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榖粒人生：精緻化農業淺論 
 

 1 

投稿類別：史地類 

 

 

 

 

篇名： 

榖粒人生：精緻化農業淺論 

 

 

 

 

作者： 

許家瑜。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高一丙班 

李沂芸。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高一丙班 

梁藝瀠。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高一甲班 

 

 

 

 

 

指導老師： 

何靜雯老師 

 

 

 

 

 

 

 

 

 

 

 

 

 

 

 

 

PDF 檔案使用 "pdfFactory" 試用版本建立 www.ahasoft.com.tw/FinePrint

http://www.ahasoft.com.tw/FinePrint
http://www.ahasoft.com.tw/FinePrint


榖粒人生：精緻化農業淺論 
 

 2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近來國際貿易日漸繁榮，世界地球村使得各國農產品得以交流。因此透過網

路的發達，許多新式農業開啟了新的市場，並傳遍了整個世界。稻米在六、七千

年前早已成為中國人賴以維生的主食，經過許多世世代代的演變，加上科技技術

的精進和人類經驗的累積使得農業開始有了新的導向。因這項新發展傳進了台

灣，導致本土稻米日漸式微，而促使台灣稻農們有了改革的決心。為了因應國際

市場的變化，並提升台灣稻米農業在國際舞台上的競爭力，以致於台灣稻米趨向

於精緻化的路線。 

 

根據東海大學畜產與生物學系教授吳勇初說「台灣農業在生產上根本無法跟

其他國家相比，要發展，只能做出別人沒有的東西。」然而配合行政院農委會打

造的「精緻農業健康卓越方案」，預計要在四年內發展健康有機農產品的「健康

農業」、高科技取向的「卓越農業」與休閒觀光取向的「樂活農業」。對於這項

政策，多位學者表示肯定。吳勇初指出，放在全球化的架構下，台灣農產品在生

產競爭力明顯無法跟外國比較，因為台灣可耕地不多且耕作成本高，所以發展勢

必要「精緻化」。台大生傳系名譽教授陳昭郎指出，這種結合高科技、樂活與健

康的農業，其實一直以來都在做，農委會只是進一步將資源整合。「將傳統農業

轉成現代化農業，農業轉型已經是目前的趨勢。」（醒報新聞，2010） 

 

 

二、研究方法 

 

透過網路、書籍以及整理項相關論文並配合實地採訪，了解稻米的歷史以及

台灣稻農如何以精緻化農業應變國外農業的引進，並利用地理實察，由訪問中與

農人的對談取得初級資料，知悉苗栗苑裡種植精緻稻米的原因、方式和新式的稻

米品種在國際舞台上的優勢、利益，進一步了解稻米的演進和創新，並得知農夫

們如何克服國際貿易帶來的挑戰。再者，我們實地走訪了位於苗栗苑裡的山水米

公司，深入了解稻米的製作過程。 

 

三、論文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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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由研究者自行製作 

 

 

貳●正文 

 

一、台灣稻米的歷史 

 

六千年前的穀麥主食，在上古神話中的炎帝神農氏就曾費心教過人民栽種原

始的農產作物，他便是漢人農業最原始的啟蒙者。「人類祖先約兩百萬年前進化

到舊石器時代，開始利用工具狩獵，抵禦外侮，屬於智人文明開始演進，人類族

群向外擴張」(李培楷、黃鵬嘉，2010)。然而，真正改變人類生活型態及文化力

量，則為農業活動。在此，稻米是歷史悠久的糧食作物，也是亞洲主食之一。 

 

最早的稻米觀念引進是十六世紀後的荷蘭人看到的西部寬廣平原是個適合

種稻的好地方，「農業」這個觀念才被引進本島。然而不同民族帶來各種的稻米，

以日本人為例，便引進了一年雙收的「占米」，並在不斷改良後成為「在來米」；

而另一種在竹子湖試種成功的「日本種台灣米」也正式命名為「蓬萊米」。之後

台灣又陸陸續續發明了許多品種的稻米 

 

二、有機稻米 
 

相對於有機，是慣型農法，以添加各種肥料、化學藥劑來幫助成長的種植

方式。有機米在栽培過程中須兼顧許多方面：生產須在同一生產農地之土壤及未

受污染水源的良質米適栽區內，種植改良場推薦之適合栽種的品種；栽培過程中

稻米應變國際農

業之道 

有機稻米 苗栗苑裡-鴨

間稻 

稻米精緻化

農業 

台灣稻米的  

歷史 

稻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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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使用自然堆肥，而不使用化學肥料、農業、生長調節劑以及任何有殘害土壤的

添加物品；依照良質米栽培方法，與一般稻穀分開碾製、儲存及包裝。雖然有機

米的種植較耗費人工，有機肥料的售價也偏高，但種植有機稻米不僅對農民健康

有保障，也可以維護地力、減少環境污染，更能平衡大自然生態。有機米是採用

絕對自然的方式來栽培的零污染食物，不但能保障我們享用後的自然和健康，更

能保持生態系平衡，因此有機米可以說是最尊貴的米。  
 

行政院農委會打造的「精緻農業健康卓越方案」，預計要在四年內發展健康

有機農產品的「健康農業」、高科技取向的「卓越農業」與休閒觀光取向的「樂

活農業」。對於這項政策，多位學者表示肯定。東海大學畜產與生物學系教授吳

勇初指出，放在全球化的架構下，台灣農產品在生產競爭力明顯無法跟外國比

較，因為台灣可耕地不多且耕作成本高，所以發展勢必要「精緻化」，做出其他

人沒有的東西。 

 

臺灣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農業曾經扮演重要的角色，除了以生產功能穩定

民生需求外，更扶植了工商業的成長與發展。但因為長期使用化學肥料、除草劑

及殺蟲劑造成土壤的破壞難以復原。且長期以單一作物方式栽植的耕作方式，農

業及化學物質殘留的問題，更引起消費者對農產品的健康及安全性高度的關切。

除了農業耕作方式的問題外，隨著國民生活水準日益提升，消費者對農產品的消

費型態轉向多樣化且精緻化，更盼望有更多具健康無負擔的的農產品以供選擇。

以往基於經濟速效的考量，並重化學農藥防治病蟲害的方法，以獲取快速生長的

農作已不再成為主流。為兼顧環境維護與生態平衡，有機稻米已成為當前重要的

討論課題，而其中又以有機稻米為主要關切的項目。 
 

三、苗栗苑裡鴨間稻 

 

鴨間稻是水稻與稻間鴨共棲經營，在完全無農藥、不施化學藥劑耕作的模式

下所生產的有機米。而山水米公司之所以會選在苗栗種植有機稻米是因為苑裡沖

積扇平原位於’台灣地理氣侯的南北分界線上，農田引台灣西部十大河川唯一沒

有被污染的河川－大安溪。透過百分之百潔淨不受污染的溪水，而苗栗因為接近

台中型的氣候，日照充足且白天西南海風吹向稻田，空氣流通，不易發生稻熱病；

夜晚雪山的冷空氣，順著大安溪谷直吹苑裡沖積扇平原。由於日夜溫差大，最利

於稻作植物葉片行光合作用，製造養分導入枝幹果實，因此稻穀特別飽滿營養，

這種具有優越獨厚的地理條件，最適合有機栽種。(謝文賢，2010) 
 

山水米公司決定在苗栗設廠後便以契作的方式與農民進行交易，當然在實施

的整體上，必須針對生產與銷售上做詳細的思考與評估。在農民收入方面就必須

以原耕作之收益更有利潤為前提，剛開始研商的結論是參與有機耕種的農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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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公頃由公司補助三萬元、稻穀則是以一般價錢的 1.5倍收購，保障了農民的

收入。這讓原本只有三位農民參予的「有機稻米產銷班」不斷的擴張，在山水有

機米產銷班平時誠實努力耕種之下，終於在 2007年，獲得行政院農委會評定為

全國十大經典產銷班的殊榮。（玩米主義，2010） 

 

為苗栗灌溉培育出優質的鴨間稻。並經由山水米公司銷售到市面上。「優質、

安全、好吃」是山水米堅持好米的三大精選原則，每一粒米在出廠前，皆經過種

種的剔選與安全檢測，用最嚴格的標準確保山水米的品質。 

 

 

（實地採訪與受訪者蔡先生合照 自攝） 

 

四、農夫因應WTO的方法 

 

過去，稻米是國人的主食，也是種植面積最廣、農戶數最多的產業，光復後

稻米出口至日本的數量減少，而在國內可供消費的稻米數量增加，充分供應國內

的需求及維護農民收益，由於臺灣於2002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基於公平原

則，我們必須讓外國米進口，這對國內耕作面積小、成本高且長期在政府保護政

策下的稻米產業，將會受到相當程度的衝擊導致台灣的同業失去競爭力。因為台

灣地狹人稠，國外的農民卻擁有廣大的田地，故國外的農業產品可以壓低價格，

以量取勝。為了保護國內產業，政府遂以關稅來防止國外農產的傾銷，可惜，

WTO的規定，就是打破關稅壁壘，讓一個國家內即可吃到世界各地的平價產品，

遂台灣農業只能走向精緻化了。也因為如此我國稻米需同時兼顧供需平衡、強化

競爭力、維持到農收入的方向發展，必須由產量轉為以品質確保為導向。例如：

良質米的產銷在近幾年已有成長，顯示消費者對稻米的要求希望能朝向健康以及

品質方面的提升。有機農業正式提供一種較不汙染環境、不破壞生態、且能提供

消費者健康與安全的產品選擇，以確保農業生產的永續性。 

五、實地訪問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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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實地走訪苗栗苑裡有機稻場時，我們詢聞了鴨間稻之由來。而在場的

解說員蔡先生也非常詳細的位我們一一解答。我們得知 1998年葉總經理在宜蘭

發現稻鴨共作的生產方式，決定將此種植方法帶回苗栗，並極力推廣有機稻米的

栽培，與農民相互契約農作。同時設立產銷班教授農民種植鴨間稻的技術。一開

始只有三人種植有機稻米約 4.2公頃，經由推廣和說服慢慢增加至 85人種植約

125公頃的有機稻米田。 

 

而鴨間稻種植方式是屬於一種讓「鴨」與「稻」共棲共榮所耕種出的有機稻

米。農夫們打開鴨寮讓小鴨在農田中自由的走動，以防治雜草、福壽螺和病蟲害，

並在走動時攪動土壤增加水中的含氧量，同時他們的排泄物可當作最直接的有機

肥，讓產出的稻米少了農藥多了健康。也因為小鴨的抗藥性很低所以田裡的稻米

完全不能使用任何化學農藥或有害的物質，而小鴨能健康活下來便是鴨間稻品質

保證的最佳證據。 

 

我們也相當好奇山水米生產到銷出過程，於是我們便到了山水米公司的產房

參觀了稻米實際從採收到製程的過程。在專業解說員為我們詳細的介紹，因此我

們得知稻穀收割後須在 8個小時內烘乾，由原本的 30度高溫降至 15度，約 7至

8個小時後可放置在 15度的冷藏桶中保持新鮮度。稻穀經由礱穀機去除外層的

粗糠並留下內層的胚芽米，去除後的粗糠可以做為燃料，是一種廢物利用。胚芽

米經過精米機一至二次磨製將外部最多養分的米糠和內層的糙米分開，糙米可再

經由精米機變成白米。但因白米的大小不同所以需經由「色彩選別機」選出較完

整漂亮的白米，得以留下且賣出；較不漂亮者則拿去釀酒或副產品。最後一道程

序則是經過「異物選別機」挑出雜質，如石頭、塑膠、玻璃等，可能跟米大小相

同且重量相似的雜質，透過折射的透明度差異分離出，在經過層層嚴格的篩選

後，最精緻的米就得以包裝且銷出。 
 

 
（實地採訪與受訪者陳小姐生合照 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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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我們也問到國外進口農業是否會對台灣農業帶來的影響，蔡先生也為

我們解說到，自從台灣加入WTO之後，許多國外稻米紛紛進入台灣市場，造成 

許多農夫為了因應政府的政策開始休耕，而導致糧食自給率從原本的三成開始不

斷的下降，這對台灣的農業是個不好的影響。雖然整體而言並無顯著的大礙，但

若持續的惡化便會造成不良的惡性循環。（實地採訪苗栗苑裡有機稻場、苗栗苑

裡山水米公司，2010） 
 

 

參●結論 

 

    稻米是我們賴以維生的日常必備糧食，若我們能多多深入了解我們每天所食

用的作物的來源與出處以及他的生產過程及歷史背景，那麼我們每天所食用的稻

米便不再平凡無奇！而台灣近幾年來結合了創意和新研發的技術使得台灣的稻

米業日趨多樣化，因此如果我們能多加關切台灣本土的稻作，便會發現台灣這塊

寶島的美麗和無窮的寶藏。如果大家多多支持台灣的農業，便會鼓勵更多的稻農

們研發新的作物，而在這種良性的循環下受益的還是我們。 
 

在台灣這塊寶島上，只要用心的發掘便會發現許多純樸的稻農民們，仍然遵

循著傳統的耕作方式，不辭辛勞的為大家服務。正如李紳的憫農詩所敘述的「春

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

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金性堯，2010） 
 
尤其在這個化學肥料盛行的時代，吃的健康也是一門重要的學問。然而，已

經有那麼多人為了我們的健康在努力改革新品種的有機作物，只要我們多多注意

其實我們可以有很多不錯的收穫。其中，有機稻米是調和了資源利用與生態平衡

之農業，並且是兼顧經濟利益和社會利益之農業，且在生長過程中也減少了化學

肥料的運用，回歸了老祖宗們最原始的耕作方式，看著這些小鴨子在水稻田裡穿

梭，看到負泥蟲、稻苞蟲、螟蟲等等小蟲就啪答一聲吃掉，看到福壽螺更是像看

到堤拉米蘇般吃得乾乾淨淨，把田裡的害蟲吃光光，讓農夫完全不用灑農藥。閒

閒沒事，小鴨子大個便，更形成了天然的肥料，讓農夫也順便省下肥料錢。就這

樣，不用農藥、不用肥料，稻米就自己健健康康長大，成了再健康不過的有機米。

不僅讓我們吃的健康，更讓環境健康。 
 

肆●引註資料 

 
謝金文（2003）。台灣第一個有機稻米網站。99年 8月 25日，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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