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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困境由來已久，無米樂現象及中國擬購買我農產品，使得農業政策再受到重

視，「以生物科技來解決農業問題」的講法也時有所聞。然農業問題相當複雜，
這種講法顯然過分樂觀。  

在貿易自由化的世界趨勢下，我國農業生產困境是成本無法有效降低。高成本的

人工是農業與其他傳統產業的共同癥結；在農業上，高成本因素卻有技術無法突

破的理由。以稻米產業言，我國過去每公頃平均生產五千五百公斤，與美國的七

千五百公斤有段差距，原因是夏天颱風季的切割，一年必須分兩季種植，每季生
長期太短與夜溫偏高，導致生產力的上限較溫帶地區低。  

相對於稻米，其他蔬果花卉並未依賴政府的生產補貼，靠的是新鮮與優異的品質

對抗外來貨；外銷日本的毛豆、佔全球貿易額之半的蝴蝶蘭，以及具有外銷潛力

的芒果、荔枝等水果，更是成功的農產品。即使稻米，優良產品如益全香米，農

民也能以高於政府收購價格賣出；花蓮的優質稻米，居然還能得到最挑剔的日本

人青睞。這些技術上的成就，都是農民與農業研究者多年的努力成果。可惜有人
誤將農業困境歸咎於傳統農業研發的不力，以襯托生物科技的重要性。  

農業生物科技範圍頗廣，包括傳統生技與基因科技；基因科技則又分為基因標誌

與基因轉殖。我國投資農作物基因轉殖科技已十多年，然而至今都未能生產獲

利，所謂蝴蝶蘭生技園區，用到的組培技術還是傳統生技，無關基因轉殖。基因

改造作物再怎麼研發，也沒有辦法把大宗水稻生產成本降低到可以與外國米相抗
衡。  

除花卉外，一般消費者，特別是日本歐洲，對基改產品相當反感，頂尖的跨國種

子公司都還不敢推出，甚至還會中斷科研的投資。投資基改作物，能賺的是種苗

的錢，然而我國傳統作物種子的外銷算是相當不錯的，也僅佔世界種子貿易市場

的百分之�點二三，在基改種子外銷市場由跨國種子公司獨占的情況下，我國更
全無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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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基因科技政策應懸崖勒馬，由市場而非科技權威來決定方向，並將基改品種

的下游目標，調整到上游的基因定序、基因標誌，除可避免基改作物混雜到傳統
品種導致外銷危機，基因定序還可申請專利，基因標誌則有利傳統育種工作。  

農作物分子生物學的科研是當紅課題，我國也應積極投入。然這些尖端研究距離

農民實際生產還相當遠；基因轉殖成功後，至少還需三、五年的傳統育種工作，

才能培育出新品種。強調分子生物學、基因轉殖用來解決農業問題，未見其利而
害處已顯現；這並非科技之過，而是科技教育政策出現問題。  

主政者過度重視大學或研究的排行榜，這些名次都是以論文發表的科學引用指標

（ＳＣＩ）為主，偏偏產業問題的解決能力與ＳＣＩ的關係不是絕對的，而農產

業的研發，本質上在ＳＣＩ的競爭力就比較弱。這會使學者的研究轉到容易發表

論文的題目，能解決農業問題者就受到冷落，有機農業、永續農業這些重要的課

題，也已經很難聘到合適的年輕學者。這種炒短線的教育科技政策若不趕快回
頭，我國農業研究的根基將很快流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