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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以前農業技術不發達的時候，農民們都是自己製作堆肥來種菜，然而現在的社會中，

因要追求時效，大量生產蔬果，所以農民們皆改用化學肥料了。但長期使用化學肥，對於

土地與環境的傷害，漸漸的浮現出來，為了改變化學農業所帶來的問題，現在又有越來越

多的農夫回歸原本的栽種方法，進而稱為有機農業。但是，雖然大家都說有機農業對環境

較好，但有機肥料是最好的選擇嗎？市面上所賣的有機蔬菜使用的有機肥料，還會不會有

危害人體的化學成份呢？另有機肥料與化學肥料兩者間有什麼差別？是否皆能夠提供生

長所需要的營養？而這兩者對我們的身體和環境又有什麼影響？這是我想做這個報告的

主要想瞭解的地方。 

 

貳●正文 

一、有機肥與化學肥的定義 

(一 ) 、有機肥料 

    「有機肥料是利用動植物而產生出來的廢棄物，例如：牲畜排泄物、果皮、菜渣、廚餘

等作為原料，經過發酵後所殘留的有機物質。」(農好事®服務團隊，擷取日期：2014.9.29)，

因為有機質肥料是經過發酵這個過程，在發酵過程中，裡面「所含的養分會被發酵過程中的

細菌消耗掉，所以有機質肥料的養份相對的就不會很高，通常氮磷鉀殘餘的量不會超過

15%」。(堆肥的原理，擷取日期：2014.9.29) 

(二) 、化學肥料 

    「化學肥料是指利用石化原料 (天然氣 )或天然礦物，經工廠轉換或提煉生產，因

肥料為提煉的濃縮品，所以能提給植物應用的有效成分就會相對的比有機肥料多很

多。」(農好事®服務團隊，擷取日期：2014.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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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機肥與化學肥的差別 

    有機肥與化學肥無論在原料來源、生產製造的過程都不相同，甚至有些人會認為有機農

業就是用有基肥，慣行農法就是用化學肥，而不會使用有基肥，其實有機肥與化學肥在農業

上，各有其優缺點，如：「有機肥是來自天然的動植物的養分，例如草、落葉、動物糞便…等，

它的肥效成份低，比較不穩定。而化學肥是化學合成，成分穩定。」(台灣省有機農業生產協

會，擷取日期：2014.11.4)是在說明這兩者的不同，但這兩者施用到土地中後，又會有什麼不

同呢？其相關比較如表一。 

表一、有基肥與化學肥施用後的比較（偉農企業，擷取日期：2014.9.29） 

  有機肥料  化學肥料  

養份供給 
 能供給植物氮、磷、鉀及多種

微量元素有機酸、胺基酸 
只能供給其所含的特色成分  

 使用效率 屬長效型  屬短效型  

保肥力  大  無  

保水力 大  無  

土壤改良功能  
可改良土壤的物理性、化學性

及生物特性，使土質鬆軟  

 不具改良土壤的物理性及生

物功能 

調節土壤溫度  可  無  

通氣性  
可促進土壤團粒結構，改善土

壤的透氣性  
無  

佞境抗性 
良好的土壤，使植株健壯，對

不良的氣候或病害抗性強  

營養供需不平衡，植株弱，對

佞境抗性差  

    根據上表我們可以發現，在土的中施用有機肥，可提高土壤中有機質其他的含量，且能

能夠增加土壤的通氣性、透水性、蓄水性以及改善根系生長環境，使土壤保水、保肥能力增

強，進而改良土壤的特性。但若是施用化學肥料，則不能改良土壤特性，長期施用，甚至會

使植株受害，使農產品的品質下降。 

三、有機肥與化學肥的優缺點 

(一)、有機肥料的優點： 

    改善土壤性質、「讓土壤之酸鹼反應緩和、增加土壤緩衝的能力」(增進土壤肥力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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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管理要領，擷取日期：2014.9.29)、促進土壤微生物活動。 

(二)、有機肥料的缺點： 

    肥料功效比較低，施用足夠肥料時成本比較高。有機栽種的產量上比一般化肥栽種低，

勞力付出又比較多，所以有機農產品的價格自然偏高；如果蔬菜的產量不高、價格又越來越

貴，恐怕會造成糧食供應的短缺。有機堆肥的原料或動物飼料本身也可能會有化學汙染，或

隱藏重金屬的問題。 

(三)、化學肥料的優點： 

    化學肥料較清潔衛生、購買容易、生產量大，尤其不用耗費過多人力及時間在堆肥，而

且還能夠針對不同種類土壤和作物提供養分。 

(四)、化學肥料的缺點： 

    過量使用殺蟲劑及化學肥料會殺死部份微生物，肥料養分無法被分解，不只容易造成土

壤污染、土壤更容易硬化；如果受到大量酸性雨水沖刷，也會導致土壤酸化。如果不補充有

機肥，長時間使用化學肥就會使土壤原有的成分比例受到破壞，影響植物本身的生長。 

四、有機肥與化學肥對人體的影響 

    從以上的比較看起來，有機肥與化學肥各有優缺點。有機肥回收我們使用過的廢棄資源

再利用，是一個環保的工作；而且又能改善土壤性質、促進土壤微生物活動，對於保護我們

的土地也是有幫助的。但是，除了這些好處以外，市面上販售的某些有機蔬菜使用的有機肥

料，是否還會有危害人體的化學物質呢？例如取得的廢棄物有沒有重金屬及化學成分的汙染

呢？而化學肥因為是用化學物質製造的，長期會累積汙染土壤，對土壤造成一些破壞，甚至

影響植物的健康生長。 

    雖然這樣，但是我們吃了這麼久、這麼多的化學肥種植的蔬菜，好像也活得好好的，我

們的壽命反而比以前人類還長。是這樣的嗎？現在我們都知道了，有機蔬菜是在無污染的土

地、不使用化學肥料、不噴灑農藥種植出來的。但是，如果就蔬果的健康來看，有機生產的

品質因為是運用天然的方法，所以肯定比化肥生產的產品要有保障；更重要的是在資源回收、

環保的前提下，我們更應該使用有機肥去生產高品質的蔬果，身為消費者的我們也應該選擇

有政府驗證的有機標章的農產品。雖然沒有人敢保證會是百分之百的安全，但只要我們在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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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買來後養成沖水乾淨的習慣，然後盡可能當餐就吃完，不要放在冰箱太久，以免腐壞，這

或許是目前我們唯一能確保健康的做法。 

五、有機肥與化學肥對環境的影響 

    施肥的目的是要有效提供植物生長所需，每個時期植物需要的養分是不一樣的，不管是

施用有機肥料或是化學肥料，只要是施用過量，對於土壤都是負擔。施用有機肥和化肥一樣，

時間久了都會造成土壤的酸化，並不是施用有機肥就不會造成土壤酸化，而是施用有機肥可

能讓土壤酸化所需的時間較長，如果土壤有機質多，土壤的緩衝能力就會比較大，土壤要變

酸的時間也就較久了。施用肥料是現代農業不可避免的方式，但不管有機肥也好、化學肥也

好，各有優缺點，對人體也都有不良影響，這使我們陷入兩難的境地。作物要施肥料才能長

得好，可是肥料又是污染源頭；所以，我想最好的方法就是：適度的使用，施肥必須考量不

同作物種類及生育階段需求。適當的施用時期和方法、適當的施用有機資材，例如:雜草抑制

蓆，這樣才能減少對人體及環境的衝擊。 

 

參●結論 

    現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在推廣有機農業，基本上有機肥料確實是一種比化學肥料對人體

與土地更有益處的生產方式。但問題在於很多號稱是通過有機驗證的產品，它根本就不是完

全的有機，有機肥料多少還是必須有化學的成份在內，只是比例比化學肥料少。有時候因為

產量不夠，商人為了賺錢，還是會偷偷混用噴灑農藥的蔬菜來賣。多施化肥雖然不好，但是

以目前的農業技術來看，有機肥暫時還是無法全面的取代化學肥料。有機肥是不錯，但也不

能盲目的使用，唯有有效的降低肥料使用量，減少污染，農民們才可以降低成本、增加產量，

而消費者也才能買到真正高品質的健康蔬果。以現在的氣候條件及土壤的貧瘠，我們應該還

有其他的方式來改善農業生產，不能只是以有機或化肥兩個方向來思考。 

    我們應該欣慰的是，除了這兩種方式以外，現在也有很多人在推動生態農法之類的，他

們不以「有機」或通過驗證做為訴求，而是聚集一群小農的「在地產銷」，透過農夫市集、農

場合作社，從農場到餐桌的方式吸引有觀念的消費者參與集體採購。他們不會使用化學肥料

或農藥，是秉持一份良知在做土地改良的工作，甚至希望不要使用肥料，利用落葉覆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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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發酵方式去培養土壤，恢復土地的生命力。因此，我們應該理解的是，有機蔬菜只是追

求蔬菜飲食安全的過渡方法之一，絕不是追求蔬菜飲食安全的終極目標。現在的食安危機日

益嚴重，誰敢保證商人會為了賺更多的錢，有朝一日也會發生大量「假有機」(現在多少有了)

的風暴。我們不應該讓有機變成追求蔬菜飲食安全的高門檻，這樣有可能會讓不肖商人「有

機可乘」，甚至為滿足眾多消費者之需求，必須要破壞更多山坡地或雨林溼地來填補農業產能

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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