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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文主要目的為瞭解主要國家、地區(如：歐盟、美國及澳洲等)對於推動有機農

業方案之類似政策之作法，以為我國擬定政策之參考，歐美在有機法規上為專屬立

法，且其農業發展以建構完整農業規範為發展的重要關鍵，因此，藉由瞭解這些國

家有機農業相關法律之長，以為我國擬定政策參考。 

一、1999年歐盟修訂共同農業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簡稱 CAP)，成為 2000年

後歐盟會員國間有機農業補貼法源依據。歐盟在 CAP 施政重點上，主要為由單一部門

農業生產與價格取向，轉向整體鄉村地區與環境永續長期發展目標。自 2000年後，歐

盟即為因應農業環境永續性、農業貿易自由化、歐盟東擴、預算成本過高等因素，分

別提出單一農業給付制度、環境、食品安全、動植物衛生和動物福利標準規範等政策。 

二、美國對於有機農業方面主要包括：美國2008年農業法授權國家有機驗證費用分擔計畫、

有機農業轉型補貼、專屬研究經費、農業收益保險等。 

三、澳洲有機標準中所定義產品包括來自植物、動物的未加工產品和加工衍生品，並且規

定要對產品標識「有機」、「生物多樣性」或「轉型中」之農作物生產標章。同時也

規定通過控制投入物的原料來源、加工、使用和處理使其對環境的影響最小化。 

    
 

關鍵詞：有機農業、農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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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有機農業為一利用生態系統管理方法進行運作之農業系統，其生產過程排除使用農場

外來物質與諸如化學合成肥料、農藥、動物藥劑、基因改造種苗、防腐劑、保存劑及放射線

等等合成物質。依據聯合國有機標準(Codex  Alimentarius)定義，有機農業是一種促進及加強

農業生態系健康的整體系統管理方法，包括增加生物多樣性、促進生物循環及提升土壤生物

活性。其管理作業應著重利用農場內部資源及物質以及適合當地區域環境條件的管理措施。

有機農業生產系統中應採用栽培、生物及機械方法，並排除化學合成物質的使用。 

全球有機農業近幾年其農產品市場年成長率約 5至 10%，農地面積由 2001年 1,500萬公

頃成長至 2006年 3,100萬公頃；2008年再達 3,220萬公頃。根據 2010年國際有機農業推動

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Organic Agriculture Movements；簡稱 IFOAM)所公布近 5年全

球有機農業主要生產國農地面積調查發現，全球最大比例有機農業在大洋洲(37.6%)，其次為

歐洲(24.1%)，其後依序為拉丁美洲(19.9%)、亞洲(13%)、北美洲( 4%)、非洲( 3%)等。以目前

2011年 IFOAM 最新統計資料顯示，全球有機農業用地統計已成長至 3,720公頃，全球有約

180萬農業生產者進行有機農業活動；全球相關農產品銷售額則達到 54.9億美元1，北美國家

及歐洲國家有機農產品以進口為主，亞洲則以出口為主，目前全球有機農業生產及市場銷售，

持續呈穩健成長，也是全球成長最快速的農業部門之一。 

以下分別為歐洲(歐盟)、美國、澳洲等有機農業政策發展與現況探討。 

歐洲歐洲歐洲歐洲(歐盟歐盟歐盟歐盟)有機有機有機有機農業政策發展與現況農業政策發展與現況農業政策發展與現況農業政策發展與現況 

歐洲最早於 1920至 1940年代時出現有機農業運動，但為因應 1950年代期間歐戰後糧食

短缺問題，歐洲農業政策以提高作物產量解決糧食短缺為主，有機農業在此期間不受重視。

1970年代初期之後，歐洲社會開始重視環境保育議題，也開始出現由生產者、消費者及生態

提倡者成立之各種有機農業協會。1980年代時，歐洲政府開始逐漸認可有機農業發展重要性

而支持相關研究及制定法規，部分國家也開始提供補貼。近年來較為重要的政策主要有： 

1. 1991年制定完成適用全歐盟區域有機農業法規 2092/91號規則，並於 1992年全面實施。 

2. 1992年制定適用於全歐盟會員國 2078/92號「歐盟農村發展計畫」，明定歐盟當中各會

員國須提供有機農業補貼，為歐盟有機農業補貼政策與發展的開端。  

3. 1999年歐盟開始大幅修訂共同農業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簡稱 CAP)，並以

1257/99號「農村發展計畫」做為原先「歐盟農村發展計畫」替代方案。此政策內容也成

為 2000年後歐盟會員國間有機農業補貼法源依據。 

4. 2004年起歐盟執委會制定「有機行動計畫」，其目的為增修相關農業法規及共同農業政

策中有機農業措施，建立產品銷售資訊系統。2005年後，歐盟針對 2007至 2013年共同

農業政策開始制定相關有機農業規範。主要仍為就其農業發展、補貼進行政策研擬。 

 
                                                 
1 相關統計資料可參考 2011年 IFOAM 公布之報告 The World of Organic Agricult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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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在共同農業政策(CAP) 施政重點上，主要為由單一部門的農業生產與價格取向，轉

向整體鄉村地區與環境永續的長期發展目標。自 2000年後，歐盟即為因應農業環境永續性、

農業貿易自由化、歐盟東擴、預算成本過高等因素，分別提出單一農業給付制度、環境、食

品安全、動植物衛生和動物福利標準規範等政策。以長期觀察，歐盟農業政策目標為求達到

各會員國內農村區平均收入至少是該會員國全國平均收入 75％以上。 

在相關有機農業產業規範上，由於有機農業可直接避免食品中的農藥殘留、提升食品品

質，避免化肥和農藥對水源與環境的污染(如保育地下水不受污染)；間接促成完整生物生態

體系的復育。此外，推動有機農業會減少政府醫療支出、公共用水處理成本，以及水源整治

與生態復育等費用，基於這些原因，歐盟在 2000年到 2006年間將歐盟總經費的一半（約為

2,980億歐元）編列為農業與鄉村地區發展經費。 

整體歐盟農村發展策略主要依據歐盟 EC 1257/1999號文件執行。發展有機農業主要政策

目標如下：(1)維持土壤有機質水準，保護土壤的長期肥力、(2)提高植物和動物之間的生物多

樣性、(3)充分利用自然、本地和可再生資源、(4) 減少農業的對外依存度等2。 

為達成上述政策目標，歐盟採取 11項主要的措施：(1)鼓勵老農提前退休，以便提升從業

人員素質、(2)環境保護與生態保育、(3)食物品質提升、(4)偏遠地區公平發展機會、(5)鼓勵

農民在生產過程中採用並遵守環保、公衛、食物安全等公認標準、(6)農業生產環境與設備投

資、(7)補助與協助青年農友創業、(8)專業技能訓練與教育、(9)改善食物加工與產銷、(10)山

林管理、(11)其它有助於協助鄉村地區發展的結構性調整手段。 

各項措施中如鼓勵老農提前退休、農業的生產環境與設備的投資、補助與協助青年農友

創業、專業技能訓練與教育主要屬於產業層面的政策推展。依現行歐盟法令，規定年滿 55歲

或務農年資已經超過 10年的農民，退休後每年可領到 15,000歐元(約 63萬台幣)，直到 75歲

為止，保障產業內從業人員社會福利。另外在農地生產補助上，原先傳統農場每公頃則補助

約歐元 250-300元不等(2003年)，至 2011年時擴大補助標準：農作物最高補助金額度每公頃

600歐元(約 2.5萬)，特殊多年生作物為每公頃 900歐元，以及其他土地使用為每公頃 450歐

元。  

在農業的生產環境與設備的投資上，歐盟共同農業政策主要希望達到降低生產成本、改

善與調整生產、提高產品品質、保護與增進環境和生態，促進農業經營的多樣化等多項目標。

歐盟會員國各自設定有機生產農地比例目標，並另規定會員國須訂定總投資補助金的上限。

補助總金融以占合格投資總量之百分比為依據，在落後偏遠地區以不超過 40%和 50%之最高

限制為準。若是屬年輕農民(年齡低於 40歲之農業生產者)投資，則這些百分比在落後偏遠地

區可提高為 45%和 55%上限標準。 

此外，歐盟針對農業方面主要有以下幾項要點(李舟生，2010)：(1)只有積極的農民方能

獲得支持，所得支持將限制在 30 萬歐元。(2)使會員間所獲得的補貼額度趨向公平，舊會員

享有的將逐步減少，東歐新會員將增加，例如法國的支持將減少 1.5%，羅馬尼亞將較目前增

                                                 
2 參考 Organic agriculture and the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http://ressources.ciheam.org/om/pdf/c29/CI020507.pdf。另外，彭明輝則整理出歐盟有機農業六大目標 (1)改善農

業經營條件，(2)提升並保障農產品的品質與食品的衛生安全，(3)維持農民合理並穩定的所得，(4)確保環境保

護議題被充分地照顧到， (5)開創新的工作機會、改善鄉村地區生活環境與經濟、文化條件，以促進城鄉發展

機會的均等，避免鄉村人口的持續流失， (6)利用永續性方法持續改善與維護鄉村地區的自然與人文資源，以

便交給下一代一個更好的生活環境。詳見 http://mhperng.blogspot.tw/2011/04/blog-po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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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三分之一。(3)設置 35 億歐元危機處理基金，執委會要制定新的工具協助歐盟處理危機，

並以改善干預與私人儲藏制度支持歐盟的糧食安全網。(4)為強化農業環境永續，執委會建議

將直接給付的 30%用於改善自然資源用。(5)為鼓勵年輕人參加農業，每個農場可連續五年獲

得 7萬歐元補助。(6)加強科技研發。(7)利用農村發展計畫促進就業與企業化經營，其中包括

刺激農村經濟活動的措施，也要協助不利地區農業生產者。 

另外，相關有機農業規範對於歐洲農業的影響，黃璋如(2001)指出 2000年歐盟國家有機

農業面積超過 370萬公頃，約占當時全部農業面積 2.9％。劉凱翔(2007)、陳世雄(2007)引用

歐盟統計資料發現：東歐地區加入歐盟後其會員國有機農業用地增加 580萬公頃；統計全歐

地區有機農業用地在 2004年時達 650萬公頃。當中以奧地利、瑞士、芬蘭、義大利、瑞典等

國為發展有機農業較為成熟地區。若依最新統計觀察，2012 年 2 月德國有機農業研究機構

(Research Institute of Organic Agriculture)所公布 2010年全球主要有機農業統計數據顯示：歐

陸地區法國、波蘭與西班牙在相關農業用地大幅度增長(分別就 2009年增加 24%、42%、9%

農地面積)；全歐洲以德國在 2009至 2010年間有機農業市場規模達到 8.4億美元水準；法國

則達到 4.7億美元規模。此外，2010年歐洲已有六個國家超過 10％的有機農產品土地，分別

為列支敦士登(27.8％)、奧地利(19.7％) 、瑞典(14.1％) 、愛沙尼亞(12.5％) 、瑞士(11.4％) 、

捷克(10.5％)。截至 2010年底，歐洲共有 28萬以上農業生產者進行有機農業活動，預期該產

業未來仍將持續、穩健增長。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有機有機有機有機農業政策發展與現況農業政策發展與現況農業政策發展與現況農業政策發展與現況 

美國 1990年頒布有機食品生產法(Organic Foods Production Act；簡稱 OFPA)，要求美國

農業部(United Stat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簡稱 USDA) 針對有機產品建立國家標準，當

時政策目標主要為達到建立有機生產產品銷售標準、向消費者保證有機產品一致的標準與降

低各州間交易障礙等目的，以促使市場中可容納多樣化食品存在。在政策實施下，美國陸續

針對國內各州別導入有機農業系統，如 1997年時就俄亥俄等 12州導入有機農業生產系統，

至 2005年時則增加至 19 州。2002年起美國開始於國內實施國家有機法規(National Organic 

Program；簡稱 NOP)，在 2002至 2007年間有機產品銷售值平均以近 20%年成長率成長。依

美國農業部(USDA)統計，2001年全美有機農戶數為 6,949戶，相關農地面積達 80多萬公頃。

至 2003年時，全美有機農戶數成長至 8,035戶，總有機農地面積增加至 89 萬公頃，占總農

業用地面積 0.4%。其中有 59萬公頃有機農地做為作物生產，53萬公頃做為畜牧用地。另外

在有機農產加工業方面，超過 3,000的工廠通過有機驗證。 

1990至 2005年間，美國有機農業政策主要目標在建立起健全的市場機制，主要的政策

為國家有機農業法規的制定與實行。實施程序如下：  

1. 1990年美國國會通過有機食品生產法案(Organic Food Production Act；簡稱 OFPA法案)，

於 2002年 10月 21日美國農部全面實行國家有機法規(National Organic Program；簡稱

NOP法則)，NOP法則實施後，多家美國國內驗證機構及國外機構通過認證。 

2. 除制定國家有機法規，2000年後美國政府開始制定其他有機農業支持政策，包括研究、

教育、協助市場發展、提供生產者驗證補貼等措施，並於 2007年彙集為農業法案，有利

美國有機農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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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美國農業法被命名為「糧食、環境保育與能源法（ Food, Conservation, and Energy 

Act of 2008；簡稱 FCEA）」，內容涵蓋農產品產銷 (Commodity Programs)、環境保育

(Conservation)、農產貿易與糧食援助(Trade)、食品營養(Nutrition)、農業金融(Credit)、農村發

展(Rural Development)、農業研究(Research)、林業(Forestry)、能源發展(Energy)、園藝與有機

農業(Horticulture and Organic Agriculture)、禽畜產業(Livestock)、農作物保險與災害協助(Crop 

Insurance and Disaster Assistance)、商品期貨(Commodity Futures)、其他項目(Miscellaneous)，

以及貿易與賦稅(Trade and Tax Provisions)等十五大章節(中華經濟研究院，2008；Harris et al.，

2008)。 

對於有機農業方面主要有以下幾點(Johnson，2008)：(1)新農業法再次授權國家有機驗證

費用分擔計畫並且提供 2,200萬美元的資金，且每位生產者補助金額由 500美元升至 750美

元，最高可占其驗證總額 75%。(2)提供五年 5,000萬美元有機農業轉型補貼。(3)提供 7,800

萬美元有機農業專屬研究經費，並每年提撥 2,500萬美元。(4)提供 500萬美元資金，要求蒐

集有機生產和銷售上及時市場數據和訊息。(5)農業收益保險方面，農民依其前五年平均所

得，選擇 65％、75％或 85％所得比率投保，當所得低於投保所得比率時，保險公司即予以理

賠(理賠金額為實際所得和投保比率所得之差額)。 

另外，由於目前美國有機農業市場發展現況並沒有確切統計數據，主要市場規模係由業

界人士提供。依美國農業部經濟研究部(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公布，2008年全美有機農

業銷售總額約達到 21.1億美金。相關資料詳見圖 1。在這當中，水果、蔬菜為銷售量最大宗

(25%)，其他項目則市占率約 3%-16%3。  

目前美國農業部執行兩項有機農業成本補助方案。第一項方案主要提供 15州州內有機農

業生產者一年 1百萬美元農業管理補助（Agricultural Management Assistance；簡稱 AMA）；

第二項方案為依據 2002年美國農業法(Farm Act)，一次性撥款 500萬美元補助其國內有機農

業生產者以求擴大未來有機產品生產者的市場規模。 

澳洲澳洲澳洲澳洲有機有機有機有機農業政策發展與現況農業政策發展與現況農業政策發展與現況農業政策發展與現況 

20 世紀中葉澳洲自歐洲引進有機栽培技術以來，有機農產品日益受到消費者歡迎。澳洲

農林部(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Forestry；簡稱 DAFF)認為不管澳洲國內或者海

外，由於消費者對食品的生產地與生產方式的興趣和注意力都不斷地提升，伴隨著消費者對

健康飲食日漸重視的趨勢，有助於有機產品消費市場之成長(楊奕農，2005)。 

以下為澳洲有機農業認證政策的發展過程(DAFF, 2009)： 

1986年澳洲成立一家有機認證機構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ustralia；簡稱 NASAA)，並制定一套標準和認證體系。之後，1991年澳洲政府通過有機與

生物多樣性標準(National Standard for Organic and Biodynamic Agriculture)，要求產品出口時需

附上出口證書，上面必須寫明所有的出口產品、描述和數量，並且由權責單位(即澳洲檢疫與

檢驗局)(Australian Quarantine and Inspection Service；簡稱 AQIS)負責認證相關行為，包含評

估、簽發證書以及監管私人認證機構等事項。1998年時，Organic Federation of Australia；簡

                                                 
3乳製品 (16％ )，飲料 (13％)，包装和準備食物 (13％)，麵包和穀物 (10％ )，零食 (5％ )，肉類，鱼類，

家禽 (3％ )，調味品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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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 OFA)成為澳洲有機產業的首要機構。1999 年澳洲政府針對有機產品生產、加工、標章以

及銷售設定最低檢查要求和防範措施。2001年也引進日本有機法規，規定加工和標章需要進

行檢查和認證。2009年通過新澳洲有機標準(The New Australian Organic Standard)，規定著有

機和生物多樣性產品的生產、準備、運輸、行銷標章等作業，並特別強調促進資源重新利用，

以及對土壤、水、能源等資源的保護於農業及其經營表現上。 

    在新澳洲有機標準中所定義的產品包括來自植物、動物的未加工產品和加工衍生

品，並且規定要對產品標識「有機」(Organic)、「生物多樣性」(Biodynamic)或「轉型中」

(In-conversion)之農作物生產標章。同時也規定通過控制投入物的原料來源、加工、使用和處

理使其對環境的影響最小化；保持動物的自然行為、倫理以及農業生產的活動空間；建立農

場內部的能源和養分循環；鼓勵提高土壤的生物多樣性和保護土壤中的碳源以及農場的植

被。新澳洲有機標準也明文禁止在生產中使用幾乎所有化學合成的農藥、肥料和獸醫用藥，

並對加工添加劑的使用作出限制；在生產和加工中禁止使用轉基因技術、奈米技術、離子輻

射。另外，在確認產品標識真實性方面，標準要求有機和生命動力產品能夠從農場到餐桌進

行全程鍳別和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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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008年美國有機食物銷售額 

資料來源：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USD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