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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上最前線——
氣候危機下女性的食農行動

賴曉芬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常務監察人 

國際知名人類學及動物保育學家珍古德曾說：「環境、食物、人和地球，是惡性還是良
性循環，發動點都在人類的吃。只要開始思考，一天三餐，每人每天都有三次改善健康，改
變地球的機會和力量。」(Goodall et al., 2007) 根據歐盟分析全球的溫室氣體排放，有三分
之一來自於食物系統。其中，土地的生產使用佔了 66% 最多 1 (Crippa et al., 2021)。以製造
業為主的臺灣，食物部門的溫室氣體雖佔總排放量十分之一，然而地狹人稠且多災多難、脆
弱性極高，在氣候緊急時代確保食農永續強化韌性仍是關鍵。常為家庭照顧者的女性，因為
對家人飲食與環境健康安全具有高度敏感度，日常中用心思索如何以有限的資源運籌帷幄，
因此在氣候危機來臨糧食戰役發生時刻，她們往往站上第一線面對。 

小即是大：女人一塊田的生態智慧

由全球科學家與政策制定者提出的「反轉地球暖化 100 招」（Hawken, 2019），即引用
聯合國糧農組織（FAO）性別、糧食安全與營養報告的資訊指出：女性佔全球農業勞動力
43%，她們多在較貧瘠的土地上生產 60-80% 的食用作物。相較於男性多以農藥加化肥方式
大規模生產經濟作物，女性小農常善用小塊農地，採多樣性的種植或生態農法維持地利，這
樣的模式不僅減少與森林爭地，還能減碳固碳。如果更重視女性小農，讓她們能取得與男
性一樣的生產資源與技術培力，女農的產量還能提昇 20-30%，甚至有研究評估可超越男性
7-23%，全世界有 1-1.5 億人口因此免受飢餓之苦。 

1 詳細統計圖表，請見：Figshare . http://doi.org/10.6084/m9.figshare.1347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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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女性小農結合生態智慧以求溫飽，高雄那瑪夏山區卡那卡那富族復耕「女人的
田」是最好的例子（Apu’u Kaaviana, 2018）。88 風災後，族人們離開山下的永久屋，選擇
回到滿目瘡痍的部落達卡努瓦重建，當時女性部落組織工作者阿布娪．卡阿斐依亞那（Apu’u 
Kaaviana ）思考著，在氣候衝擊下糧食一定要能自主。她們捨棄風災中完全流失的經濟作物
如生薑、水蜜桃等，轉而恢復小米與傳統作物的混種耕種。憑著小時候外婆製作食物的記憶，
部落女性找回失落許久的種子復育，也向長者學習用一小塊田，把木薯、芋頭、玉米等一一
種回來。這即是傳統 Usuru（女人的田）的復育經過，透過保種、智慧耕作，女性與土地永
續連結，讓家人一年四季都有豐盛的作物與糧食。

鄉村女性以農作連結在地生態文化、智慧與生命的滋養，善用小資源創造共好。消費端
的城市女性，則在餐桌與產地疏離、食農經驗被斷開的當代，採取大大小小的行動守護每個
人的餐桌與大地。

打造綠色飲食支持性系統

成立至今已 35 年的主婦聯盟環保基金會，長期倡議綠色飲食與倫理消費，號召女性從
生活者的視野落實環境永續之道，以遏止資本主義過度消費的發展邏輯。這群以女性為多數
的家庭照顧者，在 1990 年代集結了 100 個家庭組成共同購買的力量，開始支持從事友善土
地耕作的小農。除了食安的考量外，她們強調糧食要自主、也要關照環境生態的需求，希望
食當地當季不進口，減少使用化肥、農藥與硝酸鹽等，以此構思與農友共學、輔導轉型及保
證購買的合作機制。從零開始、從無到有，曾大膽跑去農友家翻看帳本有無購買農藥的紀錄，
或以人海戰術強力遊說豆腐廠老闆轉作非基改豆腐，20 年下來，這個綠色食物產消鏈與以
合作經濟運行的合作社系統逐步完善，已擴展成有 8 萬個社員、協力 360 個生產農友並支持
超過 488 公頃友善農作耕地的規模。

主婦聯盟合作社社員每日以有意識的食物選擇回應永續難題。2015 年，主婦聯盟基金會
則因受邀參與巴黎的聯合國氣候鋒會，更深刻理解全球跨國農企業與大公司享盡了各種優惠
補貼，製造加劇的氣候危機，而在地小農尤其是女性，卻承擔極端氣候的災難苦果、飽受壓
迫。於是以氣候緊急時代低碳社會與生活轉型為目標，統整了歷年食農倡議的主題，對社會
大眾提出「綠色飲食生活圈」行動架構，確認發展社區自主的生態農業，需要捲動更多支持
型食農社群組織，來作為氣候挑戰下確保糧食安全、危機調適及強化韌性的在地最佳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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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整體的，飲食也該如此。綠食圈的倡議，主要希望透過系統性的食農教育，在綿
密的體驗、手做、共食與交流活動的過程裡，將土壤、種子、農法、城市農耕、餐桌到食物
不浪費、再回到土壤裡循環的整體知識經驗串接、交織，讓環節中的個人與他者盡量相互理
解而連結；也開始自理飲食，共同組織所在社區的食農系統。

例如 2015 年起發動各地的大學生自煮運動，無論在當地小農市集或市場採買，或捲起
袖子於校園開闢一塊田、一處屋頂農場或小小陽臺。對大學生來說，食物的來源或保存調理，
都不再只是面向單一或集中型的通路餐廳；食物系統中的農人、廚師、運銷或加工保存者等，
如何與大自然搏鬥、如何展現農業文化技藝、運用適當科技發展友善農作等，都在整合性的
學習中觸及。而自己動手處理一餐，反思身土不二，進一步組成社團理解氣變時代與食攸關
的公共議題，連抱持「君子遠庖廚」的許多男性學習者，也能轉化為自助助人的行動者。

我們要系統改變，而不是氣候與環境改變

除了食農素養提昇與社群養成的教育催化外，我們思考既有體制也必須同步被擾動，讓
綠食產銷空間能撐大，更多土地被守護；在食物體系轉型時，沒有人與文化被遺忘，被不正
義對待而犧牲；許多女性的永續關懷與在地貢獻也須被看重等。為此，有更多女性投身參與
體制系統的轉型。以下分享近年來幾個改革的行動軌跡。

在校園午餐吃在地、不吃基因改造食物的倡議上，繼主婦聯盟與無基改聯盟共同促使農
友不轉作基改田、基改食品在臺灣需標示的重大政策之後，2014 年前後，各地校園媽媽志
工與團體夥伴，展開了全臺北中南校園午餐非基改的串連行動。透過遊說市長與議員候選人
承諾，學校午餐的議題備受社會關注，於 2015 年底促成《學校衛生法》修法，確認基改食
品退出校園。至此，2016 年政府開始著手進行校園午餐體系的改革，主婦聯盟與校園女營
養師們倡導優先給孩子在地友善環境的好食材，透過教育、衛福與農業跨部門整合與中央預
算補助，全國學童逐步改吃有產銷履歷、有機等國產標章的農產品。而每年超過 200 萬份學
校午餐的需求，能為農友確保轉作友善農業的銷售管道；也唯有更多農民參與其中，田間萬
物始獲得更大休養生息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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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肥料及除草劑的過度使用，使環境失衡，危害生物多樣性，土壤也漸漸失去儲碳能
力。在減農藥議題上，主婦志工們在 1992 年鎘米和毒葡萄事件後，展開從餐桌到產地的守
護行動不曾停息。2017 年，荒野保護協會與主婦聯盟的志工群體積極倡議非農地應該禁用
除草劑，主婦聯盟則於當年底行政院食安會報上提案促使政府決策，農委會必須源頭管制減
量；非農地上的雜草，則由環保署協助地方制定管理辦法，禁止再濫用農藥。

然而農地上的除草劑仍是最大量。2019 年，政府原將放寬部分雜糧的除草劑嘉磷塞
（年年春）殘留容許量，此舉除危急進口食物的食安外，臺灣的大麥、高粱等種植面積至少
1500 公頃，每一塊田的生機都不應再承受更多危害，主婦聯盟與無基改聯盟聯手號召一人
一信連署反對而暫時擋下。不過位處亞熱帶的臺灣面對極端氣候病蟲害增加的衝擊，最終仍
需要一套有效用藥減藥的植物醫師制度，協助農民進行田間管理的轉型。在監督與抗議行動
外，2021 年主婦聯盟協助政府搭設多方利害關係人對植醫制度的對話溝通平臺，期待農民
生產的健康安全、消費者食安的權益與環境永續皆能兼顧。 

其他更多推動體制變革的集體努力，如在倡議綠食生活圈的同時，主婦聯盟即與社區大
學等夥伴組成「食農教育立法推動聯盟」，同步遊說政府各部門應展開行動。今 (2022) 年 4 月
立法院已通過《食農教育法》。而多年來我們大力疾呼減少食物浪費即減少碳排，政府除了
持續監控餐廳、通路產生的廚餘量外，近年也推動小農初級農產品加工，讓多為農村女性從
事的小農經濟得以活絡，並將惜食素養與食物的循環利用列為重要工作。

這些年守護產地與餐桌的食農運動，各方女性不約而同在農村、社區、餐廳與校園有了
更多相遇與連結。我們眼見她們來自不同世代，有著多元族群、階級與教育背景，各自帶著
銘刻在身體與文化記憶裡的食 / 農經驗與環境風土故事，彼此親近、學習、震盪、相融也相
互滋養。相信面對氣候危機挑戰不斷，儘管在不同位置上，但未來定會有更多串連、一起站
上最前線尋求解方的行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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