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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基因工程技術的發展逐漸成熟，且產出結果與成效的可操作性與控制性大幅

提昇的背景之下，基因科技已被大量地被應用於農業、醫學、藥物與細胞生殖等

領域，當中尤其以農業方面的應用對於環境以及民眾生活最為廣泛，蓋隨著基因

改造有機物（以下簡稱 GMO）投入應用於農業，其本身所具有之生物特定，不

僅可能對於周遭的生態環境、鄰近不同栽種類型之農作物產生影響，進而危及農

業生態安全。鑑於此，若干區域與國家已對於基於農業生產之目的將 GMO投入

於植物種植生產之相關行為制定相關規範，藉此預防相關的風險擴大或演變而造

成實害，以確保各種農業栽種方式的共存（co-existence）與環境的多樣性。 

GMO 種植在台灣是否應開放以及開放後如何管理 GMO 之種植，此一問題似乎

在台灣社會尚未引起廣泛的重視與討論，而且相關的法規主要亦僅有「植物品種

及種苗法」第 52條第 2項，其規定「由國外引進或於國內培育之基因轉殖植物，

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為田間試驗經審查通過，並檢附依其申請用途經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之同意文件，不得在國內推廣或銷售」。從規範目的來看，仍

僅是採取消費市場取向的末端管制模式，而形同 GMO種植期間風險預防與管理

機制之闕如，甚至從法規的層面來看，亦顯示尚欠缺環境生態保護思維的農業政

策。 

農業部於 2010 年雖完成「基因改造植物種植生產管理條例草案」的草擬工作，

但並未持續積極地推動相關立法工作，同時亦似未能採取開放態度與學術或社會

各界進行對話及意見交換，因此是否能針對 GMO種植提出完善的風險預防機制

與政策，不易令人樂觀。在此背景下，本研究透過文獻回顧以及與相關專家學者

以及主管部門官員的深度訪談之方式，以瞭解台灣在相關之風險認知、政策發展

趨勢以及目前所碰觸的難題所在，並且先嘗試對於基因改造植物種植生產管理條

例草案內容進行分析。研究發現，中央主管機關並無積極鼓勵研發或禁止種植，

並不採取特定的積極或消極立場，而是一切以田間試驗數據以及目前法規規範內

容為主，當通過田間試驗也滿足上述要件後，即允許其於國內種植。在如此實屬

消極的態度下，未來可能出現問題是，已有基改作物種植，但我國尚無專門執掌

基改作物種植相關的單一權責單位，而有因各部會間職掌劃分不清而存有模糊地



帶或無人聞問的不毛地帶。換言之，基改作物種植無論在管理方面或實際種植方

面仍有其風險存在。 

此外，從訪談過程得知，未來我國基改作物種植的開放對象係以法人為主，然而

有疑問的是，若一般的小農非以在國內推廣或銷售為目的，而係以自己食用進行

基改作物種植時，而依據目前的植物品種及種苗法並未規定相關情事，現階段草

案的研擬方向亦似乎沒有提出有效的控管辦法，如此一來，在現今監管制度不備

的情況下，基改作物流佈的風險仍係有機會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