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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農場到餐桌—談全球化下的食物與農業 
 

主講人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李丁讚教授 
 

講者簡介 
 

李丁讚教授為美國威斯康辛（麥迪遜）大學社會學博士，為清華大學社會所

專任教授，其專長為文化社會學、政治社會學、社會學理論。 

 

從社會學的角度，長年關心台灣公民運動服貿，而近年更投入飲食教育的推

動，他出發的動機與理念正在於「飲食」帶動的不只是色香味，更是對環境保護、

文化保存的省思。為期關注台灣農業、食物議題的社會實踐，李丁讚老師更致力

推動飲食教育，身兼食農教育立法推動聯盟的召集人，讓台灣的食安網絡有更扎

實的基礎，李教授在農業與飲食教育的理念行動上很受民眾歡迎，不僅僅是因為

研究者的身份，更來自於他扎實的實踐經驗。 

 

一、 前言 
 

本次演講主題為「從農場到餐桌—談全球化下的食物與農業」，主要是

談在全球化下，食品安全出了哪些問題以及解決方式，講者提出的解決方

式是「從農場到餐桌」食物的產銷方式，一種與全球化不一樣的運銷模式，

並以在香山所做的實作為例，為大家說明。 

 

二、 全球化 
 
(一) 從國際到全球 

 

舊時所稱全球化的概念，主要是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不是真正的

全球化。直到 1979 年柴契爾夫人、1980 年雷根總統開始執行新自由

主義政策後才開始真正的全球化，柴契爾夫人認為國家所扮演的角色

太重， 政府不應涉入自由市場將國營企業私有化，主張國與國之間的

關稅、各種障礙都應該消除。所以在柴契爾夫人、雷根總統的影響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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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義政策下，資本流動、勞動力流動。因為國家的保護政策漸

漸消失，1980 年代開始發展自由貿易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加速進行，

由傳統國與國轉變為所有國家之間的緊密互動。 

 

(二) 全球化下的台灣飲食與消費 
 

1980 年代 7-11、麥當勞、肯德基、頂好超市、家樂福， 先後進

駐台灣，1990 年代，各類型大賣場、量飯店相繼成立，遍佈台灣各縣

市，從此國人的購物習慣、飲食習慣、飲食內容漸漸產生轉變。 

 

三、 飲食習慣的改變 
 
(一) 飲食習慣與購物習慣的改變 

 

亞洲人飲食習慣的西化，購物的結構大轉變，魚肉類需求量加倍，

2000 年代起在開發中國家中飲料、香菸的需求成長快速。飲食習慣的

改變，麵食、肉類與乳製品攝取量大增，含糖飲料如手搖飲料店大排

長龍，包裝食品加入很多的鹽、糖、脂肪，飲食習慣漸漸從「食物」

到「食品」。 

 

(二) 美味的代價 
 

加入糖、脂肪、鹽的食物雖然好吃但容易造成身體負擔，高糖、

高鹽、高脂肪、高蛋白的飲食習慣下產生了很多文明病，糖、油、鹽

是合法的食品添加物，雖然不見得不安全但是不健康，例如過去十幾

年植物油用量增加，炒菜可以加入植物油，但如果加入餅乾的製作過

程會產生反式脂肪，會產生心血管疾病、高血壓、糖尿病、肥胖等，

產生這些慢性病的原因，可能與不健康的飲食習慣有關，這些垃圾食

物不是不安全，但是食用過多會造成不健康的影響。且全球化下的飲

食習慣所造成的影響具有階級性，開發中國家貧窮的鄉村社區中，窮

人遭受更大的健康傷害，而富人會更重視購買低鹽、低糖、低油脂的

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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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飲食習慣與食品安全 
 

飲食習慣對於食品安全也有影響，因為來自「不知道哪裡（Food 

from no where ）」的產品因為生產者不透明、不可溯源、不可課責，

會造成業者不想負該有的責任，這是食安問題的溫床，很多問題會由

此產生。 

 

加州爆發大型大腸桿菌的公共傳染病，感染源是「 袋裝菠菜」，

造成美國 26 州感染，是個大型的公共傳染病，共有三個人死亡。 政

府花了一個禮拜的時間，才找出批發商以及生產處，而生產地點的認

定更久，大約花了 6 月的時間，才在上述生產處附近，發現了遭污染

的農場。 

 

研究發現，在地方性的農民市集買新鮮波菜者，並沒有發生大腸

桿菌中毒，推測病菌是在分裝、儲存、運銷過程中產生的。如果上述

菠菜只在地方市場銷售，問題也許也會發生，但一定可以很快認定病

因、控制病情，這種長途的運銷、包裝，很容易造成大型問題。有學

者提到，在 1982 年之前，美國並沒有這型的大腸桿菌傳染問題，但近

年來發生率增加十倍，成為大型的公共傳染病，因為在高度的分裝包

裝過程，容易造成問題。 

 

四、 如何克服全球化產生的問題 
 
(一) 如何克服問題 

 

講者認為食物應該要從農場直接運輸到消費者家裡，沒有中盤商

才能確保食品安全。推倡「身土不二」的概念，就是只吃自己生產的

東西，買自己土地生產的食物，才能更加健康。一位學者提到，如果

食物是從其他地方來的，可能會變得非常危險，可能會造成人類的免

疫系統降低，因為遠程食物生產中會冷藏、消毒、標準化，食物消毒

後可能會失去營養，食用沒有經過無菌消毒的在地食物，儘管有些泥

土、病菌，但能強化體能、增強免疫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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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地食物網絡 
 

從農場到餐桌，建構在地產銷網絡，讓生產者與消費者面對面，

讓產銷過程透明可以溯源、可以課責 ，乃至建立信任感，是講者認為

最佳的監督系統。 

 

(三) 最根本的食安政策 
 

透過食農教育，透過食物重新連結人、社區、土地，促進人與環

境生態的健康與永續，消費者開始認識生產者，開始想要看看農民怎

麼生產，開始信任生產者，農民也會漸漸的對產品感到驕傲，甚至自

行提高產品的品質、標準。 

 

五、 香山個案研究  
 

香山綠市集：在香山辦了「香山綠市集 」，集合香山地區對土地與環

境友善的小農、小商家、文創工作者，每週六早上在武陵路「荷蘭村」擺

攤，主要是針對中產階級，目的是為了改變中產階級，讓本來對於不關心

土地的人們，開始對於產品土地產生認同感。農民的技術被大型農藥廠壟

斷，根據資本系統所施作的農產品，使得農民漸漸失去專業技術，透過有

機農法，讓農民自己發現施作的技術，不用殺蟲劑、農藥就能生產出飽滿

的穗粒，讓技術回歸到農民身上，讓農民的主體性可以發揮，擁有自己的

技術，有信心，有尊嚴。 

 

六、 結論 
 
(一) 生產端目標 

 

提升農民效益，改善環境品質，促進地方的經濟，培養地方的商

家有能力賣出好東西。 

 

(二) 消費端目標 
 

讓消費者漸漸習慣買在地產品，養成良好的飲食習慣，促進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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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食農教育，讓中產階級可以接觸農業與土地，重新連結人與土地

的關係，增進在地認同。克服「自然缺乏症候群」增進精神健康，開

始與農民一起種菜，希望能增進大眾身體的健康、精神層面的健康。 

 

(三) 社會層面 
 

    讓農民和小商家可以和中產階級接觸，增進社會資本，大家互相

信任時，願意溝通願意相信對方，才會讓整個社會的運作更健康。我

們花了三年培養農民，開始賣產品是前半年的事情，這些願景，雖然

還在理想層面，但之後會慢慢的完成生產端、消費端的目標。 

 

七、 Q&A 
 

問題一 
Q：香山是相對比較鄉下的地方，相較而言都市的農地不夠而產量不固定，

所以這樣的概念要怎麼應用到都市上？自然農耕法的產量較低，是不是會

對農民的收入有一定的影響？ 

A：都市是消費端需要找附近的農地合作，例如台北的龍山里與可以和苗栗

縣合作，城市的小朋友可以到鄉下接受食農教育，讓城市與鄉下可以更密

切的合作。自然農耕法的產量較低，講者認為是因為技術問題，例如韓國

農民用一般的自然農耕法，產量甚至高於機械式的農作法，如果農民學習

科技化耕法，農民會漸漸地發展出更高的技術，產量就能穩定。 

 

問題二 
Q：全球化的浪潮下，老師反其道而行，可能會是一條孤單的道路，是不是

有遇到什麼困難，怎麼讓大家知道食農教育重要性？ 

A：其實這是一個世界性的運動，在全球化的腳步下，有很多人以農業為思

考點，將人與土地與農業產生連結。與其他市集不同的是，一般的市集消

費者是不固定的，只是一般的經濟幫助，而香山市集是在一個密集的地方

內，消費者是固定的，因此可以進行食農教育、社區營造。農業不是專屬

老人才能從事的工作，而是需要高技術、高投入的產業，講者希望香山市

集是一個模式，能夠普遍運用到其他地方，讓生產端的經濟發展，消費端

的倫理意識可以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