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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印象中的紐西蘭除了發達的畜牧業之

外，對於有機農業方面的研究和執行更是相當

積極。筆者去年造訪了一趟紐西蘭基督城，並

將有機農業相關資訊和理念整理成本文與農友

們分享。

生態系統服務  ( E c o s y s t e m 

service)

「生態系統服務」意指藉由生物多樣性

提供更多的生態服務，例如瓢蟲和食蚜蠅等天

敵昆蟲捕食蚜蟲，蜜蜂幫忙授粉，鳥類傳播種

子…等等，都是對人類生存有莫大助益的「服

務」，人類若能善用大自然的服務資源來操作

農業，必定能減少人為的多餘投入。

以葡萄園為例，當地學者將蕎麥和一種

田亞麻科植物混種於葡萄園的行間，這兩種植

物所開的花朵會吸引葡萄捲葉蛾的寄生蜂前來

取食，實驗也證明的確大幅提高了捲葉蛾的被

寄生率，並間接降低灰黴病的發生而達到良好

的生物防治效果。此方式不僅可減少殺蟲劑的

使用，另外也同時增加了葡萄園區的生物多樣

和色調，對人類和環境而言是一種相當安全的

生態友善操作手法。但由2001～2005年各國學

者的研究調查顯示地球上60％的生態系統服務

開始慢慢耗損或無法支撐，這種情況將嚴重影

響人類的生存。因此人類必須要有自覺，應減

少對大自然的各種破壞行為。

參訪有機實習農場

紐西蘭南島林肯大學旁有一所有機農業

訓練學校，每年吸引大量志在從事有機農業的

民眾申請入學，兩年制的學程課程內容包含所

有有機農業操作技術，例如栽培技巧、廚餘製

成肥料、病蟲害控制、樸門永續生活設計、行

銷等豐富的課程，兩年訓練完成之後即可拿到

國家認可的證照，對於未來從事任何有機農業

相關的工作具有保障。學校擁有一塊10公頃已

通過有機驗證的土地供學生練習操作，同時也

供研究、示範和教學用，生產出來的農產品亦

可拿到市場去賣，林肯大學也會選擇在這裡進

行有機相關試驗。每位學生都擁有一小塊地練

習種植，作物可以自己選擇，但栽培的過程中

一定要常常親自去管理和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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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紐西蘭南島緯度較高，年均溫低，

因此該實習農場在栽種過程中特別重視作物的

防風防寒，尤其是苗期耐寒性較差，針對這個

問題，農場的作法是先將已播種菜苗的穴盤置

於塑膠布搭建的溫室，由於受到良好的溫度保

護，因此大部分種子皆可順利發芽。待幼苗稍

大時則移進另外一間可透風的網室，讓苗株漸

進式地適應外界氣候，接著進行移盆工作，最

後才定植於露天的大自然環境，使其吸收大

地土壤養分自由生長。這樣一連串的栽種過程

雖然費工，但是在紐西蘭的低溫氣候下，這種

操作手法才能有效提高每顆種子發芽率和成長

率，不浪費自然界的每一份資源，是當地有機

農業相當重視的一個概念。另外在作物有害生

物方面，野兔和鳥類是影響當地農作物最嚴重

的兩種動物，因此農場利用網子和各種透氣資

材隔離農作物，作為物理防治；而蘋果園則懸

掛性費洛蒙誘引盒，作為防止蘋果蠹蛾之用，

以上之病蟲害防治做法則與台灣大同小異。

▲BHU和其附屬的有機農業訓練學校招牌

▲有機農業訓練學校實習農場一隅

▲以廢棄塑膠浪板做為植物防風材料

▲溫室育苗後移至網室內讓苗株先適應外界溫度

比較值得一提的是實習農場內有養殖蚯

蚓的土堆區，蚯蚓是改善土壤理化性質的最佳

生物，學生們於栽種前先施放蚯蚓至土壤裡，

可以讓作物生長期間充分吸收土壤的養分。而

在國內亦有養蚯蚓的例子，花蓮縣壽豐鄉農會

經營的豐忠奇緣生態農園以牛糞飼養蚯蚓，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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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蚯蚓糞便取出後培養有益微生物，最後利用

該微生物來增加農場內作物上的抵抗力。這與

紐西蘭養蚯蚓的目的不同，因為台灣處於亞熱

帶，大自然的土壤中蚯蚓繁殖力和數量原本就

相當大，毋須額外添加蚯蚓至土壤中。

樸門永續生活設計(Permaculture)

「樸門永續生活設計」是70年代由澳洲

學者提出的名詞，這個字彙結合了「永續農

業」與「永續文化」兩個意思。樸門永續生活

有效運用作物相對位置、資源循環利用、各項

元素多功能化、共榮植物、生物多樣化…等操

作手法，巧妙地將資源循環利用而達到最高的

生活效益，並將生活上的廢棄物減低到最少，

不浪費各種可利用的資源，因此樸門永續生活

不僅落實了有機農業操作，更將永續的精神擴

大至食衣住行等生活層面。

筆者於當地參觀樸門永續生活設計的庭

園，隨處可見主人的生活智慧，相對於一般

四四方方的田區形狀，主人「妮可」將田區規

劃成同心圓排列的栽種型態，以增加可利用空

間和耕作的方便性。花園裡運用共榮植物的理

念將作物和花卉或是忌避植物互相混種在一

起，以提高作物生長優勢，例如在青椒和瓜類

旁種植孔雀草和金蓮花，可忌避線蟲、蚜蟲和

粉蝨等病蟲害，而開花植物也可吸引授粉昆

蟲，這符合了「單一元素多功能化」的原則。

另外，庭園裡隨處可見利用廢棄資材做為栽培

工具，像是使用塑膠浪板、塑膠筒、廢輪胎、

▲蘋果園中以性費洛蒙防治蘋果蠹蛾

▲田間搭建簡易網防治野兔為害。

▲蚯蚓繁殖箱

▲妮可花園是一個植物種類多樣的蔬菜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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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樁等物品作為幼苗保溫以及植物攀爬之用；

利用舊報紙在地面舖上數層以抑制雜草生長，

以落實「資源循環利用」原則。妮可花園的一

隅隔離出小空間飼養7隻母雞，母雞們供應雞

蛋給妮可一家食用，雞糞則和農業廢棄物共同

發酵製作堆肥，滋養著欣欣向榮的庭園；庭園

產出碩大肥美的蔬菜水果回饋給妮可，各式各

樣的種子則是母雞的食物源；而妮可一家吃剩

的廚餘其中一部份可餵養母雞，另一部分又是

製作堆肥的良好材料…。如此形成一「人類」

－「動物」－「植物」互相依存的資源循環，

此循環幾乎就能夠自給自足了！

這幾年，樸門永續生活設計在台灣已開

始慢慢發展，也由一群相同理念的人成立了樸

門永續發展協會，並且在台北、花蓮和台東都

有舉辦樸門課程讓有興趣的民眾參與，相信樸

▲在作物旁混植孔雀草和金蓮花等忌避植物

▲種植花卉不僅賞心悅目更可吸引授粉昆蟲

▲以廢棄輪胎作為植物苗期保暖資材

▲養母雞供給妮可一家足夠的雞蛋

門永續生活的新概念也將會在台灣成為熱門新

趨勢。

結　語

借鏡紐西蘭在農業操作上的優點，巧妙

運用大自然的各種廢棄物和生態服務，將有益

天敵引進農田以達到生物防治的效果，間接減

少農藥的使用；樸門永續生活設計讓農業資源

充分循環，不浪費一絲一毫可利用的資源，減

少農業上多餘的投入而降低成本，同時落實環

保的原則；公部門和學術機關毗鄰合作而發揮

最大的研究產出，並且讓有心投入農業的民眾

能夠接受專業且紮實的操作訓練。這趟研習之

旅讓人感動之處就是看到了紐西蘭對有機農業

經營的用心，所以，同樣倚賴地球資源而生活

的我們，記得也要一起愛護地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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