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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農業歷經許多改變，從最早期的自給自足到作物商品化，一直到慣行農業使用大量化學農藥和肥料達到大

量種植、生產，以因應社會的需求。然而，人們逐漸意識到慣行農業對人類的健康與環境造成的危害，開始有相關

的法規出現。政府相關單位推動慣行農業轉型無毒農業或有機農業成為未來的發展趨勢。本研究藉由質性研究的個

案研究法，訪談轉型成無毒農業的農民。探討農民在轉型時，面對哪些問題?如何轉型為無毒農業?及為何不想轉型

為有機農業? 

本研究實際觀察及訪談 5位轉型的農民。分析結果發現，農民轉型為無毒農業的主要原因為: (1)因應法規的規

定，(2)滿足人們對安全食品的需求，(3)技術的進步。轉型後也面臨許多挑戰和問題，其中有(1)天然災害與病蟲害，

(2)勞動力不足，(3)市場價格不穩定，(4)收入不穩定與高成本等是最為突出的問題。對於為何不想轉型為有機農業

主要為農民普遍持懷疑態度。雖然有機農業可以帶來環境保護和健康優勢，但在實際操作中面臨著許多困難，包括

(1)無法使用農藥導致產量減少，(2)管理困難，(3)銷售通路狹窄等問題。其次，轉型成有機農業需要投入更多的資

金和勞力。對農民而言，成本高、效益不明確仍然是他們不願意轉型的主要原因之一。最後，本研究提出實務建議，

希望能給予實務上和未來相關研究做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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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俗話說民以食為天，食物和水是生物生存最基本以及最重要的元素。從最早期的自給自足到作物商品化，農業

的生產運用工業、化學達到大量種植、生產，以因應社會的需求。一直到使用大量化學農藥和肥料的慣行農業，台

灣農業一路以來也有了許多的改變。以農立國的台灣，早期農業是台灣主要的產業，因此農業也佔有一席之地，扮

演了重要的角色。 

農業曾是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產業，但也面臨了許多危機以及挑戰。早期為了滿足需求，大量種植及生產、降

低自然災害以及避免病蟲害造成的損失，使用了大量的化學農藥及肥料，然而這些農藥及肥料對種植的土地、生態、

農民及食用的人造成了許多傷害。台灣在西元 1986年由專家學者評估在臺灣實行「有機農業（Organic Farming）」

是可行的。西元 1987年開始研究及討論有機農業的議題。西元 1995年各區農改良場選定農戶合作，實施有機栽培

試驗及研究，積極示範、觀摩及展售。台灣開始推動有機農業發展。在西元 2007年政府實施了《農產品生產及驗

證管理法》。西元 2019年正式實施「有機農業促進法」更加推動有機農業。但是有機農業的限制以及轉型的成本

等等的問題一直以來成為了農民轉型難以跨越的門檻。 

西元 2002年受到自由貿易的影響，國外農產品的競爭，衝擊了台灣農產品市場，供過於求導致農產品價格日

漸低廉，產量過剩，重創台灣農業體系。加上成本持續增加，農民無法維持正常的經濟收入，只能轉做其他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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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年輕勞動力的外移以及高齡化，導致農業勞動力嚴重不足、人工成本大幅增加，以及經驗無法傳承。同時民

眾也開始注重品質及美觀，像是外表看起來漂亮好看，又大顆又好吃又甜等等，那些品質比較次等的，出現了價格

非常低廉，甚至滯銷賣不出去的現象。因此，農民一直以來使用大量的農藥及肥料，盡可能的提升品質，但大量的

農藥及肥料，影響了人們的健康及破壞環境生態。之後，人們開始注重食安問題，農民也開始注重自己及家人的健

康，加上科技和技術的進步，以及因應國家政策，慢慢改變了耕種的方式。但是因為缺工的問題，沒辦法完全照顧

到整個種植的量，出現很多農產品來不及照顧及採收，造成品質差，甚至損失。因此，農民在種植的量上也做出了

改變，以提高品質及自己在同業中的競爭力。 

為了環境及健康，農業部推動了轉型有機農業，提出了許多相關的政策及相關法規，像是有機農業及有機肥料

的課程教育、轉型有機農業的設備補助，以及有機肥料的補助等等，以提高農民的轉型意願。但是到了 2022年底

為止，全國只有 2.4%為有機農業及友善農業(2022 有機推動農業年報中統計報告)。為何有相關的政策及法規，也

有許多有機農業相關的研究，有機農業成長的比率卻是這麼緩慢？一般農民選擇從依賴使用大量化學農藥、肥料，

種植農作物的慣性農業，轉型成使用合格農藥、肥料，減少使用化學農藥、肥料，農作物農藥殘留檢驗合格的無毒

農業，盡可能減少化學農藥、肥料對環境造成的傷害、降低對農民的健康威脅。為何不願意配合政府政策，進一步

發展轉型成完全不使用化學農藥及肥料，對環境及健康有益的有機農業呢？此為本研究之背景。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藉由質性研究的個案研究法，探討農民面對大環境的趨勢與政府相關法規的規定，從傳統的慣行農業

轉型時，將面臨那些問題，及為何不想轉型為有機農業。 

本研究的目的為： 

1. 整理與瞭解慣行農業面臨的問題。 

2. 瞭解農民轉型無毒農業碰到哪些問題。 

3. 瞭解一般農民為何不是轉型為有機農業，而是轉型為無毒農業。 

 

2.文獻探討 

2.1台灣農業之簡介 

2.1.1傳統農業 

台灣經濟發展早期以農業為主，而傳統農業是靠天吃飯，以自然的方式耕作方式，主要依賴人力、動物、天然

肥料及天氣。最大的威脅是自然災害，生產技術的落後、效率低，各家種植面積不大。有些是家裡本身就有農地，

而有些是想耕種沒有地，向未在耕種的農地地主承租。人力的部分是以家庭的勞動力為主，聽老人家說：「以前都

是爺爺奶奶或是父母，帶著孩子一家人在農田裡耕種，當需要大量人力的時候會請工人。當時人力多，工人很好請，

也會有一些隔壁鄰居互相幫忙，我先幫你，到時候換你幫我。一家人的糧食以及經濟來源就是這些農作物。」當時

的環境，糧食不多，只要天空不作美，那一期的收成可能就剩沒多少，甚至毀了。通常種了滿滿一塊地，辛苦照顧，

但是收成的時候卻沒剩多少，生產效率低。為了避免生存受到威脅，因此家裡面都會存放一些能保存的糧食，以備

不時之需，而農民們也盡可能在有限的能力下多生產一些，但經常有糧食不足的問題。 

一直到西元 1759年工業革命後，許多的產業都用機器取代了人工和動物。工業、科學以及機械等知識和技術

發展，人口成長速度逐漸升高，糧食的需求日漸增加。水和食物是人生存的根本，要有食物，人才有辦法生存，才

有勞動力可以生產。所以在推動工業時代的同時，糧食是不可缺少，也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元素。因此，為了解決原

本糧食不足的問題、日漸增加的糧食需求以及工業的發展，就必須提高農作物的生產量及效率。在工業發展的結合

下，農業的技術也開始發展。 

2.1.2慣行農業的發展與危害 

一、慣行農業的發展 

西元 1829年後，開始製造出可以給農作物更多養分，促使其更好、更快生長的化學肥料，還有可以降低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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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及預防蟲害的化學農藥。在西元 1945 年開始廣泛使用化學肥料、農藥、農業機械化以及大型農具，追求農產

品的高產量和高效率。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化學農藥的使用蔓延全球，成為全球農業的主流，因此形成現代的慣行農業（Conventional 

Farming）或化學農業。所謂的慣行農業是指某一時期最被廣泛接受的農業經營方式。未來可能會有新的方式被廣

泛接受，慣行農業就會取代當時的農法。例如，如果未來有機農業成為世界農業主流，大家都使用有機農業，這個

時候的慣行農業就是指有機農業。 

現今大部分農業仍然採用化學農藥和肥料，因此現代的慣行農業被定義為使用這些化學輔助的農業方式。有了

化學農藥和肥料的協助，農產量和效率得以提高，同時也出現了許多改良農作物品種的情況。 

台灣在光復後，國民政府遷台帶來了大量人口，導致糧食嚴重不足。在這時，綠色革命的思潮和美國的現代化

生產理念進入台灣，化學農藥和肥料的使用在農業上逐漸普及，以供應大量人口所需的糧食需求。因此，西元 1950

年代改善農業生產環境，引進新技術等提高生產力及效率的措施成為當時農業施政的首要工作。到了西元 1960年，

國內農業生產已經達到自給自足並有餘的階段。 

然而，隨著台灣於 2002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自由貿易對農產品造成了影響。大量低價農產品的進口對

台灣農業造成沉重打擊，導致農產品價格下跌，產量過剩。這使得許多農田休耕，農業周邊設施產業也受到衝擊，

對台灣的農業體系帶來嚴重衝擊。成本持續增加，農民難以維持經濟收入，許多年輕人紛紛離開農業轉向其他產業，

部分農民將農業視為副業或兼職，使得原本就無法轉行的老農民和想繼續耕作的農民留下，引發了農業的勞動力外

移、勞動力不足及高齡化等問題。農地的耕種面積和農戶數逐漸減少。 

同時，民眾對產品品質和外觀的關注日益提高。外觀漂亮、口感好、品質優越成為選擇的重要標準。為了維持

這些標準，農業生產需要更多的農藥和肥料。因此，農業面臨著更多的挑戰，需要在確保效益的同時，也要持續探

討永續農業的可能性。 

化學農藥、肥料以及機器的出現，讓農業的技術提高，提升了生產量及效率，成為了當代大家最能接受的慣行

農業。到了現在雖然有了慣行農業的幫助，農民最大的威脅依舊是氣候、天氣及自然環境變化。農民是靠天吃飯，

現在全球暖化以及氣候變遷的影響，很多農作物的種植環境發生了改變。有些農作物以現在的氣候來看，’不再像

過去一樣適合種植。慣行農業的方式仍在不斷努力降低這些危害，但現代的慣行農業也成了慢性毒藥，慢慢侵蝕土

地，消滅了周圍的害蟲，同時也害了周圍的益蟲，環境遭受破壞，也讓農民自己以及食用的人們危害了身體健康。 

二、慣行農業的危害 

化學的農藥以及肥料雖然可以減少蟲害、植物疫病、除去搶奪養分的雜草，以及增加產量等。解決了糧食短缺

的問題，但是大量使用化學農藥及肥料會造成很多問題。 

（一） 土壤問題：長期大量使用化學農藥和肥料可能導致土壤污染，這些化學物質長期在土壤中積累，會損

害土壤的健康，並可能減少土壤的肥沃度。這樣的污染，長期下來會造成農作物的生長更加的困難，

病菌和害蟲有了抗藥性，農作物更容易得到植物疫病，以及更多的害蟲，進而需要更大量的化學農藥，

農地更加的難以耕種，有一些農地甚至無法耕種。 

（二） 水質問題：化學農藥和肥料通常會隨著雨水流入河流、湖泊和地下水，導致水質污染。這可能對水生

生物造成危害，並對飲用水資源產生不良影響。 

（三） 農民健康問題： 農民在噴灑農藥過程中接觸到化學物質，可能對他們的身體健康造成危害，長期接

觸某些農藥可能引發健康問題，包括皮膚炎症、呼吸道問題和慢性疾病。 

（四） 飲食安全問題： 化學農藥可能會在農產品中殘留，當人們食用這些農產品時，可能對他們的健康造

成危害。 

（五） 生態環境問題：化學農藥可能對野生動植物和生態系統造成損害，造成有益昆蟲、鳥類和其他野生生

物的死亡及消失，這可能對生態平衡和生物多樣性產生長期不利影響。 

因此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人們對保護環境、減少污染，以及食品安全的意識提高。農業也開始重視環境污染和

食品安全的議題，也開始逐漸轉型精緻農業、友善農業、有機農業及無毒農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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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無毒農業及有機農業之差異 

台灣於西元 1972年政府公告實施《農藥管理法》，管理農藥的種類、用量、用途及標示等等的規範。西元 1989

年全面以「多重農藥殘留化學檢驗法」實施農藥殘留檢驗工作。西元 2007年政府公告實施《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

理法》來推動農產品認證的機制。裡面包含農委會推出產銷履歷產品(TAP)、有機農產品(OTAP)、優良農產品(UTAP)

三大農產品驗證標章。隨後，西元 2008年政府公告實施《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用於農藥殘留的安全容許量，

以及禁用的農藥。廣義的無毒農業是指雖然有使用農藥及部分化學肥料，但農藥的使用量以及種類是按照政府標示

使用。農作物採收時必須在農藥的安全採收期的時間過後才能採收，農作物應符合政府規定的化學藥劑殘留量。然

而，由於大多數未經驗證單位認證，這類產品並未完全標有認證標章，因此必須仰賴農民的誠信及良心，以及收成

的農作物經過農藥殘留檢驗證明。 

農會也會舉辦農藥及肥料的介紹，以及使用的注意事項等相關課程和講座等活動。在 2013 年，農委會官網推

出了「農產品檢驗專區」。農委會推出的產銷履歷，類似於無毒農法的驗證，除了對用藥種類、劑量以及使用的時

間有所規範外，還能了解農產品的耕種者、生長的過程及收成的時間等細節。 

現今，台灣許多地方在農產品上市前會進行抽樣檢驗，以確保是否存在農藥殘留超標。若檢驗報告顯示有未採

收的農藥殘留，相應批次的農作物將無法上市，而已經上市的農產品將被銷毀。此外，若在上架出售的農產品中檢

驗到農藥殘留超標，相應的處罰將包括罰款及農產品的銷毀。 

台灣在西元 1986年由專家學者評估在臺灣實行「有機農業（Organic Farming）」是可行的。西元 1987年開始

研究及討論有機農業的議題。西元 1995年各區農改良場選定農戶合作實施有機栽培試驗及研究，積極示範、觀摩

及展售。西元 1999年，行政院農委會公告實施「有機農產品生產基準」、「有機農產品驗證機構輔導要點」、「有

機農產品驗證輔導小組設置要點」等有關有機農業規定的法規作為管理的依據。但在西元 2003 年就修訂廢除。一

直到西元 2018年通過「有機農業促進法」，在西元 2019年正式實施「有機農業促進法」。在台灣，「有機（Organic）」

是法定名詞，指生產過程不使用農藥、肥料，不破壞環境、田地及鄰田無使用慣行農業，水源無污染，田地無農藥

殘留等規範。有相關的法律規範，且必須取得驗證單位的認證，依法標示，才是合格的有機產品。 

根據 2022有機推動農業年報中統計報告顯示，2016年台灣有機農業及友善耕地占總農地面積 0.8%，到了 2022

年底，台灣有機農業及友善耕地占總農地面積 2.4%，這六年以來增加了 1.6%。然而，為何推動慣行農業轉型成有

機農業的發展進展速度緩慢？ 

慣行農業轉型為有機農業需要 2至 3年的土地轉型期，轉型成本高，銷售通路有限。張誌皇（2014）提到，以

人工除草代替農藥除草劑的噴灑，高勞力投入使得耕作成本上升。此外，由於不能與鄰近的慣行農田區隔，必須架

設溫網室或以隔離帶阻絕汙染，相對增加投入成本。不論是隔離汙染源設施、有機農場生產管理費用，還是必要的

人力，有機農業的成本都提高。這些因素使得有機農產品的價格相對提高。由於生產面積較小，導致生產成本提高，

產品品質及產量不穩定，且銷售通路有限，這些都是有機農業面臨的困難。高勞力及高成本的付出，使得有機農產

品的價格相較於慣行農產品高出許多。 

在消費者對商品價格的認知判定方面，有機農產品缺少了市場競爭及價格資訊，因此較高價的有機農產品其訂

價的合理性也難以比較（范博棟，2023）。雖然政府對轉型有機農業有一些輔助方案，例如架設溫網室設施補助、

轉型的損失補助及檢測費補助等，但這些只能補貼一些成本。未來的維護成本、人工成本及其他問題等，以及許多

農民的農田是租賃而非自有地，使得架設設備等有著種種問題。例如，地主可能不願意增加設施，農民自己架設卻

面臨地主收回的風險。這些問題形成了轉型為有機農業的一道難以跨越的門檻。 

2.1.4台灣農業勞動力與耕種面積 

一、勞動力 

台灣過去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社會，農業在經濟中扮演著關鍵角色。然而，隨著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發展，其他

產業逐漸崛起，包括製造業、科技業和服務業。這些新興產業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和更好的生計，吸引了許多農

村人口外移，尋求更好的生活機會。這種人口外移現象導致了農村的人口減少。同時，留在農村的人口也面臨著勞

動力減少和高齡化的挑戰。年輕人外移尋找工作機會，這使得農村缺乏年輕的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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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2020年農林漁牧業普查總報告統計結果，截至 2020年底，從事農林漁牧業的家庭人口數為 231.2萬人，

5年內減少 22.5萬人。在過去的 4次普查中，以年齡區分 15至 64歲的工作年齡人口在 5年內減少 14.5％，而 65

歲以上的人口則增加了 6.5％。这反映出農業勞動力的減少和農村人口結構的轉變。如圖 1。 

在 2020年從業農牧戶家庭人口近 2次的普查中，15歲以上以農牧業工作為主者計 58.0萬人，佔 27.6％。相較

於近 2 次的普查，5 年間減少了 5.9萬人，減幅達到 9.2％。觀察其年齡結構，65歲以上者占比達 54.0％，顯示以

農為主業之人口老化程度相當嚴重。如圖 2。 

 

 

 

圖 1 近 4次普查從業農牧戶之家庭人口數結構按年齡分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2023) 

圖 2 近 2次普查農牧戶一農為主業人口數之年齡結構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2023) 

 

因此，農業勞動力呈現持續減少的趨勢。64歲以下的勞動力不斷減少，而 65歲以上的勞動力則持續增加，使

得農村的老年人口比例逐漸上升，呈現農業勞動力高齡化的趨勢。老年農民面臨著體力下降和農業知識流失的問題，

年輕的農民並未增加，甚至有減少的情況，導致勞動力明顯不足。經常出現請不到工人或為了搶工人而使工資上漲

的現象，進而增加人工成本。有時候因為難以請到工人，農田耕種時程延誤，這也影響到後期的收成。耕種時間的

延誤可能導致後面的氣候衝突、無法及時收成，或是到了收成季節，作物還未完全生長到可收成的程度，而耽誤整

體收成。這種勞動力不足及勞動力高齡化的情況是農業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可能對農業的生產效率和可持續性產

生負面影響。 

 

二、耕種面積 

根據農業部調查，西元 2022 年台灣農耕土地面積將近 78 萬公頃，10 年間減少約 2 萬公頃。全年農作物種植

面積將近 72.7 萬公頃，10 年間減少約 2.4 萬公頃。可以看出農業農耕土地面積，以及全年農作物種植面積都有持

續減少的跡象。行政院國情簡介(2024)中農業經營現況表示，台灣農戶每戶平均耕地規模僅約 0.72公頃，經營的形

態屬於小農，生產成本偏高。如圖 3。 

 

 

 

 

 

 

 

圖 3 台灣近 10年農耕土地面積及耕作地面積 

資料來源：農業部(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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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農業轉型 

2.2.1轉型的概念 

一、轉型的定義 

在應對時代變遷所帶來的衝擊和威脅時，為了生存作出相應的轉變和強化，但也有許多人在這過程中被淘汰。

因此，適應變化、做出應對方式是至關重要的。其中，轉型成為應對變化的一種方法。 

企業轉型的主要原因多半源於外部環境的變化，其次包括內部組織和文化的調整。企業在經營中可能面臨各種

困難、危機、外部環境的變動以及技術的落後等，讓企業在險峻的環境下難以生存。因此為了克服這些挑戰，企業

需要打破舊有的觀念和思維，持續創新、發現問題、進行改變，以提升競爭力並尋找新的機會。才能讓企業在險峻

的環境下生存。在過去的研究中也有許多轉型相關的研究，而對於轉型 (Business Transformation ）的定義，許多

學者提出不同的觀點，如表 1。 

表 1  轉型之定義 

年份 研究者 轉型定義 

1994 陳明璋 
認為企業轉型是企業面臨環境發生變化時，為求生存並突破經營現況的瓶頸，透過組織自我調

整或是目標改變之策咯，改變結構型態發展出適應未來的新經營模式。 

2001 謝碧枝 
轉型，意指事物「已有」變革的現實，而「改變」涉及時間概念因而，轉型介於過去、現在、

及未來之三種時間狀態之間的變革。 

2003 袁素萍 

在面臨企業經營環境及本身經營條件發生變化時，企業為了永續經營或改變現狀，而從事包括

經營思維、經營策略、經營型態及作業流程等策略性思考及大規模革命性之轉變，其能促使企

業核心能力及經營績效之有效改變及改善。 

2013 柯旻伶 可以明顯發現企業轉型多因外部環境的因素驅動企業轉型，其中也包企業組織內部的改變。 

2023 林芷君 

當企業陷入外部環境轉變或自身經營條件處於劣勢時，為了永續發展及追求企業成長的目標，

企業進行涵蓋經營思維、策咯、經營型態與作業流程等策咯性思考，形成具備多元化、多重性

且全方位的轉型政策，執行大規模革命性之轉變，以重新界定企業使命，建立競爭力，掌握市

場先機與突破瓶頸，重造企業活力。 

2023 林妏珊 
企業轉型是指企業在面對市場變化和競爭壓力時，通過改變自身組織、業務模式、產品或服務

等方面來實現轉型升級的過程。企業轉型對於企業的生存和發展至關重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因此，轉型是企業為了應對外在環境的時代變遷、氣候改變、政策轉變、產業未來發展、科技進步以及永續發

展等多方面變化時的重要決策。企業為了適應時代變遷，尋找未來生存之道而做出的轉型決策，包括改變經營模式、

調整產品結構、提升科技水平，以及調整企業文化等方面。這不僅是一場對抗困境的挑戰，更是尋找新機會、創造

競爭優勢的關鍵。 

企業轉型需要不斷的思考和創新，以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透過轉型，企業能夠更靈活應對市場變動，提高競

爭力，實現永續發展的目標。因此，轉型不僅是企業的必然之舉，更是為了迎接未來挑戰而做出的戰略性決策。透

過適應變遷，企業能夠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脫穎而出，保持長期的競爭優勢。 

 

二、轉型的種類 

企業在面對各種問題和改變時，可能採用多種解決辦法，而轉型的方式也是全方位以及多元化。企業可能會選

擇重新評估經營模式，優化流程，或者進行組織結構調整。同時，技術更新和數位轉型也是轉型的一個重要方向，

在這個多變的環境中，以提高企業的競爭力。陳明璋（1994）將轉型大致分成產業別、產業型態轉型、經營型態轉

型、產品轉型、市場轉型及經營體質轉型五種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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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產業別、產業型態轉型：轉型成與原先不同的產業、業態的轉換，或者實施多角化經營或縮小事業規模。 

2.經營型態轉型：獨立店轉向加盟店的模式，進行垂直和水平的業務整合，以及與其他事業進行整合、合作開

發，成立策略聯盟。另外，企業也可能選擇透過合併或被其他公司合併，以實現更大規模的效益。 

3.產品轉型：產品線結構上的調整，以更好地迎合市場需求；提升產品品質，以建立更強大的品牌形象；提高

產品附加價值，滿足消費者對差異化的需求；以及進行新產品開發，保持創新競爭力。 

4.市場轉型：品牌、通路、目標顧客和銷售方式等行銷方面的多方面改變。包括重新定位品牌形象，調整銷售

通路以擴大市場覆蓋，重新定義目標顧客以更精準地滿足需求，以及改變銷售方式以提升效率。 

5.經營體質轉型：除了行銷功能外，企業可能進行整體性的改變與調整，包括生產技術、設備、程序的提升和

改變。同時，強化研究發展、人事管理以及財務功能。 

 

2.2.2轉型的概念 

農業面臨著慣行農業的環境污染、食品安全、成本升高、收入不高以及勞動力不足等問題。因此，農業轉型成

為未來發展的最重要議題，而農業轉型涉及多個方面，包括種植、經營和銷售等方面的轉變。面對這些方面有以下

的轉型： 

一、種植方面：農民改變種植的方法，採用無毒農業、有機農業和精緻農業等新興方式。 

二、經營方面：農業經營方式不僅僅是追求收成，還增加了一些新元素，如觀光農場、休閒農業和體驗農場等。 

三、銷售方面：除了傳統的銷售途徑，如農會、盤商和當地零售攤販外，農民還與賣家合作，無中間商差價，

例如與全聯福利中心等大賣場合作，以及透過網路平台或社群軟體進行網路銷售。 

 

本研究主要探討一般農民面對這些問題和危機時所做的轉變。在成本增加和勞動力不足的情況下，無法全方位

的照顧，品質一般甚至不好，價格低。總體產量過多的時候，品質好，價格也會比一般的高一些，品質不好的就有

賣不出去的風險。以前追求產量的農民，現在因供過於求和現代人對品質的追求，轉而減少種植面積和產量，提升

產品品質。由於總體產量減少，品質提升，農產品的價格也相對提高。農民透過此轉變來因應市場需求，降低風險，

提高產品的競爭力。 

3. 研究設計 

3.1 研究方法 

3.1.1質性研究 

潘淑滿(2003)強調質性研究在社會現象的探究中應用歸納邏輯，而社會世界由不斷演變的社會現象組成，這些

現象因不同文化、社會背景而賦予不同的意義。吳萬益(2008)則視質性研究為一種自然的探究方法，其核心在於建

構社會的真相並探討文化層面的意涵。質性研究透過探索與發現，致力於獲得使用量化方法難以得知的態度、感受

與價值判斷。自然觀察行為中收集所需資料，深入分析事件背後的原因，以及特定現象所隱含的意義。 

本研究選擇採用個案研究法，透過個案的深入分析和文字描述，以情境化的方式讓讀者進入觀察的社會現象，

並進行評論。 

 

3.1.2個案研究法 

Yin (2003)指出，個案研究通常以現有理論為基礎，進行資料的蒐集與分析。個案研究是一種實證性（empirical）

的調查方法。Yin (1994)認為個案研究適用於：(1) 主要關注「如何」和「為什麼」的問題，(2) 研究者無法掌控事

件的發展，(3) 強調現實生活中的現存現象。 

而根據潘淑滿(2003)提到，個案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探討特定情境下一個個案的活動性質，並深入認識其獨特

性和複雜性；對研究者而言，了解過程和脈絡才是研究的興趣，而非僅著眼於結果或特定變項。 

個案研究法是一種科學研究方法，其特色在於結合個體或全體訪談並進行記錄分析。個案研究除了能夠深入

了解整個過程的本質外，還能在面對快速變化的轉型領域中開發新的研究主題。最重要的應用在於解釋現實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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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因素之間的相互關係。 

本研究採用多重個案研究方法，每個個案都必須視為獨立的實體，進行「完整性」研究，即能找出屬於各個

案的事實和結論。這意味著每個獨立的個案或多重個案都可能成為最後報告的焦點，並且每個個案可能連結、共同

的模式或特色。 

 

3.2個案選擇 

本研究聚焦於轉型為無毒農業的農友作為探討的個案。透過對第二章文獻中對無毒農業定義的瞭解，我們選取

符合無毒農業定義的多個個案。在此，無毒農業被定義為「雖然使用了農藥和部分化學肥料，但農藥的使用量和種

類需遵從政府標示的使用規定，農作物的收成必須在農藥的安全採收期後進行，且農作物的化學藥劑殘留量符合法

定標準」。 

本研究選擇五位轉型成無毒農業，務農年資 10年以上，以及本身家裡就是從事農業，後來接手的農民為本研

究案例。首先，說明各別受訪者的基本資料，如表 2，再來針對各別背景進行介紹，如表 3。 

表 2  受訪者資本資料 

訪談

編號 
受訪對象 性別 年齡 務農年資 耕種面積 自有承租 作物種類 耕種農法 銷售方式 

A 李 O俊 男 54歲 15年 5分 承租 蓮霧 無毒 中盤 

B 李 O皇 男 60歲 約 30年 1甲 2分 
自有 4 分其

餘承租 
蓮霧 無毒 中盤 

C 朱 O信 男 72歲 約 30年 2甲 
3 分多地自

有其餘承租 
洋蔥 

無毒(有產

銷履歷) 

農會、中

盤、散戶 

D 王 O又 女 46歲 15年 3甲 承租 芒果 無毒 
外銷、宅

配、市場 

E 林 O三 男 80歲 約 50年 1甲多 承租 芒果 無毒 中盤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3  受訪者背景資料 

訪談編號 受訪對象 簡介 

A 李 O俊 

家裡從我國小家裡就在種蓮霧的，長大之後離開故鄉到其他地方工作，之後因為父母親

的年齡已經很多歲了回來幫忙父母親 ，而且剛好工作也遇到瓶頸，所以乾脆就回來務

農，最高種植面積 1甲地，因人工不足，現在種植 5分地。 

B 李 O皇 
原先是在做賣家電。後來因為賣家電需要拜託別人買，還要看別人臉色。回去跟母親討

論後，改回去種蓮霧。 

C 朱 O信 

原本家裡面是在種稻米的小的時候都會幫忙，後來是在做泥作的後來鄉下的房子已達到

飽和才改成去種植洋蔥，從一開始的不會傻傻的去做經過了許多失敗遇到了很多問題，

再去請教別人摸索出來能夠種植成功的方法，種植面積最高達到 6甲地，因為工人不夠

來不及收成到最後都會有 1-2甲地的洋蔥被蟲吃掉只能放棄，也因為太多顧不來所以品

質都一般般，成本也一直在增加，所以最後改種 2甲。 

D 王 O又 
小的時候就跟媽媽他們就有在耕種，他們離世之後就繼續延續下去，只是使用了不同方

式，之前他們是用電土的方式將芒果催熟，現在用的方式是讓芒果自然成熟。 

E 林 O三 

最早一開始就是種植西瓜，種了 30 年西瓜很重人工，很需要體力去做，後來人老了沒

有那麼多的力氣只能改種比較輕鬆的芒果，老了就顧少一點，西瓜需要有可以的人工，

芒果不用，芒果一個人做就可以了，自稱不論是種西瓜還是芒果都是一流的，都是顧的

最好的，種的好需要靠頭腦、靠經驗和靠人操作，像是這個東西今天做的不好，就要想

明年要用什麼方法去做才會更好，現在 1甲多的地種幾千棵芒果樹。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 個案研究發現 

4.1轉型無毒農業遇到的問題 

4.1.1轉型無毒農業的因素 

一、耕種的方式改變 

慣行農業以其大量使用化學農藥及肥料而聞名，這些化學農藥被廣泛應用於解決疫病、蟲害、除草、促進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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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長和增加產量等問題。然而，這些做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也日益凸顯，化學農藥的濫用不僅對環境造成污染，還

對生態系統和人類健康構成了威脅。之後隨著技術與科技的進步，改變耕種的方式。 

在李 O俊、王 O又以及李 O皇的訪談中，他們提到過去蓮霧和芒果的種植方式通常是讓其自然生長。然而，

為了防止蟲害和疾病對水果造成的損害，農民使用農藥來除蟲和防治疫病。這導致水果上殘留農藥及造成環境污染，

甚至有些芒果會提前採收並使用電土來催熟。這些做法對人類健康和環境造成了傷害，不論是農民還是食用者都受

到了影響。後來，發明出水果套袋改變耕種的方式。這種方法能夠有效地保護水果減少害蟲的侵害，同時減少了農

藥的使用。套袋前雖然也會直接噴農藥，但套袋後到收成這段時間農藥的藥性就會逐漸減少，到採收時已經過了農

藥的安全期。套袋後使用農藥也會被袋子隔絕大部分不會噴到水果本身上，這樣能有效減少農藥殘留在水果上的風

險。有了套袋這個技術後，雖然也是會使用到農藥，但確實有減少農藥的使用，從而降低了對健康和環境的損害。

逐漸的轉型成無毒農業。受訪者訪談內容摘要 1如表 4。 

表 4  受訪者訪談內容摘要 1 

受訪者 逐字稿內容摘要 

李 O俊 

1.他現在已經是個趨勢，因為後期有套袋，現在水果都要套袋才能收成，因為你套袋之後噴灑農藥就

會減少，就變成無毒了。 

2.因為套袋的關係及作業上程序的關係，以前一般農業是沒在套袋的隨便他生長，現在那個叫什麼果

蠅哦，果蠅太多了所以你沒套袋沒收成，所以改成套袋然後就變成無毒農業。套袋之後就沒在噴灑

農藥，所以那個時間很長，等它套袋到收成有的最快也要三十天才能收成，一般是四十天到五十天

才開始收成，這樣就知道它噴藥到收成多久的時間，它的毒性就會減少很多。毒藥殘留的時間大概

在十天左右就會慢慢衰減，所以它三十天收成四十五天收成毒性都已經減少了，所以就變成無毒。 

3.他套袋之後使用的農藥次數就減少，而且如果有使用到農業到時候你的果實已經套袋了他噴灑到的

機會還是減少，所以假設說你的隔壁鄰居有噴灑農藥的話你的果實也不會噴灑到。 

王 O又 

1.套袋後就比較沒有再噴藥了，就算噴也會被袋子隔絕不會噴到芒果。剛開始會有用蟲藥，啊後來就

不會用蟲藥了，用菌藥就是讓它營養的藥。 

2.之前也會用電土催熟的方式讓芒果提早熟，現在就是套袋子讓他在樹上自然熟成。 

李 O皇 
1.現在都有套袋子阿，噴也噴不太到蓮霧本身，套袋前噴的收的時候也超過農藥的時間，驗出來都沒

有農藥殘留的阿。之前是沒有袋子套都要狂噴藥防止蟲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因應國家政策規定 

早期慣性農業時代，大量使用化學農藥和肥料，只要是有效的農藥都可以使用。為了確保農藥的效果，其毒性

也逐漸增強，導致了許多危害。後來，人們開始關注農藥使用過度帶來的問題，包括農藥危害過於嚴重、環境受到

威脅以及食品安全等問題。政府相繼制定了相關法規，包括西元 1972年的《農藥管理法》、西元 2007年的《農產

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以及西元 2008年的《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等。原先使用大量化學農藥和肥料的慣性農業，

會導致農作物農藥檢驗不合格，因此有轉型的需求。許多曾經被視為功效很好的農藥因危害過大而被禁用。農藥的

研發也朝著提高效果並減少危害的方向發展，不再僅僅注重效果，而更加關注對環境和人體健康的影響。 

農民開始重視對農藥的認知和改變以往的使用方式。重視農藥可能造成的傷害以及法規的限制。為了能夠在市

場上銷售農產品，農民必須確保農作物通過農藥殘留檢測合格，符合相關規定。檢驗不合格的農產品在不同的階段

會有相對的處罰，包括罰款、銷毀、或禁止繼續收成等。因此，為了遵守政府的法規要求，農民開始調整耕作方式，

減少化學農藥和肥料的依賴和使用，以及選擇使用合格農藥，以符合農業殘留標準。 

在過去，農民主要依靠個人經驗或從農藥商獲得的建議來決定使用何種農藥、使用劑量等。就算臨近採收期為

避免病蟲害也一樣持續噴灑農藥，不會顧慮到農藥殘留。然而，現在他們開始更加注重農藥的使用量以及農藥噴灑

後的殘留期。只有在農藥的殘留期結束後，農作物才能通過農藥殘留檢測。農民會根據天氣預報調整農藥的噴灑時

間，以確保噴灑效果最大化。有些農民甚至在疾病流行季節之前預防性地噴灑農藥，以防止疫病的發生。 

此外，農民也會注意到在採收前停止使用農藥，以避免殘留問題。例如，在洋蔥收成前的半個月內就不再進行

農藥噴灑。遵守農藥使用的合法要求，避免違規使用農藥帶來的法律風險和罰款。農會也會開辦一些農藥相關的課

程，教導農民有關農藥種類、功效、使用方法、使用時間和劑量等基本知識。此外，一些農民還會選擇使用產銷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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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記錄農作物生長過程的相關信息，包括種植時間、使用的農藥、使用時間和收成時間等。讓消費者更加安心購

買。受訪者訪談內容摘要 2如表 5。 

表 5  受訪者訪談內容摘要 2 

受訪者 逐字稿內容摘要 

王 O又 

1.檢驗要合格阿，我們才能夠出關阿。因為我們也是要出國嘛，我們有外銷，只是沒有到日本，日本

比較嚴格，我們就要大陸跟韓國，日本的藥檢比較嚴格，所以我們沒有到日本去，他篩檢的比較更

嚴格，所以我們是沒有到日本去，我們只到外銷到韓國欸大陸。 

2.其實現在賣到市場的也都一定要檢驗合格啊。 

朱 O信 

1.放比較少毒不會殘留了，這些都有經過化驗過，他把藥把我們的農藥控制安餒，等於說效果沒那麼

好這樣而已啦！變成預防而已沒有辦法治，防疫阿預防而已。 

2.他那個有給你管制阿藥有管制阿，不可以隨便亂用，如果你隨便亂用，有殘留的話被抓到要罰 1萬 5

安餒阿，所以不是說沒用不是那個比較沒效果就對了，但是比較沒效果你就要先預防嘛。 

3.農委會的人農場的人研究給我們政府許可的，政府許可的許可出來的藥我們才能用。 

4.盡量控制說不要讓農藥殘留，收成前最少半個月兩個禮拜前就不要噴藥了這樣，最好是這樣才不會

把那些藥帶去給人吃。 

5.以前說會殘留是因為說以前有好年冬下進土裡然後吃進去這樣子說不定會，把毒吸起來在灌進花生

裡這樣就有可能，那種農藥被禁起來了沒有人在下了，好年冬都禁掉了。 

6.現在都嘛這樣子，都嘛做吉園圃這樣子而已，生產履歷而已啦。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1.2轉型無毒農業面臨的問題 

轉型無毒農業的過程以及轉型之後都會面臨到一些問題需要克服。有些問題可以克服，有些問題還需要順應著

做出改變，還有些問題需要持續努力想方法克服。 

一、 天然災害與病蟲害 

農民是靠天吃飯。天氣、季節、疫病及蟲害都是農民最頭痛的問題。有了化學農藥的幫助，最大程度地降低了

這些災害損失。但這些化學農藥也帶來了許多危害。因此，開始減少使用化學農藥，農藥的毒性也減少了許多。但

同時也增加了病蟲害的風險。現在天災依舊存在，一個颱風、一場大雨、一場風就可能造成很大的影響。像是污染

的酸雨就有很大的機率導致農作物生病。一場寒流就有可能把農作物凍壞。一場颱風一年的心血皆白費。所以農民

只能看氣象預報，來判斷接下來要怎麼進行。每年的情況都不太一樣，只能靠氣象預報與經驗去推斷要怎麼做防護。 

因為要減少農藥的危害，減少有害的污染。現在的農藥功效沒有之前的好。藥效好的農藥有些都被禁止使用。

像是好年冬（加保扶）、巴拉刈等等這些含有劇毒的農藥。在訪談中都有提到他們覺得現在的農藥藥效不佳，對於

害蟲和病菌的防治效果不佳。蟲噴農藥不會消失，還是會去吃農作物，被蟲咬的外表不好看，品質不好，價格就低，

甚至得病死亡沒有辦法收成不能賣。草噴除草劑也活得好好的，之後還是要去人工除草，草長太多養分都被它吸收

光，農作物就長不大，採收時草太旺盛也很難採收。然後到後期要採收前一段時間都不能噴農藥，只能算時間提前

噴農藥預防。所以農民必須改變噴藥的時間點，還要特別注意農藥殘留時間。目前的方式就是使用合法的農藥，瞭

解農藥基本的知識，配合氣象、灌溉和每個階段的時間點使用，提早預防，盡可能降低這些災害會造成的損失。受

訪者訪談內容摘要 3如表 6。 

表 6  受訪者訪談內容摘要 3 

受訪者 逐字稿內容摘要 

李 O俊 1.做無毒農業是沒有什麼問題，最大的問題就是工人，還有天然的災害，病蟲害。 

林 O三 

1.現在因為颱風很多芒果都死掉。 

2.農藥有兩種，農藥有可以檢驗過關的那種。但是那個噴沒有用，噴那個不夠力。不過那個沒有用，

不過那個藥不夠力，要常去噴，你也沒那工錢。你看一個禮拜噴一次藥，你工錢要多少，噴一次農

藥工錢要多少錢。 

王 O又 

1.我們今年應該是因為颱風的關係所以收成有減少。我現在的芒果是小犬颱風剛好來剛好是我的嫩葉

出來的時候，它把我掃過之後我剛好是沒有不可能開花出來的 

2.主要還是天災啦，今年就有啦小雪呢。 

3.剛開始會有用蟲藥，啊後來就不會用蟲藥了，用菌藥就是讓它營養的藥。因為是藥檢藥檢的關係，

剛開始檢驗還不那麼…因為你要越靠近他藥檢比較嚴格有沒有，大概三四個月之前就不能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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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受訪者訪談內容摘要 3(續) 

受訪者 逐字稿內容摘要 

李 O皇 
1.大部分這個藥喔講一句比較好的現在藥很沒用餒。真的啊沒有用餒。我光一個紅蜘蛛噴不倒，也沒

有用。 

朱 O信 

1.噴下去你就是時間太短那一定都會有殘留的啦，噴下去就是要經過 15天。收成前最少半個月兩個禮

拜前就不要噴藥了這樣。 

2.現在藥都比較無力，你看東西農作物阿隨便去給它得到了病都沒救比較多就是這樣的原理。 

3.現在都說我們用有機肥，盡量化學的盡量不要用用比較少這樣，最主要是農藥要注意這樣子而已沒

有合格的農藥不能噴。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勞動力不足 

在第二章文獻探討中提到，台灣農業勞動力不足，且勞動力高齡化的趨勢日益嚴重。這一現象也在訪談和觀察

中得到了印證。許多人不願意從事農業或工人的工作，導致了勞動力的匱乏。年輕人不願意務農，而老年人則面臨

著年齡增長的挑戰，這都加劇了勞動力的不足，甚至出現了搶工人的現象。有些農民招不到工人而導致收成延遲，

影響了農作物的品質，甚至很多都壞掉無法出售。因此，許多農民不得不面對年紀大、缺工或者不划算等問題，選

擇減少耕種的面積，甚至放棄耕種。過多的耕種面積缺乏足夠的工人來進行管理，農民難以負擔如此龐大的工作量，

也難以確保產品的品質，進而影響價格。而過少的耕種量則難以支付成本和生活費用。因此，許多台灣的小農只能

靠自己的勞動量來耕種，以維持成本和生活開支。例如，李 O 俊和母親過去有請工人的時候耕種 1 甲地，如今他

們夫妻二人自行作業，完全不再請人，耕種面積剩 5 分地。朱 O 信過去最多耕種 6 甲地，但如今因為招工困難且

工資不斷上漲，耕種面積已縮減至 2甲。減少耕種量有助於在勞動力短缺的情況下更有效率地照顧所有的農作物。 

年輕人不願意從事農業，而老年人也逐漸失去了耕作的能力。農業勞動力的高齡化導致經驗無法有效地傳承出

現斷層，好的經驗與新的觀念無法結合，比如，像李 O 俊曾和母親一起工作，他繼承了母親的經驗。他對蓮霧的

耕種方式很熟悉，並發現了一些可以做得更好的新想法，例如改變農藥和肥料的使用、樹木矮化與土地的照顧。一

開始，他和母親之間總會有一些衝突，因為老一輩認為一直以來的方式已經足夠好了。他慢慢地想辦法改變母親的

觀念，使耕作方式更上一層樓。另外，像王 O又、李 O皇和朱 O信這樣的人，他們都是從家庭農業中成長起來，

並接手經營。現在李 O皇與朱 O信也跟妻子和孩子一起耕作，儘管舊觀念和新觀念之間可能會產生一些衝突，但

這種融合也可能帶來新的變革和更好的方式。不過，像林 O 三這樣的情況，夫妻倆共同作業，而孩子都在外地工

作，導致沒有人能夠有效地將經驗傳承下去。目前有少數一些年輕人願意回來從事農業，也有一些政府補助的貸款，

讓他們有資金開始耕種。然而，有些年輕人可能缺乏實際經驗，只能透過聽取他人的建議、參加相關課程、觀察他

人的做法或進行自己的研究等方式來獲取有關耕作的信息。然而，這些都只是他人的一部分經驗或是研究成果。每

年的氣候、土壤條件、作物品種以及疫病情況都不同，需要透過實踐不斷積累經驗。因此，開始耕作需要有足夠的

資金，或者找到願意指導一段時間的人。許多新手可能一開始會虧損，甚至可能背負很多債務。總的來說，在文獻

和訪談中發現，勞動力不足和高齡化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議題。受訪者訪談內容摘要 4如表 7。 

表 7  受訪者訪談內容摘要 4 

受訪者 逐字稿內容摘要 

李 O俊 

1.因為現在小農要有土地做的很多，缺工荒廢土地多很多，如果工人可以解決那做農的可能就會越來

越多。工人沒辦法解決以後做農的可能會越來越少，沒有做的依舊沒有做，有做的越做越少。 

2.做太少有時候賺不夠生活，做的多又做不來所以變成划不來，所以越來越沒人做，所以缺工是一個

很大的問題。 

3.越來越沒人要做那個技術會越來越不見，生產技術越來越不見。 

4.年輕人接工的也越來越少，啊老的越來越老，所以變成你要做有工人缺少的問題。 

李 O皇 
1.現在的人又不要做農業，現在的年輕人都不做啊。 

2.你們年輕人回鄉好了回來一年兩年會賺錢才要做。你要是都不會賺錢我看兩、三年就沒本了就倒了 

朱 O信 1.這幾年找工人都很困難。沒有工人啊每個農民都在搶工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28



 

三、市場價格不穩定、收入不穩定與高成本 

農產品的產量一直以來都不穩定，相對的價格也不穩定。產量過多價格就非常便宜，可以便宜到農民錢全部賠

光。產量過少價格就很高，但也不會太高因為太高沒人會願意消費，消費者可以去選擇其他農作物，所以農民能賺

到的利潤也很少。農藥、肥料、種子及工資等成本一直在增加。農作物的價格幾乎沒有什麼漲幅，只有產量多會下

跌。不然就是遇到一個災害就導致產量減少價格上漲，但是有好的價格不一定有農作物可以賣。例如，王 O 又和

林 O三他們有提到今年因為颱風災害導致他們芒果產量大幅減少。朱 O信今年多洋蔥價格就跟去年差很多。今年

因為台灣中部洋蔥種特別的多，收成時產量過剩，打擊到南部的洋蔥導致洋蔥的價格直線下滑。甚至中盤商都沒有

來收購有些人的洋蔥賣不出來一整年的心血全沒了，還好他有可以銷售。他今年種的面積比去年少，但成本比去年

多了 3分之一。去年一包洋蔥 300元，今年一包洋蔥 130元。還好今年品質良好不賺不賠。有些人就真的會賠錢，

連支付工資都差點不夠。李 O皇也有提到過去蓮霧產量過剩，那幾年都賠錢。套 8千個袋子收不到收入不到 2萬。

到了後來很多人都換種芒果，蓮霧的價格也好了很多。還有進口的農作物打擊台灣本土的農作物。台灣的農作物價

格一直無法上升，但成本一直上漲，實在是不划算。因此，產量不穩與價格波動幅度大，在加上成本增加，效益很

差，導致很多人也不願意耕種的原因。訪談的這 5位農民都有減少產量，照顧及提升品質，增加自己的競爭力及在

中盤商的口碑，盡可能的賣到好價格。受訪者訪談內容摘要 5如表 8。 

表 8  受訪者訪談內容摘要 5 

受訪者 逐字稿內容摘要 

李 O俊 1.現在產能少農藥肥料的價格越漲越高，工錢也越來越高，收成賣出的不夠成本不划算。 

林 O三 1.現在成本這麼高都入不敷出。 

李 O皇 

1.產量要控制啦。你沒有控制整年貴的很貴，便宜的很便宜。農民才會效益好價錢才會好。你就不會

賺錢，造成農民沒人要做。 

2.我早期那個時候做我有一段時間把本錢吃光光。今年收成完喔，假如說剩 50萬好了，你到明年剛剛

好 50萬剛剛好吃光光，因為你好幾個月沒收啊，沒收成沒收入啊。做這個的都賺不到什麼錢，成本

又高。 

3.後來這幾十年蓮霧開始挖…挖…越挖越多，都挖起來種芒果。挖起來種芒果的時候蓮霧的價格比較

平穩。現在換芒果產量過剩了。 

4.要控制量，才有辦法控制價錢，市場看能不能比較平穩一點。 

朱 O信 

1.我們今年種的田比去年少，啊總成本提高差不多 3 分之一。收成價錢很差降到快去年的一半。中部

種得太多，導致產量過剩價錢非常差。產量太多打擊到車城、恆春這裡的洋蔥。 

2.這次中盤商都沒有下來收購。有些人的洋蔥沒人要買，只能丟田裡變肥料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2不願意轉型成有機農業的因素 

4.2.1對有機農業的不可能與不信任 

有機農業是一個未來的發展趨勢，而台灣也積極推動這個趨勢，許多學者也在致力於研究轉型成有機農業。有

機農業的理念在於不使用化學肥料和農藥，轉而採用天然方法種植農產品，以保護人類健康及生態環境。然而，在

實際操作上，農民面臨著許多困難。訪談中發現他們聽到轉型有機農業的反應就是不可能做到，有機都是騙人的，

那些標榜有機的真的都完全有機，有機的農產品種植面積小成本相當高，外觀不佳，價格又高有多少消費者願意購

買，有機銷售通路少，沒地方銷售。張誌皇（2014）的研究有提到目前的有機農產品還是小眾接受狀態，銷售的通

路通常是透過自身關係網絡、網路或是市集販售，由於小眾市場且單價高的因素，無形中也帶給有機農業勞動者更

高的銷售難度。 

無法使用農藥會導致植物受到蟲害破壞，進而影響產量和品質。完全不使用農藥是不可行的，因為沒有農藥的

保護，農作物容易受到病蟲害的侵害，這對於他們的收成和生計都是一個重大挑戰。 

此外，有機農業也需要對農田和周邊環境進行嚴格的管理和管制。雖然對於一些蔬菜可以進行密封式栽培，較

容易實現有機生產，但對於種植水果等大面積作物而言，要達到有機農業的要求則更加困難，因為需要管理的範圍

更廣，且無法控制隔壁鄰居的農藥使用。在台灣這樣小農居多的環境中，隔壁鄰居的農藥使用往往會影響到自家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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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使得有機栽培難以實現。 

即使有機農業有著許多環保和健康的優點，但在實際操作中仍然面臨著許多挑戰和限制。訪談的農民們對於有

機農業的態度持懷疑態度，認為其難以實現，並且對現有的有機農產品可能不盡如宣傳所言也存有疑慮。加上農民

還要想辦法自行尋找銷售管道。因此，要推動有機農業的發展，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需要克服技術、管理和環境

等方面的困難，並提供更多支持和協助給予農民。受訪者訪談內容摘要 6如表 9。 

表 9  受訪者訪談內容摘要 6 

受訪者 逐字稿內容摘要 

李 O俊 

1.因為臺灣都是小農隔壁鄰居他很難控制使用，所以說很難轉型成為有機農業，而且有機農業在生長

過成因為病蟲害很多的問題，我們無法克服。 

2.理論上是沒有人會轉型做有機，市場消費也消費不起，也非常少有那個通路。 

林 O三 

1.大部分要改有機的可能都比較沒辦法。這…不用說什麼現在洋蔥也沒辦法改有機的，政府要盡量要

有機的那是沒錯，但是要有機的很難啊。 

2.有機的這個做不起來，芒果說要改有機的會做不起來。如果不用噴農藥喔⋯我看沒幾顆好的。要是

沒噴農藥 10顆裡面沒有 3顆好的，有機是都騙人的。 

林 O三 

3.講的有機我從十幾歲做的現在八十幾歲講有機的我覺得都是騙人的。 

4.有機的都是騙人的都在偷噴藥。要說有機的要種起來有夠開銷很難啦，真的難啦。 

5.你要是說有機的我比較沒有辦法說。難道說做有機的就有飯吃嗎？ 

王 O又 

1.因為你有機的話一定會有蟲啊，那個蟲會把葉子就能把我們的芒果葉子都都吃完，我們怎麼去開花

結果這根本不可能去開花了啊。要怎麼樣有機。 

2.可是說實在的農藥灑的時候我們這邊風這麼大怎麼樣飛也飛過去他那裡也感染到啊。 

李 O皇 

1.現在要怎麼做有機的，有機目前應該沒辦法，我們現在環境可能還沒辦法做有機的。有機的蔬菜可

以啦，因為蔬菜做密封式的，那個怎麼說屬於自己圍起來的，可以跟隔壁鄰居隔開。我們不是種蔬

菜的，我們是種水果的我們沒辦法種有機的。 

2.你哪個要怎麼管制隔壁鄰居，不然就是你的田要有夠大。田要夠大現在那種的要看地方。要不然就

要自己圍起來。 

3.啊你病菌勒，病菌要怎麼處理，不能噴藥病菌要怎麼處理。你要是見天的一定都有病蟲害，見天就

有病蟲害那個沒有辦法。 

朱 O信 

1.我感覺是沒辦法啦，要改可以改啦，大家都嘛想改，但是有機沒辦法那個都騙人的，都他們在那邊，

我感覺他們那些都是他們那些專家在欺騙社會的。 

2.我們的洋蔥還沒辦法做有機，有機是不知道怎麼講他們現在在說的有有機怎麼可能，沒有機草藥不

能噴，只要草你就沒能力收沒能力割了，沒噴草藥你根本沒能力割那些草。沒噴農藥得薊馬明天你

去看就都得病了。 

3.室內北部有辦法種室內我們南部沒辦法種室內，我們恆春、車城這麼落山風那麼大你架棚子就飛走

了，那是不可能，這裡每日都有落山風那個怎麼扛的住，馬上就吹光光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2.2成本高看不到效益 

有機農業的研究中，張誌皇（2014）提到有機農業在取代化學肥料和農藥的過程中需要更多的勞動力投入。相

較於慣行農業依賴化學肥料和農藥的簡便性，有機農業要求更多的人力去進行管理和維護。大多數農場規模小、土

地細碎化的農業生產難專業化經營，及進行高度機械化生產，產量自然下降，加上增加高成本的投入，提高慣行農

業的轉型投入難度。在個案訪談中發現農民一致認為轉型有機農業的成本過高，需要可以與鄰田區隔的設備，還要

土壤與水源的淨化，要完全無農藥污染。為此要花費大量的資金投入，加上後續耕種成本也會比現在無毒農業高出

很多，例如，林 O三與朱 O信有說到他們那邊有人種有機洋蔥，無法噴除草劑只能人工除草，光除草一天一個人

除不掉一排，現在請不到工人，工資又高，最後收成剩沒有多少，不知道到底賺什麼，看不到任何利潤。李 O 俊

也有說到生產成本太高，售價太高台灣的市場銷售不起。台灣人很多都注重外觀，所以賣相不好沒人買。所以即使

有機農產品的價格比一般農產品還高，但畢竟現在還是小眾市場消費者有限。有機農產品雖然比較健康，但是外觀

不佳價格高，多數人還是會選擇無毒農業生產出來外觀佳價格一般的農產品。現在做無毒農業就越來越沒什麼利潤

可以賺，只能基本維持生計。轉型成有機農業實在是難以維持基本生計。 

即使，政府有為了幫助農民提供相關補助措施。像是范博棟（2023）提到為使更多的農友投入有機農業生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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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農委會訂定了相關獎勵辦法及補助政策(有機農業促進法)，例如，活化農地、有機農業企業化經營、有機質

肥料、驗證費用、土壤水質檢驗費用、溫網室等資材設施進行費用補助，但是這些補助對農民的誘因不大。李 O

俊說到果樹如果要做溫室的架設成本太高，你要花費幾千萬的種幾棵樹不划算，補助根本不夠。王 O 又說到補助

很少，光那些蟲害你沒有去噴藥你根本沒有辦法收成，補助也補助不到位。因此，他們覺得補助沒辦法到位。現在

做無毒農業要是收成在穩穩的狀態賺的利潤都比那些補助好，所以這些補助對農民來說沒辦法成為想要轉型對誘因。

因此，轉型有機農業成本過高、產品價格相對提高以及銷售通路不固定，農民看不到效益。這些因素降低農民轉型

有機農業的意願。成為難以跨越的門檻。受訪者訪談內容摘要 7如表 10。 

表 10  受訪者訪談內容摘要 7 

受訪者 逐字稿內容摘要 

李 O俊 

1.生產成本太高，售價太高台灣的市場銷售不起，所以說買不起而且賣相也不好。台灣人很多都注重外觀，

所以賣相不好沒人買。 

2.你光要轉型成有機的就要花費一大筆費用購置一些設備、培養土地等等的。變成更多事情都需要人工，現

在工錢又貴又缺工。就算做起來了說不定沒幾顆好的可以賣，賣相也不好，賣太貴又沒人要買。賣太便宜

光成本就不夠還有日常開銷怎麼辦。也沒有通路可以賣。 

3.現在的那個補助也補助不太到，你就要做溫室的，果樹如果要做溫室的架設成本太高，你要花費幾千萬的

種幾棵樹划不來。 

林 O三 

1.要改有機的三餐褲腰帶都要束起來。 

2.有機的都入不敷出，現在成本這麼高都入不敷出，有機的本錢更重。 

3.啊除草光是工錢就暈倒了，對不對。就是這樣啊。啊所以說有機的種不夠開銷啦。 

4.工錢一天一個人要 1500元還要便當跟其他有的沒有的，一天大概要 1700、1800元，光請人來拔草就划不

來了。啊…那個草不是除一遍就可以了餒，要除個好幾遍，賣那些農作物也不夠工錢。 

5.政府要盡量要有機的那是沒錯，但是要有機的很難啊，怎麼講…就是很難啦，要說補助也補助不到位，是

這樣的關係啦。像這次的颱風我的也死光光了，他要是不死我的收成更多，都比補助的多。 

王 O又 

1.有機的會沒錢賺欸，有機就根本不可能了吧，真的啊，有機就餓肚子了。 

2.不太可能有機都騙人的有機是自己吃的，講真的啦你有機肚子就要豎起來了。 

3.我覺得補助很少，根本不可能啊，因為你沒有農作物也不可能補助到那裡啊，你光那些蟲害你沒有去噴藥

你根本沒有辦法收成。 

李 O皇 1.農委會補助錢而已，頂多補助錢而已。啊看你要是做蔬菜的可以做那個叫什麼…做…補助架網式這樣而已。 

朱 O信 

1.那個都騙用有機的根本就賺的不夠生活啦，賺的不夠生活啦尤其是我們這裡農產品價錢也沒有很好，那你

成本有機的成本不知道高還低，我們這樣不曾看過有人做有機的高還低就不知道，到時候你東西做出來賣

不到那些錢誰會想去種植啊，沒賺錢誰要做啊。那個補助沒辦法啦。 

2.現在這邊有的要做有機的啊，但是做的人都賠錢，像我們種洋蔥，別人去做的就是除草劑不能噴，什麼都不行噴農藥

不行噴，種了只能施有機肥料而已，啊光除草那根本一天一個人除不到一排，恆春種有機的一天除草除不到一排，沒

有噴除草劑，啊我問你現在工錢這麼貴，草把洋蔥包住洋蔥就長不大，到要收的時候都沒有得收了，工錢貴又請不到

工人，一直請工人除草，最後又沒得收，整個沒得賺，不知道在賺什麼的。 

3.叫這些農民賠錢，大家賠錢跑路，每個人都欠債很多，農業都欠債很多餒。現在種洋蔥種到跑路的多少人

勒。都我們這些農民賠錢，補助一點點，我們去搞賠錢賠一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5. 結論與建議 

5.1 研究結論 

本研究對文獻和訪談資料的彙整顯示，慣行農業所帶來的眾多危害。這些危害不僅對人類健康構成風險，還對

環境造成了嚴重的損害。然而，隨著人們對健康和環境保護意識的提高，以及對食品安全重視程度的增加，開始出

現了對慣行農業做出改變的需求。 

在這樣的趨勢下，相關法規相繼出現。例如，西元 2007 年制定了《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旨在加強對

農產品生產過程的管理和監督，確保產品的品質和安全。同樣，西元 2008年的《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則針對農

藥殘留問題提出了具體的規範和限制。根據這些法規，要將農產品出售到市場上，必須通過農業殘留檢驗，確保其

符合相應的安全標準。加上技術的進步改變原有的耕種方式，例如，他們開始採用套袋的方式來種植蓮霧和芒果，

以防止蟲害和疫病的侵害，從而減少對農藥的依賴。這種方法不僅有助於降低農藥殘留的風險，還能提高產品的品

質和市場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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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因應法規的規定和滿足人們對安全食品的需求，加上技術的進步。逐漸地，農民開始重視到無毒農業的重

要性，並進行轉型。無毒農業有助於減少對農藥和化肥的使用。 

農業轉型為無毒農業後也面臨許多挑戰和問題。這些問題不僅需要克服，還需要隨著時代的變遷不斷調整和解

決。其中，天然災害與病蟲害、勞動力不足以及市場價格不穩定、收入不穩定與高成本等是最為突出的問題。 

首先，天然災害和病蟲害對農業生產造成了嚴重的影響。雖然減少化學農藥的使用有助於減少對環境和人體健

康的危害，但同時也增加了病蟲害的風險。天氣、季節、疫病和蟲害都是農民面臨的難題，而這些問題無法完全通

過技術手段來解決，農民只能依靠氣象預報和自身經驗來應對。 

其次，勞動力不足是台灣農業面臨的另一大挑戰。年輕人不願從事農業勞動，而老年人的退休和年齡增長也使

得農業勞動力日益短缺。這不僅影響了農業生產效率，還加劇了農民的經濟壓力和生計困難。 

最後，市場價格的不穩定性和成本的持續上漲使得農民的收入不穩定且面臨著高風險。農產品的價格波動大，

有時會因為天災或其他因素導致大幅下跌，農民的收入隨之受到影響。同時，農藥、肥料和勞動力等成本不斷上升，

這使得農民很難獲得穩定的利潤。 

無毒農業是減少使用化學農藥及肥料，符合法規規定標準。只能盡可能的減少環境污染，維護人類的健康。而

有機農業是完全不使用化學農藥及肥料，對環境無污染與對人類健康完全無危害的方式種植。所以台灣一直努力推

動有機產業的發展，推動農民轉型成為有機農業。但是，許多農民不願意轉型成有機農業。因此，有機農業的發展

在台灣面臨著一系列的挑戰和限制，這些挑戰來自於技術、管理、經濟等多方面的因素。首先，農民對有機農業的

態度普遍持懷疑態度，認為其難以實現且效益不明顯。雖然有機農業可以帶來環境保護和健康優勢，但在實際操作

中面臨著許多困難，包括無法使用農藥導致產量減少、管理困難和銷售通路狹窄等問題。其次，轉型成有機農業需

要投入更多的資金和勞力，而政府提供的補助措施對農民的誘因有限。即使政府提供了一定的補助，但對於農民而

言，成本高、效益不明確仍然是他們不願意轉型的主要原因之一。 

總的來說，農業轉型不論是無毒農業的持續經營或是進一步轉型有機農業，都需要政府、企業和農民共同努力，

共同解決相關問題。政府可以通過制定更加完善的政策來支持農業轉型，提供技術培訓和經濟補貼等支持措施；企

業可以提供更多的市場機會和技術支持；而農民則需要不斷學習和嘗試新的耕作方式，以應對不斷變化的挑戰。只

有通過共同努力，才能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為社會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做出更大的貢獻。推動有機農業的健康

發展。 

 

5.2實務貢獻 

農業轉型需要政府、相關單位及農民共同努力。政府在積極推動有機農業，不能僅僅只是推廣、宣傳及補助。

要讓農民看到效益，農民也要維持生計，所以要讓農民願意轉型要有足夠的動力、效益和技術。在訪談中發現，現

在補助遠遠不夠。受訪的這五位農民都覺得補助根本不到位，補助根本不可能維持生計種植下去，農民需要的是實

際的幫助。 

朱 O信說到：「要是有辦法要做有機的就是說，不要說宣導啦，政府直接用專家來種，來種有機的給我們看，

我們再來學習。討論起來討論到最後我的想法是政府用專家請那些博士等等的來做，做給我們看，我們再去觀察。

做的你做的起來有成功是什麼樣子的，我們再來做，這樣才有辦法做，看他們用什麼方法，這樣我們才有辦法。」 

林 O 三：「政府做有機的來讓農民鑑定看看，要是政府有辦法做有機的農民就有辦法做有機的，叫他們做有

機的給我們看，再教我們。看有機的方式要怎麼做教我們，開銷成本看怎樣，對不對，這樣農民才可以算划得來。」 

李 O 俊：「我們要引進外勞來工作，這種東西是需要政府去做，他要全台灣工人去調度。啊工人去調度的時

候一般你就要專門的人力公司去調度這個東西。你叫農民去調度是沒辦法的，因為不瞭解每個地方的產季需要什麼

樣的工人，所以這種的需要有專責的人去做。專責的人去做我認為農會本身他全省就是有連線，他就是一個專責的

機構。而且農會可以去申請一些外籍勞工來做工這個問題，他可以每個農會互相去配合，哪邊有工人他的工人可以

互相去運用，農會去跟農民收錢，在給他們薪資，農會統一派工、統一合理工錢，還要工人居住的問題也可以農會

統一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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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O皇：「重要的是一定要控制產量啦，農委會要控制農作物啊，哪個地區適合種什麼，哪些地方種了什麼，

還有農作物的改種，太多了就改種別的，已經有太多的跡象就不要在繼續種了。種的量一定要控制。」 

農民希望在當地實際種植給他們看是否能成功、是否可以維持生計、是否有好的收益、風險如何以及成本如何

等等再來教農民如何去做，讓他們有想要轉型的動力及能力。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希望有一個專門派工的單位，引進

外勞，統一合理的工資。產量也要適當的控制，不要大起大落，收益好的時候下一次大家一窩蜂的去種植，導致下

一次產量太多，收益直接跌入谷底。收入差距很大，非常不穩定，甚至農民生計受到考驗。所以希望可以合理有效

控制產量，讓市場價格平穩一點。 

5.3研究建議與限制 

以下三點為未來研究建議與限制： 

一、農業所種植的種類繁多，每個種類的種植方式都有所差異。因此，本研究選擇使用無毒農業的農民，地區

上有名的特產農作物。建議未來研究可以選擇種植其他種類農作物的農民。 

二、本研究主要研究慣行農業轉型成無毒農業後所面臨的問題，以及農民不願意轉型成有機農業的因素，研究

範圍有限。建議未來研究可以從各個層面在更深入研究。 

三、本研究主要研究農民主要生產過程中遇到的問題，以及轉型問題，有發現到銷售通路的問題。建議未來研

究可以朝銷售通路的部分進行更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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