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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我們花東縱谷平原得天獨厚，土壤肥沃、水源純淨，沒有工業污染，非

常適合發展友善大地的耕作方式，而且這裡的農業生態多樣又豐富，適合農

委會推行的「里山倡議」，如東華大學李光中教授針對「里山倡議」五個關鍵

點所提出的：保全土地健康、活用自然資源、發揚農村（或是原住民部落）傳統

智慧、促進社區本位的群策群力以及活絡社群經濟。如果能結合花蓮的好山好水

與在地人文，將友善農業六級產業化，並做適當合宜的管理，這樣對花蓮在

地鄉親以及環境永續都是雙贏的。  

      我們透過拜訪農糧署東區分署、友善耕種農場、農會超市等，從農政、

供給、消費三個層面來探討現行實施的狀況，並勾勒出花蓮友善農業的美好

願景。  

 

二、研究問題 

    （一）探討花蓮縣地理環境是否適合發展友善環境農業。 

    （二）分析與比較有機農業與友善環境耕作的異同。 

    （三）市調探討購買友善耕作/ 有機農產品之消費者與消費行為特性。 

    （四）探討本縣推行友善環境農業所面臨的困難點。 

 

 

三、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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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品質優良的縣產農作物 

  

                                                                       我們花蓮以農立縣，全縣的面積雖是台 

                                                               灣最大，但因山地面積佔了九成，耕地面積約 

                                                               為 44,413公頃，從事農業人口約為93,350人， 

                                                               佔總人口數的四分之一。花蓮縣重要農產品種 

                                                                  類包括：水稻、玉米、落花生、甘蔗、大豆、 

                                                                  蔬菜、西瓜及木瓜。一般而言，花蓮縣的農產 

                                                                  品除了自給外，均可供應其他地區。在花蓮縣 

                                                                  的作物中，名聞遐邇的是產在北迴歸線以南的 

                                                                  玉里及富里地區的稻米，因為氣候合宜、土壤 

                                                                  肥沃、水源純淨，加上農民鄉親的勤奮，使得 

                                                                  富里米在國內有相當的口碑。而花蓮西瓜更是 

                                                                  其他縣市水果市場的愛寵，無論是玉里、瑞穗 

                                                                  、鳳林還是壽豐，西瓜採收時間常讓盤商搶破 

                                                                   頭了。（圖一） 

                                                                 

     

 

    二、天然環境適合發展友善耕作 

        我們為了了解政府為何要推行友善環境耕種 

，因此來到了位於花蓮市中華路農委會農糧署東 

區分署，拜訪專門負責該項業務的余哥哥（圖二） 

        余哥哥告訴我們，花東縱谷平原狹長，縣內 

的耕地規模比起西部的彰化、嘉義、台南而言都 

顯得較小，也較為分散，比較不適合大型農具機 

械設備，無法形成集中採收；然而後山土壤肥沃 

，沒有工業污染，水源乾淨且農業生態多樣又豐  

富，適合發展友善耕作。近年來，也因為養生 

風潮，使民眾對健康飲食的訴求逐漸受到重視， 

所以「吃得健康、安心與美味」對於這樣的觀念， 

慢慢的被重視與推廣。花蓮縣政府希望也能夠打造一個讓民眾在「食得安心」的政

策，所以有「無毒農業」政策的產生，打造一個花蓮專屬的農業品牌，擴展地區農

業的知名度。 

圖一：花東縱谷優質農業規劃示意圖 

          （圖片來自農委會） 

 

圖二：拜訪農糧署東區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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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有機農業與友善環境耕作的異同 

 

        所謂「有機農業」是指生產過程全程都不能使用化學農藥、化學肥料、基因改

造產品製劑。農產品不得檢驗出禁用物質殘留 ，符合《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

的有機農產品和有機農產加工品驗證機準規範。最簡單的辨識方法就是有「有機農

產品」驗證標章。 

 

        而「友善環境耕作」的型態比較多樣， 

其定義為：維護水土資源生態環境與生物多 

樣性，促進農業友善環境及資源永續利用， 

農業在生產過程不使用合成化學物質、基因 

改造生物及其產品。 

        也就是說，兩者對於環境的態度和努力 

方向是一致的，但差別在於是否有驗證標章 

。然而，要符合有機驗證，光是耕作地土壤 

的檢驗就可能要等待二至三年的轉型期來確 

認各項條件與耕作方法合格，才能取得有機 

標章。（圖三） 

 

 

    四、拜訪友善環境耕作的農場 

 

        （一）東華有機專區 

        東華有機專區位於花蓮縣壽豐鄉，擁有肥沃的土地、來自鯉魚山乾淨的水源，

以及絕佳的地理屏障。民國 90 年台糖將土地開放承租後，陸續吸引農民進駐。我

們拜訪的青農陳哥哥正是其中的一位。 

        陳哥哥和他的父親一起在東華有機專區從事有機農業的產銷。這片有機專區約

63 公頃，目前由 8 位專業農民與慈濟基金會承租，現在已有有機驗證單位的驗證，

有機蔬果年產量大約 800 公噸，是花蓮縣最大的有機蔬果生產區。這裡也是產學合

作的好典範，來自花蓮農改場的技術指導，以及東華大學環境學院的交流，作食農教育。

這裡的土壤不但有機，還很有知識，與我們所知的慣行農法有著非常大的不同。 

        陳哥哥告訴我們，光是培養土壤就用了五年，絕不種植基改作物（圖四），灌

溉的水來自無污染的鯉魚山（圖五），這裡的作物約五十多種， 有些不同種類的菜

可以先後接替著種，叫作「輪作」，要輪作時，土壤可先曬置一段時間，減少病蟲

 

圖三：有機農業與友善耕種的不同 

          （圖片來自農委會）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友善環境耕作?source=feed_text&__xts__%5B0%5D=68.ARC0DL3QcOhwWII1Ped9GaDr07r2bSGN4sEFkd1e8IyFrWc5bfu09FY03wsyCusuYnuSiLl7NRBkHHAZod70nDbbN_ly4DWWmD7dnQ-cXZZDAAUV9L5MhnXmhQaaYUcPvTD50bp4HVRkgl9QX5G8JctKLayytpMC07UhsE-H04BUxNY_-7IC1A&__tn__=%2A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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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的發生。水稻與旱作或蔬菜都是很好的輪作組合，可以減少很多因連作而產生的

病蟲害。而在主要作物兩旁栽種其他作物，可以減少病原和害蟲攻擊主要作物的機

率，分攤病蟲害的效應，就叫作「間作」，可以配合其他防治方法實施。 

  

 

 

 

 

 

 

 

 

 

 

        陳哥哥成立了一個有機蔬菜的銷售網站，他聯合運收和幾位共同合作農友的有

機蔬菜。透過網站給客戶訂購，然後每週裝箱宅配到客戶的家裡。他們的客戶，主

要集中在大都會區，例如台北市、新北市、 台中市以及高雄市，花蓮縣市大約只佔

一成。 

 

        （二）草生栽培的火龍果果園 

         我們也拜訪了位於南華村的林阿姨的草生栽培的火龍果果園（圖六）。林阿姨

是一位阿美族原住民長者。她告訴我們，其實，阿美族的老祖先就秉持著與大地一

起生息，因此對於環境總是做最友善的對待。我們很好奇，為什麼在她的火龍果園

子裡，長滿了一大堆的草？林阿姨解釋說，土壤被草覆蓋後可以減少水分的蒸發，

達到省水和減少人工灌溉次數，讓土壤有更好的保水度。當老的草根部死亡腐爛的

時候，會留下空隙，讓土壤中的水份更好流動，導水度變好讓作物的根部不會長時

間泡在水裡而窒息。而且，有覆蓋草的土地比較不會因為雨水沖刷讓養分流走，影

響土壤酸鹼值，土壤如果酸化可是會影響作物的產量和品質。林阿姨說，要讓作物

有好的生長環境，土壤絕對是最首要的，為了讓土裡能有好的微生物，她會特地到

山上原始林地，挖回一些林蔭下的淺層土，這些土壤沒受過污染，因此保有健康的

微生物群。原始林土壤拿回來後，她會混入稻殼以及特調的蔗糖蜜，放進加蓋的容

器裡靜待一個月，目的是要增殖這些好菌，再將他們播灑在果園裡，讓果園裡的土

壤變得更健康，連蚯蚓都能長的非常好呢！ 

        我們也很關心田裡的雜草會不會和火龍果搶著吸收土壤裡的養份？林阿姨告訴

我們，某種程度上來說的確有爭奪養分的問題，可是從另一個的角度來看，草可以

  

圖四：陳哥哥解說玉米的授粉方式                圖五：我們忍不住摸了摸清澈的灌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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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忙吸收土壤中的養分，像是氮，等到草類死掉之後，還是會釋出這些養分，讓作

物吸收，這就是一種自然的循環。 

        其實，草生栽培（圖七）除了作物間的草之外，她的果園裡在草裡頭還有野菜

呢，比如野莧菜、大花咸豐草、昭和草、龍葵等，煮飯前，到田裡摘一些，就是一

道健康養生的青菜了。園子裡還有許許多多的昆蟲，像是土壤裡的蚯蚓，草堆裡的

蚱蜢和瓢蟲， 甚至還有蛇類， 和來自於林間的鳥類，也會來偷吃火龍果。林阿姨

覺得，這些火龍果來自於土地，除了部分是她要收成的以外，應該留一部分給這些

動物和昆蟲來食用， 因為，大家本來就是在大地裡互相依存，這正是阿美族的祖先

傳承下來的智慧呀！ 我們覺得，這不也就是「里山倡議」的精神嗎？ 

 

 

 

 

 

 

 

 

 

 

 

 

        林阿姨採收的火龍果主要是透過農會來銷售。 

 比如說，她會直接將火龍果送到花蓮市農會超市， 

在超市裡的有機蔬果架上來販售。農會超市會從她 

的銷售額當中抽取 10%的費用。在農閒的週末早上 

，她也會帶著這些火龍果到花蓮好事集來販售呢！ 

（圖八） 

 

 

 

    五、購買友善耕作/ 有機農產品之消費者與消費行為特性 

          

         我們希望從市場面來瞭解消費者的消費行為，了解消費者購買友善耕作/ 有機

農產品的動機、消費特性、決策過程、評估因素，並藉由消費者通路調查瞭解友善

耕作/ 有機農產品的行銷策略。因此設計一分問卷，於花蓮市農會超市自強店及田

  

圖六：林阿姨送我們一人一顆現摘的火龍果      圖七：阿姨向我們解說草生栽培 

 

圖八：花蓮好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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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店進行調查。問卷發放方式採對顧客實際購買行為後進行調查。本研究共計發放

100 份，實際回收100 份，樣本有效率為100%。限於篇幅，我們僅列出問卷調查的

統計與分析： 

題號 問題內容 統計結果 

1 您願意多花一點錢購買

有機蔬果。 

非常同意占34%，同意占57%，有點同意占6%，

沒意見占2%，有點不同意占1%，不同意占0%，

非常不同意占0%。 

 

2 您認為有機蔬果的生產

成本較高，所以價格較

貴。   

非常同意占32%，同意占54%，有點同意占12%，

沒意見占1%，有點不同意占1%，不同意占0%，

非常不同意占0%。 

 

3 您會因為健康因素而選

擇有機蔬果。 

非常同意占41%，同意占42%，有點同意占12%，

沒意見占4%，有點不同意占1%，不同意占0%，

非常不同意占0%。 

 

4 您認為政府應該致力於

有機食品的認證。 

非常同意占53%，同意占39%，有點同意占5%，

沒意見占3%，有點不同意占0%，不同意占0%，

非常不同意占0%。 

 

5 您認為有機食品的認證

對消費者是一種保障。 

非常同意占52%，同意占41%，有點同意占4%，

沒意見占2%，有點不同意占1%，不同意占0%，

非常不同意占0%。 

 

6 您願意相信農會超市販

售的小農友善耕種蔬果

是有保障的。 

非常同意占36%，同意占43%，有點同意占13%，

沒意見占4%，有點不同意占2%，不同意占1%，

非常不同意占1%。 

 

7 您願意購買有機蔬果的

加工食品。 

非常同意占15%，同意占30%，有點同意占18%，

沒意見占19%，有點不同意占11%，不同意占

5%，非常不同意占2%。 

 

8 如果您的收入（或退休

年金）減少了，會降低

你採購有機蔬果的花

費。     

非常同意占9%，同意占40%，有點同意占26%，

沒意見占11%，有點不同意占6%，不同意占8%，

非常不同意占0%。 

 

9 您認為有機蔬果的栽培

是對環境比較友善的農

耕法。 

 

非常同意占54%，同意占36%，有點同意占7%，

沒意見占2%，有點不同意占1%，不同意占0%，

非常不同意占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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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資料 （一）性別：男生占16%，女生占84%。 

（二）年齡方面：20 歲以下占4%，21~30歲占  

            8%，31~40 歲占14%，41~50 歲占30%，  

            51~60 歲占26%，61歲以上占12%， 

            71歲以上占6%。 

（三）教育程度：國中小占14%，高中職占24% 

            ，大學占50%，研究所含以上占12%。 

（四）職業方面：工業占5%，商業占15%， 

            軍公教占32%，學生占3%，自由業含其 

            他占7%，家管占19%，已退休占19%。 

（五）平均月收入：2萬元以下占22%，2 ~ 3萬 

            元占14%，3 ~ 5萬元占36%，5 ~10萬元 

            占25%，10萬元以上占3%。 

       

根據問卷的統計結果，我們發現了幾個重點： 

（一）高達九成七的受訪者願意多花一些錢購買有機蔬果（同意含以上占97%）， 

            九成八的受訪者能理解有機蔬果價格較貴是因為生產成本較高（同意含以上 

            占98%）。 

（二）高達九成五的受訪者表示購買有機蔬果是為了健康因素（同意含以上占95%）。 

（三）高達九成七的受訪者表示在意有機食品的認證（同意含以上占97%），一樣是 

            九成七的受訪者認為政府應致力於保障有機食品的驗證。 

（四）九成二的受訪者表示相信在農會超市農民直銷站購買的蔬果是有保障的（同 

            意含以上占92%），顯示顯示一個兼具「方便性」與「品質保障」的通路， 

           是消費者在購買有機食品時的重要依據。 

（五）在願意購買有機蔬果的加工食品一項，大家的看法較不相同，同意者約占 

             63%，不同意者約占18%，不表示意見的占19%，顯示部分有機消費者願意採 

              購的是新鮮蔬果，而非再製的加工食品。 

（六）高達九成七的受訪者表示認同有機栽培是對環境友善的農業（同意含以上占 

             97%）。 

（七）約有七成五的受訪者表示，如果收入或退休金減少了，是會減少採購有機蔬 

             菜（同意含以上占75%）。在受訪對象中，有21位已經退休，其中有19位勾選 

             同意（含以上），也就是說，退休的民眾在考量收入來源減少時（如年金改 

             革，實質收入減少）會減少採購有機農產品。 

 （八）受訪對象中，女性比例約是男性的5倍，顯示家中採買蔬果多為女性，或是女 

             性較具有健康意識。而受訪民眾的學歷有62%是大學學歷（含）以上，平均月 

             收入多集中3萬至10萬元（合計占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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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推行友善環境農業所面臨的困難點 

 

        我們原來認為這種對環境友善的農作方式，應該是甚受歡迎且要大力推行的，

但從閱讀相關書籍、資料，到訪談農糧署的余叔叔、拜訪有機農場後，我們也注意

到了，在現況下，友善環境農業也面臨了一些困難需要去克服： 

 

       （一）在友善環境耕地最常碰見的就是鄰田污染事情。鄰田污染容易讓有機耕 

                   種的農民跟慣行農法的農民產生對立。由於友善環境耕作是政府鼓勵， 

                   而不是政策強制，因此，如果鄰田是採慣行農法，不論是噴灑農藥、或 

                   是施放化肥，都容易污染到隔壁的田地。土壤一旦受到污染，影響就很 

                  大，對有心於友善環境耕作的農民來說，真是重大的挫折。 

       （二）花蓮縣近年來約有 600 多位青農願意投入友善環境耕作，不過，青農雖 

                  願意投入友善環境耕作，但在剛踏入產業的艱難期，相應的支持系統如   

                  資金借貸、技術指導、產銷管理、保險制度等卻顯不足。友善環境耕作 

                  缺乏支持系統，會提高參與農民的經營風險。 

       （三）本縣小農居多，分散在各鄉鎮，耕地單位生產面積小，而有機驗證的成 

                   本高，要求嚴格且可能要面對幾年的轉型成本，對小農而言，投入的成 

                   本相當沈重。另一方面，友善環境農業定義多元，甚至沒有公信的標章， 

                   容易造成市場混亂，久而久之，原本支持的消費群容易流失掉。 

       （四）友善耕作/ 有機與慣行農產的價差，讓多數消費者卻步。但有機農產價高 

                  的原因來自產量少，其中還包括種植單位面積小，採收、倉儲等成本高， 

                  因此友善耕作/ 有機農產的消費較易成為小眾市場。市場規模小，較不利 

                 生產端，也容易有波動。例如在我們的訪查中，就發現到：許多有機農 

                 產的消費者是退休的公、教人員，在退休年金受到刪減後，對售價較高 

                 的有機農產消費產生了退卻或是降低採購量。可見小眾市場的波動性是 

                 比較大的。 

       （五）友善耕作/ 有機農業多半單打獨鬥，其農作物或加工品如在農會超市、有 

                  機商店銷售或是在好事集銷售，很難形成產業鏈，就算透過當地農會， 

                  其銷售管道與市場性也都屬小規模。有機農業市場與慣行農業市場的規 

                  模差距就已經很大，如果友善耕作/ 有機農業無法行成產業鏈，未來的發 

                  展也會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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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一、推廣及設立有機專區，以避免鄰田污染情形。 

                   花蓮縣公設及自營有機農業集團栽培區，目前包含秀林鄉西寶農場、  

           吉安鄉光華農場、壽豐鄉忠孝專區、東華有機專區、豐濱鄉泰來農場、玉 

           里鎮長良農場等。設立有機專區，可讓專區內的農戶耕地減少受到污染的機 

            會、專區內的農友們也可以彼此互相交流，而因為專區的設立，能有助於形  

            成規模經濟。更可透過政策工具，鼓勵與引導有機專區周圍的慣行農民，改 

            採換相對友善的耕作方式，讓友善耕作農民與慣行農民不是對立，而是共好。 

 

    二、友善環境農業政策，先對青農友善。 

                    縣內的友善環境農業缺乏支持系統，青農雖願意投入友善環境農業，但 

            在剛踏入產業的艱難期，卻沒有相應支持系統陪伴解決問題，例如蓋簡易型 

            溫室，每坪約 2000 至 5000 元間，若是要能防颱，架構則必須採用鋼骨為主  

         要結構資材，鋼骨結構之防風網設施造價每分地就要 50 餘萬元，再加上承  

         租農地費用，以及初期養地，難以量產農作物，前面一至二年都可能呈現零  

         盈餘。關於這些相似設備，日本就發展出由地方農協（也就是台灣農會角 

            色），採用租賃農具設備模式，減低青農的財務負擔，同時還組成新手農夫 

            支持系統，提供技術支援，這樣對青農友善的作法，值得借鏡。 

 

    三、更具彈性的驗證系統，建立標章分級制度。 

                   縣內友善耕作多為小農，由於單位生產面積小，因此驗證成本高，如果 

           能建立分級制度，而不是只分出有機跟非有機，讓驗證回歸本質，而不是繁 

           瑣規條限制，使農友卻步。不同程度的友善環境耕作農產品由地方政府抽查 

          ，可以有不同分級標章。建立分級後，後端市場也就較容易建構，售價依其 

           分級，基礎做好，銷售才能通暢。 

 

    四、建立品牌，串起產業鍊。 

                   面對傳統慣行農業的果菜市場，友善耕作與有機農產實在無法以單一農 

            民或是各鄉鎮農會來單打獨鬥。花蓮縣各鄉鎮農會應聯合成立產銷組織，從 

            生產規劃、依時採收來調節蔬果種類以及產量，避免量、價失衡；聯合批發 

            市場運銷以降低運送或是宅配的運送成本；建立以花蓮縣為單一品牌，讓縣 

            內各級認證的有機、友善耕作蔬果能得品牌行銷助力，增加銷售量。最後， 

            因統整各環節的效果，串起產業鍊，讓縣內友善耕作與有機農業能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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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發掘新客層，開創新「藍海」 

                   目前友善耕作與有機農產品主攻市場多為高度認同健康、養生的客層， 

            由於這個區塊市場明顯，成為多數人集中在搶同一塊大餅。反觀慣行農法的 

            現有消費市場對比友善耕作與有機市場實顯龐大，因此開發新客層，甚至跨 

            領域與其他廠商合作，例如重視飲食健康，但又忙於工作必須外食的族群， 

            就有很大的開發價值       

 

    六、友善農業大進擊，六級產業化 

                   以友善環境農業與農村為主體，再加上一級農業結合二級加工與三級產 

           品販售，創造附加新價值，讓友善環境農業相關生產者的收益可以增加，使 

           得友善環境農業的產業可以升級，形成更高附加價值的服務性商品。例如長 

           良有機專區大部分是以生態工法施作，排水溝也是較為天然的草溝型態，提 

           供給野生動物棲息，專區內還有生態農塘，可提供候鳥棲息，成為賞鳥的好 

           地點。 

 

                   以「里山倡議」精神為本懷，施行 

           對土地友善的耕作方式，結合農產品、 

           農村休閒產業、在地文化體驗以及生態 

           導覽觀光，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形成具 

           有環境保護意識、安心健康的食品、食 

           農教育的良好關係。只要我們找到對土 

           地友善，找回人類跟土地環境的真正價 

           值，這樣的努力最終一定可以獲得消費 

           者的支持。也許每個人的力量很小，但 

           如果大家都願意把手伸出來， 這樣可以 

           結合更多人的力量，讓花蓮友善農業成功大進擊。（圖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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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讓我們一起支持花蓮友善農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