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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學院結訓學員專訪

歸零後的有機農人生 創造農業
新價值－宜蘭青農陳柏翰

前　言

幾年前，在宜蘭踏足各鄉鎮從事電腦維護

的陳柏翰，大概沒想到，今天會成為一位專業

的有機農。時間倒退約 6年前，還是一位具備
電腦維護技能的工程師，在職場上發揮所學。

一場生病讓他放下工作，卻意外在休養中開啟

對農業興趣，因此決定離工從農，開始承租農

地耕耘，展開人生新里程。以下將介紹青農陳

柏翰的農業歷程，如何一步一腳印，從零開始

並闖出自己的一片天，現今仍熱愛著自己的選

擇，創造不一樣的人生價值。

一場大病  意外與農業的邂逅

大學唸電機系的陳柏翰，出社會後，朝著

自己最熟悉的專業領域發展，從事電機維修的

相關工作，「儘管是看別人臉色拿薪水，有一

技之長在身，讓僱主也很信任與放心，因此工

作倒也很順利！」陳柏翰自信說著。這樣朝九

晚五的安穩生活，在一場突如其來的生病變

調。有一次做健檢後數天，突然被緊急通知要

盡速開刀，家人在措手不及下簽下了切結書，

因此陳柏翰立即入院做了心導管手術。

    開完刀後，健康逐漸開始回復，鄰居出
於關心，邀請他到鄰居的友善農場幫忙，希望

藉由活動早日康復。陳柏翰在家養病好幾天，

其實很想出去透透氣，就答應了好心的鄰居。

原來只是純粹到山上幫忙，卻意外喜歡上農

事，而且做的不亦樂乎，同時也開始對有機農

業有了憧憬，棄工從農的念頭悄悄地開始在心

中萌芽。

農民學院課程 縮短從農摸索期

從小在宜蘭農村長大的陳柏翰，雖然農業

對他來說並不陌生，但是對農業沒太大興趣，

因此未打算要留在農村當農夫。唸書出社會後

的學經歷背景，完全與農業扯不上關係，對於

耕種技術更是一竅不通的農業門外漢。沒有任

何田間種植經驗的農業素人，開始上網尋找相

關的課程，希望先建立自己的農業知識，縮短

從農初期的摸索期，因此找到了農民學院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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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量上課天數、內容及朝向有機耕作等
因素，陳柏翰決定就近報名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開設的有機農業初階課程，為期 2週訓練讓自
己廣泛的學習各產業別作物產銷知識，也奠定

未來朝向有機之路的知能。結訓之後，仍然維

持學習的心態和動力，翼望激發創新的經營模

式，陸續又參加進階課程，拓展自己從農的視

野。

陳柏翰表示：「農民學院的紮實課程與專

業講師，以及與學員間彼此經驗分享，讓自己

更篤定未來從農方向及實際可能會遇上那些風

險，事先瞭解可以減少走更多的冤枉路！」。

此外，「事業發展要平步青雲，建立人脈是不

可或缺的成功要素。」轉換跑道的陳柏翰有感

而發，加入宜蘭縣青年農民聯誼會，會員間不

藏私地分享領域的資訊，讓他跳脫在自己小天

地裡的框架，突破慣性的思維模式。

找到生存之道 與另一半闖出小農一片天

雖然是農三代的陳柏翰，但是有機與慣行

的理念，讓兩代各自發展。然而父母親給兒子

一個重要的創業觀念，體會上一代是如何胼手

胝足，堅持到現在。因此，在從農道路顯得辛

苦些，不過在白手起家之際，他抱持著這理念，

逐漸走過創業維艱的時期，而且幸運地又認識

了一位願意攜手務農的老婆。不僅在農業道路

上不再孤軍奮戰，也因另一半的加入，使得工

作變得輕鬆又不孤單。

陳柏翰從不灰心喪志，有敢衝又不怕冒險

的傻勁，在草創時期難免艱辛，不過與另一半

共同努力，終悟出小農生存之道。考量從農資

金、設備、人力不充裕，在選擇經營品項時，

選擇水稻產業開始，「它具備投資成本少、技

術門檻低、機械化程度高的產業，最重要的是

代耕體系完備，大部份的田間及後製作業均可

交付給代耕業者處理，減少購置大型農機具及

彌補人力短缺的問題」陳柏翰娓娓道來。

此外，評估在地有專門收購雜糧的農場，

而且需求性大，銷售問題就可以解決，只要把

精神全投注在產量及品質上，符合契作農場的

要求，也不怕不來收購。目前配合契作農場，

種植宜蘭老種黃仁黑豆及花蓮一號黃豆，採收

後由農場製作成醬油、豆漿等。水稻除了賣真

空包裝的鮮米外，開發酒及麴等米加工品亦不

遺餘力；然而購置加工設備讓夫妻兩裹足不前，

找到在地的酒廠代工，在資金不充裕下與異業

結盟，完成小農開發加工產品的心願。

綠保有機雙認證 提升消費者認同

有機農業初階班上完後，打開了陳柏翰的

有機農業大門。他認為，鑑於食安事件層出不

窮及國人養生觀念盛行，讓消費意識逐漸抬

頭，未來有機市場會佔有一席之地。為了迎合

消費市場趨勢以及堅持有機理念；儘管農地問

題成了申請驗證的絆腳石，但是他絕不會打退

鼓。陳柏翰說著：「先申請文件門檻比有機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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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加農夫市集，向消費者介紹產品栽培方式 
（陳柏翰提供）

2 �參加農民學院有機農業課程 奠定有機知識及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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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略低的綠保標章，只要不使用農藥、化肥、

除草劑，同時有助於野生動物復育，就能輕易

取得。」

    等到租到國有地有機驗證申請才出現
曙光，由於之前採取友善耕作，環境已符合有

機的要求，很快地取得轉型期有機證書。他認

為，具備有機驗證的有機戶，不一定同時有綠

保標章，雙認證有加分的效果，更經得起消費

者的考驗。為了能讓消費者瞭解自己的理念及

用心，在包裝袋上特別還繪製彩鷸，無形中更

加深對產品的信賴。「區區一張 A4大小證書
及包裝袋上彩鷸圖案，卻是建立顧客對產品有

力的絕佳代言人！」陳柏翰強調。

開發加工品 提升米的價值

工程師出身的陳柏翰，瞭解到工業產品與

農產品不同，農產品會逐漸腐爛變質，造成農

友銷售壓力。常思考著如何把農產品像工業產

品一樣可以放很久，因此有了像陳年老酒的點

子。他表示：「用米製作的酒及醋可以比一般

農產加工品放的更久，不僅增加米的用途及價

值，也能解決農產品易損壞的問題。」

    考量摸索種植時間、在地已技術成熟
品種、開發加工產品等，陳柏翰選擇鮮食加工

兩用的品種，如越光米、臺中秈 10號等。越
光米為日本原生種，主要為鮮食用，其餘做成

米製飲品的糙米酒。臺中秈 10號則除了主打
鮮食外，也做成鹽麴、糙米醋、甘酒等；他自

豪介紹：「鹽麴、糙米醋可做為適合釀果醋的

基底醋，或是料理調味用；甘酒是一種完全不

含酒精成份的米發酵飲品，健康養生清爽零負

擔！」

開創直銷通路 創造銷售契機

雖然有公糧稻穀保價收購制度的支持，並

提供最省事又有保障的選擇，但是對陳柏翰來

說，不會把繳交公糧當作唯一的通路選項，希

望開創直銷路線，創造銷售契機。目前以自產

自銷為主，透過臉書行銷農產品，他認為，目

前網路仍是自己重要的通路之一。另外，也積

極參與農夫市集，讓大都會區的消費者，有機

會瞭解他的經營理念、生產方式與環境生態，

希望建構對彼此的信任。「這樣的面對面溝通

方式，成功地將自家的農產品推銷出去。未來

期許要朝著像日本『道之驛』概念，在宜蘭市

區幹道設立直賣所，拉近產地與消費端間之距

離，縮短食物運送里程及新鮮直送的目標前

進。」陳柏翰期勉自己。

結　語

陳柏翰打出「立農產地

直賣所」品牌，成功與市場

接軌，交出亮麗的銷售成績

單，在新職場領域裡找到興

趣及實現自我價值，可以說

他是一位被工程耽誤的青

農。從農熱情經 6年的試煉
從不消退，而且不斷在生產、

加工及行銷上自我突破，終

於闖出了自己的一片天。

為了奠定投入門檻高的有機農業，從農民

學院學習系統性的知識，同時參加青農組織，

拓展視野。在資源有限下找到適合自己生存之

道，在經營品項選擇能委託代工或契作為優

先，減少資金挹注；與異業結盟，開發出保存

更長及利於銷售的產品；運用低成本的網路社

群功能，開拓商機。未來要推廣地產地消通路，

減少運輸成本，提供新鮮至上的農產。

4 「農產地直賣
所」臉書QR 
code，與消費
者面對面，直
接銷售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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