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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上歡迎政府重新為香港的農業未來制定新政策，也原則上同意農業園和

發展基金的構想。 
2. 但對諮詢文件裡有關農業政策的定位，祇提出經濟考慮，缺乏了香港作為一

個國際大都，或作為中國一部份應有的前瞻性和國際視野。 
原因如下： 
2.1 聯合國將 2015 年定為國際土壤年，已將土壤健康，土地利用和農耕方法

等等與氣候變化、環境污染、土地退化，水資源短缺，人口增長，糧食危機

等等帶出因果關連，諮詢文件這方面顯得異常狹隘。 
2.2 聯合國早在 1992 年里约环发大会《21 世纪议程》框架下將《联合国防治

荒漠化公约》訂為三大重要国际环境公约之一，並於 1994 年 6 月 17 日在法

国巴黎外交大会通过。並自該年起將每年的6月17日定為世界荒漠化防治日。

現已有 191 个国家加入。但未直接受影響的國家和地區普遍並未留意。在當

今世代，受荒漠化最嚴重影響的國家一直在黙默地孤軍作戰。雖然受盡地域

環境或歴史惡運的折磿，這些國家在防治荒漠上都作出了長足的進步，增進

了世界對荒漠化成因和有效治理方法的理解。世界上受荒漠化影響最嚴重的

國家包括中國、利比亞、摩洛哥、埃及、肯雅、賴索托、乍得、尼日爾、蒙

古、巴基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緬甸、菲律賓、斯里蘭卡、伊朗、奧曼、佛

德角等等。但每年，全球依然因荒漠化失去三個瑞士大小的土地。中國是受

受土地退化影響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受土地退化而引致貧困和嚴重經濟損失

的土地多達 260 萬平方公里，影響著四億人民的生活。以往因為一直將土地

退化視為乾旱和水澇引致風蝕荒漠化和水蝕荒漠化問題，祇由國家林業局和

治沙局處理。但過去三十年化工農業席捲全球引致的土地退化，直接與農業

的實踐有關。十八大之後，國家把國土資源部、林業部、農林牧業部、水資

源部和環境部門成立跨部門的委員會，由國家領導人親自率軍制定整體政策。

去年國務院的一號文件，清楚列出保障國家十八億耕地底線的戰略考慮與國

家因缺糧可能出現的安全問題。就前幾天，國家主席再作公開講話，又再一

次重提農業發展方向在國家整個環境治理方面的重要性。但香港的諮詢文件

依然停留在將農業視為香港經濟發展一個小環節，無視國際及中國對全班環

境問題理念上發展的趨勢。 
2.3 以往發達國家和地區，包括香港，不覺得土地退化跟自己有甚麼關係。但

踏入廿世紀九十年代，現代化肥農耕始料不及的後果，終於令全球都響起警

號了。二十世紀中期科學家最初發現原來植物祇能吸收水溶性無機鹽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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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份，二次大戰後方便地便能將很多製造硝化彈藥的工廠，改為製造氮肥，

很多製造毒氣的方案，也可製成殺蟲藥，於是化工農業席捲全球，並在短期

內做成了農產品增產的現象，在發達地區成功地提供各種價廉「美味」的食

物。也改變了很多都市人的消費和生活方式。但進入九十年代中期，農人開

始發現這個增產祇是個短期效應，化肥愈用愈多，農藥愈用愈重，土地的生

產力卻持續下降。土壤微生物學家開始告訴我們，化肥農藥原來正在摧毁土

壤微生物的生存空間，全球三分一的土地正因此失去生產力，土地生機不再。

真菌難以存活，自然界回收二氧化碳的能力嚴重削弱，地球暖化加劇，可耕

地面積不斷委縮。流失的化肥農藥也進一步污染土壤和淡水資源，殘留農藥

進入食物鏈，科學家預計地球的表土還有 60 餘年便會耗盡，除了食物安全，

下一代還將面對糧食安全危機。聯合國 2015 國際土壤年的文獻裡對化工農業

引致的危害有很詳盡的論述，例如(1)摧毁了原來豐沃土地裡的微生物生境；

(2)帶毒性的肥料、殺蟲劑和除草劑污染淡水資源；(3)過分的翻土釋放大量温

室氣體；(4)不節約的灌溉系統加劇日漸缺少的水資源；(5)專為提供消費的大

型農產品貨運耗費能源和釋放大量温室氣體；(6)不人道的工厰式肉食生產作

業等等。根據聯合國對世界人口的預測，在不久的將來全球人類將面對各種

危機，包括因耕地減少和土地退化誘發的糧食安全問題；因化學毒性引致的

食物安全問題；因環境污染和農作物及加工食物營養減少而誘發的健康問題；

因資源缺乏、極端天氣和全球暖化導致的氣候改變等等而誘發的社會動亂等

等，全都與地方農業政策有關。 
但諮詢文件對這些視若無睹。 

 
2.4 香港的農耕地大面積長年裸露，多數的農業從業者依然用的是會令土地繼

續退化的農耕方法。即使在諮詢文件，談及的發展方向還是停留在向有機耕

種的逐步推廣。需知有機耕種祇能說是無公害農耕方法，但對土地板結，水

土流失，甚至水淋營養過剩引致的生態失衡，害蟲滋生，是完全起不到作用

的。因為改用有機肥料，無法讓生產力持續下降的土地康復，農人祇能不斷

增加成本，而減用農藥又祇會令農耕更辛勞。成本高，人力要求大，退化的

土地(主要因為破壞了土壤微生物的生態而變成板結)，耐不了每年雨季帶來泛

濫水淹的損失。這也是令香港人平均不選擇以農為業的主因。而經濟效益自

然驅使以此為生者，繼續沿用令土地持續退化的化工農耕方式，短期維生，

卻對由此而引致的環境惡化問題視若無睹。除了一小部份有熱情的年青環境

保育者盡己所知所能，實踐和倡導可持續農耕，善待地球土地。但條件惡劣，

能堅持者能有幾人。政府在這方面倡導以康復土壤，改善整體生態環境，及

以建基於健康土壤科學知識為手段的農耕方法，責無旁貸。諮詢文件在全球

探討土壤退化和氣候變化，碳回置或封存等理念上，明顯處在一個很過時的

認識。假若政府不狹隘地將農業定位為土地利用和經濟發展的環節，跨部門

地了解農業在全球環境議題的地位，應不會如此。諮詢文件甚至會將「翻土」



作為對年青人農耕活動教育體驗的一部份，至為草率。這曾被視為天經地義

以讓土壤疏鬆的傳統做法，二十年前已被挑戰，其後土壤微生物學家驗証翻

土會摧毁真菌的生存生態，讓真菌在土壤裡合成腐殖質的能力削弱，間接做

減弱了土壤碳封存的能力，雖然最新研究發現土壤裸露(像香港的大部份棄耕

農地)為害更大，但作為政府，不應如此草率將一些爭議性的實踐視作想當然。

市民期待政府的是專業領導。凡此種種應隨著科學研究而更新或謹慎處理的

概念，在諮詢文件人裡都處理得很隨意。 
3. 3.1 在措施方面，諮詢文件祇用了倫敦和新加地兩個地區的嘗識作為例子，

那顯然祇是著眼於土地利用和經濟活動。而在農業方法的取向上，却輕輕祇

提有機農耕和鼓勵科研與業界合作便帶過了。當代微生物學和土壤生物學的

發展讓我們對泥土健康、植物健康、食物健康、人類健康和它們間的相互關

係有了新的理解。世界各地都有將生態學和先進微生物學原理結合應用的農

耕方法，一方面將退化土壤復原，一方面增加農產的質和量，又為從業者創

造較有利的投入或改變方向的條件。美國農業部門的網頁有專門討論和介紹

和支援這方面的’土壤食物網’網頁，澳洲除了官方的知識支援，也與民間

Carbon Farmers 團體合力推動，歐洲和英國的和種官民合作計劃比比皆是，

而且成績有目共睹。主要原因，是這些地區都不會把農業純作為一種經濟活

動來處理，必會看到土壤健康與全球環境生態及可持續發展的關係。香港的

諮詢文件反影的是一種怎樣的心態呢？ 
3.2 在大部份這些以康復土壤為方向的農業實踐中，以自然有機物循環再進

入土壤裡幾乎是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在人口密集的大都會如香港，當然不

會沿用以往農村那種堆肥方式，而且也不科學化。但在諮詢文件裡，祇呈現

一個癈物循環再用的堆肥工業示意圖，差不多是所有正式業者本身無可能參

與或實踐的。香港僅有的廚餘堆肥廠，製造出來的廚餘肥料濃度之高，缺乏

植物有機物的稀釋，農人根本無法使用。而我們的郊野公園，因為歸另一政

府部門管理，每年的殘枝落葉，除自然腐殖外，納稅人要另外花費運送它們

到堆填區，加重堆填區負苛。需知道香港效野公園的殘枝落葉，或市區綠化

帶的各種植物殘餘物，或每次颱風過後政府要花費人力物力去清理的斷樹殘

枝，若能適當處理回歸農地，是對農民最大的支援。這類循環，業者無法自

己進行，需政府協調和支援。涉及的基建本小利大，比廚餘成本效益高很多，

而且能真的改良土地。在一次有關香港固體癈物循環處理的諮詢會上，我本

人親自問負責該研究項目的學者，既然他知道現在廚餘產生堆肥密度過高的

問題，令製造出來的肥料實質上幫不到本地農人，也不能減輕他們的成本，

為甚麼不跟郊野公園的管理部門合作，將植物癈料與廚餘堆肥一併考慮，也

一併解決很多環境問題。我得到的答覆是因為那是政府另一部門處理。這次

農業政策的諮詢文件，依然是呈現這種將社會資源切割，將個別環境問題孤

立處理的思維，很令人遺憾。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