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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5-29  記者 張宇翔 文

國國立清華大學的退休教授彭明輝，將豐富的統計資料與國外農業經驗相整合，寫成了《糧食危
機關鍵報告：台灣觀察》一書，對台灣農業未來的發展提出一個具整體性的見解。有別於坊間談

論農業的書籍，在主題上多著眼於作物栽植的技巧、園藝的布置、設計，以及文學性的農村文化

記錄，《糧食危機關鍵報告：台灣觀察》將台灣的農業問題放到全球糧食危機的脈絡底下進行探

討，宏觀的針對台灣偏低的糧食自給率與扼殺農業的政策提出批評。

  

甫從清華大學退休教授彭明輝，儘管在學術上有著迥然不同的背景，依舊透過自身的鑽研與體悟，對農業提出

批評見解。（翻拍／張宇翔）

 

點出台灣農業矛盾與危機點出台灣農業矛盾與危機

本書最核心的觀點在於，破解了一般人對於新自由主義經濟與全球化潮流下的貿易機制一貫抱持

的刻板印象。在作者彭明輝眼中，世界貿易體系下的台灣所成就的是一個嚴重失衡，缺乏自主性

與安全感的產業結構。彭明輝在本書中清楚而不厭其煩的點出國內普遍重視單位利潤微薄、環境

成本巨大的代工產業，並透過相較於台灣的外部環境所呈現的糧食供需吃緊、遭受流通全球的熱

錢的炒作的危機，顯現出政府對於糧食問題的低估與矛盾。

舉例來說，書中提及了隱藏在近年所發生的像美國牛、瘦肉精以及基改作物等受到大眾媒體熱烈

關注的社會議題的另一個面向，是不為人知的「稻米生產與稻田轉作六年計畫」透過本地稻作減

產，來使進口糧食傾銷所可能造成的糧價暴跌損害降至最低。美其名是為了不讓穀賤傷農，但這

個「農」所指涉的具體對象，恐怕已是來自遙遠美國的農業企業家。

一般而言，接受媒體資訊的受眾所能知道的，是這些食物對個人身體可能造成的損傷極危害，但

作者更亟欲揭露的，是政府如何主動的將台灣的農業做為全球貿易底下的交換籌碼，並透過鼓勵

消費性、高經濟價值作物的栽植，去掩蓋為了使以美國為大宗的傾銷糧食，能夠在極短的時間內

打垮台灣固有的糧食市場的背後動機。除了經濟的面向以外，彭明輝對於台灣農業的生產面也表

現出他的憂慮。受制於綠色革命的，台灣主流的農業型態亦呈現出低技術門檻、過分仰賴化肥農

藥甚至一次性種子，以及逐漸遭受工業甚至家庭廢水侵蝕的水源等等的問題。這些問題在作者的

眼中，都正逐漸迫使台灣的在地農業成為一個風險極高、難以發展的產業。

 

政府在哪裡？政府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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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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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繪畫攝影　布列松之眼文字繪畫攝影　布列松之眼

紀載布列松一生精華文字，扼要道出布列松於
新聞攝影的價值觀與性格。

在臺中　品嘗回憶在臺中　品嘗回憶

對於一個從小生活到大的城市，有著豐富且多
樣的回憶。

但若以此論斷本書就此充斥著悲劇色彩，那或許就低估了作者高度的淑世理想。在陳列了無數台

灣農業的弊病後，作者有意識的在本書的最末幾章一反先前的恐懼訴求，提出永續農業與生態復

育的觀點，並援引日韓農會的經驗，倡議社區型農作孕育新型態農村文化，促進產業多元與活化

的價值。但殊為可惜的是，永續農業，也就是農業生產以及消費的有機化的這個論點，儘管充分

的整理了台灣目前早已由知識份子與較具的理性消費者，所創造的新型態購買行為與相應而生的

新型態生活圈，並將之視為「人民的力量」與農業發展的解決之道，卻不見針對花下極大篇幅去

直指弊病的台灣農業政策提出一些立法的方向與可能性。

就本書的整體論述看來，作者依舊把希望放在由民間團體去改變為數眾多，意見分歧且難以組織

的一般社會大眾上，並期待政府聽見這些聲音並立即懸崖勒馬。但這對幾乎可以說是一手促成農

業發展遲滯的政府究竟能產生多大的影響？既然作者看待政府角色的方式是將之視為農業改革的

最末端，縱使民間真有足夠的資源投入進行農業轉型，又能對這個在作者筆下的顢頇政府有多少

啟發？

做為一位學者，相較於大眾而言的政治資源應該是更為豐富而有力的，若不積極的運用學者位置

上的優勢提出有力的遊說方向，僅僅止於「外國月亮就是圓」的國外成功案例援引，並附和於早

已形成一定改革能量的行動主義者，這樣的改革策略未免顯得有些呆板，並未提出顯著而富針對

性的遊說方針與新穎的政策思維，讓這個富有政治色彩的議題，卻沒有對現今政治舞台上的角色

所應有的想像在其中。

 

彭明輝在部落格的留影。「做為一位文化人士的任務便是在散播懷疑的種子，而不是收成已然明確的事實。」

伯畢歐（Nerberto Bobbio）在《政治與文化》一書的語句，也是對所有知識份子的考驗與期許。（圖片來源

：德光中學網站）

總而言之，彭明輝針對農業政策提出的所謂改革方案，放到運作穩定而迅速的政經環境來檢視時

，已然呈現了一種後見之明的無力感。不能否認的是本書用富有張力的數據對比與凸顯衝突的筆

調，極細膩的整理出一套使人能夠更清楚的去理解結構的一本著作。很幸運的，這樣易讀而條裡

清晰的著述方式能夠有一個以台灣為出發點的主題。即使在市面上，已有很多由歐美或是日本所

引進的風險社會概念下的一般性書籍，如本書封底所附錄的《糧食爭奪戰》、《沒有石油的明天

》等等，但不捨棄其全球性的視野，又能保留其對於在地的關懷，在現有的出版市場來說可以算

是鳳毛麟角，期待這樣的在地論述形成另一種揭櫫全球性社會風險的一種新典範。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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