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有機農業的認證標準與市場概況 
陳雅琴 

摘要：有機農業是 1990 年代以來美國農業成長最快的產業部門。「有機農業」指

的是利用生態方式來管理病蟲害，在作物生產過程中不使用化學合成物

質，以保障土壤的健康，在家畜生產過程中不使用抗生素與荷爾蒙，以促

進肉品的安全。1990 年，美國國會通過「有機食品生產條例」，要求農業

部針對有機農產品，發展適用全國的標準及規定，以利有機農產品的交易，

並且便於消費者辨認。1992 年，農業部成立「國家有機標準委員會」，研

擬國家有機認證標準。1997 年，農業部公布國家有機認證計畫規則(草案)。
2002 年 10 月，美國國家有機認證標準開始實施運作，凡是標示「有機」
的產品，從生產、收穫、加工、運輸、到銷售各階段，不論是美國本土種

植或由外國進口，均必須遵循這套國家標準。國家有機認證標準的標示規

定乃是依據產品中的有機成分比例來標示，包括「百分之百有機」、「有機」、

「用有機成分製造」等，如果農產品的有機成分為 100%或 95%以上，便

可貼上 USDA ORGANIC的綠色標籤。對於消費者而言，國家有機認證標

準可穩定消費者對有機產品的信心，使消費者在有機產品的範圍與數量上

享有較明確的選擇，並避免產品標示不清造成消費者困擾。對生產者與加

工者而言，國家有機認證標準可拓展國內與國際貿易市場，並且藉由市場

拓展而達到規模經濟與提高生產效率，降低生產成本。 
 

在市場概況方面，美國有機食品的銷售額從 1997 年以來，年成長率皆在

17%至 21%間，估計 2005 年的銷售額將高達 150億美元。有機食品在美國
食品零售市場的佔有率已超過 2%。目前 47%的有機食品在獨立天然產品

店與連鎖零售店銷售，44%的有機食品在大型量販店銷售。有機食品的零

售價格通常較高，主要原因在於消費者對有機食品的需求增加、有機生產

系統的輪作以及有機產品的認證成本較高。至於進出口貿易方面，由於美

國海關沒有將有機產品與非有機產品加以區分，故缺乏可靠的官方統計資

料來分析有機產品的進出口數量與貿易趨勢，而美國政府也因此無法對美

國有機業者提供適當的政策支持。此外，由於目前各國對有機農業並無一

致的定義與標準，使得美國業者很難順利打開國外市場。 
關鍵詞：有機農業(organic farming)；價格溢價(price premium)；國家有機認證
計畫(National Organic Program，NOP)；國家有機認證標準(National Organic 
Standard)；有機認證(organic certification)。 

一、前言 

有機農業是 1990 年代以來美國農業成長最快的產業部門。根據美國有機交

易協會(Organic Trade Association)的調查，自 1997 年以來，有機食品的銷售市場

年成長率均維持在 17%至 21%之間，至 2003 年有機食品的銷售額已達到 103.8
億美元。而在同一期間，美國傳統食品銷售市場的年成長率僅在 2%至 4%之間。
估計 2005 年有機產品的銷售市場將達到 150億美元，2007 年時可能突破 200億
美元。在 2004 年的趨勢調查中顯示，66%的美國消費者購買過有機食品，其中
更有 40%的消費者(約占全部人口的 27%)會定期購買有機產品。除了消費者對有

機產品的需求持續增加之外，美國許多農民與業者也逐漸由傳統農業轉而投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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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農業生產。而美國農業部國家有機認證標準在 2002 年 10月開始實施，更促成

有機農業的蓬勃發展。 

二、有機農業認證標準的發展背景 

「有機農業」(Organic farming)係指完全利用天然的農業系統，透過生態(例
如園藝與生物)的方式來管理病蟲害，在作物生產過程中不使用化學合成物質，

以維護土壤健康，而在家畜生產過程中不使用抗生素與荷爾蒙，以確保肉品安

全。在有機農業系統下，生態系統的基本元素與自然現象，例如土壤有機活動、

養分循環、物種分佈與競爭等都成為有機管理的工具。 
1970 年代，隨著環保意識的覺醒，有機農業與有機食品生產逐漸引起美國

社會大眾的注意，消費者購買有機食品時開始會注意到「有機」的標示，而標示

「有機」的產品價格往往也高於一般農產品。為了支持有機農業並避免消費者混

淆，一些私人機構(大多數為非營利性質)開始發展出有機認證標準。到了 1980
年代末期，有些州立機構也基於支持有機農業的理由開始提供有機認證服務。然

而，由於有機農產品之產製標準不一，甚至互相抵觸，這些州立與私人機構認證

計畫所拼湊出的各種認證標準，造成市場混亂導致有機農產品的銷售障礙。因

此，有機業者要求政府通過法令採取國家有機認證標準，以使有機食品的標示一

致。 
1990 年，美國國會通過「有機食品生產條例」(Organic Food Production Act，

簡稱 OFPA)，要求農業部針對有機農產品，發展一套全國通用的標準及規定，以
利有機農產品的交易，並且便於消費者辨識。農業部指示農產市場司(Agricultural 
Marketing Service，AMS)負責規劃設立「國家有機認證計畫」(National Organic 
Program，簡稱 NOP)，作為實施有機農產品的國家標準。 

1992 年，農業部根據 OFPA 條例的授權，指派包括農民與種植業者、農產

品加工與處理業者、食品零售業者、科學家、消費者與公共利益倡導者、以及環

境保護主義者在內的 14 位成員成立「國家有機標準委員會」(National Organic 
Standard Board，簡稱 NOSB)。在國家有機認證計畫(NOP)之下，農業部根據國
家有機標準委員會的建議，檢討既有的州立與私人機構認證標準，並參考國外的

有機認證制度，研擬出國家有機認證標準(National Organic Standard)。 
1997 年 12月，美國農業部公布國家有機認證計畫規則草案，並在公眾審閱

期間接受建議信函。2000 年 12月，美國農業部公布國家有機認證計畫，對有機
農作物、畜產品以及加工品之方法、作業、物料等進行規範。2002 年 10月，美
國國家有機認證標準(national organic standard)開始實施，凡是標示「有機」的產
品，從生產、收穫、加工、運輸、到銷售各階段，不論是美國本土種植或由外國

進口，均必須遵循這套國家標準。依據國家有機認證標準，所有參與有機農產品

之生產與運銷的農民與業者，包括食品加工與配送，都必須由美國農業部所鑑定

合格的州立或私人機構進行認證，但年營業額低於 5,000美元的農民與運銷業者
不在此限，而銷售有機農產品但未經手加工過程的零售業者也不須進行認證。 

三、國家有機認證標準的相關規定 

認證(organic certification)是國家有機認證計畫中最關鍵的部分，認證的過程
主要強調生產的方式與使用的物料，並禁止採用基因工程、輻射離子、以及施用

工廠泥漿肥料來生產有機產品。在作物生產方面，有機生產的作物必須種植在長

達三年未使用禁用物質的土地上，且這三年過渡期間所種植收成的作物不可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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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機產品。農民必須記錄所有栽培耕作，並保持記錄五年。在動物生產方面，

包括牛、羊、猪、魚、家禽、馬等，不論是作為屠宰、載重、或飼養用途者，都

必須餵飼有機生產之農產品，不得使用生長激素、荷爾蒙、與抗生素等；乳牛在

泌乳前 12 個月，雞則從幼雛到成雞都應遵守規定，才能標示為有機。在有機加

工食品方面，不得加入亞硫酸、硝酸鹽、或亞硝酸、任何重金屬或超過聯邦規定

許可之毒物殘留量，也禁止使用會損害有機物質的包裝材料或容器。 
 此外，國家有機認證標準也包含國家許可、准許使用在有機農產品之生產與

加工處理過程的合成物清單(National list)；在國家有機認證標準中，食品加工業
者使用的各種非農業的成分，不論是合成或非合成的，都必須屬於國家許可的清

單項目。業者必須避免將有機與非有機的產品摻混，也不可以讓有機產品接觸到

禁用的物質。在標示為「有機」的農產加工品中，所有的農產成分都必須經由有

機生產，除非這些有機成分無法透過市場取得。 
在有機標示方面，國家有機認證標準的標示規定可適用於生鮮產品與加工產

品，並且依據產品中的有機成分比例來標示。例如標示「百分之百有機」(100 
percent organic)的農產品表示全部成分(除水與鹽之外)皆為有機生產；標示「有
機」(organic)的農產品表示至少有 95%的有機成分；標示「用有機成分製造」(made 
with organic ingredients)的農產品表示至少有 70%的有機成分。如果農產品中的
有機成分低於 70%，則不可出現有機的標示，但製造商可以列表精確地陳述有機

的成分與材料，以供消費者選購參考。如果農產品的有機成分為 100%或 95%以
上，便可貼上「USDA ORGANIC」的圓形綠色標籤(如圖 1 所示)；違反上述相
關標示規定者將對業者處以 10,000美元的罰款。 

 

圖 1：美國農業部有機標籤 
資料來源：美國農業部農產市場司(USDA/AMS) 

 
國家有機認證標準也提供農民許多生產有機產品的彈性，例如簡化複合肥料

的作業規範，提供酪農生產有機產品之其他作業方式等；配合工廠作業標準，允

許二氧化硫生產之葡萄酒品得以標示為「有機」；並且放寬有機產品農藥殘留之

容許量在百分之五以內。 

四、有機生產的動機與成本 

1990 年代起，有機農業在美國逐漸受到重視且在農業部門中的比重也日益

提高，美國農民投入有機農業生產的動機包括：降低生產原料的成本、減少對非

再生資源的依賴、賺取有機農產品與傳統農產品的價格溢價(price premium)、開
拓高附加價值產品市場、基於經營管理者的生活哲學與道德倫理、考量農場家庭

生活的健康、以及改善農村與都市之間的關係。 
當農民從傳統化學密集農業系統轉而投入有機農業生產時，可能會面臨管理

成本與風險偏高以及生產成本高的問題。在有機農業生產系統下，需要投入較多

人力，必須採用特殊的有機生產設備以及化學合成物的替代品，再加上有機種子

與其他原料的成本較高，都可能造成有機生產的成本提高。此外，有機農業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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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必須要有較長的輪作休耕期以防治病蟲害，也是造成生產成本提高的原因。 
州立與私人認證機構所收取的有機認證費用也是有機農業系統所額外增加

的成本，尤其對小規模農場而言更是負擔。當農民投入有機農業生產時，認證機

構要求提供三年轉換過渡期的認證文件。在這段轉換過渡期間，農民必須以認證

合格的方式來管理農地，也無法賺取有機認證之農產品的價格溢價。此外，由於

美國農業部的有機認證標準要求有機產品必須在運銷供應鏈上與一般產品區

隔，因此造成加工、運送、與處理成本的增加，然而這些額外增加的生產成本與

運銷成本，也反映在有機農產品的價格溢價。 

五、有機產品的銷售市場趨勢 

近 10 年來，美國有機農業呈現大幅成長的趨勢，從 1997 年的 35億美元增
至 2003 年的 104億美元，年成長率皆在 17%至 21%間，2004 年的銷售額估計為

127 億美元，2005 年則估計為 150 美元。但傳統食品的年成長率僅在 2%至 4%
之間。在近幾年穩定成長的趨勢下，有機食品在美國零售市場的佔有率已由 1997
年的 0.8%大幅提高到目前已超過 2%。 

分析近年來有機食品銷售大幅成長的原因，主要包括：(1)國家有機認證標
準清楚地界定出有機的範圍，並且透過有機標示以協助消費者辨認；(2)消費者
普遍認為有機食品較安全、較健康、且有益環境；(3)透過傳統的運銷通路促使

有機食品更為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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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歷年美國有機食品的銷售額與年成長率 
資料來源：有機貿易協會 Organic Trade Association 

 
若將有機食品分為三大類：水果與蔬菜(新鮮與冷凍)、動物產品(乳製品、肉、

魚、與家禽)、以及加工食品(麵包穀類、飲料、點心食品、包裝及調製食品、與

調味醬料)，則自 1999 年以來，這三類有機食品的銷售額皆呈現快速成長的趨勢，

其中有機動物產品的成長率最高，主要原因在於消費者對動物福利與食品安全的

意識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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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歷年美國各類有機食品(水果蔬菜、動物產品、加工食品)的銷售額 

資料來源：有機貿易協會 Organic Trade Association 

六、美國國內有機產品的市場通路與價格溢價 

美國有機食品的銷售通路在近十年來有很大的變化，在 1995 年，天然食品

零售店(約占美國食品商店的 1%)所銷售的有機食品占所有有機食品的 2/3。2000
年，傳統超商(約占美國食品商店的 99%)所銷售的有機食品占所有有機食品的
50%。目前則有 47%的有機食品在獨立天然食品店與連鎖零售店銷售，44%的有
機食品在大型量販店銷售，其餘 9%則是經由不同形式的直接銷售通路，例如農

夫市場(farmers’ market)。 
有機食品的價格加碼結構與傳統食品相似，最大的差別在於有機食品的零售

價格溢價較高，根據羅代爾研究所(Rodale Institute)的調查，各類有機食品的價格

溢價，也就是有機食品與同規格之傳統食品零售價格差額的比例，如表 1所示。 
 

表 1：各類有機食品的價格溢價 
牛乳、奶油 50%--100% 
水果 0%--50% 
蔬菜 50%--150% 

雞肉、牛肉 100%--150% 
玉米、大豆 100%--150% 

資料來源：羅代爾研究所(Rodale Institute) 
 
這些有機食品的價格溢價主要來自於消費者對有機食品的需求大幅增加；有

些有機食品價格較高是因為有機生產系統必須要與氮素轉化以及其他非現金作

物整合進行輪作，因此農民必須將有機作物價格提高以彌補輪作的衝擊。此外，

有機認證所耗費的人工成本也會反映在有機食品的零售價格中。美國農業部所授

權的認證機構必須要監督認證所有配送的環節，以將有機認證食品與其他食品區

隔，如此一來便會增加額外的成本。 

七、美國有機產品的進出口貿易市場分析 

在出口貿易方面，由於美國海關並沒有將有機產品與非有機產品加以區分，

因此缺乏可靠的官方統計數據。根據相關的產業資料來源顯示，2002 年美國有

機食品的出口額約在 125至 250百萬美元之間，其中約有 60%是出口到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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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主要的出口對象還包括日本、歐盟、台灣、南韓、紐西蘭、澳洲等。有機食

品的進口額約為 10至 15億美元，主要來自拉丁美洲墨西哥、巴西、阿根廷、與

烏拉圭，以及亞洲的中國與印度；這些國家的勞力供應充足，正好符合有機農業

生產的需求。以往美國曾是有機食品的淨出口國，但近 10-15 年內，因美國國內

對有機食品的需求強烈，目前進口值已大幅超過出口值。 
國與國之間的有機認證標準往往需要透過複雜的協商過程，目前日本是唯一

接受美國農業部認證標準所認證之有機產品的國家。而美國則接受加拿大、紐西

蘭、丹麥、英國政府所認證的有機產品貼上美國農業部有機標籤而出口到美國。 

八、美國有機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力分析 

相較於美國，發展中國家的農場勞動成本較低，而為了取代化學除草劑、除

蟲劑、與肥料，有機農業生產往往需要更多的管理與人力，因此發展中國家的有

機產品供應商在這方面較具有競爭力。但相對來說，在國外，有許多消費者對於

基因改造食品的態度與印象不佳，也因而造就更多美國有機食品出口的機會。對

國外進口商而言，有機食品是目前美國食品中唯一經認證使用非基因改造種子種

植而成。即使有機認證標準強制要求使用非基因改造種子，但其中可能偶爾出現

基因改造物質，因此並不能保證有機食品完全沒有基因改造成分。美國有機食品

產業所面臨的機會與挑戰分析如表 2所示。 
 

表 2：美國有機食品產業的競爭力分析 
優勢/機會 挑戰/威脅 

擁有美國農業部有機認證標籤 需仰賴有機原料成分的供給 
消費者對食品生產方式的意識提高 需使用勞力密集生產方式 
消費者願意付較高價購買有機食品 有機與基因改造之間的相容性問題 
有機食品在主流零售通路可購得 國外市場的有機認證標準不同 
聯邦研究與運銷基金支持有機農業 有機種植之種子供應不足 

九、結語 

美國有機產品市場包括農場作物、動物產品、加工食品等在近十年來呈現大

幅成長的趨勢，預估未來仍會持續成長。促成此一成長前景的主要原因包括：(1)
美國農業部的有機標籤幫助消費者很容易辨認出符合有機標準的產品；(2)有很
多消費者認為有機產品較為安全、健康、且對環境有益；(3)有機產品逐漸可在
零售通路中買到。 
在進出口貿易方面，目前美國有機產品的進口值遠大於出口值，但因美國海

關沒有將有機產品與非有機產品加以區分，因此缺乏可靠的官方統計資料來分析

有機產品的進出口數量與貿易趨勢。有機生產業者無從得知美國進口何種類型的

有機產品，也因而無法在美國國內生產這些類型的有機產品來與進口品競爭。政

府農業決策單位也因為對有機產品進口類型與數量無法明確掌握，因此無法對美

國國內生產業者提供支持。此外，美國業者在國際市場還面臨的另一個嚴峻挑

戰，就是各國對有機的定義標準並不一致；在沒有明確定義有機的規定下，美國

業者很難順利打開國外市場。 
綜合而言，美國農業部的有機認證標準實施後，有機標籤代表不只是有機食

品的安全、品質、與營養價值，同時也代表一種運銷工具，但有機標籤並沒有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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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原產國，也無法專為美國有機產品推廣海外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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