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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機耕種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 

 
 

 

 

 有機耕種的定義:  

隨著化學肥料及化學農藥的發明，現今的常規耕種方法，已大量使用這些化

學物。這些東西雖然可以產生迅速的效果，但它們對人體有害，會污染環境，擾

亂生態，且加劇水土流失，令泥土肥力持續下降。另外，現時有關基因改造生物

的研究，尚未到達成熟的階段，當中仍有不少可爭議的地方，目前已發現一些基

因改造生物有可能危害人類健康及生態環境。隨著消費者對環境、對健康的關

注，令有機產品的需求不斷增加。有機耕作是可持續發展概念之一，主張以天然

的方法，不使用任何化學肥料，不使用任何化學農藥及基因改造物料，以順應自

然的程序與大自然和諧並存，保存生物多樣性，使用一些有機操作方式去控制病

蟲草害及建立健康肥沃的土壤，與環境生態互相配合，並以自然保育和可持續發

展的理念進行作物生產種植農作物，以達至食品健康無害，對環境造成零污染和

低影響，實踐環境和人類取得自然資源間之平衡，達至可持續發展，使人類能在

對低環境影響下得以延續和發展。在近代，有機耕作亦可視為第二次綠色革命，

為更綠色的未來而奮鬥，為我們下一代留下重要的自然資源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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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續發展的定義 

提出發展需要平衡環境﹑經濟﹑社區和文化四方面的重要性，並將可持續發

展定義為:「既能滿足我們現今的需求，又不損害子孫後代能滿足他們的需求的

發展模式。」這個概念成為了可持續發展模式的大方向。 

 

而就香港來說「可持續發展」卻涵義為在追求經濟富裕、生活改善的同時，

減少污染和浪費，即是指在滿足我們自己各種需要與期望的同時，不損害子孫後

代的福祉，並減少對鄰近區域造成環保負擔，協力保護共同擁有的資源。 

 

香港有機農業發展的近況 

在 1999 年，香港 8 個有機農場成立「香港有機農業協會」（ Hong Kong 

Organic Farming Association, HOFA ）。希望能推動成立一套本地化的有機生產標

準及驗證系統，藉以保障消費者及認真的有機生產者。同時亦為農友提供一個互

相交流的平台，讓會友改進栽培技術，並協助生產者開拓市場，這可見香港對有

機農業在先前已有基礎的知識。 

 

但根據香港漁護署的資料，在 2002 年香港有 1,560 個菜農，他們平均的耕

地面積有 4.2 斗種（約 30,492 平方呎）。在 2001 年，他們平均每日生產 76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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噸的蔬菜，供應全港蔬菜消耗量的 5% （其餘 85% 由中國入口， 7% 美國， 3% 

澳洲），可見香港有機農業發展的規模是十分細小。 

 

目前，香港有機農業生產的生產技術仍停留在二、三十年前的水平，產量及

質素參差，市場與生產仍未能好好配合，國內的低成本農產品一直威脅著本港菜

農的生存，且間有農友違規用藥的傳言出現，市面上又有一些標籤不明或報稱或

暗示「有機」的產品出現，令部分消費者卻步。 

 

接下來，我們會就環境、經濟、社區和文化四方面分析有機耕種對香港可持

續發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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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在環境方面，有機耕種對可持續發展有正面影響。第一，在肥沃的

泥土裡，養份儲存在泥中的有機物和礦物裡。它們需由微生物分解釋放，才可以

讓植物吸收。即使在施用大量化肥的泥土裡，但因為多數化肥的養份不均，植物

仍需要從泥土中吸收其他養份，始能茁莊成長，在不斷提取，補充又不全面的情

況下，泥土會變得越來越瘦脊，唯有倚賴更多的化學肥補充，造成惡性循環。 

化肥只是一些無生命的化學劑，不能給泥土中的生物提供有機物，故此它會

令泥土裡的生物減少，泥土變成了一堆沒有生命的礦物，令泥土中的有機物減

少，失去了它的黏附力。在下雨或刮風時，表面的土粒，便容易被沖走或吹走，

令土地逐漸不能再種植。全球已有約 20 億公頃的土地出現土讓退化的問題，其

中 12% 是因為養分缺失、鹽化、酸化及污染等原因， 56% 因為水的侵蝕， 28% 

因為風的侵蝕  。 

植物未能吸收的肥料，會被沖入河道或地下水中，這些突如期來的養份，會

令到水裡的藻類大量繁殖，耗用水體內的氧氣，令其他水裡的生物（如魚類）集

體窒息死亡。 

在化肥大量使用之前，農民用動物的糞便及收割後作物的殘餘作肥料。但現

在這些都變成廢物，被農夫隨便棄置時，更造成環境污染。 

會對作物的影響一般化肥只提供有限的養份，主要是氮磷鉀及另外一些元

素，但大多都不夠全面。而且化肥一般都配製到十分容易讓植物吸收，在過量施

用的情況下，作物容易得到過量但不均會對作物的影響一般化肥只提供有限的養

份，主要是氮磷鉀及另外一些元素，但大多都不夠全面。而且化肥一般都配製到

十分容易讓植物吸收，在過量施用的情況下，作物容易得到過量但不均。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一份 2001 年的報告，在東南亞 7 個發展中國家中，

從 1996 至 2000 年期間，按比例計算，每年約有 12 萬人因為農藥中毒而入

院，其中約 5% 的死亡與農藥中毒有關 2。自 1987-88 年左右開始，香港時有 「毒

菜事件」 發生。事件中，有農夫濫用或誤用化學農葯，引致過量農葯殘餘留在

疏菜上，令吃了它的人中毒 。但即使農夫依足安全標準，小心使用時，化學農

藥一樣可能會對環境、對人類造成危險。 

施用農葯時，除了少部份會沾在植物和昆蟲表面之外，其餘部份會隨風飄蕩，部

份會進入河流或地下水，而最大部份都會進入土壤中。不論從那個途經，均會污

染環境。這些農葯，會經過不同渠道，最後均有機會進入人體中。 而人類長期

從環境和食品中攝取的微量殘餘，在人體中累積至一定數量時，一樣可能會對人

體有害。現在越來越多科學報告指出，化學農葯與不少疾病有關連，包括癌症、

不育、柏金遜症及多發性神經疾病等。 

 

http://www.producegreen.org.hk/agronomy_05.ht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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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在經濟方面，有機耕種對可持續發展亦有正面影響。建立「互惠互

利」網絡是我們本計劃中對可持續發展概念中「經濟發展」的具體理解。經濟的

發展要在社區人士彼此能夠產生互惠互利行為和關係的基礎上才能有效進行。因

為經濟成果不應單一的定義為收入或賺錢多少，更重要的是參與勞動生產和經濟

活動的人群能共同受惠，才能推動整個社區可持續發展。其中一個具體例子是村

民參與堆肥，然後把肥料供給有機種植的人，有機種植的產品是要給提供堆肥的

人，雖然他們可能都沒有以金錢為單位，但整個過程是互惠互利之經濟行為的具

體展現，皆因雙方都因此獲利；又例如我們舉辦文化導賞活動，村民和參與活動

的社區人士就是在透過前者講述故事和後者付款參與活動來認識鄉郊特色，交織

出互惠互利的網絡，這些均視為經濟成果的表現。 

 

香港有機耕種業務看似難以在香港—經濟、效益、發展為大前提的土地上發

展。但事實上，這一個土地充份被利用的急速發展城市中，仍有一批為市民默默

耕耘，熱心於「有機耕種」的農夫。他們在極有限的土地資源下，仍用心為香港

市民提供有相當質素的有機農產品。 

 

香港有機耕種在一定的限度中，為市民帶來收入。在市區中有許多閒置的空

間可用有機耕種，而其中樓宇天台則是一個可以好好利用的地方，有機耕種不單

只能夠美化周邊環境，更產生節能減排作用，還會帶來不錯的經濟效益。同時，

廣泛的推行，一方面可配合政府致力節能減排工作，而且還可開發有機的綠色產

業，從而創造就業機會、改善民生，更有可能協助綜援人士重返社會工作，由此

減低政府社會福利開支。 

 

另外有機耕種在香港亦備受支持，有不同的私營經濟援助。從不少基金支助

的個案之中，可見市民大眾對有機耕種極為支持。其中一個例子：「沙田婦女會

獲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撥款 190 萬元，將馬鞍山大水坑一幅 6 萬平方呎的空置官

地改成環保農莊，供市民租用及種植有機蔬果，結果大受歡迎，300 幅小型農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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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全部租出，目前還有 800 宗申請在輪候。」 

 

有機產品比一般的農產品要來得貴。原因是它的生產規模較小，而人力資源

則較大，以及運輸、銷售的成本亦很高。另外，部分時候有機產品產量較少，而

不能滿足市民的需求，因此價格亦同時被調高。但隨有機耕種市場的擴大，以及

技術的改善，價格亦有所不同。一般耕種方式中的一些隱藏成本則不會因市場大

小而有改變。有機耕種中，存在了對環境的保護及改善，一般產品的價格沒有把

將來社會清理污染的費用計算於生產成本上，使兩者的價格差距更大。另外，一

般產品由於會使用化學農藥，使農夫的健康難以受到保障，將來的用作治療的費

用亦未有計算在其中。並且有機農場顧及市民的福祉，因此令有機產品成本高昂。 

而有機耕種在經濟上亦受到保障。經認證的有機產品主要在包裝或價錢牌等標示

上，表示屬於有機，由獨立認證機構(如生產者、入口商、批發商、零售商或其

他機構提供的)。經認證的有機產品，在生產、儲存、加工、處理以及銷售方面，

都須根據一套特定的標準去進行，並為產品進行認證。雖然市面上仍有宣稱「有

機」的非有機產品，對消費者而言，用有機產品的價錢購買非有機產品是不合理

的，同時亦對真正有機生產者、供應者不公平。 

 

有機產品的價格卻使有些人卻步，未能完全被廣泛使用。現今全球糧食的產

量，整體上已經足夠全球總人口的需求，但仍有接近 8 億人營養不足，最主要

的原因是貧窮，以致沒有足夠的糧食供應。撇開以上的情況，在香港，有機產品

實難使基層市民有能力負擔，政府可以多加經濟上的資助。 

 

 

還有，在社區方面，有機耕種亦對可持續發展有所影響。第一，在香港推行

有機耕種有助提升市民的生活質素。現時，香港有數個普遍的「有機農墟」，分

別在大埔、中環、美孚、屯門和灣仔等。在有機農墟內，市民可以購買有安全認

證的有機蔬菜，富含維生素、礦物質和纖維素，並保證新鮮、健康，市民可以放

心食用。目前，經香港有機資源中心認證的有機和正在由『常規』轉型至『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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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菜場共 88 個，近五十萬平方米，可見有機耕種正在健康發展中，並且慢慢替

代常規菜市場，以確保市民能多購買有機食品。有機蔬菜是零污染的食物，即是

不經過化肥、農藥、除草劑等污染的食物，而且肥料必須用自然堆肥，凡是任何

加害土壤的添加物，都不可使用。與普通含農藥的蔬菜對比之下，有機蔬菜更健

康、安全，而近年愈來愈多市民能食用有機蔬菜，整體來說，可以提升市民健康

素質，有更高的生活質素。 

 

第二，在香港推行有機耕種有助提高市民的環保、健康意識。近年來，香港發現

有蔬菜農藥超標，香港過往也曾多次出現農藥中毒事件，而食用過量農藥可引起

急性中毒；長期食用農藥殘餘則會造成慢性中毒，消費者如長期進食這些蔬菜，

實在對健康構成很大的威脅，並會影響生殖和神經系統，市民發現農藥殘餘對健

康的影響實在不容忽視。而另一方面，香港推行使用有機耕種食品，有機耕種提

倡「大自然法則」，以維持土壤生機的土壤培育為基礎，而不會使用化學肥料底

農藥的農業生產方式，能生產出高營養價值並不會含有化學劑，對人體安全。而

愈來愈多市民食用有機食品，並了解有機食品是不含農藥，有安全認證的，可見

他們的健康意識提高，並關注食品的健康。再者，這亦同時提升了市民的環保意

識，有機耕種不會產生環境污染，他們會選擇食用有機食品並更支持有機耕種。 

 

 
    最後，在文化方面，有機耕種對可持續發展亦有影響。第一，就鄉村文化而

言，以傳統耕作模式耕作難以為生，故不少農民選擇棄耕，到市區工作謀生，加

上地產商對農地的收購，使香港的農地開始消失，現時很多鄉村不少都變成住

宅、貨櫃場和工廠，鄉村衰落的問題嚴重。若要讓本地的鄉村繼續「活」下去，

使其文化得以保存，相信發展有機農業便是最好的方法。 

首先，港人經濟能力越來越高，對有機食品的購買力亦有所提升，加上近年

市民對食品安全問題的關注度上升以及社會各界提倡綠色生活，使部分市民選擇

購買由本地有機農場所種植的農產品，令本地有機蔬菜有價有市。受到經濟因素

影響，農民會願意繼續留守村中耕作，甚至可能會有原居民回流村中從事有機耕

種，從而防止本地鄉村衰落情況惡化，令鄉村文化能延續下去。 

其次，由於有機耕作在本港的發展尚未成熟，不少人對有機耕種仍感新鮮和

陌生，故政府部門及其他相關機構經常會開辦體驗有機耕種和參觀有機農莊等活

動，吸引了很多市民參加。在活動中，市民能到訪各個鄉村，感受及認識鄉村的

文化和生活，使他們對本地鄉村有正面評價，從而令鄉村文化受到普羅大眾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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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以致公眾會支持保育鄉村及其文化，間接地令鄉村文化得以保存。 

 

   第二，就飲食文化而言，隨着港人的健康意識提高，飲食文化潮流亦有所改

變，人們由過往喜愛大魚大肉，變成今天喜愛有益健康的食品，明顯的例子有政

府推行「有營食肆」計劃；快餐店以高纖多蔬果的菜式作賣點，可見潮流的轉變。

而以有機方式耕種的作物，就扮演着養分的角色，順應飲食文化潮流，提供營養

價值較高和較健康的的疏菜，令此文化能延續下去。 

以菜園新村的農田為例，該農場出產黃豆、四季豆、番薯等作物，由於雀鳥無法

消化這些作物，所以不需用任何農葯，也能保持作物不受損壞，故十分適合用於

有機耕種上。這些作物都含有豐富營養，加上是以有機方式耕種，因此受到人們

歡迎。菜園新村提供人們喜愛的作物，可見有機耕作有助推動本港飲食文化的發

展。 

 

 

為了深入探討有機耕種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我們尋覓了兩則相關的時事新

聞，並加以作出評論如下 ﹕ 

 

第一篇時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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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自然 Organic 產品機不可失 

隨 着 科 技 進 步，為 追 求 經 濟 利 益，食 品 從 種 植 到 量 產 ，

不 惜 採 用 化 學 合 成 肥 料 、 農 藥 ， 甚 或 以 基 因 改 造 方 法 增 加

農 作 物 收 成 ， 然 而 這 些 舉 動 都 忽 略 了 對 人 體 與 環 境 的 影 響

及 潛 在 傷 害。近 年，香 港 人 對 環 保 及 健 康 飲 食 的 意 識 漸 重 ，

追 求 自 然 的 有 機 生 活 正 抬 頭 。   

有 機 是 一 個 概 念 與 潮 流 ， 除 了 要 求 天 然 的 健 康 飲 食 ，

還 要 求 生 產 時 不 破 壞 自 然 環 境 ， 注 重 生 態 ， 希 望 達 到 人 與

自 然 的 持 續 健 康 發 展 。 在 美 國 、 日 本 以 及 歐 洲 等 地 區 ， 已

有 一 套 嚴 格 的 標 準 來 認 證 上 市 的 有 機 貨 品 ； 若 沒 有 通 過 認

證 而 自 稱 有 機 的 產 品 ， 即 屬 違 法 。 漢 華 公 司 是 廣 州 首 間 有

機 蔬 菜 生 產 、 加 工 和 銷 售 的 有 機 農 場 ， 其 產 品 得 到 多 個 國

際 認 可 ， 並 正 在 本 地 以 O E M 形 式 於 超 市 上 架 。  

崇尚自然 有機耕種 

農 地 會 因 過 度 使 用 農 藥 化 肥 而 出 現 貧 瘠 現 象 ， 故 有 機

耕 種 受 到 各 國 重 視 。 有 機 耕 種 是 指 於 耕 種 時 摒 除 農 藥 、 化

學 肥 料、基 因 改 造、植 物 生 長 調 節 劑 等 非 天 然 物 質 的 使 用 。

在 國 際 上 是 有 監 管 組 織 監 察 有 機 農 業 的 耕 種 方 法 ， 而 在 多

個 國 家 更 有 立 法 監 管，其 內 容 多 是 基 於 在 1 9 7 2 年 成 立 的 國

際 有 機 農 業 運 動 聯 合 會 （ I F O A M） ， 所 定 立 的 有 機 農 業 定

義 ：  

「 有 機 農 業 是 一 個 讓 土 壤 、 生 態 體 系 及 人 類 三 者 的 健

康 均 能 持 續 發 展 的 生 產 系 統 。 這 系 統 有 賴 於 生 態 上 、 多 元

性 及 適 應 當 地 環 境 的 循 環 ， 來 克 服 各 種 發 展 上 的 困 難 ， 而

不 是 依 賴 外 界 的 介 入 。 是 一 種 混 合 傳 統 、 創 新 及 科 學 發 展

的 科 學 ， 使 共 享 的 環 境 得 益 。 」  

有機病蟲害控制 

從 事 有 機 農 業 的 農 民 通 常 只 會 使 用 天 敵 、 水 旱 輪 作 、

動 植 物 殘 渣 等 自 然 的 方 式 防 治 蟲 害 或 維 持 地 力 。 有 效 的 有

機 病 蟲 害 控 制 ， 需 要 深 入 了 解 害 蟲 的 生 命 周 期 和 相 互 作

用 ， 有 機 蟲 害 防 治 主 要 控 制 昆 蟲 、 真 菌 、 雜 草 和 疾 病 ， 方

法 包 括 允 許 一 個 可 接 受 的 病 蟲 害 水 平 、 引 進 一 些 能 對 抗 病

蟲 害 的 有 機 體 、 選 擇 合 時 作 物 、 作 物 輪 作 和 機 械 控 制 。 這

些 技 術 除 了 可 防 治 蟲 、 保 護 及 改 善 土 壤 、 施 肥 、 幫 助 授 粉

及 節 約 用 水 等 ， 亦 有 利 於 農 場 長 遠 生 態 的 健 康 發 展 。  

有機蔬菜 健康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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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古 農 民 便 使 用 有 機 耕 種 ， 所 有 的 農 產 品 都 是 有 機 蔬

果 ， 有 機 農 場 會 運 用 不 同 的 方 法 ， 其 中 包 括 作 物 輪 作 、 綠

肥 、 堆 肥 、 選 擇 合 時 作 物 ， 並 設 置 農 田 覆 蓋 物 控 制 水 土 流

失 ， 加 強 土 壤 的 健 康 。 而 根 據 植 物 保 護 學 者 的 評 估 ， 農 作

物 在 完 全 不 使 用 農 藥 的 狀 況 下 栽 種 ， 收 穫 量 最 多 是 目 前 的

3 0 %， 故 有 機 產 品 的 產 量 少 且 成 本 貴 。  

然 而 有 機 蔬 菜 產 量 少 且 貴 仍 吸 引 不 少 人 購 買 ， 全 因 它

種 植 的 土 壤 、 水 源 、 農 地 附 近 的 環 境 都 沒 有 污 染 ， 並 用 天

然 的 有 機 肥 料 及 用 各 種 天 然 的 方 式 來 防 病 蟲 害 和 驅 逐 野

草 ， 還 有 整 個 運 送 、 保 存 與 處 理 過 程 均 沒 有 受 污 染 ， 令 生

產 出 來 的 蔬 果 有 豐 富 的 維 生 素 及 礦 物 質 等 人 體 需 要 的 營 養

素 。  

對第一篇時事的評論﹕ 

 

首先，有機耕種是利用天然肥料，例如動物的糞便，而避免使用人工的化學

廢料來耕種植物。它的好處是種植較天然和健康的蔬菜，而不含高人工化學肥料

所帶給人類安全威脅，而且它更可以維持生態平衡，避免因使用大量人造化學肥

料而造成對環境的污染。 

針對著有機耕種的特點，我會從環境、經濟、文化及社區四透而討論它對香

港可持續發展的成效。 

在環境方面，有機耕種可減少常規耕種的污染程度，即能減少對環境的污

染。由於常規耕種使用大量化學肥料，耕種後所用的水會流入海洋，造成海洋動

植物死亡，從而破壞了海洋的生態和水質。但在使用有機肥料，它的成份是絕對

天然，而且在使用後自然被泥土吸收，不需要特別處理，所以不會對生態造成任

何污染。另外，因有機耕種是主張一塊農地耕種不同種類的植物，目的可以利用

天然的各種植物特性對付害蟲，減少農藥使用，達至我們食用蔬菜時不會吸引對

人體有害的農藥成份。 

在經濟方面，基於香港是一個龐大的金融體系，以金融貿易發展為主，所以

香港並未有足夠空間發展有機耕種，致一項可持續發展的事業。再者，香港的土

地空間有限，所以可以提供的食物是有限，以蔬菜為例，本地生產的只佔我們消

耗的６％，而我們是依賴各個國家進口的食物，所以本港有機農業獲得的支持十

分微弱，因此未必能在經濟透方面可得到持續發展。 

在文化方面，若有機耕種可持續發展，將對人們對有機食物的關注度提升，

也令人們會開始注重飲食健康，進一步改善環境質素。資料顯示，在２００６年

香港的有機農場約有６３個，比起０２年多了２９％，顯示有機食物的需要有上

升趨勢。這顯示出雖然有機植物的價格較貴，但市民對有機食物的追求愈來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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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反映出市民提倡對健康、無污染的食物需要。若有機耕種持續發展，市民在

飲食文化方面亦隨之而改變，間接支持減少破壞生態環境。 

在社區方面，有機耕種對學校、屋邨等社區起著重要的角色。有機耕種涉及

關於環保的知識有著重要的價值，所以，讓社區接觸有機耕種，可深入了解綠色

環境的提倡，以及讓社區明白環保的重要性，和世界面對各重污染問題的嚴峻，

藉而能提升他們對環保和健康食物的追求，從而使他們支持綠色農業。 

 

第二篇時事新聞﹕ 

 

全球人口老化，市民大眾愈來愈注重健康飲食，快餐店為迎合市民

口味，紛紛響應衛生署呼籲推出有「營」餐單；而售賣有機食品的商舖

亦應運而生，不少市民更趁工餘時間到有機農莊耕種，親親大自然之

餘，還可一嚐親手種植的有機蔬菜。但有機蔬菜是否較一般食物有營養

價值？有機菜是否可避過殘餘農藥對健康的影響呢？  

 為了增加農產量及驅趕害蟲，目前常規的耕種少不免會用上化學

肥料及化學農藥，但這些化學產品卻可能對人體有害，亦會污染環境及

加劇水土流失。以耕作技術而言，農民主要以牛骨粉、花生麩作為肥料，

或讓蚯蚓鑽行土中，使土壤氮化，同時又以種植香草、噴射蒜頭辣椒及

用反光物件驅趕雀鳥與害蟲等。至於禽畜產品處理方式，則以有機食物

餵食動物，禁用生長激素和荷爾蒙。  農墟人流不絕，蔬菜量增 4 成。  

 隨著市民對健康飲食越來越重視，有機食品（特別是有機蔬果）

的市場亦越見商機，例如售賣有機蔬菜的商店或農墟人流不絕，出租農

地讓「城市人」一嚐耕種滋味的農場亦常見爆滿，當中不少市民即使在

大熱天時弄得汗流浹背亦在所不計，只為嚐一口親自耕種的有機蔬菜成

果。一個位於粉嶺流水響的有機農場，逢周六、日平均每日都有 10 多

團，每團 60 人到來採摘有機士多啤梨。   

 漁護署指，去年本港農戶轉種有機蔬菜增加了 4 成，而其銷量及

售價均比非有機蔬菜為佳。零售方面，有機食品的市場亦吸引商界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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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加入，去年 11 月全港最大的有機超市開業，銷售情況理想，可見

「有機」的受歡迎程度。   

市民大眾一窩蜂追求有機食品，但兩者的營養成份是否有分別？專

家們對此亦有爭議。根據英國食品標準局資料顯示，有機食物與一般食

物在食物安全及營養方面，沒有實質分別，而有機食物是否較一般食物

安全或更有營養，美國農業部亦不作定論。不過，有專家認為，由於有

機食品不用人工殺蟲劑、除草劑、殺菌劑及化學肥料，可減少化學物質

殘滓含量，食品的安全性大為提高，亦可減低近年經常出現的殘餘農藥

問題。    

 至於常見的殘餘農藥包括滴滴涕及甲胺磷。其中滴滴涕是一種有

機氯殺蟲劑，主要用作防控森林及農作物的昆蟲、家居害蟲、病媒傳播

的疾病，例如瘧疾、傷寒等，由於滴滴涕對環境和人類健康帶來不良影

響，不少國家已禁止使用。醫管局中毒諮詢中心總監劉飛龍表示，食用

過量農藥可引起急性腸胃炎、嘔吐等，慢性則會影響神經系統及生殖系

統，若食用含多種農藥的蔬菜，有機會令副作用增加，對身體造成不良

影響。   

 

對第二篇時事新聞的評論： 

從以上的新聞可見，越來越多市民到有機農墟購買有機食品，我們可從經

濟、文化和社區三方面分析有機耕種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 

     

 從經濟的角度看，隨著越來越多農墟的興建和擴張，越來越多市民購買和

食用有機食品，可見有機耕種能大大推動本地經濟發展。又根據報章，去年本港

農戶轉種有機蔬菜增加了 4 成，而其銷量及售價均比非有機蔬菜為佳。零售方

面，有機食品的市場亦吸引商界大量投資加入，去年 11 月全港最大的有機超市

開業，銷售情況理想，可見「有機」的受歡迎程度。繼續發展有機耕種，可提供

更大的商機，盈利亦較非有機蔬菜高，有助刺激經濟。 

 

  從社區的角度看，因香港已有數個普遍的有機農墟，分別在大埔、中環、屯

門等等，市民購買有機食品的機會越來越多，並越來越方便，而購買的次數亦有

所增加，市民的生活素質隨即增加。一般有機食品都是不用人工殺蟲劑、殺菌劑、

化學肥料的，不含農藥，是零污染食品，與非有機食品相比之下，安全性大為提

高。而報章中提及，越來越多市民購買有機食品，保證更安全、更健康，因此，

繼續發展有機耕種，能提升市民的生活素質。 

 

  從文化的角度看，報章提及市民對健康意識提高，逐漸重視健康飲食，包括

有機食品，而其飲食文化有所改變，市民會選擇吃有機食品。近年，越來越多食

品被發現含有農藥，對人體有壞影響，引用報章，食用過量農藥可引起急性腸胃

炎、嘔吐等，慢性則會影響神經系統及生殖系統，若食用含多種農藥的蔬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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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令副作用增加，對身體造成不良影響。雖然，有機食物與一般食物在食物安

全及營養方面，沒有實質分別；然而，它們都不含農藥，並有安全保證，對人體

不會產生附作用，因此，越來越多市民選擇購買有機食品，可見有機耕種出來的

產品有助提升市民的健康意識，讓他們關注食品的安全性。 

 

  總括而言，從以上的新聞得知，越來越多市民到有機農墟購買有機食品，對

可持續發展帶來正面的影響。 

 

    針對香港有機耕種發展的不足之處，我們作出有關香港政府加強有機耕

種對可持續發展的建議及期望如下﹕ 

    政府應積極舉辦推廣有機菜的活動例如舉辦有機農墟、本地有機蔬菜美

食嘉年華、向市民派發有關有機食物的資訊的單張，及透過蔬菜統營處，聯同本

地有機業界及其他志願團體，向市民推廣，介紹本地有機產品，向市民灌輸有機

蔬菜的好處，吸引市民購買有機蔬菜和推廣有機生活理念。 

 

        政府應加強有機業界之間的交流，提升本地有機農業的技術水平，另

外，減低農民的生產成本（增加機械化的程度，集體購買種子肥料等）。協助農

友向旅遊農業、社區農業、教育農業等多方向發展，亦協助社區團體以不同形式

加入農業這個行業，增加農友收入之餘，亦增加有機農業與社會的融合。 

 

    在土地方面。由於香港土地短缺，本地漁農業的發展空間有一定限制，例如

本地蔬菜只佔本地供應量的 4％。愈來愈多農地改作商業用途，影響發展。政府

應推出措施協助農民轉型和提高競爭力，例如提供低息貸款、改善生產技術和營

運方法，在農地方面亦協助農民向地主安排租借事宜。 

 

       在有機蔬菜銷售方面，政府應與蔬菜產銷合作社更緊密合，提供更有機

蔬菜的銷售點，令有機蔬菜在菜蔬市場上的佔有率上升。 

    加上目前，一方面因為香港人對有機菜需求上升，另一方面，又因為本

地經濟不隱定，較多人願意轉業耕種，且都選擇有機耕種，這是本地有機農業的

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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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現有的零售及菜會等銷售形式之外，政府可加入農夫市場（一種售

賣有機農產品的跳蚤市場）、消費者合作社（由消費者團體直接向有機菜農買菜）

等直銷渠道，同時可加強生產者與消費者的溝通。更可協助農友向旅遊農業、社

區農業、教育農業等多方向發展，亦協助社區團體以不同形式加入農業這個行

業，增加農友收入之餘，亦增加有機農業與社會的融合。這樣加強有機業界（包

括政府、學術界、種子商、農民組織、非牟利團體、農友等）之間的交流，提升

本地有機農業的技術水平，減低農民的生產成本（增加機械化的程度，集體購買

種子肥料等）。 

    另外，政府定出各界認可的有機農業標準，設定標籤制度，以杜絕魚目

混珠的產品進入市場。 

 

   最後，我們認為環境﹑經濟﹑社區和文化四者的關係並非並排緊扣的，

特別是把「環境的保護」作為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在此根下推動社會發展，

人們的生活質素才能真正提高，而經濟發展正是社會健康發展﹑提高生活質素的

結果，並將追求經濟成果的熱忱，發展成為保護環境﹑社區和文化發展的推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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