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東地區有機農業
發展藍圖與推動策略

李蒼郎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前農糧署署長

壹、前言

有機農業係遵守自然資源循環永續利用，不

使用合成化學物質，強調水土資源保育與生態平

衡，生產自然安全農產品。近年來，有機農業在

各國推動，已大幅度的成長，依據國際有機農業

運動聯盟（IFOAM，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Organic Agriculture Movements）組織下

之有機農業研究中心（Research Institute of 

Organic Agriculture）2015年報告指出，至

2013年為止，全世界有機農業面積約 4,310萬

公頃，若與 2012年相比，增加 560萬公頃。

其中，澳大利亞是全世界有機農業面積最大的

國家（1,720萬公頃，多數放牧），其次是阿

根廷 320萬公頃和美國 220萬公頃；有機農業

栽培面積佔全部耕地比例，最高是福克蘭群島

（36.3％），其次是列支敦士登（31％）和奧

地利（19.5％）；有機農產品生產者分佈則以

印度 60萬戶最多，烏干達其次 19萬戶，墨西

哥 17萬戶再次之。另外，國際間有機銷售市場

持續穩定增加，至 2013年為止，已達 720億

美元，其中最大有機消費市場為美國，其次為

德國及法國，此外，聯合國訂定 2014年為家庭

農業年，也促進有機農業的發展，預期未來有

機栽培面積及市場將可持續成長。

我國自 85年開始推動有機農業，至 96年

1月施行《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將有機

農產品納入管理，國內有機農業發展邁入正軌，

花蓮及臺東兩縣為臺灣少數不受工業污染地區，

具良好空氣、灌溉水源及土壤等優良生產條件，

給予有機農業有利的發展條件，當地豐富多元的

民族組成與文化特質及優美的自然環境與田園

景觀，提供有機農業發展利基。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自 96年開始「東部永

續發展綱要計畫」，將東部有機農業列為重要

推動項目，102年起配合《花東發展條例》及「花

東綜合發展實施方案」，成立「花東地區有機農

業發展計畫」，藉提升東部地區有機農業之驗證

及產銷技術，協助花東地區有機農業迅速成長，

農糧署亦配合農委會，持續擴增花東地區有機

作物生產，對通過有機驗證農友給予驗證費用、

溫網室設備及生產農機具之協助，以降低生產成

本，並由花蓮及臺東區農業改良場提供有機栽培

及病蟲防治技術， 定有機農產品品質，更協調

臺糖公司及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釋出土

地，推動有機集團栽培，為協助有機農產品行

銷，亦輔導設立有機農產品處理場及「有機農

產品電子商城」，拓展宅配直銷通路，成立有

機專櫃及市集，推動「地產地消」，建構完善產、

製、儲、銷產業鏈，健全有機農業發展。

貳、花東有機農業推動及發展成
果

花東地區有機輔導源自 96年東部永續發展

P
u
b
lic
  G
o
v
e
rn
a
n
c
e
 Q
u
a
rte
rly

96 第四卷  第二期 105年 6月  



綱要計畫，總期程為 96年至 104年，102年

起配合《花東發展條例》之實施，納入花東綜

合發展實施方案辦理，計畫名稱調整為「花東

地區有機農業發展計畫」，農委會及相關單位

相繼投入資源協助花東地區有機農業迅速成長，

投入資源及發展成果如下：

一、驗證費用補助

為鼓勵農友加入經營有機農業，並依《農

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申請有機驗證，農委

會補助農民驗證及檢驗等相關費用，補助比率

達 3分之 2以上，農民僅須自行負擔 3分之 1，

或由花蓮、臺東縣政府就農委會補助差額部分，

予以協助，減輕驗證成本支出，提高農民轉型

意願，截至 104年 12月底止，花蓮及臺東兩

縣有機作物生產面積達 1,840公頃（花蓮 1,273

公頃、臺東 567公頃），佔全臺有機作物生產

總面積 6,490公頃之 28.4％，通過驗證之有機

農戶（或農場）共 374戶（花蓮 255戶、臺東

119戶），佔全臺有機農戶比例 14.4％。

二、 擴大有機經營規模及有機集團栽培
區環境改善公共工程補助

為使有機栽培規模化及集團化，花東地區

已與有機農友、臺灣糖業公司及國軍退除役官兵

輔導委員會建立 7處有機集團栽培區，提供農

民進駐經營，包含花蓮縣壽豐鄉農民自營之東華

有機集團栽培區 1處，面積約 70公頃，生產蔬

菜、果樹、雜糧及中草藥等有機作物，退輔會

於花蓮縣玉里鎮長良里、壽豐鄉忠孝村、臺東

縣鹿野鄉永安村、知本、池上、東河等農場成

立公設有機集團栽培區 6處，面積計 374公頃，

生產有機稻米及雜糧，並補助長良、永安及知

本有機集團栽培區改善基礎環境設施。

三、生產資材及設施（備）補助

補助農民團體、產銷班及個別有機農民，

購置有機農業生產所需之肥料及必要設施、生

產農機具與加工儲運設備協助改善栽培、灌溉、

網室及運銷等設施（備），降低農民產銷成本。

四、拓展花東有機農產品行銷通路

協助在地農會如花蓮市農會、壽豐鄉農會

及臺東縣農會等設立有機農產品集貨及儲運設

施（備），並取得有機加工、分裝及流通驗證，

建立在地有機農產品行銷中衛體系，藉由與在地

有機農場契作及集貨，協助農友行銷及節省物

流運送成本，並可擴大農會有機品牌規模，並

建置有機電子商城，藉由網路電子商務，拓展有

機農產品宅配直銷通路，解決花東地區有機農

場產品行銷西部都會消費市場之問題，另成立

有機農夫市集，建立與在地消費者直接對話的

交易平臺，提供有機農產品「地產地消」通路，

實現社區支持農業之理念。

五、 推動花東地區校園有機食農教育及
有機蔬菜供應學童營養午餐

為推動花東地區有機環境教育，啟迪花東

學童對在地有機農業之認知，委由「財團法人慈

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於花東地區舉辦有機

農場學童體驗營活動及有機蔬食推廣宣導活動，

讓學童瞭解有機生態及花東在地農業，建立有機

圖 1　96年至 104年花東地區有機驗證面積統計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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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飲食觀念，將有機理念向下紮根；另輔導花

蓮縣政府推動有機蔬菜供應學童營養午餐，目

前供應學校數為 126間，供應學生數為 29,000

人，供應量為每週 2,900公斤。

參、花東地區有機農業發展策略

農糧署未來將以花東地區現有一級生產為

基礎，加強營造完善有機產業環境，並結合文

化、休旅及教育等活動，促進有機消費，達成

有機生產、生活、生態的產業六級化整體發展，

提升花東、偏鄉及原住民等地區就業、所得及

生活環境。

一、發展願景

（一）花東地區具純淨的空氣、水源、土

壤及多元農作種類等條件適合發展有機農業，為

整合小農型態之生產聚落及避免有機栽培之鄰

田污染，規劃擴展臺糖及退輔會農場公設集團栽

培區之經營面積，及輔導績優稻米產銷契作集團

產區、番荔枝外銷集團產區及茶葉集團產區轉營

有機栽培，推動農業機械化耕作及協助有機農

肥資材，擴增有機稻米、大豆等大宗作物產能。 

（二）花東地理偏遠且交通不便，運輸成

本遠高於西部地區，為降低產銷成本，提昇競爭

力，規劃輔導集團栽培區及整合有機農場，鼓

勵民間企業投資及輔導農民團體建置大宗或地

方特色有機農產品理貨、加工廠，強化產品品

質與包裝，發展有機產品加工，延伸附加價值。

（三）整合集團栽培區大宗生鮮與加工產

品，鼓勵民間企業投資及輔導農民團體建置區

域倉儲物流中心，強化東貨西運效能。媒合西

部都會區假日農市提供東部小農設攤販售，促

進有機消費。輔導農會超市設置國產有機農產

品專賣區，及提升有機農夫市集營運，強化地

產地消。推動花東中小學校午餐供應有機食材，

建立從田園到校園之地產地消供應體系，維護

學童飲食健康並拉引農民提高有機生產。

（四）花東地區人口外流老化問題，造成

農田持續休耕情況，經統計 103年花東地區申

辦休耕面積已達 7,275.5公頃，另原鄉部落也

由於人口外流嚴重，原民自然農耕式微，亟需

重建農業生產，恢復有機農耕，因此將選擇合

適原鄉部落及原生特色作物，輔導提升有機生

產技術，充實產銷設備與資材以提高產能，並

營造原住民區永續、低碳環境；結合原住民文

化及藝術，建立產品品牌拓展行銷；跨域整合

並全方位輔導，建構有機亮點原鄉部落，促進

原民就業及提升經濟。

（五）輔導有機農場經營六級化，結合生

態休閒產業，強化設施（備）及推廣能力，將

點擴大為面，營造東部有機健康樂活廊道。

（六）成立有機農業研究中心，針對建構

大面積有機農業之施作技術與生態系統循環利

用等進行研發，並建立國內有機農業教育之示

範區及技術教育平臺。

二、未來推動策略

（一）推展集團栽培，擴大有機生產面積

１、水稻集團栽培區：

選定花蓮縣富里鄉稻米契作專區為首要擴

大有機生產面積區域，富里鄉具大面積之有機水

稻栽培區，亦鄰近退輔會長良有機集團栽培區，

當地具有 9個有機水稻產銷班及 5個有機米加

工廠，，極適合推動有機產業發展。

2、蔬菜集團栽 培區：

設定壽豐鄉有機蔬菜集團栽培區為首要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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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有機生產面積區域，除可就近提供花蓮市有

機農產品消費之需求，亦可配合蘇花改通車、

有機營養午餐持續推動及市區人口增加等因素，

預計可提升有機蔬菜之驗證面積。

3、集團栽培區補助原則：

訂定有機集團栽培區環境改善公共工程補

助原則協助有機集團栽培區場區規劃、整地、

改善農路、灌排水設施、蓄水池、綠籬、環境

綠美化等基礎環境工程，以提高經營效率。

4、大型農業機具補助：

透過東部有機農業發展計畫及小地主大佃

農輔導計畫等協助集團栽培區內農友購置大型

機具，積極拓展有機驗證面積。

（二）發展區域型有機理貨及加工價值鏈

1、整合花東地區加工型作物及特色作物，

並於期初辦理先期生產示範點，進行全方位之

有機栽培技術輔導，逐步推廣農民種植。

2、鼓勵民間企業、流通業者投入有機農產

理貨及加工，輔導農民團體理貨加工設備，建

立生產、理貨、加工、銷售之產銷鏈，穩定農

民收益。

3、結合學校及改良場之科技開發能量，建

立有機農場農產品理貨及簡易加工標準化製程，

補助設備（施）發展自產加工，另由農民團體

興建區域型有機農產品理貨處理場及加工場，

補助充實其設備（施），增加花東地區多元特

色作物之利用與價值。

（三） 建構現代化倉儲物流及推動地產地消

1、建構現代化倉儲物流體系：

鼓勵民間投資設立區域型倉儲及物流中心，

藉由大型物流公司通路，降低物流成本並提升運

輸量。規劃選定花蓮縣花蓮市農會、壽豐鄉農會

及臺東縣農會建置區域倉儲物流中心，前揭農會

目前已有物流通路，極適合擴大推動成為區域之

倉儲物流中心。另物流中心建立後，將積極輔導

媒合西部都會區有機賣店、有機蔬食餐廳或假

日農市提供東部小農設攤販售，促進有機消費。

2、推動有機農產品地產地消：

於花蓮及臺東兩縣積極推動有機農產品地

產地消，包括設立農民直銷站、有機專櫃、有

機蔬菜供應營養午餐及辦理有機農夫市集等。

（1）有機農場體驗及認養：結合民間團體

及地方縣市推動食農教育，並鼓勵消費者前往

有機農場體驗及辦理認養，讓消費者主動認識

生產者及瞭解農作物生產（如利用即時視訊，

使認養人可隨時觀看），建立消費者信心。

（2）農民直銷站：輔導農民團體於所設置

之超市內，持續增加農民直銷站點。

（3）有機餐廳：鼓勵餐廳採用在地有機食

材，以提升消費者對於食品安全的信心，並藉

由推廣有機飲食來實現企業對環境友善、鼓勵

低碳消費，及提供安全食材的社會責任。

（4）於大型量販店設置有機專櫃：媒合大

型量販店與區域之倉儲物流中心合作，並輔導

設立有機專櫃讓有機農產品與一般農產品在銷

售市場有所區隔及便利消費者易於辨識與採購，

增進與消費者建立互信。

（5）有機蔬菜供應學童營養午餐：為讓下

一代吃得更健康，積極輔導花蓮（學校數 126

間，學生數29,000人）、臺東（學校數118間，

學生數 19,500人）兩縣政府建立有機蔬菜團膳

供應體系，整合農場生產、通路供貨、團膳需

求，以契作方式穩定供貨，由校園消費帶動生

產，鼓勵更多慣行栽培農民轉型栽培有機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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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提升有機驗證面積。

（四） 建構原鄉部落有機農業及永續環境

1、選定花蓮縣光復鄉太巴塱部落、花蓮縣

卓溪鄉崙山部落及南安部落、臺東縣太麻里鄉

香蘭部落、臺東縣金鋒鄉壢坵部落及臺東縣關

山鎮電光部落，為推動重點部落。

2、結合原住民委員會、農業委員會農業改

良場、當地縣市政府及財團法人慈心有機農業

發展基金會辦理說明會，說明輔導及行銷措施，

如補助通過有機驗證之原住民農民驗證費與檢

驗費，及補助必要產銷設施（備），以減輕成本。

3、輔導原鄉有機農產品及其加工品融合原

住民文化與藝術，提升產品價值。協助建立部

落小型簡易加工站及加工技術，增加原住民有

機農產加工品價值與品質，及導入企業或公益

團體予以生產融資並協助銷售。

4、以原鄉有機農業永續、低碳環境為亮點，

推動農耕體驗活動，提高經濟收入。  

（五）營造東部有機健康樂活廊道

1、選定花蓮縣富里鄉及臺東縣池上鄉為花

東有機生態休閒產業辦理區域，當地具有優良生

產環境及豐富生態，極適合發展休閒產業，將強

化營運設施（備）及推廣能力，結合花東在地

資源、社區人文、觀光休閒，建構由點到面之

地產地消產業鏈，形成東部有機健康樂活廊道。

2、輔導結合農業、生態及地方人文，營造

成六級化有機生態農場，配合地方政府休旅相

關措施，辦理有機體驗、地產地消活動。

（六）成立有機農業研究中心

1、以農委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為規劃執行

單位，設立專責有機農業技術研究單位，針對

有機農業施作與生態建構進行研發，建立國內

有機農業教育的示範園區及技術教育平臺。

2、有機農業研究中心除可展示各項作物有

機栽培技術成果外，更可成為農民學院實地操

作之實習園區。另結合周邊有機農戶，產生群

聚效應，共同帶動臨近區域農業朝兼顧環境生

態與生產以及農民生活的有機農業發展。

肆、結語

我國有機農業歷經 20餘年發展，雖已建立

認驗證制度與產業雛型，惟為因應國內外經濟、

社會等環境快速變化，亟需成立有機農業專法、

研發有機栽培技術、拓展行銷通路、推廣有機食

農教育及加強國際合作等層面，策劃未來有機農

業發展方向，俾再創有機產業高峰，並逐步建

構臺灣為有機健康樂活島。另為促進花東地區

有機農業永續發展，增進有機農產品品質，以

維護國民健康與兼顧生產者及消費者權益，並達

到有機生態、生產及消費之目標，農委會業已陳

送行政院105年至110年公共建設中程計畫「花

東地區有機農業發展計畫」，未來將依該計畫作

為農委會發展花東地區有機農業之方向及目標，

以進一步擴大有機農產品及農產品加工能量，打

造花東地區成為我國有機農產品供應基地，並

融入生產、生活、生態特色，延伸產業價值鏈，

逐步建構花東地區成為有機健康樂活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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