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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每年輔導台灣區冷凍蔬果工業同業公會，邀請日本

農產官方及客戶，於東京舉行「日台冷凍農產品貿易懇談會」，其目在藉由

雙方交流，瞭解日本官方農產新政策及日方市場動態，爭取日本冷凍蔬果進

口商及零售商對台灣冷凍蔬果安全與安心的信賴，以提升台灣毛豆產業及其

他冷凍蔬果之競爭力，並收集相關資料，俾利國內農政單位及業者因應參考

。因 COVID-19 疫情影響，「日台冷凍農產品貿易懇談會」已停辦 3 年，這 3

年來台灣冷凍毛豆產品外銷數量也減少了 11.2%。本次出國目的主要是參加

「2023 年日台冷凍農產品貿易懇談會」，並於會議中專題演講發表「毛豆新

品種高雄 13 號〜綠水晶｣，並向日本業者及媒體推銷台灣安全優質的毛豆產

品，提升產業競爭力，並參訪靜岡縣 MOA 大仁有機農場觀及考察日本蔬菜

種苗及冷凍蔬果市場，了解日本農產品市場的動向，也藉此機會，搜集日本

毛豆品種及機能性產品相關資訊，作為擬訂育種及產業輔導策略，期望新開

發的毛豆品種及機能性產品更具國際市場的竸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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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日本是台灣農產品出口第一大國，以蝴蝶蘭、冷凍毛豆、香蕉、芒果、

菊花為主。台灣毛豆產品輸日迄今已有 53 年歷史，是具有競爭力的外銷型

產業，近 10 年來，平均年外銷約 4,711 萬美元的產值，台灣毛豆產品 2019

年外銷量曾達 38,915 公噸，產值 8,454 萬美元，創 29 年來新高。因受 COVID-19

疫情影響，日本冷凍毛豆產品的進口數量三年來減少 17.2%，而台灣毛豆產

品 2022 年外銷數量 34,550 公噸，產值 7,808 萬美元，較 2019 年僅減少 7.6%

，主要銷往日本占 81.1%，其餘則銷往美國、加拿大等 25 個國家，其中冷凍

毛豆產品產值在日本的市占率 46.1%，已連續 15 年銷日冠軍，分別為競爭對

手中國及泰國輸日產品的 2.07 及 1.72 倍。使得台灣毛豆產品未因日本加強

農藥殘留檢定及進口量大幅減少，而受到影響，反而在日本進口量的市占率

從 2007 年的 33.0%提升至 2022 年的 42.2%，進口產值市占率從 2007 年的 36.6%

提升至 2022 年的 46.1%，平均每公斤價格 308 日圓，較中國 239 日圓價值高

28.9%。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 )每年輔導台灣區冷凍蔬果工業同

業公會(以下簡稱台灣區冷凍蔬果公會 )，邀請日本農產官方及客戶，於東京

舉行「日台冷凍農產品貿易懇談會」，其目在藉由雙方交流，瞭解日本官方

農產新政策及日方市場動態，爭取日本冷凍蔬果進口商及零售商對台灣冷凍

蔬果安全與安心的信賴，以提升台灣毛豆產業及其他冷凍蔬果之競爭力，並

收集相關資料，俾利國內農政單位及業者因應參考。本次出國目的主要是參

加「2023 年日台冷凍農產品貿易懇談會」，並於會議中專題演講發表「毛豆

新品種高雄 13 號〜綠水晶｣，並向日本業者及媒體推銷台灣安全優質的毛豆

產品，提升產業競爭力，並參訪靜岡 MOA 大仁有機農場觀及考察日本蔬菜

種苗及冷凍蔬果市場，了解日本農產品市場的動向，也藉此機會，搜集日本

毛豆品種及機能性產品相關資訊，作為擬訂育種及產業輔導策略，期望新開

發的毛豆品種及機能性產品更具國際市場的竸爭力。  

 

二、工作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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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加成員  

姓   名  服務機關（單位）  職   稱  

周國隆  農委會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研究員兼  

旗南分場分場長  

侯秉賦  農委會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助理研究員  

（二）參訪期間  

3 月 26 日(日) 屏東－高雄國際機場－日本成田機場－東京都  

3 月 27 日(一) 東京都－靜岡ＭＯＡ大仁有機農場－東京都  

3 月 28 日(二) 東京都－品川參加日台冷凍農產貿易懇談會－東京都  

3 月 29 日(三) 東京都－琦玉 JA 花園考查種子市場－東京都  

3 月 30 日(四) 東京都－考查日本冷凍蔬果市場現況－東京都  

3 月 31 日(五) 東京都－成田機場－高雄國際機場－屏東  

 

三、參加 2023 年日台冷凍農產品貿易懇談會  

「2023 年日台冷凍農產品貿易懇談會」是由農委會經費補助，台灣區

冷凍蔬果公會策劃執行，今年已邁入第 29 屆。在台灣貿易中心東京事務所

大力協助下，於 2023 年 3 月 28 日下午 3 時假日本東京都品川王子飯店 15

樓「トパーズ」 (托帕廳)召開(圖 1 左)。應邀參加之日方代表包括日本輸入

冷凍野菜品質安全協議會(以下簡稱日本凍菜協議會)代表 4 名，日本一般財

團法人食品檢查（以下簡稱日本食品檢查協會）代表 2 名、日本食品業界代

表 78 名、日本食品產業新聞媒體記者 9 名，合計日方參加人數為 93 名。台

灣與會人員為台灣經營冷凍農產加工食品出口廠商代表計 41 人，列席貴賓

包括經濟部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經濟組林春壽組長、蔡淳瑩次長（農委

會派駐日本代表）、周立前組長、農委會高雄區農業改良場周國隆分場長、

候秉斌助理研究員，台灣貿中心則有鄧之誠所長率同沈若芬次長、林冠芝經

理協助本次懇談會會務，計台灣代表出席人數達 48 人，使日台雙方參加本

次懇談會總人數多達 141 人。會議開始時，首先由我方冷凍蔬果公會魏東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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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及台灣貿中心鄧之誠所長及分別代表台方主辦單位，對日方來賓於百

忙中撥冗蒞臨本次會議，表示歡迎及感謝之意，再請日方代表、貴賓及台方

指導貴賓致詞，緊接著進行專題演講及台灣冷凍農產品春季預定供應概況，

最後雙方針對毛豆等冷凍產品的問題進行交流。其內容摘要如下：  

（一）台灣區冷凍蔬果公會魏東啓理事長歡迎詞表示(圖 1 右)：首先感謝關

心台灣冷凍農產品之凍菜協、日台業界、媒體能在百忙之中出席本次

懇談會，本活動承蒙許多貴賓賞光蒞臨，感到十分榮幸。回顧上次會

議時已經是 2019 年了，在這波新冠疫情的幾年之間，大家減少人們

的接觸，導致消費力下降，又因俄羅斯及烏克蘭的戰爭，導致糧食及

飼料不足，加劇通貨膨脹導致日幣大幅貶值的情形，種種情形都不利

消費市場。回顧 2022 年日本共進口 65,715 公噸，其中台灣有 27,699

公噸，台灣的占有 42.15.%，穩定的領先泰國及中國，位居第一位，

但相較 2019 年台灣輸日數量的 31,925 公噸，減少了 4,226 公噸，希望

在 2023 年年終可以維持 2022 年的數量，不再往下降。等一下的演講

我們有請到高雄區農業改良場周國隆分場長演講高雄 13 號，高雄 13

號為 2022 年發表，相距高雄 9 號發表為 2006 年，差距已經有 16 年了

，我們相當期待這個新的品種。一般社團法人食品消費者指南 (FOOD 

COMMUNICATION COMPASS)森田老師主講針對食品安全．食品標示

之最新動向及消費者趨向之變化，可以讓我們更清楚食品標示及消費

者的想法。最後期待台日雙方業者能繼續合作，讓毛豆能繼續出口到

日本，雙方間的合作能更加的蓬勃發展，感謝大家。今後期待各位能

不吝賜教。  

（二）台灣貿易中心東京事務所鄧之誠所長歡迎詞表示：大家好！非常感謝

各位在百忙中來參加會議。依據台灣政府公布，2022 年台灣 GDP 成

長率 2.45％。台灣行政院預期受到嚴重的通貨膨脹、烏俄戰爭所影響

，景氣將放緩，2023 年預估占台灣經濟成長率為 2.12％。而在去年全

球經濟前景大環境並不是這麼良好的情形下，台灣的冷凍食品在業界

先進努力之下，交出一份亮眼的成績單。根據日本冷凍食品協會所發

表 2022 年的統計速報顯示，台灣輸日冷凍毛豆數量有 27,960 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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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43.5%，大幅領先第二名的泰國（占 27.8%）及第三名的中國（占

23.9%）。台灣毛豆產品可以說是日本市場不可或缺的存在。台灣所生

產毛豆多加工為冷凍產品外銷，80%以上都銷往日本。毛豆可說是日

本飲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環，而台日間的毛豆貿易更是已經持續超

過 50 年的歷史。個人也期待台日雙方在未來開發第三國以上市場的

合作將更有空間，在堅定而確實的行動之下開展出更多的可能性。在

此也希望日本朋友們能繼續給予台灣業者支持協助，台灣貿易中心戮

力於台日貿易發展，竭誠為各位服務。最後謹祝福與會的諸位貴賓身

體健康、事業興隆，謝謝大家。  

（三）日方代表－日本凍菜協議會川崎會長致詞表示(圖 2 左)：鄧所長、魏

理事長以及今天蒞臨會議的各位，午安。大家好！我是目前擔任輸入

冷凍蔬菜品質安全協議會（凍菜協）會長同時也在日冷任職的川崎。

首先對於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東京貿易中心以及台灣區冷凍蔬

果公會費心籌備這場會議，表達由衷感謝。從疫情爆發迄今已經過 3

年，隔這麼久能夠再見到大家，感到十分高興。2020 年日本外食產業

市場因為受到疫情影響，從台灣進口的毛豆數量也有所減少，但所幸

在 2022 年之後，隨著外食市場的復甦，台灣毛豆輸日數量所幸也有

所增長。我認為這正是在台日雙方業者堅定地合作之下，方能挺過疫

情這段艱苦時期。隨著後疫情時代到來，能夠在此與各位碰面，儘管

還是有一些問題有待解決，我希望能以今天的活動為契機，朝著更大

的發展與未來，一起攜手前進，請大家繼續給予指教，謝謝。  

（四）台方代表－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經濟組林春壽組長致詞表示：台

日雙方的貴賓大家好！今天能受邀參加貿易懇談會，個人深感榮幸與

感謝。由於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大家都經歷過一段辛苦的日子。非

常高興今天大家能再次齊聚一堂、共襄盛舉。日本是台灣冷凍農產品

的重要貿易夥伴，從 2022 年統計數字來看，台灣外銷冷凍農產品金

額有 8,098 萬美元，其中輸日達 6,541 萬美元，占整體出口金額的 81

％。在台灣輸日的眾多冷凍農產品中，毛豆無疑是量值最高的。聽聞

這個貿易懇談會今年已經是第 29 屆，透過這個會議，台日雙方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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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交流並了解目前日本市場的最新狀況、台灣最新的毛豆品種育成

情報等，已贏得日本市場口味、獲得日本消費者青睞。即使面對泰國

及中國毛豆的低價競爭，台灣毛豆仍然連續 15 年穩居日本市場市佔

第一的寶座。如今冷凍毛豆出口日本是一個非常成功的案例，可以做

為其他農產品輸日的典範。我們可以說台灣毛豆是在座各位的努力之

下，才能有如此成績。如今疫情趨緩，衷心期盼台灣的冷凍農產品能

在各位建立的基礎及引導上，有更進一步的發展。最後謹祝福各位貴

賓身體健康、事業有成，台日間關係更上層樓，謝謝大家。  

（五）日方代表—日本凍菜協議會佐藤勝彥副會長致詞表示：大家好！首先

我要向籌辦本次活動的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東京台灣貿易中心

及台灣區冷凍蔬果公會表達誠摯的謝意。對於今年總算能夠面對面的

交流、舉辦活動，感到十分高興。眾所周知，在 2020 年之後，不光

是本活動，很多其他活動被迫暫停，各方面的交流都無法進行。在這

段時間雖然透過視訊等線上方式，可以進行工廠督導、開會等，但在

一些細節上的溝通還是有困難之處。依據日本筑波大學教授的研究，

在人們溝通交流之時，如果彼此腦波能同時產生相同波長的話，在溝

通時能更加順暢，也能夠激發潛力，在溝通時，能獲得更好的成果。

而腦波要能產生相同的波長，有三個條件，一是彼此抱持相同目的，

第二是共度相同時光，此二點在線上遠端方式可以呈現，但是第三條

件必須共處同一空間，而這是只有像這次這樣面對面交流曾能夠實現

。我們在過去與台灣朋友努力合作致力於台灣冷凍蔬菜的發展，雖然

在過去幾年沒辦法實現面對面交流，但今天能夠在此與各位相聚，相

信我們的腦波可以發出同樣的波長，一起找到新的發展道路。最後謹

祝福台灣的朋友身體健康、事業發達。  

（六）日方代表—日本食品檢查協會瀧澤和宏理事長致詞表示 (圖 2 右)：大

家午安！受到疫情影響，台日間的農產品貿易懇談會已經暫停一段時

間，今天是疫情前最後一次舉辦的 2019 年以來，已經時隔 4 年。能夠

再次舉辦，個人感到十分高興。適才凍菜協的會長及副會長已經向大

家說明，從 2004 年凍菜協成立以來，日本食品檢查協會就擔任事務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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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近年來我們也接受世界各地食品輸入日本之前的通關前檢查，平

均每年有 33,000 件。當中當然也包括來自台灣的冷凍毛豆及菠菜等冷

凍蔬菜，在去年及今年都沒有發生違反日本衛生法的件數。自去年起

，日本一般業務用冷凍蔬菜需求正在復甦，從台灣進口的毛豆在幾乎

所有餐廳都可以看到。居酒屋客潮也慢慢回籠。今年可望恢復甚至是

超越疫情前水準，迎來更大的市場需求。不管是家庭用或是業務用的

冷凍蔬菜，在今後有很大部分必須要仰賴進口，這也需要台日冷凍蔬

菜業者的密切配合。期待台灣業界朋友能一如既往繼續提供給日本安

全安心高品質的冷凍蔬菜。最後祝福今天出席會議的所有朋友身體健

康、幸福平安，同時也祝福台日間關係繼續發展。  

（七）台方代表－台灣區冷凍蔬果公會林滄智前理事長致詞表示：台日雙方

的貴賓大家好！首先向台日的各位朋友問好，今日能參加這個會議真

是感概無限。個人開始從事毛豆工作已經是 55 年前，剛開始時，每

年外銷日本僅有 500-1,000 噸，經過數年努力，成長到數千噸。時至

今日，台灣每年輸日毛豆可以達到 35,000-38,000 多噸，這是讓人欣喜

的成績。而在這段期間，台灣除了毛豆外銷數量的增加，在種植方面

也實現了機械化並且在品質上有非常顯著的提升，而與日方在農藥使

用上也進行合作，時至今日，不僅是日本，在世界各國，毛豆都被公

認為是一個很有營養的食物。2000 年美國 FDA 曾發表將毛豆列為非

常有營養價值的農產品。個人在 8 年前退休了，目前是擔任亞細亞食

品公司的會長，在 77 歲退休。在過去三十多年間，每年都在 3 月時

來日本賞櫻，同時也參加這個懇談會。今天能夠參加真是非常高興。

另外想跟大家談的是，除了毛豆外銷狀況之外，也想談談 10 年、20

年後的問題，比如說氣候變遷的影響，地球暖化影響鯖魚、海膽產量

，而台灣近幾年也發生乾旱，尤其是今年久旱不雨，隨著氣候變遷，

未來毛豆的種植有可能會移到九州或北海道。而最近比較熱門的話題

就是減碳，例如由台灣種植毛豆再銷往美國西岸，在減碳或是運費上

都是耗費，或許未來可能會在當地種植毛豆以供應當地市場。以上是

個人的一點想法在此提出與各位共享。今天很高興有機會能參加懇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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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我也期盼今天懇談會活動在日台雙方交流中，成為一個有意義的

活動，感謝大家。  

（八）日方專題演講：由「一般社團法人 FOOD COMMUNICATION COMPASS

」的代表森田滿樹女士(圖 3 左)，以「針對食品安全．食品標示之最

新動向及消費者意識之變化」為題，其演講內容主要分為一是食品安

全的動向，二是日本食品標示的最新動向，三是日本消費者的最新變

化等三方面，摘述如下：  

去年台灣輸日毛豆產品均未違反食品衛生法相關法令，而食品衛

生法在 2018 年做了修正，距離上一次修正的 2003 年，已經經過 15 年

，這段時間由於進口食品大量增加，有全球化的趨勢。另外為了在東

京舉辦 2020 年奧運會，日本政府鼓勵日本食品外銷，在這個大環境之

下，日本決定將合乎國際基準的 HACCP 系統予以制度化、義務化。

此外，也建立更完善的食品安全管理系統，比方說針對健康食品進行

更嚴厲的規範，包括廣告表現及食品自主回收的通報制度。這個修訂

後的食品衛生法，於 2020 年正式生效。2018 年食品衛生法修法，主

要修法重點有 7 個項目。當中最受矚目的有 2 點，一個是將遵循 HACCP

衛生管理與以制度化，透過修正法令可以改善食品衛生的管理，這也

是消費者最重視的。這方面是在 2020 年 6 月 1 日開始實施，生效後有

1 年的過渡時期。另一個重點是第 4 點，在食品包裝容器上採取正面

表列制度，如在冷凍食品包裝及機器設備等進行了相關的規範，這將

有助於提升食品安全性。其實在日本 HACCP 於中小企業還不太普及

，各位可以從右下角看到，但隨著 2021 年 6 月的制度化措施，目前普

及率正迅速上升中。日本的 HACCP 制度，包括了基於 HACCP 的衛生

管理”和“導入 HACCP 理念的衛生管理”，在出口方面則要求須符

合“HACCP +α”，也就是出口時要合乎歐盟或是美國對於進口食品

的要求。新的修法重點第 7 點中，確保進口食品安全性→依循 HACCP

的衛生管理與乳製品、水產品、肉製品添附衛生證明書，成為進口必

要條件，藉此以強化進口商品安全性。接下來向大家說明日本如何加

強管理進口食品安全性，主要藉由 3 個措施。包括在出口國的安全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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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進口時通關口岸的邊境管理、日本國內採取措施。在進口食品監

測體制方面，在生產國當地透過了解農場管理，在生產國是否有進行

檢查，並透過兩國雙邊協議方式來進行確認。農產品輸日後由檢疫站

進行審查，審查主要分成 2 類，一類是監視檢查，另一類是命令檢查

、指導檢查、行政檢查。如果是第二類則必須在檢查結果出來後，才

能進口到日本市場，在市面流通。食品進入日本國內後，在日本銷售

流通時，各地的日本地方政府也會監督。以上所述，透過這三方面的

監督來維護進口食品安全及消費者的安心。接下來介紹【進口邊境對

策】，由遍布全國各地的 32 處檢疫站執行監管。不知道台灣業者所生

產的毛豆產品都是由哪一個檢疫站進來？在進口邊境查驗體制，主要

分為 4 個部分，首先是最底下的監視檢查，往上稍微嚴格一點的是強

化性的監視監察，如果還是有不合格發生就會上升到更嚴格的命令檢

查，若命令檢查還是發生問題，就會概括性的禁止進口，也就是由下

向上，越來越嚴格。2021 年日本食品進口申報件數是 246 萬件，其中

查驗件數有 20 萬件。命令檢查有 66,000 件，監視檢查有約 50,000 件

，指導檢查有 87,000 件。此 20 萬件中違反者約 800 件，僅約為 0.03

％。其中由監視檢查變更為強化監視檢查的品項，有 35 個國家及地區

的 63 品項，例如：中國產毛豆的待克利 Difenoconazole、越南產香蕉

的環克座 Cypermethrin 及達滅芬 Dimethomorph、韓國產香瓜的撲滅寧

Procymidon 等；被變更為檢查命令的品項，有 22 個國家及地區的 28

品項，例如：中國產紅辣椒的普克利 Propiconazole、越南產榴槤的撲

滅寧 Procymidon 、緬甸產綠豆的賽速安 Thiamethoxam n 等。台灣產毛

豆產品輸日沒有違反違法案件發生，個人覺得這是很棒的成果。世界

上每個國家對於進口食品安全規範不一，但要輸出食品到對方國則必

須要遵循輸入國規範來進行生產並辦理進口等相關手續。台灣生產的

毛豆在生產時，由農藥的使用到各種安全性的管理，這個過程是生產

者必須要負責承擔的。在厚生省與地方政府為了管理食品安全必須制

訂各式各項的相關規定，同時也要對於進口食品、食品工廠、餐廳等

進行監管，確保食品安全。至於享用食品的消費者必須要正確並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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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掌握食品相關資訊，消費者也必須適切的對待食品，例如：消費者

自賣場採購毛豆，車內溫度高，回家後必須儘快將毛豆放置於冷凍庫

，以維持食品品質。要如何適切去處理食品是消費者應該要去了解承

擔的。消費者在選購冷凍食品時應該要看食品標示，例如選購毛豆，

看到台灣產毛豆就能夠知道這是台灣產品，是高品質、安全安心的。

我想這是各位業者希望看到的，也是各位努力的成果。近來氣候變遷

問題受到各界矚目，食品安全供應有受到各國重視。而食品安全供應

除了要確保食品可以國產供應之外，如何能安定持續地從國外進口也

是非常重要的。在食品科技上，針對優質蛋白質供應，毛豆是十分具

有發展性的農產品。由過往實際例子可知，日本消費者對於食品安全

十分重視，若發生問題則很快會被消費者排斥，所幸台灣毛豆在台灣

各位業界朋友努力之下，是具有高安全性的農產品。  

（九）台方專題演講：由高雄區農業改良場周國隆分場長 (圖 3 右)，以「毛

豆新品種高雄 13 號〜綠水晶」為題，主要演講內容有四項：1.台灣毛

豆外銷 50 年的過程及產業變化；2.毛豆新品種｢高雄 13 號〜綠水晶｣

的特性及產量表現；3.毛豆新品種｢高雄 13 號〜綠水晶｣機械化精準生

產表現；4.毛豆新品種｢高雄 13 號〜綠水晶｣授權及外銷日本策略。  

專題演講後由冷凍蔬果公會豆類小組楊煜德召集人報告台灣冷凍農產

品春季預定供應概況及雙方針對毛豆等冷凍產品的問題及專題演講內容進

行交流，如毛豆春作產量、新品種、種子採收機械傷害損失、連作障礙、病

蟲害、農藥殘留問題及日本食品安全．食品標示修法之最新動向、消費者意

識變化及冷凍毛豆產品輸入日本關稅相關問題做相互交流。最後由日方日本

東洋水產株式會社執行役員品質保證部安田俊隆部長及公會前理事長蔡敬

虔董事長在閉幕中致詞，也為此次懇談會畫下完美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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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023年日台冷凍農產品貿易懇談會假東京都品川王子飯店召開(左)及魏理事長在會中

致歡迎詞(右) 

  

圖 2. 日本凍菜協川崎會長(左)及日本食品檢查協會瀧澤和宏理事長在懇談會中致詞，並報

告日台雙方在冷凍農產品產銷貿易所面臨的問題 

  

圖 3. 日方由「社團法人 FOOD COMMUNICATION COMPASS」的森田滿樹女士(左)以「針

對食品安全．食品標示之最新動向及消費者意識之變化」為題及台方由本會高雄區

農業改良場周國隆分場長(右)以「毛豆新品種高雄 13 號〜綠水晶」為題，在懇談會

中進行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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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訪靜岡 MOA 大仁有機農場 

依據公益財團法人農業環境健康研究所 (https://iame.or.jp/)網站資料顯示

，日本岡田茂吉協會 (Mokichi Okada Association, MOA），包含一般財團法人

MOA 健康科學中心、公益財團法人農業環境健康研究所及一般社團法人

MOA 自然農法文化事業團等機構。其中 MOA 公益財團法人農業環境健康研究

所於 2013 年成立，係由 1981 年的財團法人環境科學綜合研究所更名而來。所內於

1982 年設立大仁有機農場，至今已成立超過 40 年，位於静岡県伊豆の国市，這是

一處占地 100 公頃的試驗農場，標高約 310〜440ｍ。該所認為現代農業面臨資源

保護、環境保護及糧食生產安全等課題亟待解決，故以「尊重自然、順應自然」

的方式確保農業的永續經營，為該所核心價值。該所設有自然農業展示，並提供

自然農業教育指導，除了關心人們身心健康和思考未來的生產者外，也投入資源

節約型及低投入農業生產模式。故特地前往觀摩學習，本次參訪以公益財團法人

農業環境健康研究所及大仁農場為主，並與研究人員交流討論，希望對台灣有機

農業試驗研究有所助益。 

（一）公益財團法人農業環境健康研究所及大仁農場簡介 

依據公益財團法人農業環境健康研究所自然農法大學校

(https://izu.biz/bioken/daigaku/daigaku.html) 網站資料顯示，公益財團法人農業環境

健康研究所開辦自然農法大學校，校內則以大仁試驗農場(Ohito Experimental 

Farm)為主要研習地與田間實習場所(圖 4 左)，研習修學年限為 1 年，所需學費、

住宿費、飲食費等 1 年間總額約為日幣 100 萬元，並且招收海外學生。目前有一

位中興土壤環境科學系畢業生在此研習自然農法。該所除以自然農法大學校為

教育研修，培育自然農法農人外，也進行技術開發與調查研究的工作，研究調

查主題分別是:培育適合可持續農業的水稻品種、田間連作等的示範栽培，土壤

、農作物、農產品及生物多樣性等的調查研究。此外，也向大眾開放可持續農

業的展覽場，並舉辦學習會和研討會。除大仁農場外，為了評估全國種植技術

和其他設施的適應性，在全日本尚有 8 個研究農場（名寄（北海道）、秋田（秋

田）、長野阿南（長野縣）、白山（石川縣）、福知山（京都府）、鳥取（鳥取縣

）、鹿兒島（鹿兒島縣）和荻見（沖繩縣））與大仁研究農場合作(圖 4 右)。大仁

https://iame.or.jp/
https://izu.biz/bioken/daigaku/daigak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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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場開設於 1982 年，總面積約 100 公頃，耕作面積約 11 公頃，由數位研究人員

與講師負責授課與試驗管理，栽培品項包含:蔬菜、茶樹、水稻、果樹及花卉。

此外，尚有飼養雞隻。 

 

  

圖 4. 大仁農場內自然農法大學校實習場所及全日本 8 個合作農場地理位置圖(圖片取自

農業環境健康研究所網路) 

（二）MOA 自然農法研習 

本次研習行程，承蒙農業環境健康研究所所長同時也是教育研修部部長谷

口曜夫(Teruo Taniguchi)博士及研究部次長田渕浩康(Hiroyasu Tabuchi)博士親自接

待解說(圖 5)。尤其谷口博士更親自至熱海車站迎接，令人十分感動。 

MOA 推動食運動、自然農法及綠色市場，並且也推動農醫連攜的預防醫學。

MOA 認為環境中包含自然農法與健康醫學，連結兩者才能促進人類健康。現代

人的文明病不少，尤其精神與胃腸方面的問題更多，MOA 除倡導園藝治療外，

也提倡岡田式健康及飲食療法，順應自然的生活模式，可消除現在因工作環境

帶來緊繃的心情。故在此處也設有奧熱海療院，分別以淨化療法、自然食(自然

農法)、運動療法、美術音樂療法及園藝療法達到維護人類健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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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本場侯秉賦助研員(中)與 MOA 公益財團法人農業環境健康研究所谷口曜夫所長

(左)及研究部次長田渕浩康博士(右)交流 

 

MOA 自然農法所在地原作物為茶樹，土壤貧瘠不適耕作，故一開始即以施用有

機質肥料培養地力，近年來因土壤性質極佳，已不再施用肥料。MOA 提供農友土

壤診斷資訊，也進行連作試驗，將試驗區分為化學肥料區、牛糞堆肥區及草質堆

肥區 3 大區，每大區分為三小區即三重複，每小區分別種植 1.甘藍連作、2.蘿蔔連

作、3.毛豆與小麥輪作，比較 3 種不同施肥條件下對各種蔬菜連作及輪作的影響（圖

6）。 

 

圖 6. 大仁有機農場長期連作試驗田區及試驗處理說明 

 

經 5 年連作試驗結果顯示，化學肥料區土壤化學性質最差，牛糞堆肥有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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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交換性陽離子。經 10 年連作試驗資料顯示，甘藍產量在化學肥料區、牛糞

堆肥區及草質堆肥區三者間差異不顯著，但牛糞堆肥區及草質堆肥區兩者對甘

藍連作區的菌核病及立枯病的發生有減少的現象，並且拮抗菌則在草質堆肥區

較化學肥料區有明顯增加的現象。螢光性假單孢菌(Pseudomonas fluorescent)及絲

狀真菌在自然農法區均較慣行化學肥料區為多。抗菌活性與抗菌指數亦以自然

農法區較慣行化學肥料區為高。此外，在 2014-2015 年的甘藍田區觀測到氧化亞

氮(N2O)在化學肥料區顯著高於草質肥料與牛糞肥料區，而甲烷(CH4)的吸收則以

草質肥料區顯著高於牛糞肥區與化學肥料區。地下水的監測發現，化學肥料區

的硝酸氮濃度比牛糞堆肥區及草質堆肥區均高近 10 倍，這樣的結果顯示，有機

操作可以比較有效率地減少溫室氣體釋放。 

此外，MOA 鼓勵農友自家採種，原因是現代品種係依靠化學肥料與農藥使

用而育成，不適合自然農法少肥栽培的概念。故 MOA 在全日本各地希望培育適

合當地自然農法的水稻品種。此外，MOA 自然農法在日本、台灣及泰國等地操

作驗證，均較慣行農法有較高的生物多樣性。近年來，該所特別注重土壤物理

性質跟作物根系伸長探討，並認為若根系延伸至土中可達 1 公尺，則有助於吸

收更多的礦物質，而使植物更為健康，並可抵抗環境逆境因子，此論點也出乎

意外地與 1947 年創立的羅代爾研究所(Rodale Institute)的觀點幾乎一樣。因此總

結土壤健康可使作物健康，然後人類才能有健康的生活，最後三者皆互相影響

環境健康。 

 

 

圖 7. 谷口曜夫博士以示意圖說明土壤物理性質在作物栽培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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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MOA 自然農法研習心得 

在臺灣有兩個與日本 MOA 關係密切的團體，其一是中華民國 MOA 協進會，

目前是由月足吉伸(Yoshinobu Tsukiashi)先生擔任理事長，主要是岡田氏健康法推

廣機構; 另一則是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金會，董事長謝森展先生，為我國有機驗

證單位之一。此兩單位任務目標均涵蓋推廣日本 MOA 自然農法栽培，對推廣有

機栽培不遺餘力。據資料顯示，西元 1951 年 MOA 創辦人岡田茂吉與美國有機

農家 J・I・羅代爾(J. I. Rodale) 交流，向美國介紹日本有機農業。巧合的是，MOA

與羅代爾研究所(Rodale Institute)皆有長期有機栽培試驗，更巧的是，兩者的肥料

處理試驗幾乎一樣，都是比較慣行化學肥料、牛糞肥料與植物性肥料對作物生

長與土壤的影響。差別僅在於 MOA 做的是連作，而 Rodale 做的是輪作。從 MOA

的甘藍連作田資料看起來，經長期的連作，三種肥料的處理產量皆相近，此情

形與 Rodale 輪作的玉米田的有機牛糞區的產量最高，有明顯不同。再對照本場

的長期輪作資料可發現，甜玉米的產量有機區呈現上升狀態，而慣行化學區則

有下降的趨勢。因此，綜合上述三者長期的試驗結果，使用有機質肥料不僅有

助維持土壤地力，也較能維持農業永續栽培。 

此外，在臺灣仍有不少的專家及農友認為，日本及歐美國家，因冬季下雪，

導致蟲害較為輕微，有機栽培較為容易，而臺灣要施行大面積有機栽培困難度

仍相當大。不可否認臺灣氣候溫暖潮濕，病害發生嚴重且昆蟲繁殖速度快，有

些特定作物(例如芒果及蓮霧等熱帶果樹)採用有機栽培生產模式仍有相對難

度。然而盤點大面積(超過 10 公頃)有機栽培作物種類，水稻、鳳梨及毛豆等均

有成功案例。MOA 谷口所長表示，有機栽培在熱帶國家絕不是問題，MOA 在泰

國與巴西皆有合作農場，可大面積生產有機產品。其實只要有心，就算現在有

機栽培覺得困難重重，可從品種與改變環境著手，應該能尋找出合適的有機栽

培方式。谷口所長亦表示，適時適地適種的概念十分重要，熱海地區的山谷中

因冬季氣溫較高，故可以栽培柑橘，甚至是檸檬，然而接近山頂則無法栽培此

類作物。農地可以改良，但若能選擇適合當地的作物及品種，則可以有更好的

產量表現，故 MOA 也正在全日本各地努力篩選適合有機栽培的水稻品種。此點

值得台灣有機農業深思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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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本蔬菜種苗及冷凍蔬果市場調查 

JA 花園農産物直売所 (圖 8 左)位於埼玉県深谷市小前田，是一個交通便

利的農貿市場，位於關越高速公路的花園交流道旁邊，距離東京市中心不到

70 公里。在直売所販售各種生鮮蔬果、花卉及豆類雜糧等產品及各種蔬菜種

子(圖 8 右)如枝豆、茶豆、黃豆、黑豆等大豆種子 (圖 9)及菜豆、秋葵 (圖 10)

、小胡瓜及苦瓜、胡麻種子 (圖 11)。在超商及賣場販售各種冷凍蔬菜如菠菜

、青花菜、毛豆及菜豆等(圖 12 及圖 13)，另外也可看到生鮮枝豆及蜜豆(圖

14)等相關產品，尤其冷凍毛豆產品無論在「7-11」、「Family Mart」及「Lawson

」等超市或「JASCO」購物廣場均可買到，超市的售價較大賣場貴。另外不

同國家進口的冷凍毛豆的售價是不一樣的，以每包 300 公克為例，中國產的

最便宜，台灣產的與泰國產相當，約較中國產高 50-60 日圓，日本國的產又

比台灣產的高 50-60 日圓。需注意的市場資訊是日本的市場零售價有降低趨

勢，泰國產售價與台灣產的相同，其原因是泰國產的冷凍毛豆產品進口到日

本是免關稅，而台灣產的冷凍毛豆產品進口到日本要課 6%關稅，這是貿易

關稅協定急待解決的問題。  

 

  

圖 8. 日本琦玉縣深谷 JA 花園農産物直売所販售各種蔬菜種子 

  

圖 9. 日本琦玉縣深谷 JA 花園農産物直売所販售各種毛豆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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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日本琦玉縣深谷 JA 花園農産物直売所販售各種菜豆及秋葵種子 

  

圖 11. 日本琦玉縣深谷 JA 花園農産物直売所販售小胡瓜及苦瓜、胡麻種子 

  

圖 12. 日本超商販售各種冷凍蔬菜如菠菜、青花菜、毛豆及菜豆等 

  

圖 13. 日本超商販售各種冷凍毛豆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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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日本超商販售國產生鮮枝豆及蜜豆等相關產品 

 

六、檢討與建議 

（一）由於日本糧食自給率僅達 40%，仍有 60%需仰賴進口，是台灣食品業

者進入日本市場的良好契機。但問題是，日本一年由中國進口的冷凍

蔬菜達百萬公噸，目前台灣能供應的蔬菜種類有限，如何開拓價格合

理品質優良的蔬菜外銷是關鍵因素。因此建議可利用毛豆外銷專區發

展親和型輪作經營模式，開發新的蔬菜如矮性菜豆、甜玉米、菠菜、

青花菜等產品外銷，以提升台灣毛豆及其他冷凍蔬菜產品在國際市場

的競爭力。  

（二）為建立毛豆大農場機械化生產技術，發展優質安全農業，豆農每經營 150

公頃需投資 2,800 萬元以上的農機設備，尤其毛豆採收機台灣目前有 33 台

採收機，機齡大部分已超過 25 年，必須汰舊換新，每台高達 1,500 萬元，

目前僅能低利貸款，並無法獲得如國產農機相同的補助，建議放寬國內未

製造的農機予以專案進口補助，以提升台灣毛豆機械化生產的能力。 

（三）泰國產的冷凍毛豆產品進口到日本是免關稅，而台灣產的冷凍毛豆產品進

口到日本要課 6%關稅，這貿易關稅協定是急待解決的問題。泰國另一優勢

為產品項目多，工廠利用率達 11 個月，在設備使用率及人力運用都較有效

率，相較於台灣每年僅利用 3-4 個月，有待政府及產業界共同努力，積極開

拓新產品，妥善運用工廠產能，開發台灣另一個綠金產業。 

（四）台灣非 UPOV 會員國，也非日本的締約國，本場早在 93 年 2 月就以

政府機關名義，向日本申請大豆品種權登錄，目前已取得大豆「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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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號」、「高雄 7 號」、「高雄 9 號」及「高雄 10 號」等 4 個品種在日本

品種權 25 年，這是我國農業智慧財產權在國際上的一大突破。再加

上新育成的「高雄 13 號」，已開始授權推廣供產業界運用，藉由品種

權申請及授權實施，保護我國毛豆品種在日本的智慧財產權，削弱中

國及泰國的低價競爭，將有助於提升我國毛豆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

力。  

（五）日本岡田茂吉協會(Mokichi Okada Association, MOA)與美國羅代爾研究

所(Rodale Institute)皆有長期有機試驗農場，而本場目前也有 1 個自

1988 年設立有機試驗農場 3.4 公頃，有機栽培在熱帶國家絕不是問題

，可先從品種與環境改變著手，依據適時適地適種的概念，選出適合

當地有機栽培的作物及品種，則可以有更好的產量表現，故 MOA 目

前在全日本各地努力篩選適合有機栽培的作物品種，此點值得台灣有

機農業深思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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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附錄： 

附錄 1. 日本冷食日報 2023 年 3 月 30 日報導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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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日本外食日報 2023 年 4 月 3 日報導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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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日本食糧新聞 2023 年 4 月 3 日報導內容 

 

附錄 4. 日本冷凍食品新聞 2023 年 4 月 3 日報導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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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日本週刊酒類食品新聞及解說報導 2023 年 4 月 7 日報導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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