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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近年來，中國出現不少假食品。人們都開始關注到食品的品質問題，現今很多農民都會用

化學肥料來耕種，而化肥都會帶來不少壞影響。農作物都是我們天天的食糧。河南是以農業

為主的地區，我們今次到河南，希望可以研究一下農作物會不會因為肥料的問題而影響人們

的健康，他們使用化肥的原因和應用的方法。 

另一方面，河南早前出現旱災，令不少的農作物都失收，而我們希望瞭解化肥的應用能否幫

助農民克服旱災時出現的困難，從而能夠舒緩旱災對農作物帶來的壞影響，為他們增加收入。 

最後，河南省作為全國農產量最高的省份，在 2007年全省糧食產量更高達 1047億斤，

新增糧食產量佔全國增量的三分之一，而我們希望瞭解河南農業的迅速發展成功會否與化肥

的廣泛應用有關。 

 

假設假設假設假設    

化肥提高農產品質量及產量（外型、生長速度、養分及壽命 ），且其應用的優點比缺點

多。現今很多人都不再用天然的肥料，不會用牛糞來做肥料，反而會用化學肥料來耕種。而

且現在的農產品外型都很好，看來都沒有什麼壞影響。 所以我們認為化肥對農業應該有很多

正面的影響，可以提高產量，又可以加快生長速度，令收成更好。 

我們認為使用化肥可以符合農業可持續發展，因為化肥可以增加生產，而且農產品都與



以往用天然肥料的沒有大分別。不但如此，使用化肥可以增加農民的收入，改善農民的生活

水準，消除農村的貧困狀況。如果農民合理的使用適當的化肥，不會破壞生態環境。 

 

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 

一、化肥應用方法 

大多農戶傳統肥料與化肥混合使用，只有少部份的山區農戶還只用牛糞作肥料，其

餘的都普遍用化肥。他們的應用方法各有不同，有的會將化肥連同種子一起灑在泥土上，

而有些則會在收割完畢，種植令造前翻土加入泥土中（成為底肥）。但大都喜歡在收割前，

種植的中期追加化肥（稱追肥），在下雨前灑在農田上，等雨水將花費溶解後融入泥土，

讓植物能夠吸收。例如在種玉米中期會在一棵一棵之間挖一些洞，然後放入化肥埋入其

中。有少部份農民會留一部份的田作有機種植，稱為綠色食品，留給自己食。 

二、化肥的發展 

化肥在中國早在 40-50年代已經被應用，但正式廣泛被應用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後，

而化肥帶來的壞影響在今年來亦開始慢慢湧現出來。 

三、化肥與收入 

他們所用的花費都是從零售店買來，價格都各有不同，大約是一袋重 100斤的賣 100

元，對他們來說並不便宜。如果再加上抽水灌溉以及機器等的成本算起來都不低，種田

的代價高收入低，因此就算用了化肥亦未必能夠提高他們的收入，未能為他們提高生活

水準。因此近年有很多農民都走到城市打工賺錢，現在大多務農的都是中學生們上兩代

的長者們。 

四、對化肥的正面評價 

他們認為化肥與傳統肥料比較效率高些才能與其他人競爭。他們認為用化肥種的農

作物比較大，而且用了化肥之後一年間種的造數都會比沒用的多，因此能夠提高自己的

競爭力。 

五、對化肥的負面評價 

他們聲稱他們對應用化肥的壞影響並不認識，之只有少量的聲稱用化肥後會令土壤

出現板結的情況，土壤會結成 1 塊塊，變得沒有營養而不能再被用作種植。因此應用化

肥只能為短期的農產量帶來提高，但卻會令後期及未來的農作物不好。另一方面，用化

肥來種植樹木還會令樹以及周圍的草出現顏色不均勻，出現顏色偏黃而不翠綠的現象。

而用化肥種植的農作物亦沒有用傳統肥料種出來的營養價值高，就想打過了激素的豬一

樣，從表面並看不出內在營養價值的分別。 

六、政府政策 

市面上出現了不少有毒的假化肥，他們會用冒牌或假包裝來誤導買家，雖然政府亦

設有一個部門名為工商管理所的技術監督局負責打擊假貨冒牌的化肥，但假化肥生產商

只要出錢來賄賂政府當局，政府部門亦只會坐視不理，假化肥商又可以繼續經營，令農

民們無計可施。農民們對化肥的質素都沒有信心，但是都無能為力。政府只有少部份的

政策能幫助農民，例如種子資助，但實質上政府幫到農民的都不多，而且就算政府上級

推行了好的政策，但經過重重部門之後，都會被搞砸。 

 



個案訪問個案訪問個案訪問個案訪問 

受訪對象受訪對象受訪對象受訪對象 訪間內容訪間內容訪間內容訪間內容 訪問分析訪問分析訪問分析訪問分析 

王導遊 她指出在河南整個地區，幾乎全部農戶都

是用化肥的，他們多以原始肥料混合化肥

一起用。河南農戶在文革後開始廣泛應用

化肥，在近幾年數字更加是急劇上升。然

而，因為土地因使用過量化肥造成板結問

題，農產失收，於是唯有催谷僅餘有土地

的農作物收成，去彌補損失，此為一個惡

性循環。她指出在使用化肥的頭幾年，農

產量的確有大幅上升，然而在之後，產量

便會慢慢回落，跌至使用化肥前差不多的

水準。她認為化肥還是能為農戶帶來益

處，她亦表明自己並沒有否定政府惠農政

策的成效。 

和預期一樣，當地農戶均是原始肥料

及化學肥料兩者兼用，但化肥的成效

似乎未如我們假定般長久，甚至有負

面影響。王導遊不願詳細說明惠農政

策對近年使用化肥的農戶急劇上升

的重要性，多番迴避，只是說整體不

錯，澄清自己沒否定政府政策的成

效，似乎擔心講錯話，又或者因為新

鄉是河南內得到較多優惠和資助的

地方，所以她不願深入詳談相關政府

的敏感題目。故此，她的意見未必是

百分百正確或客觀，需要綜合不同地

方人民所說去全面分析，在洛陽訪問

時要多加注意。 

大學生 他的祖父母均是從事農業耕種的，主要種

植水稻及粟米。他指出他們家庭是用化肥

為主，因為家裏沒有養牲畜，所以原始肥

料不足供應整塊田地。他們是在翻土時，

把種子和化肥一起埋好。化肥的量是憑經

驗決定的。祖父母一直有使用化肥，因為

化肥成效高，是好幫手。他指出政府措施

固然幫助到農戶，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近年

當地土壤偏乾，養份下降，於是加上優

惠，便促使更多農戶放棄用傳統肥。 

這戶農民使用化肥的份量及用法都

是隨意的，沒有去聽政府辦的講座，

似乎政府積極推廣使用化肥的重要

性和影響力都比想像中低。而應用化

肥戶口多了的原因中，政府的優惠似

乎只是催化劑，與河南當地面對的

「土乾」問題相比起來，後者更似是

令河南近年幾乎全部農戶都用化肥

幫忙有關。 

中嶽廟 

花草種植

工人 

 

他自己的田地以及親友的田地都有應用

化肥。河南大部分農戶早已有應用化肥，

很少部分的人還會只用牛糞，比如山區農

戶及較窮的農民。他指出一袋五十斤化肥

要五十塊左右，但一畝田要用的量太多，

而且要經常下肥，加上灌溉成本，很不化

算。他指出政府的政策再好，都給下面的

人搞壞了，到農民手的優惠微不足道。他

又認為化肥多用了就有反效果，植物得到

的養份不均，結果植物一些長得差，一些

長得好。但不能不用，否則就連這少許的

養分都沒了。 

與新鄉的受訪者不同，他比較願意說

關於政府政策的成效。與之前兩位受

訪者一樣都認為多了農戶用化肥，最

關鍵的原因並非政府惠農政策。他雖

然沒有否定化肥的成效，但卻偏向指

出化肥的負面影響，甚至指出政府的

優惠原意雖好，但在低層的人民根本

受不了。他比較敢於批評，似乎因為

當地人得不到直接優惠，與得益最大

的新鄉不同，所以怨氣較多。 

退休幹部 他也是農戶，以種蔬果為主。他們都是用 同樣，他敢於指出政府政策的不足。



化肥，而不用傳統肥料。他指出化肥不便

宜，一畝地用的化肥，量很多，再加上其

他的花費，比如收割及灌溉機器，使耕作

的成本上升，利潤變相少了，而政府的優

惠不夠。他認為原始肥及化學肥合用，能

大大提高農作物的產量和銷量，但用化肥

種出來的產物，與以前沒用時的農作物味

道不同。他認為用了化肥後，農產品營養

低，只是外表好。因此，他自己的田裏有

一部分是用牛糞和豬糞幫忙的，而這部分

的收成不會外售，只供應給自己家人。 

他提出用化肥種出來的蔬果養分較

低，這點值得商榷，因為他沒有科長

根據証明這說法，所以只能算是個人

想法。而他提到政府沒有種子補貼，

是不正確的，因為早在惠民政策推行

前，便有種子補貼這項福利，供農戶

申請，這反映他對政府給予他們得福

利認知不足，而這情況是否與政府宣

傳不足, 就值得日後研討。 

 

考察所得資料考察所得資料考察所得資料考察所得資料    

一、農灌所 

那兒小麥也有應用化肥，工作人員指出小麥田明顯養分不均，即使以滴灌等灌溉方

法輔助也無法解決。這一留缺點與其後訪問者說法相符，亦同我們的二手資料相呼應。 

二、劉莊 

馬路兩旁的花槽以及住宅外的花園也有用化肥，但卻不是綠草如茵的茂盛生長著各

種花朵，反而是大部份園地乾旱而沒有植物。雖然一排樹木同時下肥，但似乎不是所有

植物吸收後都會長得更好。 

三、小浪底一帶 

公路附近的山林盡是枯黃幹死的植物，中間聳立著少數能生存的翠綠植物。王導遊

指出這裡都是有人管理的，我們也的確看到植物是整齊及分類排好的。不過雖然全部都

用了肥料，但彼時能幫助到全部植物。這提醒我們也許植物的種類和化肥成效也有關係。 

四、少林寺 

大樹很多都有用化肥，然而下面雜草多，而樹木本身則吸收不到足夠養分，有乾裂

的情況出現。而該處的松樹都有很多枯枝和枯葉，特別是樹頂，可能從下而上被吸盡，

到樹頂已經不多。 

五、中嶽廟 

樹木大部份都生長多年，都長得很巨大。然而，在化肥的扶助下，很多樹也未能生

長茂盛，反而表面又黃又幹，還有不少枯枝枯葉在頂，相信與少林寺情況綜合比較，可

見證化肥的成效並不如理想。種植工人在除雜草的地上下了肥三個多月，都還是連草也

沒很多，反而長出了野花。一大片乾草中包含少許綠草，也見到養分不均的情況。 

 

一手資料與二手資料的比較一手資料與二手資料的比較一手資料與二手資料的比較一手資料與二手資料的比較 

一、應用方面 

１．用法方面 

經過一手資料的搜集後，證明瞭我國大部份農民都把化學肥料和有機肥料混合



使用，因為單純使用化肥會帶來不良影響。其中一名受訪者－王導指大多農戶會把

傳統肥料與化學肥料混合使用，因為若使用太多化肥會令土壤板結變硬，她又指出

用化肥只對頭幾年的收成有利，但時間長了，土地的健康便會變差，導致後來的農

作物質量下降，收成又不足。另一名受訪者－中嶽廟的耿先生指家中的親戚也同時

用化肥和有機肥種植，但多用化肥會令樹變得發黃，不綠，不滋潤。 

２．使用量方面 

王導遊指化學肥料 70 年代文革後廣泛被使用，印證了為何國內化肥需求量由

70 年代的數百萬增至 90 年代的 4000萬。另外，受訪的多名農民都聲稱利用化肥種

植，不用化肥就不夠產量，而且當地大部份農戶都有使用化肥，所以初步推斷化肥

的利用率遠超於二手資料指的 30%。 

 

二、原因方面 

一手資料推翻了政府政策對化肥使用的巨大推動作用。中嶽廟的耿先生認為政府雖

然都有幫助農民的政策, 但真正可以幫到農民的不多，而且就算有好政策，都會被下層

的地方政府弄壞。 

白馬寺的受訪者指市面上都會出現不少有毒的假化肥，對人有不良的影響，政府雖

然有出手干涉，但仍未能全面打擊不法商人，因為只要不法的商人給錢工商管理所的人，

他們就可以繼續經營，可見政府的貪污的問題極其嚴重，不但沒有令更多農民使用化肥，

更令他們無所適從，對化肥的質素失去信心。中嶽廟的退休幹部老師又指政府對農民的

資助很少，只有少量種子補貼。 

 

對化肥政策的建議對化肥政策的建議對化肥政策的建議對化肥政策的建議    

一、從上而下：    

由政府帶起鼓勵農民使用化肥，可以向以下各部門化肥資助政策，向化肥生產商提

供生產所需的金錢及技術支援，例如提供借貸服務，資助服務等以降低生產成本，派人

到歐美等地學習化肥的研究發展與生產技術，以提高所生產的化肥的素質。 

政府應該主力打擊假化肥生產商，正視賄賂貪污等問題，監管市面的化肥生產商，

打擊不法商人，監控市面所出售的化肥，定期作化驗檢查，以為農民們提供足夠的指引。

否則，當有毒的假化肥流入市面而又被農民們使用，就會禍害到廣大的市民健康。 

二、從下而上： 

首先要鼓勵人民善用化肥，派有關的專家人員到各農戶指導農民們使用化肥的方

法，教導他們使用適當的應用時間以及分量，避免對附近的河流水源造成富養化現象，

儘量減低對環境造成的破壞，改變他們認為化肥“用得越多，產量越高”的傳統觀念思想。 

為農民們提供購買化肥的優惠計畫，以及各式的獎勵計畫。例如，他們如果因適當

使用化肥而成功提高了產量而又對自然環境的破壞影響減到最低，就能獎勵他們更多的

資金，讓他們提高生活水準，以致再作進一步的農業發展活動。 

另一方面，又可以降低田地的租價及買價，為農民們提供各項優惠，特權，稅務減

免等降低他們的生產成本，鼓勵他們繼續用化肥進行農業生產。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我們認為農民們普遍都廣泛應用化肥通常都是混合有機肥料使用。他們雖然知道多用化

肥會令土壤出現板結，但是都爲了提高自己的競爭力。他們都只顧眼前的利益，不顧後代人

的利益。 

另一方面，政府的農業政策未能真實配合農民需要。而且化肥與種子，機器以及灌溉技

術等費用加起來不划算，農民並不能真正從政府政策中受惠。而化肥能為農民帶來的利益亦

未有官方公佈的那麼多。從現實中的例子，很多新一代，年青一輩都出到大城市找工作而放

棄務農。現在務農的主要都是 40 歲以上的一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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