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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有一天上自然課，老師在上農藥及生物防治，有提到我們身在的花蓮是

個好山好水的地方，十分適合發展無汙染食材，老師同時也推薦我們一個叫

「花蓮好事集」的團體，他們是以友善農業1或有機農業2為主，此時就有同

學問到：「他們真的是有機的嗎？」「那友善農業是如何進行的？」由於我們

對花蓮好事集很感興趣，所以我們決定組隊，參加本土使命式小論文。 

 

二、研究目的 

 

(一) 了解花蓮好事集的成立歷史緣由、經營概況及未來發展 

 

(二) 農夫與消費者為什麼願意聚集到花蓮好事集?  

 

(三) 了解花蓮友善農業對環境是否友善?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花蓮好事集的成立歷史緣由與經營概況，期望在研究過

程中能瞭解農夫與消費者為什麼願意聚集到花蓮好事集，故在研究實施歷程

中採起以下五種方法進行，茲說明如以下: 

 

(一) 文獻資料探討 

利用網路查詢與有機農業相關的資料，並向圖書館借閱數本書籍，了解

有機及友善農業的相關資訊。 

 

(二) 參訪 

花蓮好事集及明淳有機農場，實地了解營運方式、經營理念、消費者支

持度及農夫的辛勤。 

 

 

                                                      
1
 南韓農村經濟研究院所稱之「友善農業」的定義，友善農業的範疇包括有機栽培(以無農藥、

無化學肥料方式栽培的農作物)、無農藥栽培(以無農藥，而化學肥料使用量低於一般慣例使用量

之 1/3 方式栽培的農作物)及低農藥栽培(以農藥的使用量在安全使用量基準的 1/2 以內，化學肥料

使用量低於一般慣例使用量的 1/2 方式栽培的農作物)等 3 大類。 
2
 根據農委會的定義：有機農業是遵守自然資源循環永續利用原則，不允許使用合成化學物質，

強調水土資源保育與生態平衡之管理系統，並達到生產自然安全農產品目標之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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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訪談 

1、 花蓮好事集吳其璁經理：了解花蓮好事集成立歷史緣由、經營概況。 

2、 有機農業的農夫：了解農夫投入有機農業的理念、耕作方式及相聚

於花蓮好事集的原因。 

 

(四) 問卷調查 

本研究採隨機抽樣方法進行問卷調查，問卷調查的對象為花蓮好事集的

消費者，主要想了解消費者來好市集的原因。 

 

(五) 體驗 

實地踏查農田，感受農夫的辛勤，了解有機耕作及有機農作的樣貌。 

 

四、研究進度表 

 

     

 

 

 

 

 

 

 

 

 

 

 

 

 

 

 

 

 

 

 

 

 

 

 

時間 研究重點 工作項目 

9/15~9/16 擬定研究主題 

1. 討論專題名稱、動機 

2. 線上報名 

3. 分配工作 

9/20 花蓮好事集視察 

1. 走訪事集 

2. 參與當天活動 

3. 與經理互相介紹認識 

9/21 經驗分享 1. 聆聽學長姐的經驗分享 

9/22~9/24 統整研究面向 

1. 討論訪問經理的問題 

2. 尋找相關書籍 

3. 問卷定稿 

9/25~9/26 訪問並整理 

1. 練習訪問技巧 

2. 電話訪問經理 

3. 整理訪問內容 

9/26~10/2 第二次視察的行程規劃 
1. 設計訪問農民的問題 

2. 行程規劃 

10/3 花蓮好事集第二次視察 
1. 發問卷 

2. 輪流訪問、紀錄、照相 

10/4~10/5 彙整研究結果 

1. 問卷分析 

2. 成員心得 

3. 整理訪問內容 

4. 完成書面報告 

5. 上傳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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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花蓮好事集的發展 

 

(一) 花蓮好事集的緣起 

    由於花蓮賣有機食品的場所未盛行及整合，所以許多農民的有機農

作物，需要自己販售到西部地區，或是轉由農會銷售，但在過程中可能

會造成農作物腐爛或農民被剝削，所以農民們自發性找蔡建福教授3協助

統整農民的資源，讓農民有一個自產自銷的窗口，而花蓮好事集就在此

誕生了！ 

 

(二) 介紹花蓮好事集 

    花蓮好事集於 2010 年 12 月 4 日正式成立，目前於花蓮市自由廣場

固定設攤，營業時間是每週六上午 09：00~12：30。 

    花蓮好事集裡，他們強調環境與土地友善的生態文化，提供農民直

接與消費者「面對面」的平台，建立朋友般的互信關係，透過農產品及

文創產品的結合，希望呈現更豐富的花蓮在地人文特色，其特色如下： 

 

1、 面對面的介紹食品 

在花蓮好事集我們可以直接詢問到關於商品的說明。 

 

2、 有許多不同種類的攤位 

在花蓮好市集裡有在地蔬菜水果、友善加工品以及手工藝品可供消

費者選購。 

 

3、 每星期及每個月都有規劃不同的活動 

在花蓮好事集的網頁和臉書都會公告活動地點及活動內容。 

 

(三) 經營概況及規模 

 

    從開始成立只有少數不到 10 攤店家到現在已有 20 攤店家相聚於花

蓮好事集，近期花蓮好事集又開始招募新成員，可見好事集的經營規模

越來越大，也越來越多人可以認可好事集的理念。然而，好事集的經營

困境是，當農夫的收成受天災的影響，而不穩定時，好市集的擺攤數量

就會減少，恰巧我們兩次踏訪花蓮好事集時，皆在颱風過境後，所以在

我們去花蓮好事集時，並沒有 20 攤店家那麼多。 

 

                                                      
3
 現任教於國立東華大學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專長：環境規劃、生態社區、鄉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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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踏查花蓮好事集及研究過程的照片與心得 

 

編號 照片 說明與心得 

1 

 

9 月 20 日第一次到花

蓮好事集 4 踏察時，

有機花茶的農夫很友

善地的跟我們介紹花

茶。 

2 

 

10 月 3 日第二次到花

蓮好事集踏查，這是

當日市集規模，這天

有陶然雅樂團在好事

集表演。 

3 

 

訪問稻香農場老闆

時，老闆很詳細的跟

我們解說花蓮好事集

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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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一次的討論會議，

我們討論專題名稱和

動機，並著手網路報

名，但在報名系統中

遇到了許多問題。 

5 

 

第三次的討論會議，

我們設計要訪談經理

的問題和查詢友善耕

種及有機農業的相關

書籍，在過程中，我

們發現友善耕種及有

機農業的書籍並不

多。 

6 

 

第四次的討論會議為

第一次踏察前的準

備，老師提醒我們注

意事項、流程及訪問

的問題。 

 

 

二、花蓮好事集店家訪談 

 

    由於蔬菜最普遍，且購買率最高，攤位最多，因此我們才以蔬菜作為

好事集的代表，訪談了七個蔬菜攤販，因此訪談其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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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明淳農場 

明淳農場的農夫家裡種田已有五十年，並不是一開始種有機作物，而是

因為政府有推動，到現在已經有種植有機作物十四年的資歷，會種植有

機作物除政府推動外，同時也是為了消費者的健康，以及這塊土地著想，

而遇到的問題有：雜草很多、蟲害等等，而他們有通過有機認證，來這

裡的原因是因為農友的介紹，到現在已經第三年了，而對他們來說好事

集存在的目的就是要讓消費者知道他們的食物是怎麼來的。 

〈其也是我們一日農夫的受訪者喔!!〉

 

 

(二) 阿春農場 

    阿春農場的農夫務農已有十幾年，而種植有機作物的資歷也有十二

年了，而最初種植有機作物的原因原本只是要自己吃有機的作物，才會

去種，是道比較後期才全部都種有機，而他們遇到最大的問題就是蟲害，

而他們也有通過有機認證，而它們是好事集一成立就來了，對他們來說

好事集存在的目的是讓他們有平台來販售農作物。 

 

(三) 黃嘉銘農場 

    黃嘉銘農場的農夫務農到現在已經四十年了，五年前開始種植有機

作物，原因是因為有機作物對自然環境比較好，也比較健康，遇到的問

題有:颱風、蟲害，蟲害是用生汙防治的方法解決，他們也有通過有機

認證，來好事集到現在有兩年，原因是因為朋友的介紹，對他們來說好

事集是一個讓他們安定生計的地方所以對他們來說，好事集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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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彌勒農場 

     彌勒農場到現在已經傳到第二代了，家族務農有十年，種植有機

作物也有五年了，起初的種有機作物的原因是為了土地的健康，他們一

樣有通過有機認證，一開始會來好事集是因為一位教授的招集，對他們

來說是要讓客人了解到作物的生產過程。 

 
 

(五) 稻香農場 

    稻香農場是由一位已經七十二歲的老伯伯經營，他從十二歲就已經

開始從事農業相關的工作，因為當時沒有化肥或是農藥，所以他一直以

來都是用當時的方法來耕作，所以可以說他已經種植有機作物六十年了，

而遇到的困難就是颱風多，他們也有通過有機認證，他們也是一開始來

好事集的時候，有一位教授召集所以就來了，對他來說好事集可以讓他

多賺一些，所以對他來說好事集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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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蕪蔬園 

    蕪蔬園的農夫已務農三十年，種植有機作物十年，原因是因為個人

比較喜歡有機的耕種方式，遇到最大的困難就是天災，而他們也有通過

有機認證，他來好事集的原因是因為家人的期望，而且他也認為這是一

很好的平台，所以也是一成立好事集較擺攤到現在的。 

 

(七) 青鳥生態有機農園 

    青鳥生態有機農園的農夫務農到現在已有八年，種植有機作物也有

六年，當初是因為老闆說要轉型，而遇到的困難像是颱風、或是技術方

面的問題，他悶也有通過有機認證，當初也是朋友介紹到好事集擺攤，

現在已經擺攤兩年了，而他認為好事集是一個對農民來說很重要的平台，

所以必須存在。 

 

(八) 小結 

    大部分的農民務農都有超過十年，但是從事有機農業的經歷大部分

沒有超過十年，遇到的困難大致上就是颱風、病蟲害、雜草很多，還有

他們全部都有通過有機認證，但是沒有生產履歷，而農民來好事集的原

因大部分都是農友介紹，或是當時教授的招集才會來，而在好事集的攤

販都擺攤兩年以上了，也很多是一開始就來了，也認為好事集是一個很

重要的平台，讓他們把農產品銷售出去， 

 

三、花蓮好事集消費者問卷調查 

 

    此次的問卷發了 100 份，而這些問卷是用來調查消費者的概況及消費者

對花蓮好事集的看法。希望可以了解消費者為什麼願意來到好事集消費，

而不選擇傳統市場?而花蓮好事集的營運是否符合消費者的期望?而我們調

查的結果如下: 

 

(一) 花蓮好事集消費者概況 

    消費者大多為花蓮本地人，其中以成年女性且已婚有小孩居多，學

歷大多有大專院校，月收入大約為 10000-20000 左右，職業多以服務業

為主，而大部分沒有吃素但有吃有機食品的習慣，大約一個星期會去好

事集且大約消費 0-500 元左右，其中有以買蔬菜的居多，而大多都是親

友推薦或剛好路過才知道好事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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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消費者與花蓮好事集的資料 

 

    對於消費者而言，花蓮好事集的食物新鮮非常重要，根據調查消費

者對於花蓮好事集的食物新鮮感到非常重視高達 73%，但是，消費者對

於花蓮好事集的食物新鮮，滿意度卻不高，可能的原因為農夫的作物可

能有些採收 4 天以上(如蔬菜水果)仍在販賣並非當天採收的新鮮食材，

所以滿意度不高。 

    就我們調查得知消費者對於花蓮好事集食物安全非常重視，因為消

費者十分在意農藥問題，而消費者對花蓮好事集的食物安全的滿意度卻

僅有百分之五十二，我們推測大概是因為並非所有的攤販都有有機認證

書，好事集亦無說明，故消費者對食材仍有疑慮。 

 

    消費者對於食物的十分重視，據調查得知有 67%的消費者對此感到

非常重要，但是，消費者對花蓮好事集的食物來源的滿意度卻不高，我

們推測因為農夫(店家)的農作物是直接放置於桌上，且並未對來源做任

何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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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調查消費者在花蓮好事集可以詢問店家作物的一些說明感到十

分重要，但消費者的滿意度卻只有 61%，我們揣測應該是有些店家不太

會推銷，所以並未對自己的作物提出解釋。 

    消費者覺得花蓮好事集的店家應該要具有品質保證，但店家沒有主

動介紹商品，且有攤販沒有明確來源，所以對店家的可信度就打折扣。 

    消費者重視商品要有明確的價格和成分標示，但就滿意度而言花蓮

好事集與消費者的期待有落差，我們推測沒有明確的價格標示是因為店

家想讓消費者問以增加互動，以說服消費者不要在意價錢，因為有機的

蔬菜會比較健康，所以店家還是有擔心價格過高影響消費者購買的顧忌，

故不標價。 

 

 

    消費者對食物的生產者感到十分重要，我們推測消費者應是打算有

長期合作購買的想法，可是花蓮好事集的店家在這方面少有解說，所以

消費者不太了解食物生產者。 

    消費者覺得花蓮好事集的商品要有合理的價格且應該要給農民應

有的報酬很重要，但消費者對於商品價格並不完全認同，我們推測是因

為花蓮好事集的作物大部分是有機或友善耕種的，所以價格勢必比外面

的一些普通作物來的貴一些，因此有些不知道的消費者可能會因價格過

高，導致買不下手。 

    消費者覺得花蓮好事集的設立有助於提升農夫與消費者的凝聚力，

而這方面消費者認同花蓮好事集的運作模式，我們覺得是因為花蓮好事

集提供消費者與農夫面對面互動，有利長期合作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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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者覺得購買花蓮好事集的商品可以減少環境汙染，我們覺得是

因為花蓮好事集的作物大部分是有機的，所以不灑農藥勢必會減少土地

汙染，而消費者對汙染這方面 51%是覺得會減少，49%(普通跟滿意總和)

覺得不會，對此我們覺得因為花蓮好事集的農耕法分成兩種一種是有機，

另一種就是友善耕種，友善耕種是可以噴灑農藥和灑化肥的只是有限制，

但還是有農藥，所以還是有汙染。 

    消費者覺得花蓮好事集的氛圍與傳統市場不同，關於這點我們覺得

傳統市場與花蓮好事集最大的差別是在，花蓮好事集的店家本身就是生

產者(農夫)，且這方面大部分消費者覺得花蓮好事集非常好，因為消費

者能見到生產者並詢問關於作物時，可以較為詳細，且消費者覺得花蓮

好事集是集齊有機食材的市集。 

   消費者覺得花蓮好事集的場地位置便不便利很重要，我們覺得這很

重要是因為如果交通不方便消費者要買個東西都得很辛苦，而這方面有

一半的消費者覺得很方便，有一半覺得不方便，我們覺得好事集現在的

位置雖在市區但要找個停車位都有點難。 

 

(三) 結論 

    來到花蓮好事集的消費者大多是約兩萬元左右且有孩子的當地成

年女性為主，而這些女性來到花蓮好事集通常是購買一些蔬菜水果，而

這些家庭大多都有食用有機食品的習慣，而且這些消費者以平均一個禮

拜來一趟花蓮好事集的高比例，可說明他們已成為花蓮好事集的主要客

源，且都有一次 500 元以內的固定消費。 

    花蓮好事集對追求健康的花蓮人是有存在的必要性，因為花蓮好事

集的產品是有機的，對於追求健康的消費者來說，他們願意花比較多的

錢來購買有機食材，而這些都是一般傳統市場所不能企及的，花蓮好事

集在某一些部分還可以再進步，以致讓消費者達到非常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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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發問卷的照片 

 

編號 照片 說明與心得 

7 

 

10 月 3 日我們分

開發問卷，有些消

費者看到我們在

發問卷，還主動找

我們寫問卷，是不

是很很熱心呢? 

8 

 

9 

 

             



 

14 
 

四、踏訪有機農場 

 

    經過訪談花蓮好事集蔬菜攤販後，我們發現每一個攤販都具有有機認證

的證書，由於想更進一步瞭解有機農業的耕種方式，在經理的推薦下，我們

參訪了與慈大附中相近的明淳農場，透過實地踏查農場，讓我們對有機農業

的耕種方式不再陌生！ 

    明淳農場是一間具有有機認證的農場，老闆務農已有 40 年的經驗，經

歷了早期挑糞的年代、使用化學肥料耕種的方式及至今的有機耕種，如今家

人們一同投入有機農耕，老闆和兒子主要負責耕作、收成，老闆娘和兩位女

兒負責包裝、銷售，為何有這樣的轉變，也是我們所好奇的！以下是我們對

農場有機耕種的訪談及田野調查資料。 

 

(一) 耕作方式 

    耕種的肥料分為化學及天然，而天然的肥料又二分為動物性肥料及

植物性肥料。動物性肥料包含了骨頭、皮脂、血、內臟等，植物性肥料

如雜草、樹枝、油渣(黃豆、菜籽、芝麻等)、木屑、使用過的太空包等。 

    而明淳農場的耕種方式主要是使用植物性肥料，老闆認為作物吸收

不同的養分，入口時所呈現出來的能量也會不同，依循著話題，我們得

知老闆是茹素者，這也是耕種以植物性肥料為主的因素。 

 

(二) 為什麼選擇有機的耕種方式 

    老闆說農田由慣行轉為有機耕種，產量確實減少許多，但做這件事

是一個善的理念，他反思大自然的法則，是環環相扣、生生不息的，如

果一直使用化學肥料，對環境而言是不利的，且對吃下作物的人也不健

康，唯有回歸自然的方式才有正向的能量。 

 

(三) 當遇到雜草、天災、蟲害等問題該怎麼處理 

1、 雜草算是有機性肥料，每當新的一年要開始耕種，會翻土使雜草

融於土壤變為肥料，而作物生長期間，會請工人來拔草。 

2、 颱風天後，作物受到損壞，有兩個處理方式，一是等待，等待他

慢慢恢復，另一個方式，是作物已經沒有生命，就任其回歸自然，

再重新種植。 

3、 運用生物科技公司販售的有益菌來保護作物及具酸性的菌種來防

治蛾類，因為蛾的胃為鹼性，當蛾吃到酸性菌種會產生厭食的症

狀，如春天最多的紋白蝶，約 10 天即須透過此種方式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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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有機認證的取得之路 

    臺灣有機農業約民國 84年起步，於民國89年才有有機認證的機制，

明淳農場雖然不是在有機農業起步的時候就開始將慣行耕種轉變為有

機耕種，但老闆也算是投入有機農耕的先驅，於民國 91 年通過慈心有

機驗證股份有限公司的有機認證，如今臺灣約有 15 間有機認證機構，

且具有有機證書的農作全臺約有 2/3 來自慈心，可見慈心在有機農業裡

的公信力是較高的。 

    農田在老闆決定轉為有機耕種方式起，就已經完全參照有機耕種的

方式，只是土壤中還會殘存著之前的化學肥料，大約需2~3年的過渡期，

農作物才可以逐漸轉變為有機。 

 

(五) 銷售管道 

    全台各地都有客戶，網路訂購(Face Book)為大宗，每個月約有 200

件，另外，在花蓮好事集設有攤販、主婦聯盟與里仁是契作關係(具有

契約的合作關係)。 

    

(六) 作物價格是如何決定 

    老闆的經營理念，是希望每個人都吃得起有機作物！對於中上階層，

由於具有較高的收入，買有機作物一定沒有問題，但中下階層或許無法

有較多的額外負擔，故常會出現遊移的現象，當傳統市場菜價飆漲時，

才會購買有機作物。 

    因此老闆的作物定價與其他有機農場的作物相比屬中等價位，也不

會像傳統市場因為災害而調整價格，如颱風過後，蔥的產量銳減，傳統

市場會繼續販售，造成物以稀為貴，蔥價不斷攀升的問題，但老闆當日

販售的農作，就以當天有的農作販賣，故可以維持一定的菜價，但有機

農作的價格當然與傳統市場相比還是價高些。 

 

(七) 小結 

    因為經理的推薦，加上這個農場具有有機認證，所以在明淳農場訪

問陳文富先生經歷過挑糞的種植方式，也經歷過慣行農業，一直到現在

的有機農業，我們認為花蓮是有發展友善農業的環境的。 

    以陳先生為例子，就耕作方式，有機的耕作方式主要是以不傷害到

大自然為主，若宣導別再用化肥，或是農藥傷害這片土地，同時自己吃

了也比較安心，以說服傳統農業的農夫；也推廣是以每個人都吃得起的

價格為主的理念，不讓收入在中下階層的人因為價格，而不選擇有機的

蔬菜，還有不論有沒有颱風，農夫都不會調漲價格等優勢，可使更多農

夫無所顧忌的加入有機農業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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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會遇到草害、天災、蟲害，但遇到雜草就拔掉同時也可以做肥

料，而為了預防天災造成過多的傷害，也會種多樣性的蔬菜以分擔風險，

蟲害則透過利用一種酸性的菌類，在春天約每十天使用一次，以防治紋

白蝶的幼蟲，其他的蟲，例如:螞蟻、蜈蚣、椿象等等，農夫則是放著

不管，如果是鳥的話就會種鳥最喜歡的植物，把牠引開等方式解決。 

    在使用有機的耕種方法開始，經過二到三年的過渡期之後，就能夠

送到有機認證股份有限公司做認證，而花蓮亦會越來越多有機食材的銷

售管道，農夫能和里仁以及主婦聯盟有契約合作，或透過經營網路販賣，

農夫和子女也可到好事集擺攤，以及農會合作等。若以有機認證的農夫

當種子教師，運用像花蓮好事集的有機農業平台凝聚共識，在這重視健

康及養生的社會，此友善農業的耕作方式亦會和現代消費者需求相符合；

而努力讓花蓮這塊淨土不受污染，也是發展地方特色的途徑！ 

 

(八) 明淳農場的踏查照片 

 

編號 照片 說明與心得 

10 

 

我們到明淳農

場踏查，大家

全神貫注的聽

農夫的分享，

踩在田裡看著

被蟲子咬傷的

蔬菜們，就有

種捨不得的感

覺。 

11 

 

好 寬 廣 的 農

田，農夫辛苦

的把菜種下，

用 心 地 照 顧

它、呵護它，

直到它長大收

成，這過程是

多 麼 的 辛 苦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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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因為有機農田

不 能 使 用 農

藥，所以用這

種貼布，類似

蒼蠅貼，來避

免蟲害。 

13 

 

當時我很好奇

這些農作物，

所以我蹲下來

查看 

14 

 

被椿象咬的秋

葵，表面纖維

化，但是只有

表面受傷，秋

葵內部還是很

健康喔！ 

 

 

 

仔細看著地瓜

葉那些被蟲咬

過的傷口，才

知道那是有機

的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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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堆放放在農夫

家 的 有 機 肥

料。 

16 

 

明淳農場的農

夫可以很自豪

的說:「我的蔬

菜具有有機認

證，可以吃的

很健康，趕快

來 買 我 的 菜

吧！」 

17 

 

明淳農場的慈

心有機認證證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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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經過一番研究，我們了解好事集的成立歷史及經營概況，好事集的農夫從事

有機農業的經歷沒有超過十年，遇到的困難就是颱風、病蟲害，還有他們都有有

機認證，但沒有生產履歷，而農民來好事集的原因都是農友介紹，或是教授的招

集才來，而在好事集的攤販都擺攤兩年以上了，農夫們認為好事集是一個重要的

平台，讓他們把農產品銷售出去。 

    而好事集對於追求健康的消費者是有存在的必要性，來到好事集的消費者大

多是月薪約兩萬元左右且有孩子的成年女性為主，而這些女性來到好事集通常是

購買一些蔬菜水果，而這些家庭大多都有食用有機食品的習慣，而且這些消費者

以平均一個禮拜來一趟好事集的高比例，且都有一次 500 元以內的固定消費。 

    由於花蓮好事集的產品是有機的，有時菜價甚至與普通市場相當，而當食材

又較為健康時，是傳統市場所不能及的，統整完了消費者與店家的意見，了解為

何消費者會聚集於好事集，但好事集在對商品的說明及來源……等都還可以再改

善，以讓消費者感到滿意。 

因為經理的推薦，加上明淳農場有有機認證，所以在訪問陳先生的經歷，一直到

現在的有機農業，我們認為花蓮是具備發展友善農業的環境的。友善的耕作方式

主要是以不傷害到大自然為主，若宣導別再用化肥，或是農藥傷害這片土地，同

時自己吃了也比較安心，以說服傳統農業的農夫；也推廣是以每個人都吃得起的

價格為主的理念，不讓收入在中下階層的人因為價格，而不選擇有機的蔬菜，還

有不論有沒有風災，由於種植種類眾多，來自產地的蔬菜不會藉故調漲價格等優

勢，可使更多農夫無所顧忌的加入有機農業的行列。 

    在使用有機的耕種方法開始，經過二到三年的過渡期之後，就能夠送到有機

認證股份有限公司做認證，若以有機認證的農夫當種子教師，運用像花蓮好事集

的有機農業平台凝聚共識，在這重視健康及養生的社會，此友善農業的耕作方式

亦會和現代消費者需求相符合；而努力讓花蓮這塊淨土不受污染，也是發展地方

特色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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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心得分享 

 

一、蔡昀恩 

    經過這次的研究，使我更了解花蓮好事集，在過程中我學到如何訪問

和統整資料，雖然我們因為時間太短，沒有做好足夠的準備去訪問，但是

經理十分親切讓我對訪問有良好的印象，也因為這樣我在訪問農夫時才可

以很順利的進行，這次我學到很多，希望以後還有類似的活動可以參加。 

 

二、劉晏辰 

    經過這次的研究，使我看到好事集每個農夫的故事，也很佩服他們堅

持下去的精神，特別是一位已經七十二歲的伯伯，他說他種菜六十年，都

沒用過任何的農藥或化肥，這也是我能夠完成這次論文的動力，因為人家

堅持一件事六十年，所以我相信我一定也可以完成。 

 

三、黃進邦 

    在這次的活動中，雖然很累，但我也受益匪淺，我更深刻了解到了「有

機」原來這麼辛苦，也體驗到一些以前未曾體驗過的事物，這次採訪店家

讓我吸收到了一些課堂以外的知識，也了解到了農夫的辛勞，而我也從不

認識「花蓮好事集」，到對它瞭如指掌，這一切的改變，令我回想也有一

段美好回憶。 

 

 
最後的討論及統整，終於要結束了，在經過一連串的訪談、踏察、討論，我們終

於可以完成小論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