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博館訊 401

中最受到吹捧的是野放茶園，因為強調不噴藥、
不下肥、一年一採，順乎天理的在進行採收與製
茶。價格上也屬野放茶市價最好，北部有的野放

茶園一臺斤售價超過十萬元，甚至
參觀茶園要另外收費。似乎野放茶
已與好茶畫上等號，使得現今中南
部的茶區，也開始出現野放茶園。
只是野放茶的茶樹樹齡比較高，
採收的量不多，無法形成量產，通常
是被製成高檔茶，尤其受到北部的
消費者青睞。但是野放茶和有機認
證，中間還是有一段差距，有機認證
牽涉到的水質、土壤等檢驗，還是須
通過核可。臺灣人一般追求高海拔

的茶品，主要原因是在高海拔生長的茶胺酸比較
多，喝起來偏清香甘甜，再加上葉片厚實，喝起
來有較多的膠質；而野放茶不需要種植在那麼高
的海拔，也可以有那樣的表現。所以野放茶打破
一般人對於海拔的迷思，再加上茶樹本身歷經蟲
害產生自體的防禦物質多，香氣豐富與多元。但
是野放茶的數量畢竟有限，一般的有機茶要能有
野放茶的表現，就需要時間的淬鍊，以及工藝師
好的掌控。

2020年被定位為有機茶元年，象徵著政府輔
導有機栽種的企圖；同時2020年茶改場舉辦「臺
灣有機茶國際品茗交流暨媒合會」，目的是要宣
導有機，提供茶農補助，希望擴大有機茶園面積
與產量。目前以臺灣來講，高山茶是輔導的重
點，但是那些高山茶園牽涉到水源保護區、土石
流問題等，以國土保護的觀點來看，那些是環境
敏感區，政府除了宣導有機，也在推動降低茶園
的高度到1500公尺以下，目前在大禹嶺地區，有
實施逐漸限縮農地的策略。
目前臺灣飲料茶的消費者其實高過傳統茶飲

的人口，但是飲料茶中使用有機原料者如鳳毛麟
角。如果臺灣希望有機茶園面積擴大，勢必得考
量怎麼樣把飲料茶這一區塊也納入。現今臺灣
最大的有機茶廠―淨源茶廠希望能跟全家連鎖
便利商店合作，在全國的門市提供有機茶飲，但
受限於有機茶的生產成本高，即使改用機採作
業，成本要降到消費者能接受的如同現有的飲
料茶的價格，還是有相當的難度，也因此沒有談
成。但是這仍是有機茶廠努力的目標，能夠突破
這個難題，臺灣有機茶生產面積才有機會大幅度
的擴增。
有機茶從剛開始推出之後，因為成本較高、售

價比一般農產品高，使得有機茶如其他的有機農
產品一般，被貼上有錢人的消費品標籤。但隨著
各種生態與環境問題出現後，越來越多人重視有
機這個課題。臺灣的有機事業進行了近30年，目
前農產品的部分，若在臺灣經過驗證核可的，已
經可以與美、加、澳，甚至歐盟直接對接。筆者
在茶區走訪時，一些年輕的茶三代或是四代，已
將臺灣有機茶打入歐美市場，因品質優良獲得主
流社會的青睞。有機茶的優雅、醇厚、甜香等特
質不斷的被茶農製造出來，也讓臺灣有機茶逐步
受到重視。未來臺灣的有機茶要與世界各國的茶
競爭，政府也在研擬辦法，怎麼樣讓更多的臺灣
有機茶進入世界的舞臺。  

有機的議題在臺灣發展有30多年
了，這是個全球性的題目，最早

是在德國發起，爾後在日本及歐美國
家等地逐漸受到重視。主因是人口快
速增加、科技進步帶來的化肥、農藥、
除草劑等施用不當，造成的環境汙染
對生態造成衝擊，以及生產的糧食品
質降低等，開始提倡有機與環保。臺
灣民間從1980年代陸續有業者或者個
人，投入有機生產與推廣，當時有這樣
的風潮，也是因為臺灣地小，實施精耕
栽培、遇到類似西方社會的問題。
有機農業主張「完全不使用化學農
藥及化學肥料等，而用天然有機物來
培養健康的土壤，同時利用生態平衡
原理來防治病蟲害」，目的是兼顧農業
生產以及環境保護，促使農業永續發
展。有機農業的發展，在臺灣經歷不同的階段，
在草創期強調環境主義，以不使用化學肥料、遵
行自然方式投入生產。隨著販售有機農產品的
店家越來越多，並成為市面上隨處可見的流通商
品，且購買者希望有信任的第三方驗證，因此認
證有機標章及確認合法單位，成為此時期最重要
的有機指標。而辨識有機標章核發單位，也是消
費者在購買時重要的準則。隨著更多人參與有
機農產的行列，強調有機理念對人類的健康與未
來生活有重要的影響，這些認證單位陸續推出有
機農夫市集，除了建構有機生產與消費者間的關
係，也推動有機價格平民化，讓更多人支持與參
與有機生活運動。
臺灣的政府單位是在1987年開始推廣有機農
業，並進行各種政策的評估。農政單位（如茶業
改良場）於1988年起投入研發，一開始重心是放
在品種的測試，確認臺茶十二號（金萱）抗病力較
強，比其他的樹種更適合做有機農法的栽培，並
採用手採茶、施用有機肥、採取不噴藥的生物防
治法等。隨後關於有機茶的栽培技術也同時進行
研發，包括除草的方式、忌避作物的篩選、更多
有機質肥料的研發等。技術研發之後，輔導茶農
成立示範性茶園，進行有機推廣。
臺灣的有機農業促進法是在2018年立法院三
讀通過，明訂各主管機關須對現行的有機農業提
出相關的輔導，並以現行的有機認證，做為主要
的把關標準，對於友善農法等耕作方式，也納入
輔導的範圍。政府推動有機農作，是出於國土保
護的觀點，並不是為個別農戶增加其農產品市場
區隔的競爭力。有機農業在臺灣能夠不斷地增加
種植面積與產量，以及獲得更多的支持，除了有
政府單位的提倡，其實與民間團體，例如環保、
宗教護生、健康養生等團體的結合，投入生產或
宣傳有關。
以茶來說，有機茶生產很難如其他的農作物，
可以快速得到農民的認同，原因不外乎周遭的鄰
居都是採用慣行農法、有機栽種的產量低、乾淨
的水源也是個問題、蟲害要做到生物防治更為困
難等。一般茶農不願意參與，尤其早期茶農多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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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技術好的茶農是
茶不落地，一做好就被
茶商收購，甚至老早在
茶季之前已被預訂。會
改採有機的茶農，原先
多半是因銷售不佳，而
試圖以有機來博取利
潤。而早期的市面上，
確實也以慣行農法栽種
的茶比較好喝。
但是隨著臺灣的農

地因化肥造成硬化，地力越來越
差，茶樹的老化，造成產量大幅降
低，外來的進口茶大舉進入，又有
一些茶農開始考慮改以有機耕種，
甚至有的直接廢耕，或者轉種其
他作物。從統計數字來說，1996-

2006年全臺灣有機茶的種植面積不到一百公傾，
2007-2013上升到500公傾，直到今天大約在這
個數字上下。臺灣有機農業突然在這段時期攀
升，直至今日仍維持在這個數量，沒有辦法再大
規模的增加，當然和臺灣本身的條件有關。有機
茶的種植，多數屬於中低海拔，以南投縣最多，
新北市次之。對於許多茶農來說，要完全做到有
機栽種相當困難，他們多半先取得產地標章與產
銷履歷，而在取得標章的過程，就須通過多項的
檢驗。筆者接觸到的茶農，都會先表示自己是有
機栽種的，只是多了一個噴藥的動作，但強調是
安全的噴藥，沒有噴藥的茶園很難管理，可是就
是因為多了那個動作，導致沒有辦法取得有機標
章，最多只有產地標章與產銷履歷。
不少茶農表示其實影響有機茶栽種的，主要還

是在品種，臺茶12 、13、四季春，還有青心大冇
這幾個適合有機栽種，但是這幾個品種一般都認
為做出來的烏龍茶比較沒有那麼好，茶農喜歡的
是青心烏龍。但是青心烏龍種出來，比不上那幾
個品種的抗病、抗寒等能力，茶樹長得不好、收
成也不好。因此適地適種是個很好的概念，因為
有機就是有太多的天然因素，沒有辦法用藥劑
去克服，必須要順勢而為，所以並不是每個茶農
都能接受有機農法。尤其牽涉到口感、市場的喜
好度，就會讓慣行茶農沒有很高的意願轉作有
機。但這個局面在近十年來有稍微轉變的趨勢，
因為臺灣的茶園普遍肥料下的過重，或是農藥用
量太高，影響茶湯品質，甚至坊間流傳茶的肥料
味、農藥味普遍過重。一些製茶高手，也開始尋
找有機原料，希望能製出具有生態味的高檔茶。
臺灣種茶的生態改變也與很多因素有關，其中

之一為一些老茶區出現年輕人返鄉耕種。由於茶
園被荒廢許久，有的荒廢十多年，有的更久，地
面上的落葉堆積，生態環境已產生變化，土質不
似荒廢前一般的堅硬與酸化，由於這個條件改
變，年輕一代的茶農有的直接改成有機耕種，有
的改成野放茶園，或者稱為自然農法茶園，或是
友善耕種等。不論名稱怎麼稱呼，都要回歸到健
康的土壤與茶樹，以及沒有汙染的環境等。這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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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茶界的明日之星：有機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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