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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农业情 况1989(1) 

，- 台湾农药使用、产销及管理情况 
、 黄 波 

一

、 农药使用情况 

台湾引进农药使用，始自l049年。三十 

多年来，为了防治各类农作物的病虫害 提 

高各类农产品品质与产量，已引进推广使用 

的农药达到400多种，应用范围已从农 作 物 

扩及畜牧，水产及林业生产等方面。其使用 

量在1983年之前，一直呈上 的趋势，498 

年的使用量大 约是19 76年的1．6倍。由 于 近 

年台湾深入开展生物防治和 配台少 量 农 药 

的综合防治撩术，取 得一定效果，如释放赤 

：眼卵寄生蜂再 合一次施茵作业来翰治玉米 

螟，可减少施药二次，防冶成本较单用药剂 

防治降低29~40％，每公顷可增 加农民收入 

6，726元新台币，很受农户欢迎。因此，I983 

年以来农药使用最呈逐年下降的趋 势 。 从 

1983年的48，l59吨降为l987年的38，D0O吨， 

但病虫害防治依簸农药的程度毋占95 。 

目前使用量最多的 仍是化学农药，农药 

剂型有乳剂、液剂、可湿佳粉剂、可溶性粉 

剂、粉荆、粒剂、片剂、饵剂等等 最近，进 

口的新型、低毒性农药深受台湾农 民 的 欢 

迎，如 “百灭宁”、 芬普宁”等八种台成 

除虫菌类杀虫剂，在台湾省内农药市场已占 

有8Z的比侧，预计今后仍会扩大。还 有 最 

近刚开始推广的新型 合成昆虫生 长 调 节 

剂”，因施尉量少、毒性低，也很受青睐 

例如用生长调节剂一一 “得福隆”防治小菜 

蛾，每公顷仅需O．1 7～0．33公升，不仅成本 

低，且无农药残留问题。今后台湾农药 的使 

用，将朝扁高药效、高安全 佳，高选择性、 

低污染性、低成本及易使用的方向发展。 

= 、产销情况 

1．生产情况 

台湾现有农药工厂64家，其巾专fj生产 

农药原体合成的厂有6家，合成兼加工 厂 14 

家，另有加工厂44家。近几1年垒年生产总值 

在5O多亿元新台币幅度，1982年的56亿多为 

历年产值最高纪录，近 两年有下降的趋势， 

I985年为53．9亿元新台币。 

但是，农药原体台成的发展仍呈上升趋 

势，产量逐年增多， 如 1985年 的 产 量为 

15，226吨，比1981年增长5 431吨。台湾农药 

界人士一致认为这是农药工业 的一个发展方 

向，因为台湾 目前虽已有50多韩合成农药恩 

体 的产品，但尚无开发新农 药的能力，而且 

若要开发 ～种新农药，需耗费lO年时间，耗 

资I干多万美元。因此，台湾政府也鼓励厂家 

向合成农药原体方向发展，饲如对进 口原料 

实行免税致策，凡是国内可 以生产 的原体， 

则提高其同类产品的进关税，以保证 国内生 

产等等 

目前台湾农药工厂面临的困难：一是原 

料大部分依赖进口，例如1085年仅合成再j原 

料的进口值就达2，498．8万美元，所以 常 受 

到国际大公司的牵制I二是厂家多，且往往 

同时争着生产同一种畅销的产品， 互 相 压 

价，生产无计划，竞争激烈|三是农药工业 

为污染工业，不爱当地居民的欢迎，常遭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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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 同时在办新厂或扩建 时常遭地方政府及 

民众 的反对 ，影 响了农 药工 业 的发展 。1 986 

年以来，已有5家农药工厂匿不同原因 陆 续 

停厂倒闭。 

2．销售情况 

台湾省内农药市场每年约可 选到5 0亿元 

新台币。其中有国产成品，也有进 口产品， 

农药进口地区主要以美、 目为主。此外，‘还 

经营农药的外销，1985年台农药外 销 值 选 

3，l89．2yy美元，大部分出口台成的农 药 原 

体。 

目前 台湾地 区经营农药销售者 有 6，5 44 

家，其中分布于台北的约有362家， 67．7 

是经营农药进出口的农药贸易商，还 有 u7 

家是批发零售商，高雄市内经营农药进出口 

的有5家 ，经营批发零售的有27家'分布在各 

县市 的农药销售商，则以云林县的692家 居 

首位，其次为屏东县、彰亿县、台南县及嘉 

义县等农业大县。 

三，农药管理情况 

台湾政府为了保护农业生产，防止农药 

怠害，同时为了促进农药工业的发展，制定 

了～系列的法规及实施措施，建立了一套较 

完善的管理体 琉  

1．管理 机构体系 。 

台湾农药管理机构体系上自 “农委会”、 

“经济部”、 “商检局”， 环保 署l 

“卫生署 等，下至各地县有关单位，各部 

门各司其职，互相配合。 

农委会：主管农药的登记，审核及发证 

工作，负责制定农作物安全采收期并辅导农 

户安全使用农药技术等。根据农药管理法规 

定，农药非经申请检验合格，按准登记发给 

许可证，不得制造、加工或输入 而 申请农 

药登记须向农委会提出，首先 由经济部商捡 

局对农药的物化性状，品质管理资料及进 口 

国主管机关证明等进行审核，然后 在
．农 药 

l6 

所、农试所及各改良场进行为期半年 (杀虫 

剂、杀菌剂 )或一年 (除草荆 )的 田 间 试 

验，提出其药效、药害及残留量等 试 验 结 

果 再画农委会植保技术小组根据田问试验 

材料提 出初审意见，最后 由农委会农药技术 

咨议会 (该会 由植物病虫害与农药专家学者 

组成 )进行严格的综合审议，并制定 出各种 

农药在各种作物上的安全采收期及安全容许 

量，台格者方由农委会粮食处发给农药许可 

证。同H要求农药厂商应将安全采收期登于 

使用说明书生，教育农 民按规定喷药采收， 

衬违反操作者及农药残留超量者依法处罚。 

经济部工业局。主管农药工厂的设立。 

自1986年以来，工业局连续编列两年预算， 

对老厂办理辅导改善制程与降低污 染 的 计 

划，对新厂则严格限定设立在规定的专业区 

内。 

商品检验局：主管农药品质的检验，农 

委会亦配台定新抽查农药品质。在农药管理 

法尚未公布实施的1971年，曾对市场 出售的 

农药品质进行抽查，当时的合格率仅达55％ 

左右。随着管理法规的完若，各县市专门组 

织农药检查小组，每 日定期或不 定期检查辖 

区内各销售商，对来登记及登记但不合格的 

伪劣农药采取严格的取寅 处罚。1975~1987 

年间，抽检台格率平均达到98．2 。 

环保署t主管农药工厂的污染 防 治 工 

作。环保署配合工业局，对造成污染的农药 

工厂严加取缔及处以罚款等处理，还积极辅 

导各工厂加强污染防治工作。 

卫生署食品卫生处。主管订立农药安全 

寄许量及检查市售农产食品中农药残留量的 

问题，建立农药残留容许量资料。 

地方一级执行机构有省政府卫生处，社 

会处、环保处、工检会、建设厅、农林厅 ， 

各县市政府，省农药所、农试所及各区农业 

改良场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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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 药管理 法规 

台 湾扳药 法 的雏 垫 f r1968~， 由经 

济部制订的 “台湾地区农药管理法 则 ” 及 

“台湾地区伪劣狂薹 取缔办法 两个{}政命寓 

令 由予执行效果不佳，当时伪劣产品充斥 

市场，农药管理仍然混乱。1972年参照各国。 

法规，制定了 《农药管理 法》，接着又陆续 

颁布⋯些实施细 及相关的子法，一以后的一f- 

jL年内，经过数次修订， 目臻完善。纵观台 

湾农药管理的主要法规计有：农药管理法施 

打细则，农药标 准规格准则、农药工厂 没厂 

羲 准、没收 的伪、劣农药处理办法、农药运输 

全锗管理办法、台湾省农弱贩卖业者训练办 

甚、食品卫生管理法、台湾省农药制造业、 

贩史业雇用推销人员登记办法等二十多种。 

农药 法规对农 药的捡 验、 硷盎， 许可证 

的申请、核发及换发，农药销售管理 (包括 

对刷毒性农药成品的销售管理 )及销售业者 

应行的训练，农药的使用与 岔储，农药台格 

标准及 捉药工厂各项设备标准与管理，捡嚣 

或 助查获伪劣农药的奖励方法及没收伪劣 

农 药的处理程序等等，都做了详细丽具体的 

规定，使得农药管理工作有法可依，切实可 

行，对农药管理起到不可 低估的作用。 

3．农药管理 的几项 重 要措 施 ： 

加强农药宣传广告的管理。．凡市售农 

药说明书，都应先报农委会审查核准，然后 

分送各地方政府作为检查依据。同时教育农 

民应按规定使用农药。而农药广告 在登载、 

广播前，也应送主管机关 审订， 自 19 87年7 

月起由省市主管机关受理。 

②加强辅导农 民安全用药技术 自1 979 

年起，省农林厅通作制作 “农药正确使用影 

视及幻灯片”、 “农药讲座 等节目，在电 

视台及电台 向 广 大农民宣传农药安全使用 

技 术 ， 并 编 印 各种教育农民安全用药的 

资料近30种。另外，省农林厅还拟定三年内 

举办408期农民安全 药讲 习班，促遴 农民 

适时适量正确地使闱农药，以减少浪费，防 

止农药污染，降低生产成木 

：：◎撕 牢药声的簧霉与 。因为农 
药商直接接触农民，指导农民如何用药，在 

植保工 倬中起着重要作用，所 以台湾当局很 

重视对农药商的培 训及管理工 怍，农药管理 

子法 (倪 如 台 湾省农 药贩 业 者 训 练 办 

法”、 “台北 ．j 农药 吏业 卉 练办法”、 

“高雄市 氏 饭卖业 者 缚 办 法” 等 )【1j 

叫文规定：农药商应具备一定学历或资历， 

必额参加应 训练，要求农药商必须具备 
一

定 的植 专业知识 ，深入 了解 农药 特性及 

毒 ：，为农民提供咨诃。另外，自1985年以 

来，年年评选优秀农药销售商，颁发给奖牌 

及奖状 。 

④加 姓农产 一 (粜疏 )农 拍残 留量的检 

测工 作。主要 抓三个 ：节 ：～ 是市售 果蔬农 

药残毒的栓测，台北农产运销公司、高雄市 

果菜公司等大公 司及各地果菜市场均 没立残 

留测定站一全 省设l9名残毒测 定员实际从事 

抽捡测定工作，】987年抽测的5，559件中，合 

格率达到99．3， 二是在田问对即将采收的 

是蔬办理农药残毒抽测，由省农林 厅 协 同 
省农试所、省农药所及各区农业改 良 场 办 

理。1987年抽、删的1 s，318件，合格 率 达 到 

96．15 j ；是建立农药残留量预警制度， 

即由区农改场配合县市政府、乡镇农会，全 

期以密集抽测方式梭验 即将采收的蔬菜，对 

残留超量的蔬菜预先警告农民延 后 采 收， 

1987年试办60公顷，效果良好，预备普及。 

此外还有加强农药工厂及其制造过程中 

的监督管理、加强农药毒性的调 查及禁用农 

药的缉查、加强剧毒农药成品自9管制等项措 

施。 

(下转24第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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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转变为内外销均衡的局面。主要原因是近 

年来内销茶价高，需求急速增加，丽外销方 

面由于价格较低．而本身的生产成本已大幅 

度提 高，竞争力弱。近年来内销地区茶农收 

益高，竞相开垦茶园，这些茶园产量极丰。 

于是 内销 电已逐达饱和，构成压力。权威人 

士提 出，敏求台荣的继续发展，必须内外销 

兼顾，今后大部分荼区仍需依靠外销才能存 

续。为此，要做好计划产销，培育茶叶指导 

人才。要维持既有市场，除了提高品质，生 

产特色茶外，还要降低生产成本，价格公平 

合理，以保障消费者的利益，重视信誉，以 

拓展外销。为了稳定内销蒂的价格，要把质 

劣的夏茶茶菁剪掉不予做 茶，而 作为复盖之 

用，把质优的冬、春茶菁进行精细加工 ，这 

样才可达到减产而提高品质，保持正常的收 
，  

、  

益。 ‘。 

近几年来台湾开始从荣的口味方面进行 

开发研究，市面士出现了口味各异的添加昧 
茶。 ’ 

I3 ‘ ．一 

三、改进蓑叶产销的重点工作 

台湾省的台北县、桃园县 、新竹县 、苗 

栗县、南投县、宜兰县、花莲县，台东县等 

山坡地带，土壤贫瘠，除了造林及种茶外， 

鲜有其他经济作物可栽培。由手咨湾光复初 

、期茶园荒废情况严重，～为重整台茶生产，主 

要抓以下1O项改进工作，并已获得成效 。 

1．奖励老劣茶园更新，计完成 5。000余 

公 顷。 

2．综合辅导茶园施肥、剪枝、病虫害防 

治、采摘、补植等作业面达12，000公 顷 o 

3．开辟新茶区包括台东县鹿野、花莲县 

鹤岗、舞鹤、宜兰县三星、大同、南投县竹 

山及嘉义县梅山等茶 区。 

4．奖励机械采茶，分为铗剪、单人式采 

茶机及双人式采茶机。 

设置茶业生产专业 区：在台 北 、 桃 

园，新竹、苗栗、南投、宜兰等县 设．置 约 

5，OflO公 顷生产专业区。 

奖励茶农建立产、制、销一贯经营共 

同茶 。 

7．奖励改进制茶设备，并加强制茶技术 

人员培 i|。 

8．加强试验研究，并育成荣树新品种17 

I o ’ 

9．辅 导茶农正确使用农药以防治茶树病 

虫害 。 

1O．鼓励茶叶内铕，办理制茶讲 习 、 竞 

赛 ，展销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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