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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作奎

         根據近日外電報導，英國研究人員在餵食老鼠以基因改造玉米為主食的食物後，

發現這些老鼠的腎臟產生病變，而且血液成分出現較多的有害化學物質，引起外界擔

心人類也可能因為食用基改食物而受到影響。雖然孟山都公司聲稱，老鼠的異常狀況

並無意義，屬於機率問題。但外漏的報告屬生產公司內部機密文件，研究結論的可信

度很高，勢將再引發新一波抗拒基改食品的運動。

         美國為基因改造產品的最大出口國，但美國並未訂定特別之貿易管理規範。日本

是目前基因改造產品的最大進口國，主要包括大豆、玉米、油菜籽、番茄、棉花及馬

鈴薯。基於目前科學無法驗證生物科技產品是否對人體與環境有害，日本及歐盟對相

關產品均給予嚴格管理，並加以標示，以維護消費者選擇的權利；歐洲在許可基因改

造產品上市時，常考量文化倫理背景，並設立生物科技產品風險評估專責機構，以提

供科學實證。

　　台灣本身尚未有基因改造食品核准上市，對基因改造產品之管理，係以進口食品

與飼料安全管理為主。台灣每年進口的玉米及大豆約有三成是基因改造作物，目前規

定基因改造食品上架，必須標示；但目前有少數進口基因改造食品未依規定標示。

　　全世界生物科技有關產業之產值甚大，其中以醫療方面生技產業占五十四％為最

大宗。雖然農業為最早的生命科學產業，但農業生技產業之產值約占十三％左右，且

未明顯增加。主要是在全球消費者與生態人士的疑慮與關切下，已明顯影響各國政府

與企業對農業生物科技發展預算的編列與投資的意願。

　　從科技創新管理角度觀之，基因改造食品的「技術風險」頗高，研發時間長，但

以農業生物科技作為企業核心產品的門檻不高；就消費言，基因改造產品的替代品

很多，「市場風險」高；就技術面言，相同基因改造產品可用不同的生物技術加以

生產，極易產生產品的競爭，以致某項技術專利的獲利能力不易保障，加以食品附加

價值不高，要「企業家」以高價購買農業生物技術投資生產，意願相當保留。

　　在農業科技商品化困難的情況下，政府目前想把農業研發單位「法人化」的做法

，宜再妥善思考，同時應再審慎評估農業生物科技研發重點，以免阻斷小農經濟體制

下「農家」技術進步的來源，並減少不具產業化潛力技術的研發。（作者為前農委會

主委，現任台中健康暨管理學院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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