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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日本為例-論「環境保全型農業」之啟示 
戴振洋 

 
摘 要 

從二十世紀 20 年代至 30 年代起，依靠石油動力機械、農藥，化肥和

工業技術精進，使發達國家創造了農業增產的奇蹟，但同時也帶來了土壤

退化、地下水污染、農藥污染、氣候異常、病蟲害嚴重和資源破壞等一系

列環境資源等方面的負面效應。面對農業生態環境日益惡化的現實，人們

開始反思和重新審視農業的發展模式，尋求新的農業發展途徑，各種各樣

的替代農業模式便由此而生。而在台灣蔬菜生產模式，即以全年連續性栽

培為主，所以容易因施肥及噴灑農藥等農事操作不慎，致使栽培環境惡

化，面臨生產困難之瓶頸及蔬菜硝酸鹽含量過高等問題。 

所謂「環境保全型農業」就是環保型和生態型農業，指在栽培農作物

時，不使用或儘量少使用農藥和化肥，以此謀求人與自然的親和。換言之，

其主要類型包含減化肥、減農藥栽培型、持續農業型及有機農業型。各類

型分述如下：1.減化肥、減農藥栽培型：主要是利用現有之技術，在保證

產量、品質不下降的前提下，確定環境容量和環境標準，控制環境容量內

農業生產對生產技術環境、農業環境的影響，合理減少化肥、農藥的使用

量，以減輕農業生產對環境的污染、降低食品中有毒物質含量。2.持續農

業型：通過充分地利用當地的有機資源，對農業產生的廢棄物進行再生利

用，減輕環境負荷。如將家畜糞便經堆放發酵後就地還田作為肥料使用、

將污水經處理後得到的再生水用於農業灌溉等，這都是充分利用農業再生

資源較有效、經濟的措施。3.有機農業型：在生產中不採用通過基因工程

獲得的生物及其產物，不使用化學合成的農藥、化肥、生長調節劑、飼料

添加劑等物質，而遵循自然規律和生態學原理，協調種植業和養殖業的平

衡，採用一系列可持續發展的農業技術，維持農業生產過程的持續穩定。 

日本為首倡「環境保全型農業」國家，從整體環境保護及生態平衡為

出點，發展「環境保全型農業」。希藉由日本「環境保全型農業」資料整

理，就其觀念、理論之建立，政策之形成及執行，技術之開發與應用加以

學習，供台灣發展有機農業、永續農業、合理化施肥、吉園圃、產銷履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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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優良品牌等等之農業政策訂定參考之應用。 

 

前  言 
農業是國民生活的基礎，農業發達與否是國家現代化指標之一。早期

自綠色革命起，依靠機械、農藥，化肥和工業技術精進，創造了農業增產

的奇蹟，但時間越久，同時也帶來了土壤退化、地下水污染、農藥污染、

氣候異常、病蟲害嚴重和資源破壞等一系列環境資源等方面的負面效應越

顯著。農業生產環境的問題主要是農業為高投入，高產出及高耗能的生產

方式。而在台灣蔬菜生產模式，即以全年連續性栽培為主，所以容易因施

肥及噴灑農藥等農事操作不慎，致使栽培環境惡化，面臨生產困難之瓶頸

及蔬菜硝酸鹽含量過高等問題。在某種意義上而言，我國蔬菜的生產，是

靠犠牲資源和環境利益所換取。最後已面臨一邊獲得高產，一邊毀壞生態

的窘境，使農業生態環境惡化日趨嚴重。面對農業生態環境日益惡化的現

實，值得我們反思和重新審視農業的發展模式，以尋求新的農業發展途

徑，以積極開展環境保全型農業新技術的研究開發與普及推廣。 

 

內  容 
所謂「環境保全型農業」就是環保型和生態型農業，指在栽培農作

物時，不使用或儘量少使用農藥和化肥，以此謀求人與自然的親和。環境

保全型農業其概念是指以有機物還田為主的培土和合理的種植體系為基

礎，合理與適當地施用化肥、農藥而不過分依賴，環境保護與農業生產的

維持向上相調和的可持續農業。 

環境保全型農業類型 

其主要類型包含減化肥、減農藥栽培型、持續農業型及有機農業型。

各類型分述如下： 

1. 減化肥、減農藥栽培型：主要是利用現有之技術，在保證產量、品質不

下降的前提下，確定環境容量和環境標準，控制環境容量內農業生產對

生產技術環境、農業環境的影響，合理減少化肥、農藥的使用量,以減

輕農業生產對環境的污染、降低食品中有毒物質含量。通過有效利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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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診斷技術，施用緩效性肥料，形成機械除草體系和病蟲害觀測預防體

系等。 

2. 持續農業型：通過充分地利用當地的有機資源，對農業產生的廢棄物進

行再生利用，減輕環境負荷。如將家畜糞便經堆放發酵後就地還田作為

肥料使用、將污水經處理後得到的再生水用於農業灌溉等，這都是充分

利用農業再生資源較有效、經濟的措施。 

3. 有機農業型：在生產中不採用通過基因工程獲得的生物及其產物，不使

用化學合成的農藥、化肥、生長調節劑、飼料添加劑等物質，而遵循自

然規律和生態學原理，協調種植業和養殖業的平衡，採用一系列可持續

發展的農業技術，維持農業生產過程的持續穩定。其主要措施有:選用

抗病蟲作物品種，利用稻稈、施用綠肥和禽畜糞堆肥等措施；採取物理

和生物的措施防治病蟲草害；採用合理的耕種措施保護環境、防止水土

流失、保持生產體系及周圍環境的基因多樣性等。 

日本環境保全型農業現況及技術方向 

隨著全球生活水準日益提高，世界各國的消費者，對其本國農產品的

消費型態，除了轉向多樣化、精緻化的追求之外，更強調了重視自然生態、

環境保護、生態平衡等，此已成為世界各國農業發展最新趨勢。日本對農

業生態更是重視，早在 1992 年即開始推出環境保全農業的概念，1997 制

定「環境保全型農業推進憲章」，而在最近「食料、農業、農村基本計畫」

中提出以環保農民（ecofarmer）數量作為永續農業發展指標之一，其技術

策略為 1.在生物肥料方面，利用高效共生固氮菌及土壤溶磷菌以減少對化

學肥料的依賴。2.在生物農藥方面，利用噬菌體，植物防衛機能活化劑、

生物天敵、費洛蒙、相剋作用等生物防治法。3.在環境復育方面，主要藉

生物復育法，利用植物微生物以分解、濃縮、吸付、移除等方式減少污染

或對生態影響。以達到「環境保全型農業」之境界，其生產不僅可滿足當

代需求，同時不損及後代滿足本身需求的能力；故應善用全部生態系的自

然資源，不可降低其環境基本存量，亦即追求求經濟利潤同時兼顧環境健

全與社會跨世代公平。 

目前日本推動環境保全型農業技術應用分別如下： 

1.培養地力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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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堆肥還田：施用堆肥是培肥地力最有效的手段，但是對單純的農耕戶

來說，要獲得足夠的有機材料並不容易。因此，需要加強與同地域內畜

產養殖戶的協作，謀求有機材料的可循環利用，並建立堆肥生產與流通

的廣域組織體系。 

(2)引入增進地力的作物：除施用有機質材料以增進地力外，通過種植綠

肥等可增進地力的作物，建立良好的輪作體系，以解決設施內土壤的鹽

積問題，推動多樣化的土壤培育管理。 

(3)推動土壤、土層改良：耕地土壤因耕作層較淺，排水不良且養分不足，

不利於作物生長發育。因此，需要通過深耕、排水及施用適當的土壤改

良劑等措施，積極進行土壤、土層的改良，為農作物生長創造健全的栽

培環境。 

(4)防止因施用有機質材料造成土壤中有害成分的積累：污水、污泥等中

的有機物質的資源化利用儘管可一定程度上提高土壤的肥力，但其中也

常常含有重金屬等污染環境的物質。因此，為了避免因施用有機質材料

造成土壤中有害成分的積累，需要制定這些物質的施用標準，並在施用

過程中嚴格遵守。 

2.合理、高效的施肥技術 

(l)加強土壤診斷：為避免過量施肥，應積極進行土壤診斷，並以診斷結

果為基準，保證施肥量的合理。 

(2)重新修訂施肥標準。現行的施肥標準，只是著眼於作物的生長發育及

產量而制定的，基本上都是以上限值為准。考慮到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需要對現行的施肥標準進行重新修訂，制定合理的標準值。 

(3)利用肥效調節型肥料，提高肥料利用效率，削減施肥量：普通的化學

合成肥料，易溶於水，過剩的養分容易隨降水及灌水進入地下水或河流

而流失。因此，通過使用肥效調節型肥料(化合緩效性肥料、包膜肥料、

硝化抑制肥料等)以削減肥料的施用量。 

(4)其他提高肥料利用效率的施肥法：積極推行可提高肥料利用率的側條

施肥及深層施肥等低投入型施肥技術體系。同時，在施用堆肥等有機肥

時，引入穴施、溝施等局部施用技術，努力削減化肥的施用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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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病蟲害及雜草的合理防治技術 

(1)健康作物的培育：通過一系列培土措施，最大限度地發揮土壤潛在的

各種機能，如養分、水分保持、有機物的分解、對土壤病原菌的拮抗作

用及淨化作用等，培育健壯的種苗及健康抗病的作物體。 

(2)病蟲害綜合管理技術：防治病蟲草害的手段，除了藥劑防治以外，還

有如耕種防治(輪作、間作、水旱輪換、降低傳染源、高畦、排水、深

耕、灌水、種植綠肥、冬耕等)、物理防治(防蟲網、誘蛾燈、利用太陽

熱土壤消毒、紫外線去除塑膜等)及生物防治(抗病品種、抗病砧木、拮

抗微生物、性引誘劑、天敵、低毒病毒、昆蟲成長抑制劑等)等多種技

術。需要建立基於農藥防治與這些多樣化防治手段以及合理的栽培管理

技術相結合的綜合防治體系。 

(3)病蟲草害防治的高效化與合理化：透過各縣市地區的病蟲害防治所網

路中心，提供迅速、準確的病蟲害發生情況預報。針對各縣內主要病蟲

害發生情況，利用電腦建立切合實際的預報系統，並根據消費者需求的

多樣化，依病蟲害發生的程度，設定適宜的防治水準，以達到高效、合

理的防治效果。此外，要綜合考慮社會背景、水文、海拔、地理條件以

及發病環境等因素，建立適合區域特點的病蟲草害防治體系。 

(4)合理化使用農藥：為確保農藥施用者的安全，防止農藥對農產品安全

的影響，要嚴格遵守農藥安全使用規則，並對廢瓶、殘液加強回收處理，

以保護周邊環境的安全。基於此，要嚴格按照"各縣訂定之主要農作物

病蟲害及雜草防治指導方針"進行指導防治工作。 

(5)加強對消費者教育：為消除消費者對農藥安全性及病蟲害防治重要性的

不理解或誤解，需要加強對消費者的教育，認識農藥的安全性及重要性。 

 
結  語 

環境保全型農業是在保證安全與穩定的糧食生產的前提下，充分發揮

農業自身在生態系統中保有的多方面的機能與價值，從滿足消費者的需求

出發，構築良好的消費與生產的依賴關係。同時，不斷深化和完善農業生

產技術，確立長期的可持續發展的農業生產方式,走出一條土地永續利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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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振興之路。日本為首倡「環境保全型農業」國家，從整體環境保護及

生態平衡為出點，發展「環境保全型農業」。 

希藉由日本「環境保全型農業」，就其觀念、理論之建立，政策之形

成及執行，技術之開發與應用加以學習，供台灣發展有機農業、永續農業、

合理化施肥及吉園圃、產銷履歷、優良品牌等等之農業政策訂定參考之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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