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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日本有機生產面積 1 萬 6 千公頃，佔總生產農地(461 萬公頃)

的 0.4%。然從事有機生產的 1 萬 2 千戶中，正式取得政府有機

JAS 認證者有 4 千戶(有 JAS 認證占 1/3)，JAS 有機驗證無法全面

推行主要為驗證費用太貴、紀錄報告太多對年紀較大之農民來說

相當麻煩及日本對 JAS 驗證完全沒有補助。日本農政部門制定有

機農業法案及訂定有機農產品 JAS 驗證制度等具體作為，在由農

民、生產合作社或地方會社自發性組織推動有機農業；政府適時

提供相對應平台，媒合生產與消費雙方，藉由民間力量讓有機農

業發展。 

「日本有機農業技術體系確立」包括二部份，一為「有機農

業有關的研究推進」：以科學闡明有機農業之技術層面及地區性

作物有機農業生產技術之建構。二為「有機農業有關的技術體系

化」：日本為了讓有機栽培技術普及，並使新加入及轉換加入有

機栽培者，能獲得有機農業標準栽培技術指導資料，加速相關農

民有機栽培技能，政府機關規畫建置有機農業標準栽培技術指導

書籍業務，先後完成 3 本「有機栽培技術指南」，內容包括葉菜

類、水稻及大豆、果樹及茶等，不只紙本印刷，並提供栽培者免

費網路下載使用，以促使有機栽培農友能獲得完整資訊，加速有

機栽培技術普及化。 

日本「有機栽培技術指南」專書，在病蟲害管理方面除了共

通之病蟲害防治對策外，也介紹主要作物之主要病蟲害種類及防

治策略；另外書中詳列日本「有機 JAS 容許使用農藥」及各類作

物「有機 JAS 容許使用的農藥一覽表」，一覽表詳列適用作物、

適用病蟲害、藥劑名稱、稀釋倍數等 10 個項目，方便種植不同

有機作物農民選擇及使用調配；雖然日本有機栽培病蟲害管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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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有機 JAS 容許使用農藥」，但日本 MOA 所屬農場及農友，

栽培期間幾乎不使用「有機 JAS 容許使用農藥」及其它有機防治

資材，如黃色黏紙及性費洛蒙等。 

全日本的有機農戶只要經過 JAS 有機驗證的農產品，以直銷

通路最多，日本的消費者在選購農產品時，大部分偏愛有 JAS 認

證標章的蔬果，如有雙標章（即 JAS 認證標章+地區性標章）更

優，信賴感自然加分許多。 

日本三島市設立體驗農園的初衷為希望人們「透過與自然接

觸學習生命的教育」，有些市民承租土地後，一開始不懂得如何

耕作，也毫無有機栽培的概念，園方會定期開設訓練課程，讓市

民們了解有機耕作觀念，且實際落實於生活中，另外園方會教導

大家如何改良土壤及堆肥的製作等技術，若農作物遭受病蟲害

時，園方會建議施用 JAS 認證的有機資材來防治；因此有機市民

農園的成功要件，除了硬體的搭設，軟體的供應，最重要就是要

有「心」。 

早在日本有機農產品 JAS 之前，MOA 就已推動自然農法。

MOA 的農民不定期會舉辦觀摩會，互相學習及討論作物栽培情

形，農作物一定要安全他們才會賣給消費者，這是生產者的崇高

意志，因此，農友與消費者間互相信賴，生產者堅持提供安全的

農產品，消費者也能享用安心的食物，除此之外，生產者與消費

者間會辦理普及會活動，消費者能當面請教農友相關農業及作物

栽培的問題，以增進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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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計畫目的 

日本有機農業之推展起源於 1930 年推廣之自然農法，該國

有機之發展、農場經營管理及有機農業之技術研究成果皆較台灣

發展早、且完備；台灣約自民國 76 年引進日本自然農法之觀念，

積極推展有機農業，期能兼顧維護生態、減少污染，以達到土地

永續經營及生產自然安全之農產品等目標。有機農業不允許使用

農藥及化學肥料等資材，其產品無法由外觀與慣行栽培農產品區

別，另外藉由儀器分析只能檢驗農藥殘留，其它成份無法加以確

認區別，政府為推廣有機農業，於 86 年度開使推動驗證制度，

以標章辨識有機農產品，方便消費者辨識，促進購買有機農產品

意願。 

本次前往日本地區進行有機葉菜類栽培技術及輪作制度之

研究，參訪對象包括官方機構(農林水產省生產局環境保對策課、

三島市有機農業推進協議會等)、一般社團法人(MOA 自然農法

文化事業團之大仁農場)、民間協會(日本有機農業研究會、全國

有機農業推進協議會等)、有機農場及有機市場等。 

日本在有機農業推動、有機農產品之驗證、有機栽培管理、

有機病蟲害管理、有機農業經營流通、有機市民農園推動及有機

栽培的普及活動等方面之成就卓著享譽國際，值得台灣學習，擬

藉此研究學習機會瞭解我國亟需努力之方向，並促進雙方有機農

業之交流，以加速推動有機農業之發展，以供日後臺灣發展有機

農業策略、有機栽培新技術研發及有機農產品市場行銷之參考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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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出國行程 

(期間：自 102 年 9 月 1 日至 102 年 9 月 6 日止為期 6 天) 

日期 行程 工作摘要 

9 月 1 日 

星期日 

台北→日本東京 1. 自台北松山機場飛抵日本羽田機場 

2. 參觀有機食品商店 

3. 參觀有機食餐廳 

9 月 2 日 

星期一 

東京 1. 拜訪日本有機農業研究會 

2. 拜訪農林水產省生產局環保對策課 

3. 參觀有機食品商店 

9 月 3 日 

星期二 

東京都 

三島市 

1. 拜訪全國有機農業推進協會 

2. 參觀三島市示範農場(山田川市民農

園、佐野市民農園) 

9 月 4 日 

星期三 

靜岡縣大仁農場 1. 拜訪 MOA 大仁農場陽捷行校長 

2. 静岡縣 MOA 大仁農場簡介 

3. 參觀 MOA 大仁農場運作 

9 月 5 日 

星期四 

靜岡縣大仁農場 1. 研習有機農業經營及流通(講師：谷

口曜夫農業經濟學博士) 

2. 研習有機栽培之病蟲害管理(講師：

河原崎秀志研究員) 

3. 研習 MOA 自然農法的普及活動(講

師：三山晉研究員) 

9 月 6 日 

星期五 

東京→台北 自羽田機場搭機返台北松山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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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工作與研習內容 

一、 日本有機農業推動現況 

(一)、生產概況 

依據農林水產省提供之書面資料「有機農業の推進につい

て，平成25 年9 月」，日本有機農戶估計約1萬2千戶，佔全國總

農戶(253萬戶)的0.5%；有機生產面積1萬6千公頃，佔總生產農地

(461萬公頃)的0.4%。然從事有機生產的1萬2千戶中，正式取得政

府有機JAS認證者有4千戶(佔全國的0.16%)，生產面積9千公頃(佔

全國的0.20%)。日本農家的平均年齡為66.1歲，而有機農戶的平均

年齡為59.0歲。 

(二)、農政部門推動有機農業的具體作為 

1、制定有機農業法案 

於2006 年12 月由國會通過「有機農業の推進に關する法

律」法案，農林水產省依據該法案於2007年4 月制定「有機農

業の推進に關する基本的な方針」(基本方針)，其中明定有機

農業之定義為「在生產過程中不使用化學肥料及農藥，且不使

用基因轉殖技術」，並採行對農業環境友善的生產方法，以維

持農業環境的永續利用。 

2、訂定有機農產品JAS 驗證制度 

JAS(Japanese Agricultural Standard)是日本政府基於保障

國民健康、農產品安全、環境保護與生態之平衡所訂定的標準

制度，其中有機農業的規範係由中央政府主管機關農林水產省

制定『有機農業推動基本方針』，地方政府(含都、道、府、縣)

即根據此基本方針擬訂各項有機農業推展計畫，包括： 

(1).確立有機農業栽培技術體系。 

(2).建立有機農業普及指導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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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增進消費者對有機農業的認知(至少達成50%以上的消費者瞭

解有機農業)。 

(4)規劃並執行有機農業推廣計畫。 

(三)、推進有機農業配套措施 

為推動有機農業，吸引更多農民加入有機生產行列，於各地

積極辦理有機栽培技術研習、有機農產品通路行銷、創造生產者

與消費者交流平台、輔導有機農場穩定經營等。然對於傳統農法

進入有機生產仍有疑慮或不具信心者，農政單位則輔導其由「環

境保全型農業」入門，其概念是以培育土壤及合理的作物生產體

系為基礎，即適當施用化肥、農藥且不會過分依賴，落實保護環

境與農業生產的平衡，待農民逐漸熟稔且不依賴化肥及農藥的生

產模式後，即可進入有機農業的領域。 

(四)、政府管理有機農業的實務 

與農林水產省生產局農產部農業環境對策課伊藤 博行課長

補佐的交流中，日方政府對有機農業的管理並未層層節制。 

1、民間自發性的力量： 

有機農業推動在日方多由農民、生產合作社或地方會社自

發性組織執行，繼而向外擴及；政府適時提供相對應平台，媒

合生產與消費雙方，藉由民間力量讓有機農業發展。 

2、政府對有機農戶的信任： 

農林水產省以下各政府部門蒐集各民間組織資料並彙整

出刊，或由研究單位提供防治方法及資材等資訊，但生產者因

地制宜自行調整操作內容；且有機田區並無隔離帶的強制規

定，一旦出現有機農產品受鄰田藥劑污染，政府部門基於信賴

原則，並不會處分生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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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有機農業生產概況 

 

 

 

 

  

拜訪日本有機農業研究會，與久

保田裕子教授交流有機農業推

動現況。 

在日本農林水產省與生產局農

產部農業環境對策課伊藤 博行

的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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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本有機農業技術體系確立  

日本主管有機農業機關為農林水產省生產局農業環境對策

課，該局制定「日本有機農業推進基本方針」，其中「日本有機農

業技術體系確立」為「有機農業普及及推進的目標」五個目標之

一，「日本有機農業技術體系確立」包括二部份，一為「有機農業

有關的研究推進」 ，二為「 有機農業有關的技術體系化」。 

(一)有機農業有關的研究推進： 

本項目包括2部份，1為以科學闡明有機農業之抑制雜草、病

蟲害抑制、養傷供給、栽培管理及產品代謝成分等技術及機制原

理；2為地區性作物及其有機農業生產技術之建構，針對不同地區

或環境建立適合當地之作物及有機栽培技術體系。 

1、科學闡明推展有機農業案： 

本次參訪日本農林水產省生產局農業環境對策課之簡報

中提到以下幾項課題，而整體共有16個課題。 

(1).水稻有機栽培技術之抑制雜草、病蟲害抑制、養傷供給、栽

培管理。 

(2).有機栽培蔬菜病蟲害發生抑制機制之微生物特徵。 

(3).有機栽培果樹病蟲害發生抑制機制。 

(4).有機農產品的特徵闡明。(包括代謝成分分析) 

2、地區性作物及其有機農業生產技術之建立： 

本次參訪日本農林水產省生產局農業環境對策課之簡報

中提到以下幾項課題，而整體不同地區共有37個課題。 

(1)東北地區與寒冷地水田(雜草防除、病害回避) 

(2)關東地區之馬鈴薯栽培(拮抗微生物之病害抑制) 

(3)東海、近畿地區之茄科設施果菜(病害抑制、養分管理) 

(4)近畿、中四國地區之露地蔬菜栽培 

(5)九州地區之水田雙作體系(雜草防除、未利用有機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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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機農業有關的技術體系化： 

日本為了讓有機栽培技術普及，並使新加入及轉換加入有機

栽培者，能獲得有機農業標準栽培技術指導資料，加速相關農民

有機栽培技能，政府機關規畫建置有機農業標準栽培技術指導書

籍業務，先後完成 3 本「有機栽培技術指南」(表、圖)，內容包

括葉菜類、水稻、大豆、果樹、茶等，不只紙本印刷，並提供栽

培 者 免 費 網 路 下 載 使 用 (http://www.japan-soil.net/report 

/h24.html)，且持續建置不同作物有機栽培技術指南專書，以促使

有機栽培農友能獲得完整資訊，加速有機栽培技術普及化；這類

專書內容分成 3 部份，第１部：有機農業和有機農業標準栽培技

術指導書作成的方針、第２部各類作物有機栽培的基本、共通技

術、第３部：主要作物的有機栽培技術。以上 3 本「有機栽培技

術指南」專書皆由「一般財団法人日本土壌協会」主編，經費由

日本農林水產省補助。 

在台灣也有類似的有機栽培技術專書，如「台灣有機農業技

術要覽」一書，此書為財團法人豐年社在農委會農糧署的協助

下，於 100 年 5 月編印出版，參與的專家學者達 185 位，總字數

近 90 萬字，全書分上、下二冊，計五章節，包含作物、畜產及

水產篇，其中作物篇綜論部分，包括生產與生態環境條件、雜草

管理、土壤管理與肥培、病害管理、蟲害管理、有機質肥料製作

技術等六大領域；各論部分，包括水稻、特作、雜糧、果樹、蔬

菜、菇類有機生產技術與管理；不過整套書定價 3500 元台幣，

電子書光碟版定價 1000 元台幣。 

「台灣有機農業技術要覽」相較與日本「有機栽培技術指

南」，台灣有機栽培者只能花錢購買有機栽培技術書籍(或光碟)，

無法從網路免費下載使用，另外「台灣有機農業技術要覽」涵蓋



12 

太廣(作物、畜產及水產)，全部內容非一般農友所需，農友只要

自己栽培項目即可，而日本目前完成之「有機栽培技術指南」有

葉菜類篇、水稻及大豆篇、果樹及茶篇等 3 本，農友可以下載每

本書自己想要的章節。目前「台灣有機農業全球資訊網」有將國

內不同單位之有機生產技術彙整於網站，但大部份屬於零星資

料，建議政府，應將「台灣有機農業技術」分類放置於網路，免

費提供有意從事有機栽培者下載使用，促使有機栽培者能獲得標

準且完整的栽培管理資訊，方能加速有機栽培技術推廣及有機栽

培普及化。 

日本「有機栽培技術指南」書籍封面及目錄 

  

有機栽培技術指南(果樹，茶葉) 平成 25 年 3 月出版(2013 年) 

  

有機栽培技術指南(水稻、大豆篇) 平成 24 年 3 月出版(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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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栽培技術指南(葉菜類篇) 平成 23 年 3 月出版(2011 年) 

 

 

「台灣有機農業技術要覽」光碟版 

 

 

三、 日本有機栽培之病蟲害管理 

有機農業的作物病蟲害管理，鼓勵耕作防治、物理防治、生

物防治等自然農法的方法，盡量避免在環境使用外來材料，以免

破壞生態平衡，當病蟲害真正威脅到作物生長時，只有少數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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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的植物保護資材可以使用。 

日本政府為了推廣有機農業，並使有機農業有關的技術體系

化，編印了相關之「有機栽培技術指南」，提供栽培者網路下載使

用，在病蟲害管理方面各類作物(蔬菜、果樹、水稻及茶等)除了共

通之病蟲害防治對策外，也介紹主要作物之有機栽培技術，包括

其主要病蟲害種類及防治策略，另外詳列「有機JAS容許使用農

藥」、「有機JAS容許使用農藥之分類」、各類作物(蔬菜、果樹、水

稻及茶等)「有機JAS容許使用的農藥一覽表」。 

在病害蟲防除對策之共通方面，內容包括：(一)耕種的防除對

策，如選擇種植抵抗性品種、適宜施肥、排水對策、輪作體系、

間作或混作體系導入、種植對抗植物等方法。(二)物理的防除對

策，如補殺、防雨栽培、利用太陽能進行土壤消毒、黃色黏紙應

用等方法。(二)生物的防除對策，如微生物製劑使用等。在主要作

物之有機栽培技術內容，如十字花科蔬菜針對日本常見之病蟲害

個別介紹(簡單介紹5種病害、8種蟲害)、其病蟲害發生生態及防治

方法包括有機JAS容許使用的農藥種類。 

日本「有機JAS容許使用農藥」有除蟲菊乳劑及除蟲菊精乳

劑、菜籽油乳劑、礦物油噴劑、礦物油乳劑、澱粉水和劑、脂肪

酸甘油酯乳劑、聚乙醛粒劑、硫磺煙劑、硫磺粉劑、硫磺銅水和

劑、水和硫磺劑、石灰硫磺合劑、香菇菌絲體抽出物液劑、碳酸

氫鈉水溶劑、碳酸氫鈉銅水和劑、銅水和劑、銅粉劑、硫酸銅、

生石灰、天敵等生物農藥、性費洛蒙、綠藻抽出物液劑、未純化

的中草藥抽出物液劑、 蠟水和劑、展著劑(只限於使用酪蛋白或石

蠟)、二氧化硫薰蒸劑、矽藻土粉劑、食醋、磷酸鐵粒劑、碳酸氫

鉀水溶劑等30種，依作用區分為殺菌劑、殺蟲劑及其它三類，其

中殺菌劑分為6類、殺蟲劑分為3類、其它有6類。在「有機JAS容

許使用的農藥一覽表」，欄位包括適用作物、適用病蟲害、藥劑名

稱、稀釋倍數、使用量、使用時期、使用次數、使用方法、劑型

及注意事項等10個項目，方便種植不同有機作物農民選擇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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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配。 

在台灣農糧署公告的「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驗證管

理辦法」之「第六條附件一  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驗證

基準修正規定」內容之有關作物部份，在第6項是病蟲害管理：(一)

採輪作及其他耕作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種植忌避或共榮

植物及天然資材防治等綜合防治法，以防病蟲害發生。(二)不得使

用合成化學物質及對人體有害之植物性萃取物與礦物性材料。但

依本基準得使用之合成化學物質，不在此限。(三)不得使用任何基

因改造生物之製劑及資材；在第8項是「技術及資材」，其中病蟲

害防治技術及資材區分可用與禁用二類。 

綜合上述台灣政府及日本政府核准使用在有機農業病蟲害管

理之資材進行比較：(1) 有機病蟲害防治用物質政府使用名稱：在

日本有機病蟲害防治用物質使用「有機JAS容許使用農藥」，在台

灣有機病蟲害防治用物質使用「病蟲害防治資材」，日本直接使用

「農藥」二字可能易引起消費者負面反應。(2)使用之病蟲害防治

物質是否詳列：在日本正面表列病蟲害防治物質名稱種類，在台

灣病蟲害防治「技術及資材」混在一齊說明較不易區分，另外病

蟲害防治物質只有部份正面表列，較不清楚。(3) 使用之病蟲害防

治物質是否清楚標示使用：在日本除了正面表列可用之病蟲害防

治物質，並在「有機JAS容許使用的農藥一覽表」，詳列適用作物、

適用病蟲害、藥劑名稱、稀釋倍數、使用量、使用時期、使用次

數、使用方法、劑型及注意事項等操作事項，方便種植不同有機

作物農民選擇及使用調配；在台灣大部分「病蟲害防治資材」，只

提到物質名稱未提到防治適用作物、適用病蟲害及如何使用等操

作事項，這部份台灣完全欠缺，有待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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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有機 JAS 容許使用農藥 

 

 

日本有機 JAS 容許使用農藥之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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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有機 JAS 蔬菜容許使用的農藥一覽表 

 

 

雖然日本有機栽培病蟲害管理可使用「有機JAS容許使用農

藥」，但日本MOA所屬農場及農友，栽培期間幾乎不使用「有機JAS

容許使用農藥」及其它有機防治資材。日本MOA強調自然農法栽

培，自然農法首重自然循環之原理，強調土壤為中心的土壤培育、

適地適種、當地當季、儘量自行留種。MOA認為土壤品質為作物

健康與否的關鍵因素，利用當地作物殘體、種植綠肥作物及草枝

等改良土壤物理性質，使根部生長空間鬆軟，植株自然生長旺盛，

病蟲害自然減少，日本MOA不鼓勵使用商業有機資材之使用，認

為過於依賴有機資材及使用過量，反而不易進行土壤培育。自然

農法認為，在地之品種其適應性高，較能對抗環境的變化與病蟲

害危害。適地適作、當地當季原則，乃配合作物最適栽培之環境

氣候及土壤條件種植，才能栽培出品質優良產品。病蟲害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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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農法認為病蟲害為生態的一部分，在生態鏈下其天敵自會產

生，在不影響產量下不予以刻意防治。 

 

 

台灣「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驗證基準規定」之病蟲害防治技

術及資材 

第六條附件一  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驗證基準修正規定 

第三部分 作物 

六、病蟲害管理 

(一)採輪作及其他耕作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種植忌避或共榮植物及天然資材防治等綜合防治法，以防

病蟲害發生。 

(二)不得使用合成化學物質及對人體有害之植物性萃取物與礦物性材料。但依本基準得使用之合成化學物質，

不在此限。 

(三)不得使用任何基因改造生物之製劑及資材。 

八、技術及資材 

 (三)病蟲害防治技術及資材： 

1.可用： 

(1)輪作、間作或混作共榮作物。 

(2)忌避植物。 

(3)繁殖及利用昆蟲天敵。 

(4)利用捕食動物(家禽、青蛙及鳥)。 

(5)選用非基因改造生物之抗病蟲害品種。 

(6)捕殺、高溫處理，但不得將整個田區殘株焚燒。 

(7)利用不含合成化學物質之紙袋、網袋、塑膠布及不織布袋等防護。 

(8)設置水溝、各種物理性陷阱。 

(9)果樹基部以麻袋、稻草包裹，防治天牛。 

(10)種子以水選（鹽水、溫水等）、高溫及低溫處理、浸泡醋、次氯酸鈣、次氯酸鈉或二氧化

氯殺菌。 

(11)利用太陽能之消毒。 

(12)利用性費洛蒙、誘蛾燈、光及有色黏蟲紙。 

(13)大蒜、辣椒、蔥、韭菜、苦楝、香茅、薄荷、芥菜、萬壽菊、無患子等浸出液或天然抽出

液。 

(14)海藻。 

(15)咖啡粕、苦茶粕或未添加香料之菸葉渣。但苦茶粕使用於水稻等水田每期作每公頃，施用

量不得超過五十公斤。 

(16)草木灰。 

(17)釀造醋、酒類、砂糖、麵粉、奶粉及植物油。 

(18)石灰、石灰硫黃合劑。 

(19)不含殺菌劑之肥皂。 

(20)矽藻土。 

(21)蛋殼。 

(22)非基因改造之蘇力菌、放線菌、枯草桿菌、其他微生物及病毒性製劑。 

(23)植物性中草藥浸出液。 

(24)波爾多、作物休眠期使用之窄蒸餾溫度範圍製之礦物油及亞磷酸。但亞磷酸於使用時須先

提報使用計畫，送經驗證機構審查認可。 

2.禁用： 

(1)毒魚藤。 

(2)除上述以外之合成化學物質及基因改造生物之製劑或資材。 

(3)外生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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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日本MOA大仁農場之病蟲害管理為例，發生病蟲害後不使

用有機JAS容許使用農藥，而應用之防除技術優先順序為(1)耕作的

防除：如馬鈴薯種植時改變種植方向及做高畦，晚疫病發生即減

少；蔥種植時畦寬加大，避免中耕時傷害到根系引起疫病，而整

體蔥數量及重量不受影響；甘藷根瘤線蟲紅色品種較感病，而種

植抗病品種(ベニオトメを)並配合連作抗病品種，線蟲問題一年一

年減少；(2)物理的防除：土壤還元消毒，乃土壤撒佈米糠(10噸/3

分地)，然後澆水再覆蓋20天，使土壤溫度升高，達到殺菌作用；

(3)生物的防除：將白菜菌核病病株直接犁入田間，菌核寄生菌將

菌核破壞，連作時菌核病不再嚴重發生，而達到防治效果；夜盜

蟲危害後，蟲生真菌寄生夜盜蟲造成流行病，而蟲害得到控制；

上述二個例子皆有試驗數據，但大仁農場研究只為了解其作用原

理，沒有將相關微生物分離作為商品化產品；(3)化學的防除：有

機JAS容許使用農藥，大仁農場完全不用。 

參觀靜岡縣三島市山田川市民農園及三島市佐野體驗農園，

此二個有機市民農園提供市民學習有機栽培最佳體驗場所，皆由

市政府出資，委託MOA技術人員負責規劃、整地、管理、指導及

推廣；在栽培期間作物發生病蟲害時，儘量避免使用防治資材，

而為了防治病蟲害，有機市民農園管理單位會介紹「有機JAS容許

使用農藥」給市民農場園主(如蘇力菌、銅劑、碳酸氫鉀等)，園主

再自行決定是否使用及自行購買，一般市民農場使用之「有機JAS

容許使用農藥」皆為小包裝，有粉劑及液劑二種，粉劑約20公克，

稀釋後使用，而液劑很多已調配好濃度，每瓶附有噴頭，每瓶約

900ml，直接噴施作物上。參觀日本MOA大仁農場、靜岡縣三島

市山田川市民農園及三島市佐野體驗農園及有機農戶，發現這些

日本有機栽培地區無使用黃色黏紙及性費洛蒙等非農藥誘殺資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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蔥種植時畦寬加大，避免中耕時

傷害到根系引起疫病，而整體蔥

產量不受影響。(MOA 大仁農場) 

將菌核病罹病植株直接犁入田

間，菌核寄生菌將菌核破壞，連

作時菌核病不再嚴重發生，而達

到防治效果。(MOA 大仁農場) 

  

三島市佐野體驗農園之有機芋

頭雖然發生斜紋夜蛾危害，但田

間密度不高影響不大。 

在三島市佐野體驗農園發現獵

樁以口器刺入夜蛾體內，取食其

體液。 

  

有機甘藍種植時，使用防蟲網減

少害蟲危害。(MOA 大仁農場) 

MOA 大仁農場無使用黃色黏紙

及性費洛蒙等非農藥誘殺資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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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農場使用之「有機 JAS 容許

使用農藥」皆為小包裝，此為噴

劑，不用稀釋直接噴施。 

市民農場使用之「有機 JAS 容許

使用農藥」皆為小包裝，粉劑防

治資材需稀釋後使用。 

 

四、 日本有機農業經營及流通 

9月1日下午至有機食品商店進行參訪，我們選擇兩間頗具規

模的有機食品商店，分別是Natural House與crayon house，前者商

店標榜從農場至餐桌完全屬於日本有機的農產品，服務宗旨為

Organic（強調自然間的調和）、Local（地產地消、在地生產）及

Sustainable（注重資源及環境的永續經營）。而crayon house則是將

有機農產品融入生活飲食中，在該商店的地下樓層除了販賣新鮮

的有機蔬果，更提供有機餐廳的服務，兩家商店各有千秋，但同

時都受到日本消費者的青睞，顯示日本國人的飲食消費習慣已慢

慢改變中。 

9月3日上午我們一行人拜訪全國有機農業推進協議會事務局

長下山  久信先生，針對目前有機農業的經營及流通進行訪談，

下山先生首先提及近幾年來日本政府與當地農民交流頻繁，農林

水產省的長官會率領官員下鄉關心當地農民經營情形，若遇有機

栽培需改進之問題，長官們也會定期開會檢討。針對近年來日本

是否該加入泛太平洋夥伴關係（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簡

稱TPP）下山先生提出個人見解，他認為一旦加入TPP，進口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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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不用加稅，大家可能會一窩蜂買外國產品，這對有機農產品傷

害非常大，他們當地農民會向政府反映心聲。 

根據最新調查報告顯示，全日本的有機農戶約有12,000戶，只

要經過JAS有機驗證的農產品，以直銷通路最多，但也有送至物流

中心拍賣，JAS驗證人員會定期至物流中心抽檢紀錄報告、輔導農

場經營及關心未來改進等措施，下山先生指出目前農民有機栽培

遭遇之瓶頸如下： 

(一)、錢的問題：從驗證開始所需交通費、日薪等支出需200多萬日

幣，相當於新臺幣60多萬元，這對一般農民來說，是一筆相

當大的金額。 

(二)、紀錄報告繁雜且耗時：紀錄報告密密麻麻，對一些年紀較大

之農民來說相當麻煩。 

(三)、補助問題：澳洲及歐洲等國家有補助，但日本卻沒有。 

日本的消費者在選購農產品時，大部分偏愛有JAS認證標章的

蔬果，如有雙標章（即JAS認證標章+地區性標章）更優，信賴感

自然加分許多。下山先生本身也務農，且從事有機栽培，該地區

的農業經營方式會與大型量販店或較大的通路進行契作各種作

物，接單確認後再統籌分配各農戶依作物及分配量進行有機栽

培，一切按部就班執行，倘若某戶農友因氣候或病蟲害等因素造

成欠收，還有該地區的其他戶農友會協助幫忙，類似團體戰，大

家相處非常融洽。 

各位農友將農產品交至物流中心後，中心管理人員會先定

價，然後再配銷至各大飯店、百貨公司、量販店及消費者手中。

為提昇生產者的有機栽培技術及觀念，每個月該地區的農友會舉

辦討論會，藉此交流平台互相經驗分享及學習，下山先生認為，

雖然目前日本的有機農戶僅占全國的0.5%，但他深信在不久的將

來能達到1%，甚至10%都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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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從農場至餐桌完全屬於有

機的農產品商店－Natural 

House。 

Crayon house 除了提供寬敞明亮

的購物空間，同時也推出有機餐

廳的服務。 

 
 

有機商店琳琅滿目有機產品供

消費者選擇。 

下山局長開心地談論他對有機

產業的憧憬。 

  

物流中心內一隅，牌子標示之地

點即農產品運銷地點。 

本場人員與下山局長在自家物

流中心前合影。 

 

 

五、 日本有機市民農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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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下午一行人至三島市佐野體驗農園參觀見習，經當地

導覽人員介紹得知，農園土地面積約1.5公頃，原為一片荒地，為

配合日本政府活用休耕地的計畫，由政府撥一筆錢委由MOA來規

劃整備，再由市民或企業團體來承租耕作。園區內依市民或企業

等團體耕作情形規劃以下3種不同區塊： 

 

 

區塊 耕作情形 提供服務 

A 區塊 

專為不曉得如何耕作農業

經營的市民所劃設，共有

42 區。 

1. 可隨時向駐園專家請教

栽培技術上相關問題。 

2. 提供堆肥肥料的指導、

耕運及農機具借用等服

務。 

B 區塊 

提供給已有兩三年耕作經

驗的市民來承租，共有 33

區。由於承租該區之市民

已有農業經營的相關概

念，相對地該區塊的收費

也較 A 區塊便宜許多。 

僅提供農機具借用之服

務。 

C 區塊 

專為企業或團體來規劃，

共劃設有 6 區。面積較 A、

B 區塊大，提供服務與 A

區相同。 

1. 可隨時向駐園專家請教

栽培技術上相關問題。 

2. 提供堆肥肥料的指導、

耕運及農機具借用等服

務。 

 

另特規劃有體驗農園2區，提供身心障礙者、幼稚園小朋友及

家人們來親手體驗耕作、栽培、鋤草及採收的樂趣。 

三島市佐野體驗農園於2012年8月1日開園，園區內派駐有專

業管理人員－鈴木 智治先生，承租之市民或企業團體可在開放時

間內到各自承租農地內進行耕作管理或向園方請教營農技術及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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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農機具等事宜。鈴木先生提到設立體驗農園的初衷為希望人們

「透過與自然接觸學習生命的教育」，有些市民承租土地後，一開

始不懂得如何耕作，也毫無有機栽培的概念，園方會定期開設訓

練課程，讓市民們了解有機耕作觀念，且實際落實於生活中，另

外園方會教導大家如何改良土壤及堆肥的製作等技術，若農作物

遭受病蟲害時，園方會建議施用JAS認證的有機資材來防治。 

市民農園更提供了我們意想不到的效果，園方人員向我們說

明，之前有市民在家中和家人是完全沒有互動的，但自從來這邊

進行耕作後，和家人間的談話及互動變多了，家庭美滿或許也是

生命教育的一環。大部分承租這裡的農友是本地人，但也有住在

外縣市的農友，每次來這邊管理農園就要騎1.5小時的腳踏車，幾

乎每2個禮拜來一次，但他樂此不疲。大家一起耕作後都變成好朋

友，還會彼此關心對方的農作物耕作情形，到採收的季節時，這

邊更是熱鬧，大伙會一起來幫忙採收，享受辛苦耕耘的成果。 

接著我們一行人驅車至三島市三田川自然農園，由MOA河野  

剛已主任技術員親自為我們介紹，河野先生提及，三島市市長非

常重視市民的健康及飲食習慣，因此極力推廣健康城市的概念－

「環境及食物健康，人才會健康」。市民對自然農園的反應相當熱

烈，目前該園內劃設的72區塊市民農園已全部客滿，有人還在候

補中，之所以會這麼搶手，是因為這裡遠離塵囂，不僅可讓民眾

可以享受自然無汙染的空氣，並藉由親自進行有機耕作體驗生命

教育的不凡。其實社會中有許多我們看不見的角落，他們是需要

被關心的，河野先生舉例著，許多過動兒、被霸凌的小孩及身心

障礙者等，他們亟需正面的能量來拉他們一把，所以會透過來這

裡耕作、園藝治療、體驗堆肥製作等方法，使他們迎向陽光，獲

得正向思考，MOA會提供技術上的教導及協助，使用自然有機農

法，這對土地土壤是一種尊重，採收時亦能享用到安全優質及美

味可口的農產品。 

有機市民農園的成功要件，除了硬體的搭設，軟體的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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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就是要有「心」。種菜不會可以學，堆肥製作不懂可以問，

初學者種的歪七扭八沒關係，最重要是你的心，一顆對有機農業

執著付出的心。 

 

  

MOA 人員為我們介紹三島市佐

野體驗農園內規劃及耕作情形。 

與 MOA 人員在體驗農園管理棟

前合影。 

  

鈴木先生為我們示範園區內雨

水回收再利用澆灌情形。 

與鈴木先生討論園區內山葵的

栽培管理要點。 

  

河野先生為我們介紹三島市三

田川自然農園經營情形。 

自然農園亦開放給幼稚園小朋

友藉由種植花生而親近自然、體

驗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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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自然農法，不使用農藥和化

學肥料，一切順應自然。 

 

 

三島市佐野體驗農園園區規劃

圖 
 

 

六、 日本有機栽培的普及活動 

MOA提倡由岡田茂吉老師創始的「岡田式健康法」即「淨化

療法」、「飲食法、自然農法」「美術文化法」，朝向落實於人的本

質之醫學（整合醫療）邁進。9月4日上午我們一行人在大仁農場

進行研修，由農業大學校長－陽  捷行博士為我們授課，陽校長

本身是農、醫學界的專家，他認為農學及醫學是可以解決我們周

遭環境教育的問題，深信農學與醫學本來就離不開的「農醫連攜

論」，所以在大仁瑞泉鄉內設有奧熱海療院，並有駐診醫生替民眾

進行治療。 

陽校長指出，自然農法的關鍵在於土壤，他在北里大學擔任

教授時就發現，土讓的肥沃度會影響人的健康。所以要使人們健

康，就要從改良土讓著手，假使都不了解土壤的性質，更遑論大

眾的健康。因此陽校長提出以下概念：土的健康（農）＝人的健

康（醫）。當民眾因為城市的壓力或患憂鬱症來奧熱海療院就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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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醫生並不是開藥給患者食用，而是拿出在地且當季生產的農

產品來給患者品嚐，並搭配園藝療法、岡田式淨化療法等，使患

者得到身心健康與幸福，身體不適症狀自然不藥而癒。 

當日下午我們也親身體驗「岡田式健康法」，淨化療法藉由類

似我國的氣功的治療，讓我們全身的疲憊得以舒緩；園藝療法教

導我們欣賞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連路邊的野花也是有生命的，尊

重自然的一切，將花草種植於盆內，也是另一種生命力的展現；

茶道療法要我們暫時放下忙碌的生活步調，講求慢活樂活，品茗

時感受茶帶給我們身心靈的感受，不亦快哉! 

MOA奧熱海療院院長佐久間  哲也博士指出，現代人生活的

健康及永續觀念為LOHAS（Lifestyles of Health & Sustainability）

簡稱樂活，但這觀念應擴大至社會的層級為SOHAS（Society of 

Health & Sustainability）。根據統計，日本1年約有3萬人自殺，大

部分原因為職場壓力、對社會環境不適應、經濟因素及罹患憂鬱

症和焦慮症等，患者求診時，佐久間院長進行治療時皆從改變飲

食著手，他認為與其說治療，不如說學會讓人們如何生活及追求

品質。 

9月5日下午由MOA自然農法普及員三山  晉博士為我們授

課，講解「關於自然農法的營運管理」，自然農法的精神為「尊重

自然、順應自然」，作物生產者心要正，要對自己生產的農產品負

責任，自然農法與有機栽培不太一樣，自然農法以尊重生命，本

著愛心及耐心照顧作物，早在日本有機農產品JAS之前，MOA就

已推動自然農法。MOA的農民不定期會舉辦觀摩會，互相學習及

討論作物栽培情形，農作物一定要安全他們才會賣給消費者，這

是生產者的崇高意志，三山博士舉例說明，假使有車子不慎掉入

稻田中，這區的稻米農友就不敢賣給消費者，因為他們怕車子漏

油會汙染稻田，連帶影響消費者健康。因此，農友與消費者間互

相信賴，生產者堅持提供安全的農產品，消費者也能享用安心的

食物，除此之外，生產者與消費者間會辦理普及會活動，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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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當面請教農友相關農業及作物栽培的問題，以增進交流。三山

博士指出，自然農法的關鍵為注重生活的模式及態度，透過農業

做一個抱著夢想與生存意義的生產者，珍惜自然與生命，從事創

造性的農業，且時常留心地產地消活動之推行。 

 

  

MOA 農業大學校長陽博士指

出，自然農法的關鍵在於土壤。 

本場人員與陽校長在大仁農場

研修棟中合影。 

  

MOA 農園課人員為我們介紹大

仁農場環境及作物種植概況。 

每塊田區前皆有該項作物栽培

曆，以利管理者進行經營管理。 

  

大仁農場有機商店內地產地消

的栗南瓜(￥250/粒)。 

本場人員與茶道療法士在茶藝

教室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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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蘊含大自然生命力，可稱為自

然美的結晶 

佐久間院長進行治療時皆從改

變飲食著手，使患者達到身心靈

健康 

 

伍、心得及建議 

一、 日本有機農業在經營上有著與臺灣相同的困境，受到高齡

且少子化之影響，許多農業經營上的問題，例如人力、栽

培技術及經驗的傳授等缺口，這幾年間已漸漸浮現。建議

政府提高青年回鄉營農的誘因，不再只是資金貸款及優惠

利率的提供，更要從技術面的教導、經營面的設施機械補

助及產銷面的媒合通路等，完善的規劃且落實，方能留住

有心從農的青年。 

二、 相較於日本，台灣農民取得有機栽培書籍資料，只能付費

購買，無法從網路免費下載使用；另外如「台灣有機農業

技術要覽」涵蓋太廣(作物、畜產及水產)，全部內容非一般

農友所需，農友只要自己栽培項目即可，而日本目前完成

之「有機栽培技術指南」有葉菜類篇、水稻及大豆篇、果

樹及茶篇等 3 本，農友可以下載每本書或下載自己想要的

章節。建議台灣可將有機書籍分類放置於網路，免費提供

有意從事有機栽培者下載使用，促使有機栽培者能獲得標

準且完整的栽培管理資訊，方能加速有機栽培推廣及有機

栽培普及化。 

三、 台灣政府及日本政府核准使用在有機農業病蟲害管理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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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差異有：(1) 有機病蟲害防治用物質政府使用名稱：在日

本有機病蟲害防治用物質使用「有機 JAS 容許使用農藥」，

在台灣有機病蟲害防治用物質使用「病蟲害防治資材」，日

本直接使用「農藥」二字可能易引起消費者負面反應，台

灣這方面用詞較佳。(2)使用之病蟲害防治物質是否詳列：

在日本正面表列病蟲害防治物質名稱種類，在台灣病蟲害

防治「技術及資材」混在一齊說明較不易區分，另外病蟲

害防治物質只有部份正面表列，較不清楚，建議此部份應

明確區分列出。(3) 使用之病蟲害防治物質是否清楚標示使

用：在日本除了正面表列可用之病蟲害防治物質，並在「有

機 JAS 容許使用的農藥一覽表」，詳列適用作物、適用病蟲

害、藥劑名稱、稀釋倍數、使用量、使用時期、使用次數、

使用方法、劑型及注意事項等操作事項，方便種植不同有

機作物農民選擇及使用調配；在台灣大部分「病蟲害防治

資材」，只提到物質名稱未提到防治適用作物、適用病蟲害

及如何使用等操作事項，這部份台灣完全欠缺，有待強化，

以方便有機栽培者操作使用。 

四、 日本 MOA 自然農法首重自然循環之原理，強調土壤為中心

的土壤培育、適地適種、當地當季、儘量自行留種等自然

栽培農法，雖然日本有機栽培病蟲害管理可使用「有機 JAS

容許使用農藥」，但日本 MOA 自然農法所屬農友及農場，

栽培期間幾乎不使用「有機 JAS 容許使用農藥」防治資材，

而在台灣有機農業則重視有機資肥料之使用及病蟲害非農

藥防治之資材應用，相較常忽略土壤之培育，此為台灣有

機與日本 MOA 自然農法之最大差別所在。 

五、 現實的社會中，在公車上、捷運裡或與家人相處的時光中，

您或許看到的景象是大家猛當低頭族，自顧滑著手機，人

與人之間的情感就這麼疏離了。日本的市民農園除了讓大

眾體驗了解自然農法的本質意涵外，我覺得它更提供了一

個可以和家人及親戚朋友互動的場所，藉由尊重自然、順

應自然學習生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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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體驗「岡田式健康法」的過程中，我突然領悟到 MOA 的創

立精神：自然農法、飲食、藝術及醫療等三大核心理念，

是大自然與人類共生，確保生命安全，以真、善、美為基

準所構築而成的恆久和平理想世界，也是「美」的世界。 

七、 在臺灣有許多人受到 MOA 精神所感動，認同所推廣的理念

與價值，也透過自家的農耕方式實踐。最後以岡田茂吉老

師提及人類存在的意義說到的：「我們帶著與生俱來的個

性、知能與體能，活用自然界的一切，讓所有生命發揮光

輝」。讓我們一起為臺灣的有機農業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