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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我們要吃什麼？─《糧食危機關鍵報告》

以小吃美食自豪，大街小巷充斥便宜卻

美味餐點、蔬菜水果的臺灣社會，大概無法

相信，我們的糧食自給率其實非常低，遠低

於接近100％的美國、加拿大與歐盟不說，甚

至連鄰國日本都比我們高（40％），我們只

有31％。也就是說，你我所吃的日常飲食，

70％都仰賴進口。

或許你會說，靠進口能夠享受便宜的美

食，在經濟學的比較利益法則下，是最符合

經濟效益的事情，有甚麼不好？拿農地種田

種菜那麼辛苦，收入不多，還要看天吃飯，

還不如拿來蓋工廠，炒房地產，多賺點錢，

再向國外買便宜的糧食，不是很好嘛？

如果未來的世界沒有全球暖化的極端氣

候衝擊所可能出現的缺水缺糧，沒有不斷增

加的人口數量，沒有因為缺油而導致的高油

價時代，靠著大量進口便宜糧食來維持國人

飲食需求當然沒問題。

但是，偏偏未來的世界不再一如過往。

根據石油專家的研究，全球油礦的高峰期將

在2015年跨越，此後油價將會越來越高，兩

百美金一桶石油將會成為常態，然而當石油

超過每桶120美金時，糧食的運送成本就會因

為過高而喊停（2008年的糧食危機，美洲的

玉米就因為油價每桶超過120美金而暫停輸

出），除非我們願意在糧食購買上加價。

能夠加價購還算幸運的，偏偏碰上全球

暖化極端氣候的影響，全球糧倉發生乾旱或

歉收的情況越來越普遍，原本全球糧食儲備

天數的正常值落在150天左右，但近來因為全

球氣候異常世界各地糧倉歉收，糧食儲備天

數已經下滑了2/3，達到極為危險的地步。

而當糧倉歉收時，這些國家就會下令禁

止糧食輸出，也就是說，就算你有錢也買不

到糧食。再加上人口學者預估全球人口總數

將在2050年達到91億（比現在的70億還要多21

億），糧食產量減少而人口增加，加上運輸

糧食的石油價格飆升，幾乎可以斷言，糧食

自給率過低的國家將會出現糧荒與搶糧潮，

嚴重影響國家安全。

此外，戰後世界糧食能夠迅速提升產

能，和使用以石化為原料基礎所製造的化學

肥料也不無關係，還有使用以石油發動的收

割機耕種大型農田，而這些都將因為石油的

減產與耗盡而出現問題（目前的預估是：產

量將減少而非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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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我國政府卻毫無

作為，甚至還大力推動農田休耕（短期休耕

對土地是好的），但農田休耕之後，卻造成

財團搶購農田土地，讓原本已經越來越少的

農田變得更少。

當歐美日等強國都考慮到未來天候異

常對於糧食的影響而致力於提升糧食自給率

（甚至不惜祭出高額補貼），臺灣的農業部

門每年所能分配到的預算卻只有國家總預算

金額的1％（兩兆中的兩百億），其中還有超

過八成是編列為農民退休福利使用，真正用

於發展農業的經費僅10億。

彭明輝教授非常擔心漠視農業發展的臺

灣未來將會無糧可吃，因而花了許多時間閱

讀關於糧食方面的研究報告、統計數字，撰

寫了《糧食危機關鍵報告：臺灣觀察》，希

望提醒老百姓與政府正視臺灣缺糧問題的嚴

重性，並且及早規劃解決問題的辦法。

他從大量的統計數字中歸納出一個結

論，當全球油價超過兩百美金，石油供給量

只剩下需求量的一半時，糧食運輸成本將會

變得過高，再加上氣候異常導致的歉收，將

會讓許多糧食出口國不願意出口糧食，而這

將直接衝擊到糧食自給率過低的臺灣社會。

除非我們願意從現在開始，重視農業

對臺灣社會的重要性，不單只從經濟數據的

角度來看農業，不把農產品單純視為經濟作

物，而是將農業與農產品視為人類生存的基

本人權，必要時得賠上經濟發展來維護其基

本安全庫存量（例如日本就打算將糧食自給

率從原本的40％提升到60％，以因應未來世

界的變化），否則不遠的將來（彭教授預言

是13年後），我們將嚐到難以承受的惡果。

彭教授認為，政府應該獎勵復耕，恢復

農村文化（不再放任工業部門搶走寶貴的農

地，房地產開發商炒作農地的價格），面對

農業人口老化、農地破碎化、臺灣缺水的事

實，盡可能地獎勵農業發展，提升糧食自給

率，以面對即將到來的殘酷衝擊。

或許，彭明輝教授的呼籲是太過悲觀。

因為照我個人的解讀，當今世界的糧食產

量，若只是要維持人類基本生存需求是綽綽

有餘，今天的世界之所以糧食不足，有一部

分和人類文明發展出過多不需要且錯誤的飲

食習慣（例如要生產17斤的肉得要100斤的穀

物；加工食品氾濫；吃到飽文化⋯⋯等等）

和食物使用方式（例如拿寶貴的糧食當燃料

來發電或啟動交通工具）而導致缺糧問題有

關，如果人類真的進入歉收生態系統，我相

信人類自己會透過供需調節來減少對於糧食

的不當取用，減少糧食消耗量（例如2008年

的糧食危機，美國就停止對生質燃料的價格

補貼，讓原本用於生質燃料的糧食釋出到糧

食市場。

然而，臺灣的糧食自給率還是太低，而

且太多品項仰賴進口，一但出現高油價或歉

收所導致的糧食禁運，恐怕不是選擇不吃肉

或不吃加工食品就能解決的問題。

不過，我認為從現在開始推動少吃／不

吃肉，少吃／不吃加工食品或拒絕吃到飽文

化，也是社會在推動復農工作的同時應該要

致力於推廣的。唯有同時提高糧食自給率與

減少錯誤的糧食使用方式，才能真正幫助臺

灣度過即將到來的糧食危機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