農產品之區別，僅在於耕種或飼養的來源與過程不同，無法在購買的現場加 

以檢驗確定。為防範非有機農產品之魚目混珠，各國民間團體或政府均制定有機產品的標 

準，依規則或立法加以規範。 

在台灣目前有一些民間團體如台北市的「主婦聯盟」、永和市的「社區合作社」、高 

雄市的「無毒之家」....等，為了提倡環境保護，關懷我們居住的環境與身體健康，除了積 

極推動民眾認識環境保護知識與做法外，更以具體行動成立合作社，專門銷售不會造成環 

境污染的日用品，並直接向生產者定購有機蔬菜、水果、稻米等，以鼓勵與支持有機農產 

品的生產者。 

農林廳為規範有機農產品的生產，採用認證方式以 

確保農民是依照有機栽培準則生產農產品，並保障農民 

與消費者的權益。目前本省有機農產品大部分是以產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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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型式生產，由生產、加工至銷售採取一貫性作業，並以市場銷售量為生產導向，事先規 

劃生產面積，避免因盲目生產，發生穀賤傷農之情形。有機產品品質認證也是以產銷班為 

單位，於農產品成熟前一週至採收期，由產銷班班長（或農戶）會同各區農業改良場人員 

於田間採集樣品，送台灣省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檢測，其中有機米確實不含有機磷、有機 

氯、氨基甲酸鹽、合成除蟲菊類及有機氮類共 76 種農藥，有機蔬菜、水果確實不含 74 種 

農藥，始發給農藥殘留檢驗合格報告。目前有機農產品品質認證合格標籤供各地區農業改 

良場輔導轄區內生產之產品貼用，其中有機米標章上另有英文字母及編號，字母 RA 為桃 

園區農業改良場、RB 是台中場、RC 為台南場、RD 為高雄場、RE 為台東場、RF 為花蓮 

場、RG 為苗栗場，由各區改良場負責全區生產的掌控及監督，今後消費者購買有機農產 

品時，只要查驗包裝上貼有合格標章者，即可確定為符合標準的有機農產品。 

五、國內有機農產品生產情形 

目前國內已有很多真正關懷這片土地的農民，正努 

力從事農作物有機栽培，87 年 1 期作全省有機水稻種植 

面積已達 301 公頃，蔬菜（葉菜類、蕃茄、甜椒、綠竹 

筍等）96 公頃，果樹（楊桃、葡萄、番石榴、桃、水蜜 

桃、梨、木瓜、鳳梨、印度棗、番荔枝、蓮霧、甜柿、 

香蕉、草莓、桶柑、椪柑、柚子、文旦、葡萄柚等）162 

公頃，茶葉栽培 22 公頃。台灣省政府農林廳為推展有機 

農業，責成各地區農業改良場成立有機農業技術咨詢小組，負責訂定各項作物實施準則及 

解決農民種植時實際發生的問題，期望社會大眾能廣為接受有機農產品，共同為環境保 

育、食品安全及提昇生活水準之目標而努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