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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前言 

百年來全球農業隨石油化學工業起步與進展而發展出慣行農業

(conventional agriculture) ，慣行農業是以資本和技術密集、大規模單一作物

型態、高度機械化與使用大量化學肥料、殺蟲劑及除草劑，以加速生產、減

少農作物損失之農業耕作型態，因此衍生諸多環境汙染問題。有鑒於此，為

避免或降低環境汙染，以德國、英國、法國及美國等工業先進國家率先發展

有機農業(organic agriculture)。觀察現代人的生活，糧食有充足的供應且種類

多樣化，飲食方面除了吃飽外，現代人也重視飲食品質、要求精緻的食物和

巧妙搭配的膳食，並重視食品的健康和安全。近年來食安風暴頻傳，對有機

農業乃至於各式的友善農作，只要能提供安心、安全的農產品消費者便趨之

若鶩。 

台灣在 1987 年開始引進有機農法之觀念，宜蘭地區則是在 1993 年起成

立「宜蘭縣有機農業協會」推行有機農業的理念。宜蘭地區在有機農業方面

積極發展，於 2009 年在三星鄉行健村建置宜蘭縣第一個有機村「行健有機

村」開啟有機農業新契機。 

行健村位於宜蘭縣的西南，位於三星鄉的心臟地帶，其地理位置如下 

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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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節錄自 google maps 網頁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Yilan+County/@24.7416433,121.6663329,11z/data 

=!4m2!3m1!1s0x3467e03d6b232f5b:0xcfbb529e13d307ac ﹥ 

 

資料來源：節錄自三星鄉公所網頁 

﹤http://www.sanshing.gov.tw/releaseRedirect.do?unitID=160&pageID=4923 ﹥ 

http://www.sanshing.gov.tw/releaseRedirect.do?unitID=160&pageID=4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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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內有三大聚落，由西至東呈背山面海地勢分布是廣洲仔、十九結城與

石頭城，全村面積約 6 平方公里，耕地面積 2 百公頃。人口計有三百多戶、

約為一千多人。北有行健溪、南有安農溪，形成天然的沖積扇如下：     

 

兩條溪流不僅有灌溉功能，還作為聚落的天然環境屏障，形成有機農業

的天然隔離帶。宜蘭縣行健村在具備完整的空間區隔條件下，加上村落位於

安農溪上游，水質乾淨無污染。農田用水分流從南面的安農溪引入灌溉，由

北邊的行健溪排出。這樣灌、排水分流方式，讓農業用水安全無虞。加上本

地的氣候適中、水質優良、土地肥沃與適宜耕作，具有發展有機農業的優勢

條件。 

 
第二節 有機農業簡介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對有機農業定義：「整體生產管理系統，可促進

和加強農業生態系統的健康，包括生物多樣性、生物循環和土壤生物活動。

它重視使用及管理的方法，而不是外來投入物，並考慮到當地的條件。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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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在履行系統內的具體職能時，盡可能地使用農藝、生物和機械方法，而

不是使用合成材料。」 

有機農業的發展可追朔到 1924 年奧地利人魯道夫‧斯坦納 (Rudolf 

Steiner)。當時一群關心未來農業發展的農民尋求幫助，邀請他進行一系列與

農業相關的講座，談論關懷生態、農業永續性與不施用化肥、農藥等課題。

當時正值慣行農業方興未艾，他的觀點未被重視。但是到 1970 年代發生能

源危機後，全球不得不省思農業發展，其問題是當時農民過於追求高產量多

採單一作物栽培，次則因農民長時間對於化學肥料、農藥的依賴。其結果是

造成健康肥沃充滿生命力的土地逐年受到破壞，清澈的水源也遭受到污染，

農民更因為長期暴露在化學農藥的影響之下身體健康受到了威脅。相較之

下，生物動力農業這種首倡農作物有機栽培，以耕作技術取代使用化學物質

的方法，重新受農民重視與採用。魯道夫‧斯坦納提出的農業思維與生物動

力農業著重有效和實用的有機農業方法，不僅幫助土壤恢復地力，也具有低

投入、高產出的效益影響，他可說是有機農法的先驅者。 

其次英國植物學家阿爾伯特‧霍華德 (Albert Howard) ，他完成學業後

在 1899 年被派往印度任教與擔任農業顧問，本擬以近代科學農業觀點協助

該國發展農業，卻不料從觀察印度傳統耕作方式中得到啟發反而投入到傳統

農業研究。他在 1910 到 1930 年代之間發表相關論文，探討印度傳統堆肥系

統等相關有機農業技術，注重土壤、植物、動物和人的健康是一個不可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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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體。後人彙整他的論述撰寫成農業聖典(gold book )，並尊為現代堆肥之

父。 

日本人岡田茂吉(Mokichi Okada) 於 1936 年首倡「無化肥農業」或「自

然農法」，強調種植過程中不施用肥料，並認為肥料污染農地，降低其生產

力。農地裡過度施肥會導致病蟲害的爆發，植物體內養分的狀況會決定其抗

性的強弱，農田採行自然農法所得的蔬果，相較於化學農法所得的蔬果嚐起

來的口感更佳。岡田茂吉還在 1953 年成立「MOA 自然農法普及會」，並將

此理念推廣至全日本及超過近 27 個國家，這其中就包括了台灣。後人於 1980

年成立岡田茂吉協會 (Mokichi Okada Association) ，繼續推動自然農法。影

響所及包含了知名的有機驗證機構「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金會。」 

日本另一位影響世人的是福岡正信(Masanobu Fukuoka )，畢業於福岡農

校。他從 1937 年開始進行自然農法操作與著書，最有名的著作則是 1975 年

的「一根稻草的革命」。他的理論可稱為無為農法、自然農法或什麼也不做

農業，他是不施肥、不施農藥及除草劑的傳統耕作方式的擁護者。 

美國農業部在 1980 年 7 月定義有機農業是「不使用化學肥料、農藥、

生長調節劑及飼料添加物之生產方式」。有機農業法之涵義包括： 

(1)維持土壤之生產力及其易耕性，以充份供給作物之養份。 

(2)以輪作方式，施用作物殘渣、家畜糞尿、豆科植物綠肥、有機性廢 

棄物及含有無機養分之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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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機耕法來防治各種雜草及作物病蟲害。 

換言之，有機農業為尊重自然之農耕法。台灣的有機農業肇始於 1986

年，當時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邀請專家、學者評估實施有機農業之可行性。

隔年 1987 年開始引進有機農法之觀念，並在 1988 年由高雄、台南區農業改

良場分別在高雄市旗山區及嘉義縣鹿草鄉地區設置有機農業試驗長期觀察

區。高雄、台南區農業改良場還進行綜合性的有機栽培法觀察研究，逐步建

立了作物有機栽培之技術。 

自 1990 年起前臺灣省政府農林廳全面推動有機農業先驅計畫，全省設

置簡易堆肥舍，試行有機栽培方法。省政府農林廳在 1995 年開始推動輔導

水稻有機栽培 2 期作，先後歷經由前農林廳制定的農作物有機栽培實施準

則、有機米示範輔導要點、農委會制定之有機農產品生產基準及至目前的有

機米良好農業規範等，促使水稻有機栽培之方法與制度建立，亦使得有機農

業的發展逐漸成熟邁向正軌。同時期各區農業改良場經由選定農戶，推動辦

理有機栽培試作及示範觀摩會。 

到了 2004 年，政府輔導並推動有機農產品驗證制度，至此我國的有機

農業已有法源上的依據。同時期亦因農業發展條例修正案之公布實施及其他

法規諸如有機農產品管理作業要點、有機農產品驗證機構資格審查作業程

序、有機農產品生產規範等。加上 2007 年初行政院農委會開始實施農產品

生產及驗證管理法，自此有機農業及其農產品全面納入政府的法律規範與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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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雖然我國已訂定了有機農業的法律規範與管理辦法，但是有機農業相關

之法案仍付諸闕如。民間團體欲積極推動並於 2011 年 9 月由宜蘭縣仰山文

教基金會舉辦之「有機新宜蘭研討會」，倡導有機生活凝聚產學界對有機農

業的共識。隔年 3 月初立法院多名立委聯署提案提出有機農業促進條例草

案，擬透過立法院之議事遊說以及全國各界的討論、形成共識，催生全國性

質的有機農業促進條例法案，推動我國奠立有機農業立法與建立有機農業法

制化。 

宜蘭地區的有機農業肇始於 1993 年底，當時成立宜蘭縣有機農業協會，

透過協會運作的模式致力於推行永續農業的理念。這時期的有機農業是以栽

培文旦柚、柑桔、茶樹、花卉、蔬菜、水稻為主。次於 2004 年宜蘭縣政府

辦理農民與農推人員之座談會，在座談會中介紹有機農業的理念和發展現況

以及未來發展方向。同時鼓勵對有機農業有興趣的農友加入有機農業生產的

行列。在 2005 年宜蘭縣政府辦理擴大有機農業生產面積說明會，同時期還

舉辦座談會向餐飲業者推廣並討論以有機農產品作為食材之可能性。在 2007

年宜蘭縣政府開始推廣宜蘭勁自然樂活產品及有機標章。2009 年宜蘭縣政府

公佈宜蘭勁自然樂活產品之標章的使用管理要點。  

在 2010 年宜蘭縣政府推行擴張有機版圖、共享樂活宜蘭計畫，該計畫

共分三年度執行，以輔導推廣、通路拓展、行銷宣傳為三大工作主軸。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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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公告轄內河川及野溪範圍禁止使用禽畜糞，以確保水源不受污染。2012 年

推廣有機稻米認養活動(圖 1)，並與仰山基金會共同打造縣內有機村，評選

出五結鄉大吉村、冬山鄉中山村、冬山鄉八寶村與三星鄉行健村等共 4 處推

動成為有機農業的種子社區，期望透過有機村發展成有機鄉，進而達成從有

機鄉發展至有機縣的目標。 

 
 

 
圖 1. 2012 年宜蘭縣政府推廣有機稻米認養活動，年產量約 48 萬公斤的有

機米，每年 1 次提供企業認養、家庭認養有機米，可混搭白米、糙米或

胚芽米。本圖節錄自網址

http://blog.xuite.net/carriewu0925/carrie/61687492。 

 
 

2013 年宜蘭縣政府推動宜蘭縣有機農業促進自治條例，訂定了 6 項十年

內達成之有機農業發展計畫：一、有機農業生產；二、有機農業推廣與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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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地食材消費；四、食農教育；五、有機農業環境獎勵；六、有機農業

之發展及相關事項。同年，宜蘭縣政府亦試辦撿螺換現金及魚筊鴨共生示範

田活動，以解決農民在施行有機農法中面臨之蟲害問題；並增加有機作物認

養，除了稻米外，增加了柚子與茶兩種項目。宜蘭縣政府鼓勵民眾用行動支

持在地有機食材，以落實食農教育政策。同年，財團法人仰山基金會出版有

機農業促進條例最新版，同時與宜蘭縣政府、政治大學共同打造有機新宜蘭

願景，聯合企業、社團共同契作縣內小農生產之有機米。 

2014 年宜蘭縣政府訂定宜蘭縣除草劑使用管理自治條例，規定只有農業

區和專供農作物生產的土地，可以使用除草劑，且專供農作物生產之土地不

能在水利用地、住宅區、行水區、生態保護用地等區域內使用除草劑。三星

鄉有機米產銷班打造原鴨生態教育園區，讓民眾親自體驗種植有機蔬菜；同

時提供 100 坪菜園給縣內學校免費申請領養，讓學生體驗農村樂趣外，達到

生態教育之目的。此外，舉辦星期五市集、有機農夫假日市集等活動，提供

採用有機耕作或無農藥友善環境耕作之小農，銷售自家農產品之通路。 

 
第三節 有機村的發展 

台灣的第一個有機村，緣起於 2002 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

良場曾調查評估花蓮縣富里鄉羅山村，進行建構有機村的可行性。其評估結

果顯示羅山村具有全面發展有機農業的高度潛力，於是積極規劃羅山村成為

有機農業村。在他們積極輔導之下，羅山村成立了羅山有機村推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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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全國第一個成立的有機村。 

探析羅山有機村，是一個由村民全體自主推動有關全村的有機產業。羅

山有機村包括委員會組織的運作、達成村民的共識、有機農產品及加工品生

產的技術提升、農村生活有機化及與在地文化結合、生態保育及教育等，以

營造羅山有機村生產、生活、生態為三生一體的有機社區目標。 

第二個有機村花蓮縣光復鄉的大豐村和大富村。於 2008 年花蓮區農改

場評估大豐地區發展有機村之可行性，顯示其具備成為有機生態村之條件。

因此成立大豐有機生態村推動小組，負責執行試驗示範及有機栽培技術輔導

等工作。於 2009 年陸續設置景觀專區示範、有機生態野菜園示範、有機中

草藥示範、有機大豆示範及綠籬環境建構示範等。花蓮區農改場還透過有機

生態推動座談會及各場次的觀摩會，將有機生態觀念介紹給當地居民，逐步

建立"有機"和"生態"同步發展的特色地區。在有機農業部分，花蓮農改場已

輔導村內農友栽培大豆、野菜、中草藥、水稻等作物，透過有機栽培技術，

種植出充滿生態能量的作物。另一方面花蓮區農改場則鼓勵將休耕地活化，

發展新興有機產業。大豐有機生態村農友利用好山好水的環境，孕育出粒粒

飽滿的有機黃豆，成為眾人爭相詢問的熱門商品，而健康活力的有機野菜提

供鄰近餐廳烹煮。 

到了 2010 年，在我國一項永續農業發展規劃服務案計畫推動執行中，

宜蘭與苗栗、桃園等三縣市地區向永續農業發展規劃服務案計畫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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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受理該計畫評量之有機村數量達 31 處。這份統計還僅是這三個地區的

有機村數量，由此可見全國有機村之數量遠大於此。 

宜蘭地區的第一個有機村是行健有機村，行健有機村的建置是當地人自

動自發的行動。行健有機村成立於 2009 年，當時有機稻作耕作面積約 9 公

頃，有機稻作耕作成員有 11 人。 

 

 

 
圖 2. 政大 EMBA 在 2012 年 3 月 17 日於行健村辦理送愛到農鄉、行健趣插

秧活動。圖左 3 起有張理事長美、游前院長錫堃、與林縣長聰賢等人

在農田中彎腰插秧參與有機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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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行健有機村之建置與發展 

宜蘭縣在 2010 年與苗栗、桃園等三縣市約 31 處有機村地區向永續農業

發展規劃服務案計畫提出申請，其中評鑑出 8 處有機村為符合該計畫推動有

機村的地區。這 8 處有機村分別是苗栗縣銅鑼鄉新盛有機村及西湖鄉龍洞有

機村、宜蘭縣三星鄉行健有機村、大南澳有機村、冬山有機村及五結有機村、

桃園縣大溪義和有機村與龍潭高原有機村等。其中有 6 處已成立有機村推動

委員會，分別是銅鑼鄉新盛社區及西湖鄉龍洞社區、大溪義和里及縣潭高原

村、三星鄉行健村與大南澳。該計畫擬定了建構優良有機村之基本條件、外

在條件與潛力條件詳見附錄一。三縣市地區共同提案的永續農業發展規劃服

務案又被稱為有機村的設置計畫，協助三縣市地區評選適當地點、研擬個別

發展願景及短中長程發展計畫，協助村內居民取得產製促銷等智能訓練，並

以建置一個活化的有機村成為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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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建構優良有機村之基本條件、外在條件與潛力條件 

 

資料來源：節錄自 2010 年的「永續農業發展規劃服務案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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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探究全國各有機村或相關名稱使用情形，首先可見全國的有機農

業村最常使用的名稱為有機村，這類農業村有苗栗縣銅鑼鄉新盛有機村、及

西湖鄉龍洞有機村、宜蘭縣三星鄉行健有機村、大南澳有機村、冬山有機村

及五結有機村、桃園縣大溪義和有機村及龍潭高原有機村與花蓮縣富里鄉羅

山有機村等。第二類使用名稱為有機生態村，採用這類的農業村如新北市三

芝區八連溪有機生態村與花蓮縣光復鄉大豐大富有機生態村(又稱大和有機

生態村)等。第三類使用名稱為有機聚落，如宜蘭縣冬山鄉八寶有機聚落等。

但是也有一地多名稱如花蓮縣富里鄉羅山有機村也被稱為花蓮縣富里鄉富

麗有機樂活聚落，綜合所述可將名稱歸類出有機農業村簡稱為有機村，別名

有機生態村、有機聚落與有機樂活聚落等。 

行健有機村成立於 2009 年，隔年 2010 年他們進一步成立「保證責任宜

蘭縣行健有機農產生產合作社」，在合作社運作模式的影響下，行健有機村

常獲得媒體的報載披露，大幅的報導引來鄰近城會民眾來訪意願並提升了行

健有機村的知名度。目前臺灣地區有七千多個村里，其中農業村里有四千餘

個，行健有機村建置成立不到短短 1 年期間，竟能在四千餘個農業村里脫穎

而出成為台北大都會民眾下鄉首選的鄉村之一。這樣的現象除了行健有機村

擁有高度媒體效應，距離台北都會區近距離的優勢亦是關鍵因素之一。 

由前村長與有機稻農回應之相關資料，可見他們當初曾於 2006 年購買

有機稻農種植的有機米，並發現有機米價格竟比一般慣行米之價格好，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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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顯示成功且好價格的有機農業範列。 

若以 2009 年作為行健有機村慣行農業與有機農業的分水嶺，在 2009 年

之前行健村幾乎是採行慣行稻作。而專業種植蔥蒜興起的行健村沈姓農民，

在參訪全國大型農場行程中發現許多農地都已呈現酸化情形。他察覺由於酸

化的土地會造成該地之作物產量趨減、病蟲害問題亦趨嚴峻。為此，他決定

投身於宣導理念。並於 2006 年進行有機米的耕種，自創品牌自產自銷。2008

年他認為集結區塊力量才能加速擴展有機，於是主動向花蓮區農改場與行健

村村長提議，希望能將行健村改造成為有機村。稻農沈先生與村長張女士在

2009 年遂發起成立行健有機村。由此可見這對宜蘭縣三星鄉行健村村民而

言，有機村在沈先生、張女士支持並參與連署之村民們共同努力下才可能建

置行健有機村。 

回顧行健有機村慣行農業與有機農業的消長發展也就顯示出有機農業

的發展已經從單打獨鬥的個人階段，隨有機村的建置成為一群人互助合作的

團體階段。2009 年後的有機農業種植的發展，進入到團隊合作的新里程，是

行健有機村一個重要的轉折時期(圖 3)。進一步而言，這也是宜蘭縣有機村

走入新里程，有機農業種植的發展從此邁入團隊合作的模式，鼓舞了宜蘭縣

地區其他的有機村參酌依循的模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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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行健有機村成立於 2009 年，是一群人一起做一件事「 行健有機夢

想村」。本圖節錄自行健有機夢想村臉書網頁資料。 

 
 

(一) 行健有機生產合作社之調查訪問 

行健有機生產合作社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團隊合作的模式，合作社於2010

年成立時的名稱是「保證責任宜蘭縣行健有機農產生產合作社」，當時約有

社員有34位。34位社員年齡分佈在26歲到78歲之間，其平均年齡是55.6歲。

這種團隊合作的模式是全國各地有機村成立合作社的創舉，其影響所及甚至

包括全國最早成立之羅山有機村，他們在多年後擬成立花蓮縣藥用保健植物

生產合作社成立之初，就是參考行健有機村的成立合作社之經驗，建立其章

程與合作社運作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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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人研究中建置初期所成立之行健有機生產合作社有11人，耕作面積

有9公頃。文獻研究得出之資料亦顯示寅受訪者之宜蘭縣三星鄉有機米產銷

班第五班於2012年經驗證有機耕作之總面積達18.7公頃。因此推論行健有機

村建置時期，已有之有機稻作種植面積至少是18.7公頃。若將9公頃與18.7公

頃兩者合併計算，行健有機村耕作面積推論約有27.7公頃，資料彙整見表1。 

表 1. 行健有機村 2013 年與 2014 年生產合作社社員耕作面積變化統計 

 

19 名社員耕作面積(ha) 有機作物類別 

2013 年 2014 年 增加面積 增加比例 

水稻 27.8 33.1 5.4 19.3% 

葉菜 2.8 3.0 0.2 7.2% 

青蔥 2.1 2.6 0.5 22.6% 

甘藷 0.1 0.2 0.1 100.0% 

芋頭 0.7 2.5 1.8 258.6% 

筊白筍 0.1 0.6 0.5 452.2% 

玉米 1.8 1.8 0.0 0.0% 

南瓜 0.5 0.5 0.0 0.0% 

總計 35.9 44.4 8.5 23.6% 

資料來源：行健有機村生產合作社，2015.2.13資料統計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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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 行健有機村生產合作社的文宣資料，有動手揉捏古早味米

苔目、在地食材健康煮、種蔥體驗與有機蔥油餅手作體

驗。圖片節錄自行健有機夢想村臉書網頁資料  

 

發展至2013年的有機水稻種植面積是27.8公頃、有機青蔥種植面積是2.1

公頃、有機甘藷種植面積是0.1公頃、有機芋頭種植面積是0.7公頃、有機筊

白筍種植面積是0.1公頃、有機葉菜種植面積是2.8公頃。發展至2014年的耕

作面積變化如何，資料顯示2013年與2014年的耕作面積變化是以水稻、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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蔥、芋頭和筊白筍的耕作面積具有明顯的增加。其分析是有機水稻種植面積

增加為33.1公頃，約增加19.3％面積；有機青蔥種植面積增加為2.6公頃，約

增加22.6％面積；有機芋頭種植面積增加為2.5公頃，約增加2.6倍面積；有機

筊白筍種植面積增加為0.6公頃，約增加4.5倍面積。而葉菜和甘藷的耕作面

積亦有增加，至於玉米與南瓜的耕作面積，則是沒有增加或減少耕作面積。 

資料顯示行健有機生產合作社有行健米有機農場，及社員們個人成立之

農場依合作社社員耕作田區有機證書匯總表之排序有坤漳有機農場、阿土農

場、行健有機農場、燕樺有機農場、蔥滿勝蒜有機農場、勇伯有機農場、春

義農場、張美阿嬤農場、陽光鴨子有機農場、久豐有機農場、福耀有機農場、

光復有機農場、三星百客楓林農場、阿華田庄、南山有機農場、泥土的芳香

有機農場、棗健康有機農場、永豐餘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等19座有機農場。 

 
(二) 行健有機村的建置及發展 

自 1993 年宜蘭縣地區推廣有機農業發展至 2016 年底，行健有機村的建

置及發展可歸納如下： 

1. 引進有機農業期 

行健有機村是在 2004 年與 2006 年已有村民開創有機種植先例，他們成

功的範例可能具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幫助其他人看見有機農業是可行的事

業。 

2. 有機村建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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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9 年行健有機村建置，有機農業從個人創業的局面提昇成團體合

作階段。這時期亦成立行健有機生產合作社共同對外行銷。有機耕作面積粗

估已達約 27.7 公頃，有機種植種類有稻作、青蔥與金柑等。 

3. 有機村發展期 

從 2009 年至 2015 年止將近 6 年之發展，有機耕作面積粗估從 27.7 公頃

增至 44.3 公頃。其耕種的作物品項從最早的水稻、青蔥與金柑 3 項作物，發

展為水稻、青蔥、金柑、甘藷、芋頭、筊白筍、葉菜、玉米與南瓜等共計 9

項作物種類。 

 
第五節 行健有機村訪談調查 

    為了把握行建有機村的現況，了解行建有機村在經濟生產面、生態旅遊

面與有機生活面的現況，走訪村民進行問卷調查，訪談結果如下。 

 (一) 11 名受訪者基本資料 

受訪者有 11 名，他們的屬性及戶數見表 2，基本資料彙整為摘要見附錄

二，他們以代號顯示分別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與戌

等受訪者。前 9 人在行健有機村成立時便已加入，酉是在 2013 年加入、戌

是在 2011 年遷入行健有機村在閒暇時務農，兼養蜂收蜜。受訪者，有 7 名

是行健村的村民，有 7 名是行健有機生產合作社社員。在職業方面，有 9 名

農民，其中 8 名是有機耕作農民；1 名是慣行耕作農民。1 名農民有部分稻

田採行慣行耕作；1 名農民兼有慣行耕作之蔥與蒜。其中 2 名受訪者的舊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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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農田是位於行健村，且為父子關係。父親已加入行健有機生產合作社成為

社員，兒子則是加入農會輔導成立的 Wish 星農民組織，並成為該組織之幹

部。 

表 2. 受訪者屬性及戶數 
   

 11 戶受訪者屬性 戶數(可重複) 

 行健有機村村民 7 

 非行健有機村村民 4 

 行健有機合作社社員 7 

 非行健有機合作社社員 4 

 種植有機作物農民 8 

 種植慣行作物農民 1 

 其他職業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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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行健有機村 11 名受訪者之基本資料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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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經濟生產面 

（1）種植作物種類為何 

"種植作物種類為何"的回答結果分析見表3，2009年的有機耕作種類以稻

作、蔬菜為主、有些人仍兼作慣行耕作稻米、青蔥與蒜。發展至2015年為止

的統計則見有機稻作耕作者從1人發展為8人；有機蔬菜從0人發展為9人。然

而本次調查除了前人研究之水稻、青蔥外，其實還有金柑，應該是3項有機

作物。5年多的發展，該村的作物項目增多且具多樣化。種植作物增加了甘

藷、芋頭、筊白筍、葉菜、玉米與南瓜等6項作物後，合計為9項之有機耕作

作物類別彙整之摘要見附錄三。農民的葉菜、青蔥、芋頭等種植區請看圖4、

圖5。 

 
表 3. 受訪者在 2009 年到 2015 年間種植不同作物種類及戶數 

戶數(可重複) 

作物種類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year) 

有機稻 1 1 6 6 6 7 8 
有機蔬菜 0 7 8 8 9 9 9 
有機金柑 1 1 1 1 1 1 1 
慣行蔥 1 1 1 1 1 1 1 
慣行蒜 1 1 1 1 1 1 1 
慣行稻 4 4 1 1 1 1 1 
合計 8 15 18 18 19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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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種植作物種類為何之受訪者回答摘要 

 

 
 
 
 
 
 
 
 
 
 
 
 
 



  

26 
 

 
 

      
圖 5. 行健有機村中葉菜類有機耕作種植區一隅，農民帶領遊客走入農田中

介紹、在遊覽車上對遊客導覽有機耕作。圖片節錄自九豐有機農場臉

書網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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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種植面積多少 

"種植面積多少"的回答結果彙整摘要見附錄四，相關分析請看表4及表

5。分析他們在成立行健有機村時的種植面積，分別有以下情形：第一種是

租地種植有機稻作。第二種是自有地種植有機稻米及自有地面積種植有機蔬

菜、第三種是零星自有地種植有機蔬菜等。到2015年之間的有機種植面積發

展變化，從3.0公頃增產達30.1公頃；而其慣行種植面積發展變化則是從1.1

公頃減產為0.4公頃。據此創投經驗對返鄉務農青年與有意投入有機農業者建

議，剛開始種植有機的面積可選擇在0.3公頃到1公頃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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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種植面積多少之受訪者回答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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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受訪者在 2009 年到 2015 年間有機種植面積 

有機種植面積(ha) 
受訪者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子 x 一 一 一 一 一 2.3* 

丑 0.3 1 一 一 一 一 3.1* 

寅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18 

卯 0.6 0.8 1.5 1.5 1.5 1.5 1.5 

辰 0.1 0.2 0.4 0.9 一 一 1.1 

巳 1.0 1.0 1.0 1.0 一 一 一 

午 x x x x 1.0 1.7 2.7* 

未 x x x x x x x 

申 1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酉 x x x x 0.7 一 1 

戌 x x 0.3 0.3 0.3 0.3 0.3 

合計 3.0 3.0 3.2 3.7 3.5 3.5 30.1 

符號"一"：表示受訪者未回答 

符號"x"：表示受訪者沒有種植 

符號"*"：表示該資料出自對行健有機合作社之資料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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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受訪者在 2009 年到 2015 年間之慣行種植面積 

慣行種植面積(ha) 
受訪者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子 x x x x x x x 

丑 一 x x x x x x 

寅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卯 x x x x x x x 

辰 x x x x x x x 

巳 0.7 0.7 0.7 0.7 x x x 

午 x x x x x x x 

未 0.4 0.4 0.4 0.4 0.4 0.4 0.4 

申 x x x x x x x 

酉 x x x x x x x 

戌 x x x x x x x 

合計 1.1 1.1 1.1 1.1 0.4 0.4 0.4 

符號"一"：表示受訪者未回答 

符號"x"：表示受訪者沒有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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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何時開始種植有機作物 

"何時開始種植有機作物"之回答分析見表 6，彙整摘要見附錄五。7

名受訪者則是在認識有機農業後才開始農作，2009 年投入農業後便以有

機耕作為學習與採行的種植方式。在 11 戶中就有 7 戶投入有機耕作，顯

示有機村的設立有鼓吹作用。 

 

表 6. 受訪者農業耕作經驗及戶數 

受訪者農業耕作經驗 戶數 

60 年慣行耕作 1 

50 年慣行耕作 1 

12 年有機耕作 1 

10 年有機耕作 1 

7 年有機耕作 4 

5 年有機耕作 1 

3 年有機耕作 2 

合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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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何時開始種植有機作物之受訪者回答摘要 

 

（4）有機種植過程中是否發生瓶頸 

"有機種植過程中是否發生瓶頸"之回答彙整摘要見附錄六，分析見表

7。他們曾發生的瓶頸有使用肥料量、田間雜草管理、土壤酸化、病蟲害與

蔬菜種植等，這些可歸納為有機農業種植技術問題。另提出農作物銷售管道

與價格問題、有機驗證填寫資料問題、耕作田地租金及勞動力等問題。在 11

名受訪者回答分析中有 63.6％提出有機農業種植技術問題；36.4％提出農產

品銷售與價格問題；9％提出個別的問題諸如有機認證時填寫資料作業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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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擔憂耕作田地租金偏高與青黃不接有勞動力不足等問題。 

附錄六、 有機種植過程中是否發生瓶頸之受訪者回答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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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受訪者有機種植時發生瓶頸類別、戶數及其所占比例 

種植瓶頸類別 

發生瓶頸之戶數

(可重複) 

所占比例 

有機農業種植技術 7 63.6% 

農產品銷售管道與價格 4 36.4% 

有機驗證填填寫資料 1 9.1% 

耕作田租成本 1 9.1% 

耕作勞動力 1 9.1% 

 

（5）有機作物種植方式有何甘苦談 

"有機作物種植方式有何甘苦談"之回答彙整摘要見附錄七，他們多數以

田間露天的有機耕作方式，剛開始因為使用的有機肥料過量，曾導致產量少

且易得病。隔年將肥料減量使用後得到穩定的收穫成果，後來又學會分別在

冬夏不同季節中種植不同的作物類別。銷售方面則增加了蔬菜裝箱方式的預

定販售，透過行健有機合作社的訂購系統整合社員們的蔬菜。其次也會在菜

園周邊種植馬利筋作生物防治降低蟲害影響。 "馬利筋"為蘿藦科的多年生草

本植物，花序屬於聚繖花序，開起花來花朵豔麗如火，同時也是蘊藏豐富花

蜜的蜜源植物，可用來吸引昆蟲幫它授粉。亦有養殖鴨群吃掉水田中的害

蟲，使得大自然的食物鏈特性讓生態持續維持平衡。行健有機村經過這幾年

的發展，受遊客喜愛到訪(圖 6)，相關分析見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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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有機作物種植方式有何甘苦談之受訪者回答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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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行健有機合作社於 2017 年 2 月 12 日在其廣場辦理行健有機好市集

之體驗營活動，自由品嚐：甜甜蒸蕃薯、香香爆米香、濃濃芋頭米

粉，道地的台灣味，濃濃鄉情有機村，蕃薯、米、芋頭皆是有機原

材料，參加踴躍，深受民眾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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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受訪者之有機種植方式及戶數 

11 戶受訪者之有機種植方式 戶數(可重複) 

田間露天種植 11 

簡易網室種植 2 

 
 

 (三) 有機生活面 

（1）農家、農田與農作情形甘苦談 

"農家、農田與農作情形甘苦談"之回答彙整摘要見附錄八。結果分析見

表 8。申談以前看過阿公種田和哥哥帶到鄉下農田玩泥巴，也有哥哥帶其在

農田與鄉下玩泥巴經驗。現在是帶著孩子在鄉下生活，很開心。酉搬遷住

到行健有機村置宅和落戶，感恩有機小農、感謝各方協助有機發展的團體

朋友。負面形容之例子是覺得田間管理不好做，雜草管理困難鋤草很累，

稻米入庫時搬運也累，筊白筍剝殼時也累，茭白筍剝殼時也很累等。農產

品包裝精美與展示，遊客親訪鴨子走進田間之生動體驗見圖 7。農民運用簡

易網室，為大眾介紹農作情形見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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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農家、農田與農作情形甘苦談之受訪者回答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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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7. 行健村一位有機村民的農產品包裝精美與展示，遊客親訪有機村

親眼見到鴨子走進田間圖片。節錄自原鴨米生態館臉書等網頁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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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有機農民在簡易網室前為參訪學生解說有機耕作情形，為大眾介

紹農作情形之生動體驗。圖片節錄自張美阿嬤夢想農場臉書網頁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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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受訪者有機生活正負向敘述及戶數 

有機生活正負向敘述 戶數 所占比例 

正向 7 63.6% 

負向 4 36.4% 

 
 

（2）發起加入行健有機村的原因   

"發起加入行健有機村的原因"之回答彙整摘要見附錄九，分析見表 9。

發起分為召集發起與共同發起兩類。子及寅 2 人召集發起成立行健有機村；

子、丑、寅、辰、巳等 5 人則是共同發起人；卯於 2010 年及酉於 2013 年加

入行健有機村。其餘的午、未、申及戌等 4 人中午是幫助父親耕作，假日趕

回來家鄉幫忙農事。戌是在 2011 年遷居三星行健村居住，有 0.3 公頃地的耕

作面積。 

 
表 9. 受訪戶發起加入行健有機村之類別及戶數 

類別 戶數 

發起並加入行健有機村 2 

共同發起並加入行健有機村 5 

加入行健有機村 3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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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發起加入行健有機村的原因之受訪者回答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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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立行健有機村之前後是否種植作物 

"成立行健有機村之前後是否種植作物"之回答分析見表 10，彙整摘要見

附錄十。在 11 名受訪者中 4 戶在行健有機村成立之前已有種植作物經驗；1

戶在成立行健有機村後，仍然持續原慣行耕作方式，夫妻倆都有 60 餘年種

植經驗。在行健有機村成立後的種植類別及戶次則是 8 戶種植有機稻作；8

戶種植有機菜；1 戶種植有機金柑者。 

 
表 10. 受訪者在行健有機村之成立前後種植作物類別及戶數 

行健有機村成立前後之種植作物種類 戶數(可重複) 

行健有機村成立前  

    有機稻米 1 

    慣行稻米 2 

    有機金柑 1 

行健有機村成立後  

    有機稻米 8 

    慣行稻米 1 

    有機蔬菜 8 

    有機金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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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成立行健有機村之前後是否種植作物之受訪者回答摘要 

 
 

（4）成立行健有機村有何生活變化 

"成立行健有機村有何生活變化"之回答彙整摘要見附錄十一。本題分析

是除了"未"維持同樣生活外，其餘 10 人生活方面都有一些變化。多數受訪戶

在有機農業發展後，喜歡在這裡生活，家庭人口數也有增加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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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成立行健有機村有何生活變化之受訪回答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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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銷售方法、管道與價錢為何 

"銷售方法、管道與價錢為何"之回答分析見表 11，彙整摘要見附錄十

二。從受訪者的回答分析，銷售方法、管道分別有以下之方式：第一個是宜

蘭縣政府推動之企業認購，協助農民將滯銷的農產品順利賣掉。子、丑、寅、

卯、辰、巳與酉等 7 人在行健有機村合作社協助中，透過宜蘭縣政府推動之

企業認購協助農民將生產之農產品販售。 

第二個是宜蘭縣政府輔導之營養午餐採購有機米與有機蔬菜食材，有機

農民可以參加其採購方案。子、卯、辰與酉等 4 人便參加了宜蘭縣政府輔導

之營養午餐向他們購買有機米與有機蔬菜食材等。 

第三個是有機電子商城等網路行銷。有機電子商城網址是

"http://eshop.organic.org.tw"，它是有機農業全球資訊網的一個直屬商店。有

機農業全球資訊網提供了有機認證、生產、消費及機構等相關資訊，並提供

業者約有一百家有機電子商店邁向電子商務的交易平台，而向消費者推廣、

促銷有機商品更是此網站的重要任務。有機電子商城與有機農業全球資訊網

策略聯盟，每日上網人數眾多，且定期發行有機產業電子報，發送對象約三

萬多人，而且電子報訂戶每日新增數十位。因此，該站對有機產品的推廣效

果極佳。11 名受訪者均有自己的網路行銷策略，販售有機農產品或推廣有機

理念。特別是寅的成功範例，他以前就有行銷慣行蒜、蔥和拜訪客戶與農會

大型農場的經驗，他在"有機電子商城"成立自己品牌的有機米直屬商店。有

http://eshop.organic.org.tw/


  

47 
 

機電子商城是有機農業全球資訊網的直屬商店，寅的自有品牌在有機電子商

城上標示有成份、品種，重量，還有標示原產地、保存期限、保存方法、驗

證機構、與網路標售價格等。他的有機米兩公斤包裝在網路標售價格是 280

元。也在 HOLA 特力和樂與南港區農會等處上架販售，還在行健有機村成立

占地約 0.2 公頃面積的有機米碾米廠與推廣展示中心。 

第四個是到市集販售生產的有機蔬菜與有機米。本題將受訪者在受訪中

透露訊息整理，並研究他們在網路上自己公布之資料彙整分析得知子、丑、

卯、辰與酉等 5 人積極參加市集，在市集上販售他們生產的有機蔬菜與有機

米。目前已知的市集有早期的大宅院友善市集（後來轉移到宜蘭演藝廳旁的

院子）、宜蘭有機農夫假日市集-宜蘭幾米廣場、宜蘭友善小農星期五市集、

三星鄉公所-農夫市集與外縣市之市集等。除此之外，他們也會自行開車前往

外縣市的市集行銷販售有機蔬菜、有機米及自己加工製作的果醬或煮食之地

瓜等類農產品。每週五在宜蘭縣政府一樓大廳，提供宜蘭在地生產、「無農

藥、無化肥」耕作之有機及友善農產品見圖 9。 

第五個是行健有機村合作社的蔬菜箱行銷。子、丑、卯、辰、巳與酉等

7 人配合行健有機村合作社推出的蔬菜箱行銷。蔬菜箱是一箱 1000 元，有

10 種蔬菜搭配後封入紙箱寄送銷售。這項銷售方式幫助了這些農民們合力組

合 10 種有機蔬菜，本來大家各有種植不同類別的有機蔬菜，分開賣難賣，

且消費者很難大量買下單一蔬菜。一起販售的好處是合力滿足消費者 10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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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的需求，有越來越多訂單後，大家的蔬菜都有機會大量販售。其次是大

家都能專注種植好各自的有機蔬菜，於是都很支持與感謝推動這項販售方式

的行健有機村合作社。 

 
圖 9. 每週五在宜蘭縣政府一樓大廳，提供宜蘭在地生產、「無農藥、無

化肥」耕作之有機及友善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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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受訪者銷售方式及戶數 

受訪者的銷售類別 戶數(可重複) 

宜蘭縣政府推動之企業認購 7 

宜蘭縣國中小學營養午餐採購有機食材方案 4 

有機電子商城網路商店行銷 1 

有機市集販售行銷 5 

行健有機合作社蔬菜箱行銷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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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 銷售方法、管道與價錢之受訪者回答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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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旅遊生態面 

（1）行健有機村農村景觀變化 

"行健有機村農村景觀變化"之回答分析見表 12，彙整摘要見附錄十三。

從受訪者的回答分析， 子、寅、卯、巳、午與未等 6 人認為隨有機農業發

展，周遭環境隨之變好。其中"未"仍以慣行農法耕作，雖沒有認同有機農業

也沒有覺得有機農業的發展不好，並且亦覺得周遭環境變好。子提出周圍種

植綠籬，環境美觀；寅觀察到田間浮萍、泥鰍、蜆等各式各樣生物的恢復，

耕作環境中生物多樣化變化。申、酉與戌等 3 人的回答偏向對周遭環境變化

的描述。申認為有機村發展的感覺是變整齊，但是鄉村面貌不變；酉認為環

境隨之要變得有機，應是全身吃的、用的與穿的等都要是有機；戌認為全村

還有很多人，應該鼓勵多一些人投入有機農業發展，並凝聚共識獲得多數人

的力量來關心環境甚至應有做保育環境的行動。甚至認為有機村在環境方面

做得不夠，應該可以多做些。懷抱著回歸土地與自然的夢想(圖 10)，子友善

養蜂與有機耕作(圖 11)。彙整受訪者對行健有機村中農村景觀變化的看法，

有提出關於竹圍、農舍、居家周遭環境、休閒農場、昆蟲、作物與石頭厝等。

安農溪畔綠草如蔭、左岸植樹與增設之步道，吸引遊客駐足參觀請看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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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三、 行健有機村農村景觀變化之受訪者回答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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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受訪者提出農村景觀變化之類別及戶數 

農村景觀變化之類別 戶數(可重複) 

竹圍消失 2 

居家周圍環境變好 2 

工廠及農舍廢棄物汙染 1 

昆蟲種類及數量變多 2 

合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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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0. 懷抱著回歸土地與自然的夢想，有機農民插秧、市集農穫販售、

解說。圖片節錄自泥土的芳香有機農場臉書網頁資料  

 

 
        圖 11. 友善養蜂與有機耕作之芭蕉、蔥、食用百合等。 

 
 



  

55 
 

 

 
圖 12. 安農溪畔綠草如蔭、左岸植樹與增設之步道，吸引遊客駐足參觀。 

 
 

（2）行健有機村自然生態想法 

"行健有機村自然生態想法"之回答分析見表 13，彙整摘要見附錄十四。

11 名受訪者中子、寅、卯、巳、未、申、酉與戌等 8 人認為應重視行健有機

村的自然生態，其中卯、巳、申與戌等 4 人除了重視的態度外，卯、申與戌

3 人認為維護生物棲息地很重要，巳認為生態池很重要。 

 
表 13. 受訪者對行健有機村的自然生態之想法類別及戶數 

行健有機村的自然生態想法之類別 戶數 

重視生態 8 

維護生物棲息地 3 

生態池保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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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四、 行健有機村自然生態想法之受訪者回答摘要 

 
 

有機農民曝曬有機稻穀，收穫滿車的喜悅請看圖 13。農民認為生態很重

要，用心耕作之有機金柑園請看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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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3. 有機農民曝曬有機稻穀，收穫滿車的喜悅外也看見粒粒飽滿。圖

片節錄自坤漳有機農場臉書網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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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4. 有機耕作之金柑園一隅，有機農民認為生態很重要。圖片節錄自

棗健康臉書網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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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於生態教育與食農教育等教育活動有何想法 

"對於生態教育與食農教育等教育活動有何想法"之分析見表 14，彙整摘

要見附錄十五。從受訪者的回答分析，他們中有 10 人認為生態教育與食農

教育等教育活動很重要，不過均傾向於表達食農教育方面如有機食材煮食、

插秧等農作體驗、溫室菜園解說、農事種植體驗與導覽等請看圖 15。 

 
 

表 14. 受訪者認為生態教育與食農教育重要之活動類別及戶數 

生態教育與食農教育重要活動之類別 戶數(可重複) 

食農教育 10 

    有機食材烹飪教室 1 

    插秧、收割等種植體驗、導覽 3 

    溫室菜園解說 1 

生態教育 2 

    農會推廣生態教育活動 1 

       
 



  

60 
 

 
圖 15. 民眾到行健有機村裡體驗有機食材煮食，小朋友親手揉捏古早味米苔

目等農作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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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五、 對於生態教育與食農教育等教育活動有何想法受訪回答摘要 

 
 

（4）行健有機村有何獨特遊憩資源 

"行健有機村有何獨特遊憩資源"之回答分析見表 15，彙整摘要請看附錄

十六。子與巳等 2 人認為行健有機村有安農溪河岸景觀特色；丑、辰、午、

未、申與戌等 6 人認為行健有機村的農村就是景觀特色；卯則是認為行健有

機村建置與發展至今，有機村就是最特別的遊憩資源。而研究觀察中亦發

現，從行健有機生產合作社之蔬菜箱的販售、在地旅遊行程規劃與實施、有

機食材的烹飪教學體驗與新的市集文化等活動，有助於推動行健有機村的遊

憩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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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受訪者認為行健有機村遊憩資源類別及戶數 

行健有機村遊憩資源類別 戶數(可重複) 

安農溪河岸景觀 2 

農村景觀 6 

菜園 1 

石頭厝 1 

 
 
 

附錄十六、 行健有機村有何獨特遊憩資源之受訪者回答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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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結論 

11名受訪者之表現狀況探析，雖不能代表全村狀況，仍可經由研究資料

之結果分析，試圖找出可參考之處並得出以下結論： 

（一）經濟生產面 

多數人是在2009年後才開始投入有機農業，超過一半以上的受訪者提出

其瓶頸是有機農業種植技術問題。雖如此仍能在有機種植種類上逐年增加，

亦在有機種植耕作面積上逐年增加，甚至已有使用簡易網室之有機種植方式

。 

（二）有機生活面 

多數受訪者表達喜歡有機農業所以投入有機耕作，亦喜愛這裡的有機

生活。受訪者沒有種植作物經驗未影響投入有機農業意願。多數受訪者亦表

達對於農事管理之除雜草感到最勞累；某些受訪者家庭因為投入有機農業後

，家庭成員增加或凝聚了全家人的生活。多數受訪者從事有機農業的收入，

是目前家庭的主要經濟來源。 

（三）在生態旅遊面 

農村景觀隨有機村發展而翻轉，從不好變成逐年好轉。多數受訪者表達

重視自然生態並認為維護生物棲息地與生態池很重要，亦認為生態教育與食

農教育等教育活動很重要，但目前僅有偏重於食農教育的活動而欠缺生態教

育活動。多數受訪者表達應注重周遭環境，並表達有機食材的烹飪教學體驗

與市集文化能等帶動行健有機村的遊憩發展。 

 

宜蘭地區目前的農業環境有適合青年從事有機農業的契機，不論是否具

有農業耕作經驗，新進農民可以先從有機蔬菜或有機稻作等類作物開始耕作

；或者參加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各區農業改良場或地方團體辦理之有機耕作培

訓場次學習耕作新知。亦可探尋各村落已有之有機農民，積極聯絡使眾人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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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一起討論、進一步凝聚共識，便能匯集眾人力量並依循本研究建置及發展

模式，從響應有機農業到建置有機村，進一步發展出有自己特色的有機村。 

政府在積極推動農糧朝向精緻化發展過程中，有機耕作是其一項選擇。

用政府積極鼓勵專家學者投入研發有機農業專業技術，唯有產、官、學凝聚

力量彙整專業技術，給予有機農民後盾與有力的專業技術支援。另外因應全

球未來可能發生之糧食危機，有必要積極持續推動立法，建立國家層級之有

機農業之法案。目前我國僅完成有機驗證管理方面相關立法，如能完善國家

層級之有機農業入法便可及早規劃相關財政措施協助有機農業成為本國發

展農業的一項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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