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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永續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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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生病了！ 

長久以來，人類對農業的經營，一直是以增加產量而得到更高的報酬為目標，為了增加

土壤單位面積的產量因此只好採行「集約耕作」的方式，盡量榨取土壤的資源，以這種超過

土壤負荷能力的密集耕作法，長期讓土壤處在「過勞」的狀態下，又沒有讓土壤休息;就像讓

一匹馬長期拉超過它能力以上的貨物又不讓它休息，它怎能不生病呢﹖ 

過去人們一直忽略「農業的根本在於土壤」，只是把土壤當作生財的工具，為了增加產

量只好依賴速效肥料及過量的農葯，對土壤一味採行掠奪式的農耕方式，過度使用現有的土

地資源，土壤肥力因此日趨劣化，土壤鹽化，質地被破壞而沖蝕嚴重，並導致土壤性病害增

加，這種土壤就是生病的土壤。當土壤己呈現病態時，人們非但不做正確的診斷及復育──讓

土壤休息，反而胡亂投醫，添加各種營養劑或生長素，如此非但無法挽救已經生病的土壤，

反而會加速將土壤推向衰頹死亡的邊緣。 

土壤是一個複雜的有機體，它由各種礦物、砂粒、坋粒、粘粒構成骨骼，而各種營養元

素、微生物、原生動物、藻類及小型動物則構成土壤的血肉，有機質就好像土壤的脂肪，它

是提供及儲存土壤能量的寶庫。當土壤健康時，它能提供各種土壤生命充足的養分及足夠的

空間，讓它們蓬勃發展生意盎然，不但動、植物生長的好，而且因為土壤生物相的平衡還能

減少病蟲害的發生。但是如果不當的使用土壤則會使土壤趨向生病或甚至死亡，沒有生命的

土壤，自然生成的叫「惡地」，而人為造成的則稱為「問題土壤」，其病名為「土壤性生理

病」，無法以一般簡單的土壤肥力或病蟲害防治方式治好的作物生長障礙則為其典型的症狀，

對於這種病入膏肓的土壤有什麼是最好的治療及預防方法﹖──那就是推行「永續農業」的耕

作制度。 

近來為了挽救地球的自然生態，許多的農耕方式被提出，包括有自然農法、折衷農法、

低投入農法、有機農業、再生農業等。這些農耕方法有的要求嚴格，禁止使用各種化學合成

的資材，一切採用從自然環境取得的資材，強調自然安全及健康;有的農耕方法則是以自然生

態保育的角度來看農業，並不排斥化學農葯或肥料的施用，但強調合理及減少環境污染的施

用方法，不以農作物產量為最終目的，而是加入社會成本的考慮，不管是嚴格的也好，是寬

鬆的也罷，亦不論是否可以使用化學肥料、農葯，這些農耕方式都是為了保存土壤肥力使土

壤能永續利用，為人類提供健康安全的食品為目的，即皆包含於永續農業之中，只是有的手

段激烈有的比較緩和罷了。 

舉一個最簡單的比喻，永續農業就像老天爺給我們的一大筆錢──土壤，而我們必須學會

只用這筆錢(土壤)的利息來生活(永續農業)，只要本錢越多(提高土壤肥力)，我們的生活就會

越好，而且絕對不會對原來的本錢(土壤)有任何損失。那永續農業究竟是什麼樣的農業﹖其

內涵及條件又是什麼﹖以下我們將為您作簡單的介紹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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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永續農業是兼重三生全面發展的農業 

農業是具有生產、生活及生態三生一體的產業，過去由於只偏重於生產面，故以增加生

產量為提高所得的主要手段，生活與生態面之重要性常被忽略。在所得提高後，人類開始思

考人與環境的關係，飲食不再只為求溫飽，而是要更進一步追求生活品質的提升，因此生活

與生態又重新被重視，而使農業又逐漸朝向永續農業之路邁進。 

2.永續農業是維持地力與生態平衡的農業 

永續農業不以追求產量之增加為目旳，因此有更大的空間考慮肥料及農葯的施用，減少

農葯及化學肥料等生產資材的投入，在不超過土壤負荷能力的條件下生產糧食，減少了土壤

物理性的破壤與對生態環境的污染，如此即能達到土壤保育的目的又能維持人類與環境之間

的和諧。 

3.永續農業是提供高品質及健康農產品的農業 

永續農業雖然不求產量的增加卻著重於品質的提升，藉提高農產品的品質來換取更高的

商品價值，以此增加農民的收入。永續農業使用安全的有機質肥料來改善農產品質，不會殘

留化學物質，所以能提供健康又安全的農產品給消費者。 

4.永續農業是低成本高收入的農業經營方式 

永續農業屬於一種技術性的低投入農業經營方式，不講求以高投入高產出的方式來榨取

土壤生產力，而是以發揮土壤自然的生產潛力為補償，以先進的科技及機械取代農葯、化學

肥料及人力的投入，除了可以降低生產的直接成本外，更可因產品品質的提升而增加收益，

所以永續農業是一種低成本高收入的農業經營方式。 

既然永續農業有這麼多的優點，那我們又該如何實行永續農業呢﹖實行永續農業後又該

注意那些事情呢﹖以下我們將簡單介紹幾點實行永續農業應該注意的事項，提供給各位參考。 

1.選擇抗病及肥料利用率高的優良品種 

抗病的品種可以經由其遺傳的特性從植物本身產生抗病的機制，可以減少農葯的使用，

而肥料利用率高的品種則可提高肥料的效果，減少肥料的使用及對環境的污染，優良的品種

則可以提高產量並生產高品質的產品。 

2.利用適當的耕作制度管理土壤 

避免使用大型農機以免壓實土壤，適當的深耕、翻土可以使養分均衡並減少硬盤的產生;

建立良好的灌、排水系統，做好土壤的水分管理，可以有效的利用水資源，減少土壤的流失。 

3.以合理的方式施肥、施藥 

不管是有機質肥料或化學肥料，施用時應考慮適時、適量及適法，配合土壤肥力診斷，

先瞭解土壤有效養分的含量，再根據不同作物的生長及吸收模式考慮合理適當的施肥方式，

不僅可以有效利用肥力更可減少投入造成損失。對農藥的施用亦是如此依照說明用藥，並盡

量使用對環境無害之低毒、短毒或自然農藥，減少對環境的破壞。 

4.採行輪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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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種植同一類作物，因養分的需求相似，常會造成營養元素的缺乏及不平衡，並易增

加土壤性病源菌的滋生及傳播，選擇不同種類的作物並採行適當的輪作模式對土壤生產力之

永續極為重要，輪作應注意以下幾個原則： 

(1).深根及淺根性作物輪作。 

(2).高需肥力及低需肥力作物輪作。 

(3).與豆科作物輪作。 

(4).水田、旱田輪作。 

5.讓土壤休息並種植綠肥 

土壤是有生命的有機體，長期過重的生產負荷，易造成養分不平衡，土壤理化性質劣化，

所以應該給土壤適度的休息，並應栽培綠肥來補充土壤肥力，調整土壤體質並減少土壤性病

源菌的滋生及傳播。綠肥作物可分豆科及非豆科兩大類，豆科綠肥可固定空氣中的氮素，補

充土壤養分，此外將綠肥殘株埋入土壤後可供作土壤有機質的來源，而深根性綠肥更可將土

壤深層的養分吸收上來使養分均衡，可謂一舉多得。 

6.多補充有機質 

有機質之於土壤就像脂肪對於人類一樣，有機質是土壤養分最終也是最大的貯存所，它

可以維持土壤良好的結構及保護土壤免於流失並維持良好之微生物族群。一塊田地的肥瘦就

是以土壤中有機質含量的多寡來作為衡量的標準，台灣因地處亞熱帶氣候高溫多雨，加上過

度集約耕作，所以有機質含量一般偏低，故應多補充有機質以提高土壤肥力。 

7.利用高科技減少對環境的破壞 

利用微生物肥料如:根瘤菌、菌根菌、溶磷菌等來幫助養分吸收，減少化學肥料施用量，

或以各種高科技如太陽能消毒、性費洛蒙、寄生蜂、土壤線蟲及各種有效的自然農葯來防治

病蟲害減少環境污染，此外間作各種忌避作物亦可達成抑制病蟲害的效果，這些方法均可以

降低農葯的使用量。 

1990年 10月在美國夏威夷及 1991年 6月在日本，由日本MOA發起召開了兩次籌備會

議，決議在 1991年 9月 6月於聯合國總部成立「世界永續農業協會」，參加會員國遍及歐、

美、日等世界各國，我國亦為該協會之會員。鑑於推行永續農業之目的，我國在產、官、學

及農友各界熱烈的支持下亦於 82年 12月 10日成立「中華永續農業協會」，積極推動有關之

試驗研究、示範推廣及技術與資訊之交流，並積極參與世界永續農業協會組織有關之活動，

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來推動永續農業，讓我們能夠擁有健康的土壤，生產出健康的農產品，使

大家獲得幸福健康的人生。有意參與永續農業之推動或想獲得更進一步資訊者可與「中華永

續農業協會」或各地區農業有關單位接洽。「中華永續農業協會」之地址:台北市仁愛路四段

101號 5樓之 1，電話：(02)7819420，傳真：(02)7819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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