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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近年經濟欣欣向榮，但奇怪地，香港人的生活並沒有因此變得快樂，反而怨氣日深。這十年
來香港變化得最大的，未必是董曾梁三者施政的分別。對於普羅大眾來說，相信是一個字──逼。
火車已變得半日時間擠得透不過氣，繁忙時間可能比非繁忙時間長；彌敦道廣東道等大街上不能
停下，否則就會被拉著行李箱的遊客撞個正著；從年少吃到成年的街坊小店，一間一間的被金舖
藥房逼走。我們每日過著被逼著走的生活，換到了本地生產總值(GDP)衝破二萬億港元的成績；
但失去的，不單是生活回憶，而是叫我們抬起頭做人的尊嚴。

      為了迎合大得吃不消的大陸市場，香港人變得越來越身不由己。在欠缺本土產業支撐下，
發展旅遊業賺取的外匯只能停留於三處：  

1. 銷路大增的跨國名牌時裝及奶粉藥劑生產商；
2. 面對源源不絕的顧客，不愁滯銷的本地連鎖藥房及金舖；1

3. 因為新租戶承租能力大增，透過不斷加租賺到笑逐顏開的業主。

      售貨員也許能透過旅遊業賺多一點，但相對以上三者絕對是小巫見大巫。這也解釋了在外
向型經濟下，香港貧富懸殊日益嚴重，堅尼系數創下0.537的歷史新高。在如此撕裂的生活背景下
，怨氣固然日漸加深。面對著「月薪一萬四千港幣以下無權提名特首」的管治思維，香港人不再
甘於認命，無懼催淚彈走上街頭撐傘，爭取不受權貴篩選的真普選。同時間更有一股能量在民間
作動，於水泥森林中遍地開花，甚至被視為解決香港當下困局的良藥──本土農業。  

香港農業興衰  

      「讀書不成，就要去耕田啦！」相信不少香港人都聽過父母這一句訓誡，叫我們要好好讀
書，否則就要做農夫受苦。但筆者早前到一間中學講解農業時，驚覺現今中學生竟沒有聽過這番
說話，也許是我們今日讀書不好就連農夫都沒機會做吧！在香港主流教育中，一向有關農業都不
是好東西，什麼「香港農業已成夕陽行業」等等都深印我們腦海。農業，好像離香港很遠。究竟
香港何德何能復興農業？這群人在痴人說夢嗎？  

      今日香港農業的確處於低谷，蔬菜生產量由七十年代年產近二十萬噸跌至近年不足二萬噸
；農地面積由六十年代的一萬三千多公頃跌至近年不足六千公頃；這變化過程其實跟香港社會發
展及政治轉向息息相關。我在此以哲學碩士論文2

的研究發現，向各位訴說一下香港及農業的緣份。  

      香港的農業地帶主要在新界，在二戰前都以稻米種植為主，直至戰後經歷一次人口及農業
模式的大換血：港英殖民地政府在六十年代初大量入口泰國米糧及大力鼓勵種植蔬菜等經濟作物
，加上旱災及修建食水水塘等影響農地水文系統，令米農越來越難維生；在歐洲戰後百廢待興、
渴求外勞的情況下，不少男性原居民離港打工。同一時間，在國共內戰及中共掌權的天翻地覆下
，大量大陸難民湧入香港，補充了新界農業的勞動力，並將不少稻田轉為種菜──他們在華南地區
的看家本領。根據Potter
(1968)有關香港農業的研究，以同一面積相比，六十年代時種菜的純利的比種米高逾二十倍！3  

除新界之外，香港島及九龍半島在韓戰禁運打擊轉口貿易下，改以勞動密集的輕工業急速發展。
市民開始富起來，也就更有能力購買新界菜、雞、魚及豬等副食品。在政策推動及社會變遷下，
香港農業由新界糧食自給4為主，轉變成供應副食品給全港市民的都市農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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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農業在政治動盪中亦有舉足輕重的位置。港英殖民地政府積極培育蔬菜生產合作社及
統銷制度，在保障農民生計之餘亦有留意合作社成員背景，防止左派滲透組織。這個措施成功阻
止多數新界農民組織加入一九六七年的左派暴動。連同充裕的米糧儲備及本地食物生產，香港市
民成功捱過了左派欄商於六月二十九日至七月二日發動的四日大罷市。港英政府農業部門的年報
也提出，六七暴動印證了本土食物生產的重要性。這歷史事件不單是香港政治發展的分水嶺，也
提醒了我們糧食自主是達致社會穩定的關鍵。  

      也許是有見大陸文化大革命的內鬥如火如荼，暫時無力再左右香港政局，新界大量農地在
七十年逐漸被劃成新市鎮，再在八十年代開始熾熱的鄉郊房產市場底下變成丁屋及豪宅。除了土
地，本土農業的另一致命傷在於大陸改革開放，港農北上以低成本開設大型農場，再輸港反攻本
地副食品市場。這令當時農產價格大跌，很多本地農夫難以維生就唯有出城市打工了；各大地產
商就乘虛而入，低價買地囤積居奇，丟荒待政府規劃建屋發財。本土農業自此就一落千丈，香港
也好像不再需要農業了。時至今日，荒廢農地的面積已超過常耕農地五倍！戰後六十年的農業興
衰，在此以官方數據中的農地使用變化作個小結：由最初鄉村自給的稻田逐漸變成菜田魚塘，再
退化成今日荒田遍野的慘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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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農業復興運動的演進 

      理解過香港戰後農業的興衰後，我們就能更深入了解復興的聲音。八十年代湧現殘餘農藥
毒菜事件及禽畜養殖廢水污染河流的事件，引發環保及健康的訴求，希望由常規農業（即慣行農
業）走向有機農業。這一波思潮可說是由一九八九年香港第一間大型有機農場──綠田園農場成立
開始。但遺憾地，早期的有機耕種班的學生不少為地理科老師，只為應付課程需要；甚至是希望
學成後移民美國加拿大，於當地後園耕種的中產人士......要到九十年代末，政府從制度上鼓勵全
職農夫轉型為有機耕種，運動才漸見成果。然而當時的有機耕種班，也啟蒙了不少回鄉農夫，成
為日後農業運動的中堅份子。5 

      其後另一個推動農業運動的，竟是引起全城恐慌的非典型肺炎（SARS）。二零零三年是香
港人難以忘懷的一年，我們連看Beyond 演唱會都要戴著口罩去大合唱「海闊天空」；在市區內
更人心惶惶，難以喘息。因此有不少港人就決心走出樊籠，到郊野呼吸新鮮空氣。我們在途中發
現香港仍有不少農田風光，在注重健康衛生的思潮下也就更珍惜本地有機食物，其中一間有機農
場表示當年訪客人數上升了一倍！這場人心的轉變，造就了日後休閒農業的興起，特別是政府成
功研發將草莓種植在地化後，香港出現數十間農場都提供草莓自摘的盛況。不容忽視的是當時經
濟低迷及地價回落（或回復較正常水平），令不少港人務農，開設有機農場，令本土農業有復興
的轉機。可惜同時政府選擇吃止痛藥，跟大陸簽定開放自由行忽視本土經濟，種下今日港人逼得
透不過氣的惡果。 

      這些農業運動都主要宣揚在報章的「生活版」或「健康版」等比較個人的層面，尚未發展
成主力批判社會發展模式的運動。同時有關農業的新聞放在頭版都不是什麼好東西，主要是大陸
毒菜等等觸目驚心的食物安全問題。但在二零零八年開始的「反高鐵，護菜園」運動，不單是反
抗不民主的高鐵規劃以及保衛鄉郊自主生活；更令到「菜園」二字登上報章頭條，重塑港人（尤
其是少去郊外的）失卻二十多年，對新界鄉村的想像。儘管菜園村內實際耕種面積不大，但都有
不少農夫在運動幕後出謀獻策，希望重申農業的多方面價值，再說服官員以及公眾，不應再以推
土機盲目地發展鄉村。縱使高鐵最後都成功上馬，菜園村要拆遷重建；但是次保育運動將復興農
業的論述注入城鄉共生的元素，支持農業不止個人生活的追求，更關係土地如何規劃活用，香港
應當如何發展。 

      經過多年的醞釀，農業運動終於面臨一個重大挑戰：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相信各位台灣朋
友都不會陌生，尤其是二零一四年六月時示威者佔領立法會的衝擊場面。平日不問世事，日出而
作、日入而息的村民及農夫，為何會跟社運活躍份子一同以身犯險呢？大家要先明白這個大興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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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的計劃，會影響全香港近四份之一的活
躍蔬菜農地；6

更將源自市區土地豪宅酒店化的房屋問題，交由的在港落地生根數代人，一直為港人保留鄉郊生
活空間的過萬名東北村民承擔，以拆毀他們辛苦建立的家園解決。 

      不論農夫或村民為香港貢獻過多少，現在都被逼向地產霸權及官商勾結下跪，黯然成為代
罪羔羊。無論是出於追求社會公義、保留生活可能、抵擋中港盲目融合或捍衛本土農業工業等等
理由，很多不直接受害的城市人都毅然放下浮華享樂，跟東北村民一起抗爭到底。在全城關注之
際，馬寶寶社區農場及香港永續栽培學苑等農業組織，再於香港不同空間實踐樸門（permacultu
re）。農夫們悉心栽培數十年的種子，正在鄉郊及市區，甚至是雨傘下佔領區的土壤及心田中茁
壯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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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相傳警察於金鐘發射的催淚彈令花槽植物全部枯萎，一個月後有心人就再此開耕，創立
民主農場，除了香草花卉外，也種植綠豆護養泥土。

  

香港農業的多元功能 

      理解香港農業興衰，今昔農運演進之後，究竟復興農業跟香港人的鬱悶有何關連？接下來
會嘗試於環保、社會及經濟三個面向，簡述一下農業在香港發揮的多元功能。 

      環保方面，香港近年不斷受廚餘等廢物問題困擾......等等！廚餘是廢物嗎？新界東北有農
夫每
日走入鄰
近社區，收集豆品
店等食肆的廚餘。我們的豆腐渣不是
用來蓋房子，好好堆肥7

不但減省肥料的支出，更能糾正本土農業使用進口肥料的碳里程問題。由新界東北的塱原至米埔
及后海灣一帶的稻田及魚塘（魚塭），更是東亞季候鳥的重要補給站。 

      農作物用來保育生態，聽來對以務農為生的農民有點矛盾，筆者在此引述早前訪問一位漁
夫的說話：「若沒有季候鳥到訪，這些魚塘一早變成了豪宅。牠們吃的兩成魚穫，就當作交保護
費吧！」面對官商貪得無厭的掠地蓋房，曾經對立的漁農及環保團體現在並肩作戰，以生態農業
捍衛這一片生態天堂。 

      社會方面，農業正正能補足香港不斷被自由行經濟蠶食的一環──社區經濟。共同購買及農
墟等社區支持農業（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已在香港發展超過十年。近年更有社區
組織跟新界農夫合作，購買蓮子及蘿蔔等土產帶入城市；讓平日被主流經濟視為負擔的老弱婦孺
，可以憑一雙巧手精製有機月餅和蘿蔔糕。不但讓香港人一嘗久違的本土風味，本土消費更將資
本流轉於社區，令基層市民憑勞動換購從前高攀不起的健康用品，改善生活之餘更建立尊嚴。 

      經濟方面，單純計算賣農作物的產值的確有限；但正如前文提及由本土農業所帶動的社區
經濟，本土農業正能針對目前香港經濟一大問題──產業單一化。當我們完全依賴金融房產炒賣及
自由行經濟，外圍的政治經濟變動隨時可令香港風光不再。習李新政大力肅貪已令奢侈品銷路下
滑，遍佈旺角彌敦道的金舖將會首當其衝；在中東局勢不穩，美國計劃加息等消息，令投資環境
烏雲密佈。若我們能力挽狂瀾，將經濟基礎分散於農業，再帶起第二第三產業，也許短期內未能
帶來龐大帳面收益；但至少我們不會跌得太痛，在風高浪急之中乘一艘慢而穩的船。 

復興農業的本錢及責任 

      常言道「香港地少人多，山多平地少」，我們還有本錢發展農業嗎？憑官方數據去分析，
香港絕對有！根據漁農自然護理署的年報，香港在2012年時，於294公頃的農地上生產了16,300
噸蔬菜，如果以此產能去推算，3,843公頃的荒置農地全面復耕後的蔬菜產量，我們將能生產接近
二十三萬噸的蔬菜，將其自給率由1.9%推升至超過27%。當然這個推算相當粗略，農業人才也要
經年培訓；但我們至少還有空間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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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除了認清潛能，不再妄自菲薄，自斷雙臂放棄農業之外，更要明白在地生產、減少進
口依賴已成為超越政治角力的責任。為地球，香港不應再將進口來源越推越遠，目前供港菜場遠
至寧夏山東等地，接近二千公里的運輸路程及冷藏帶來的碳排放絕對不容小覤。對環境的破壞還
未將當地生態計算在內，寧夏省被荒漠包圍，此地的水源氣候真能應付密集式華南葉菜種植嗎？
我們不但加劇了全球氣候危機，更可能為產地帶來生態災難。 

      為中國，我們要明白大陸正面對過度城市化及水土污染所帶來的農業危機，中國環境與發
展國際合作委員會更在2007年發表的《氣候變化國家評估報告》指出，全國種植業可能於2030年
將因氣候變化減產一成；近年更有新聞報導中國在烏克蘭投資超過26億美金，以確保300萬公頃
的農地產出以優惠價賣回中國，這是27個香港，幾乎等於一個台灣面積的農地！但大家都知道烏
克蘭最近的政變及烽火滿天，如此依賴外國食物進口，大陸長遠真的有能力供應香港大多數食物
嗎？縱使我們未能完全自給，但減少依賴及中國的出口負擔，對大家都是件美事。 

      為香港，我們已被大陸的有毒食物醜聞轟炸到麻木了，本地菜已成為信心保證，大受歡迎
。同時超過四份之一的蔬菜自給，亦能讓港人渡過短期因大陸供應不穩的菜價波動。2008年冬天
的華中及華南的大雪災導致交通癱瘓，港人最愛的菜心（即菜苔）批發價比當年平均值上升了三
分之一。但禍不單行，2012年春天的雲南大旱災就令菜心批發價飆升至超出當年平均值的兩倍多
，市場內的大陸常規菜心價錢達每斤28港幣，叫主婦咋舌！復興農業增加自給，我們在食物質素
及價格方面都能加倍安心。 

荷鋤撐傘 尊嚴自主 

      回望香港往昔，農業在戰後時期對政治經濟層面貢獻良多，保障民生穩定社會。當香港走
向金融主導，紙醉金迷的時代；農業淪為落後的象徵，阻礙蓋房炒賣的絆腳石。但時移勢易，農
業運動亦跟隨香港大事演進，復興理據從個人健康推廣至城鄉發展及社會公義，聲勢日隆。復興
本土農業，我們絕對有空間去達成；放眼世界現況，香港更是責無旁貸。 

      這一個多月來我們無懼催淚彈，披星帶月地撐傘抗爭，叫我深思為何爭取民主及復興農業
：說穿了，就是「尊嚴」二字。 

      爭取民主，就是要令政策不再只為權貴服務；就算不是地產商或天龍人，都能透過民主政
制去爭取公眾支持，而不是向弄權的官商搖尾乞憐。我們追求命運自主，再以和平理性的方法去
塑造更美好的世界。 

      復興農業，就是要重拾不靠自由行及炒賣去生活的方法，從本土食物生產開始，以社區經
濟去將發展成果分享給社會不同階層的人。更何況「民以食為天」，當我們連一條菜都怕污染有
激素，又怕當地天災人禍令價格飛漲，如此日夜擔憂的生活，又談何尊嚴？ 

      最後我以首次踏足寶島的經歷作結：2014年6月要飛往台灣南部渡蜜月時，其實當時和妻
子都很忐忑不安，放不下守衛新界東北的戰友，無心欣賞幽美的台灣漁村農村。想不到台灣的農
友都相當關注香港的事態發展，用心理解我們衝擊立法會的原由，更提示我們回港後記得在622
公投投票。頓覺一海之遙，阻隔不了台港兩地同為尊嚴自主抗爭！ 

      我們也許沒有才能做專業農夫，但誓死捍衛大家及後世歸園荷鋤的空間及權利！在此以我
倆口子cosplay農夫的婚照作證，很多朋友問這是台灣什麼地方拍的，但其實良田就在香港的新界
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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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香港土地正義聯盟執行委員 劉海龍

註解:

1.香港的叫金舖比珠寶店貼切，因為陸客到港主要買純金飾物，作保值投資之用。當然，消費行
為背後反映的，正是陸客對大陸奢侈品以及日用品真假難辨的不信任。  

2.Lau, H.L. (2013) Evolution of Urban Agriculture in Hong Kong: Stepping Towards
Multifunctionality. Unpublished MPhil Thesi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各位有興趣請電郵給我: johnnylhl615@gmail.com，望大家不吝賜教。  

3.出自Potter, J.M. (1968) Capitalism and the Chinese Peasant: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 in
Hong Kong Villag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85-86. 當時研究比較一斗種的耕地上種菜及
種米的生產分別。一斗種為香港農地常用面積單位，即7260平方英呎，約為一甲地的十五份之一
。  

4.其實香港曾經亦有食品出口到海外華人社會，包括早期的元朗絲苗米、薑、話梅及臘鴨等。後
期在面對台灣等地的強勁競爭下，逐漸式微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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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有關香港的有機農業運動及組織，於鄭肇祺先生（2009）的哲學碩士論文 "Adopting a New
Lifestyle: Formation of a Local Organic Food Community in Hong Kong" 有深入的探討。小鄭（
Eric）現於加拿大卡爾加里大學攻讀人類學博士，研究台灣漁業，大家會常在嘉義等西南沿海的
魚塭遇見他！ 

6.官方強調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對農業影響輕微，說法不同的原因詳見《劉海龍：用漁護署數據與
局長商榷》
http://www.pentoy.hk/%E6%99%82%E4%BA%8B/l436/2014/06/27/%E5%8A%89%E6%B5%B7
%E9%BE%8D%EF%BC%9A%E7%94%A8%E6%BC%81%E8%AD%B7%E7%BD%B2%E6%95%B8%
E6%93%9A%E8%88%87%E5%B1%80%E9%95%B7%E5%95%86%E6%A6%B7/ 

7.當然餵飼禽畜會更有效率處理廚餘，可惜香港近年因禽流感禁止農家散養走地雞；諷刺的是禽
流感的源頭──中國大陸從未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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