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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有機農產品專櫃、開創有機農業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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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花蓮地區位處台灣東部，空氣清新、水質純淨、風景

秀麗，凡是蒞臨東台灣的遊客，無不留下深刻印象。因此

也是台灣目前最適合發展有機農業的好地方，有鑑於此花

蓮區農業改良場自民國八十三年開始提供轄區有志從事

有機農業農民之生產技術，並協助其建立信心，提高有機

農產品品質，灌輸企業化經營之理念，自創品牌，銷售為

導向的計畫生產。歷經四年由於共同努力、合作無間，轄

區內水稻有機栽培面積，從民國八十三年一公頃至八十六

年已達到 106公頃，民國八十七年已預定計畫生產面積為

174 公頃，至目前已成立富里鄉學田村、富里鄉富里村、玉里鎮東豐、礁溪鄉民豐四班水稻

有機栽培產銷班，成果豐碩。從八十五年開始更進一步推廣蔬菜、果樹有機栽培，由花蓮區

農業改良場有機農業研究發工作小組，隨時提供有機栽培農戶咨詢服務，每個月與栽培農戶

舉行座談會，研究解決田間作業突發事件，深獲從事有機農業

農民之信任與佳評。 

台灣有機農業目前還在起步階段，其產品生產成本較一般

農產品高出約 40％以上，但產量卻只能達到一般農產品之 80

％，因此，其市場售價要比一般農產品高出 1倍到 1.5倍。以

目前觀之消費者接受率頗高，但徵結在有機農產品銷售管道狹

窄，造成廣大的消費者不知在什麼地方可以買到有機農產品，

而生產者又不知在何處銷售。為使消費者方便購買享受到清潔

無污染、營養又健康的有機農產品，提昇有機農產品之知名

度，開創有機農業生機，增加農民收益，在一般生鮮超市設置

有機農產品專櫃，實為當務之極。 

有機農產品專櫃的設置 
民國八十六年由花蓮區農業改良場負責技術指導，花、宜兩縣農作物有機栽培計畫面積

及種類包括水稻 106公頃，果樹 12公頃，蔬菜 6公頃，其中尤以蔬菜種類最多有高麗菜、胡

蘿蔔、馬鈴薯、甜椒、角椒、萵苣、番茄、胡瓜、小胡瓜、四季豆、長豆、辣椒、山蘇等 13

種。為宣導有機農產品之特色，達到產銷合一的目標，使消費者更方便買到有機農產品，且

買的安心，吃得健康。花蓮區農業改良場有機農業研發工作小組於七十九年十月開始籌劃「有

機農產品專櫃」設置事宜，經多次研商並與花蓮市農會劉總幹事春秀達成共識決定首先在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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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市農會中山、中華、自強三家生鮮超市設置有機農產品專櫃，打進生鮮超市賣場，逐步擴

大銷售管道，希望有機農產品能深入消費者每個家庭。 

為了使一般消費者瞭解有機農產品，特別利用專櫃空間，製作生產過程說明看板，另提

供花蓮區農業改良場編印之農作物有機栽培法簡介包括水稻、果樹、蔬菜手冊供消費者參考，

並將經台灣省藥物毒物試驗所檢驗不含任何農藥合

格證書公布於銷售專櫃，建立公信力，另將有機農產

品包裝上列印農戶之姓名、住址、電話一方面示以負

責，另一方面亦可達到幫助有機栽培之農民直銷之目

的，可說是一舉兩得。 

八十六年元月十五日由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召集

有機栽培農戶與花蓮市農會主辦人員進行面對面研

商溝通，就有機農產品供貨、包裝、價格、生產規劃、

宣導促銷等問題諸一研究協調，一切定案，準備上

櫃。為使設置專櫃單位花蓮市農會進一步瞭解生產過程及供貨情形，特別由花蓮區農業改良

場派專業技術人員陪同到生產現場進行瞭解，針對銷售者之立場與生產者進行研商，避免發

生產銷脫節之情況。 

八十六年二月二十日全省第一個由生產者直接供應生鮮超市之有機農產品上櫃，由於改

良場、花蓮市農會、有機農產品生產農戶同心協力，互相配合合作，時至今日已達到初步銷

售效果。 

結語 
有機農產品專櫃的設置，在目前台灣可說是一個大考驗，希望這個大考驗是良性的。在

策劃之初不論超市銷售人員與生產農戶均不具信心。但經過半年的經營之後，超市銷售人員

大感貨源不足，生產者更是安心的從事生產工作擴大栽培面積，二者間建立了良好的默契。

目前除了花蓮市農會三家超市外，玉溪地區農會、花蓮縣農會以及宜蘭縣部份農會亦要求花

蓮區農業改良場設置有機農產品專櫃。 

從銷售的結果看來，有機農產品仍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但為了逐漸建立消費者信心，

仍應從產、銷充分配合才能保持一項永續經營。因此，產銷雙方齊心協力，互相配合、體諒，

才是成功的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