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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克颱風重創南台灣，不只居民受到影響，就連農作物也是損失慘重，眼看著農損金額節節上升，政府

依然維持傳統作法，根據農損面積予以補貼，這種農業福利政策，只能解決一時問題，長久之計端賴發展

環控農室甚或植物工廠，降低農業靠天吃飯的不利因素，從而塑造台灣農業競爭力。 

        莫拉克颱風帶來的超級雨量重創南台灣，橋梁與道路損毀、以及土石流爆發導致山區居民災情慘重，在救

災工作如火如荼進行的同時，相關的批評與檢討聲浪也未曾止息，包括政府救災速度、橋樑老舊、水土保

持、氣象預報準確度…等議題，都被拿來一一檢視，惟獨不見有關「降低農業損失」的問題。 

讓我們先來看看莫拉克颱風對農業影響有多嚴重？根據農委會 18 日最新統計資料顯示，全台農業損失已達

到新台幣 130 億 5,754 萬元，且還在持續增加中，各地農漁畜牧產品的價格也因供應量銳減而上揚 2~3 成左

右。 

  

        回顧過往，台灣因颱風造成農業損失與菜價上揚的戲碼可說年年上演，莫拉克並非惟一，農委會統計

1992~2007 年間歷次天然災害農業總損失，1996 年賀伯颱風 180 億、2005 年海棠颱風 77 億、2007 年柯羅莎

颱風 76 億，這些歷史數字突顯出台灣政府對農業政策的消極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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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傳統觀念裡，農業是個靠天吃飯的行業，颱風則是人力無法抵擋的天災，因此，當農民的作物因為天然

災害而受損時，政府的解決方法就只有「補貼」，按照農作物受損的土地面積計算補貼額，只不過，當颱

風年年都來報到、年年都造成金額龐大的農業損失、政府年年都要補貼農損時，不禁讓人思考難道沒有更

積極的方法可以預防農損？ 

  

        台灣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系教授方煒曾經表示，台灣的農業政策偏向是福利政策，只要發生災害損失就

給予補貼，倘若產量過剩，就自掏腰包以抑制物價，與其年年支付這些經費補貼農損，倒不如發展環控農

業（Controlled Environment Agriculture；CEA），將補助款用於興建溫室、環控設施，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所謂環控農業，指的是讓農作物在氣候穩定的溫室環境下生長，才能做到終年生產的目標，提供定期定量

定品質的作物，溫室可以降低傳統農業靠天吃飯的不利因素，降低作物因天然災害而造成的損失，同時能

減少農業災害補貼金額，對政府財政來說也是一大幫助，但是環控設備成本高，並非一般個體農戶負擔得

起，因此，台灣若要發展環控農業，有賴於政府的積極推動。 

  

        生長環境的氣候不穩定，對農作物的影響主要有兩點，第一、產量時多時少並不固定，最明顯的例子就是

每逢天然災害來襲時，農作物產量就會大幅銳減； 第二、作物品質不均，農作物就像人類一樣，吸收養份

與抵抗惡劣環境的能力皆不同，當生長環境變數越大時，外觀差異自然越大，包括重量與外觀色澤可能都

不一樣。 

  



        方煒進一步指出，發展環控溫室除了可以降低自然氣候對農作物的影響，還可以提高生產面積，像荷蘭在

溫室栽種蕃茄，每一平方米的產量可達 60~100 公斤，但台灣卻只有 15~30 公斤而已，另外，農作物的生長

環境若能妥善控制，就不容易發生蟲害，也不必施灑農藥，也就沒有農藥殘留的問題，符合現代社會重視

食品安全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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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溫室最初發展的目的，乃是溫帶國家用來在冬季為植物保溫的密閉設施，之後隨著環境控制系統引

進，溫室的功能已不再只是保護農作物，而是要積極地調節內部微氣候，讓農作物在氣候穩定的環境下生

長，實現全年生產的目標，以供應全球需求市場。 

  

        在環控溫室中，環境控制系統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負責控制溫室內的氣候變化，包括光照、溫度、水

份、氣體、土壤介質等，透過前端的環境感測器，例如：溫度、溼度、二氧化碳濃度、營養素、水質、光

照等感測器，掌握環境資訊，再經由後端的電腦即時處理，讓溫室環境被控制在所期望的條件下，使植物

成長不受自然氣候的制約。 

  

        環控溫室的進化版就是植物工廠（Plant Factory），其運作模式如同一般的製造工廠，全年無休地生產植物，

這也是日本政府大力推動的農業政策之一。 

  

        根據日本植物工廠學會的定義，植物工廠是利用環境自動控制、電子技術、生物技術、機器人和新興材料

等進行植物周年連續生產的系統，廣義而言，植物工廠涵蓋了設施園藝（即溫室）的範圍，狹義上則專指

人工光型的植物生產系統，所謂人工光就是使用 LED 燈或是其他燈具取代自然陽光的意思。 

  

        當農業發展進入植物工廠階段時，農作物栽培面積可以往上發展而非橫向發展，如此就不必受到土地限制

只能選擇在偏遠鄉間栽種，在城市近郊一樣有發展的可能性。舉例來說，日本 Fairy Angel, Inc 公司，以蔬

菜生產銷售為主要業務，目前在京都、千葉和福井縣各有一座完全控制型的植物工廠。 

  

        其中，福井縣廠房於 2008 年下旬啟動，是現今全球最大的植物工廠，總面積約 1,135 坪，高度約 5.5 公尺，

可容納 10 層作物栽培區，工人則身穿防塵衣站在立體升降機上進行採收，預計每年可生產 300 萬株植物。

另外，Fairy Angel 還將植物工廠與餐飲業結合，在京都開設餐廳，一樓規劃為用餐區，地下室則有規模較

小的植物工廠，方便用餐者選擇欲食用的蔬菜。 



  

        在這次莫拉克風災後，台灣社會終於正視山坡地過度開發的嚴重性，過往為了發展經濟而不停地與自然爭

地，本來用來發展農業的土地蓋起房舍，本來該是樹木的山林則開發成農業用地，於是，滿山遍野的檳榔

樹、茶園、高山蔬果，弱化山坡土壤的抓地力，尤其九二一大地震後，台灣地質結構變得相當脆弱，這種

種因素加深土石流與山崩的嚴重性，對山地居民損害也就更大，政府不如由此開始發展環控農業甚或植物

工廠，藉著將農作物由山坡地搬入植物工廠的作法，達到讓山林休養生息的目的，同時兼顧環保與農業發

展雙重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