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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蜜特的悲歌 
─法國農業危機

洪瑞閔

狄蜜特（Demeter）是希臘神話中掌管農業

與穀物的女神。

「Labourage et pâturage sont les deux mam-

elles dont la France est alimentée et les vrais 

mines et trésors du Pérou.」

―Maximilien de Béthune, duc de Sully

「耕作與放牧是養育法蘭西的兩個乳房，

是真正的寶庫與財富。」

―馬克西米連•德•貝蒂訥， 

第一代敘利公爵

序曲：衝突與示威

每年二月底在巴黎舉行的法國國際農業沙龍

（Le Salon international de l’agriculture）是法國農

業界的年度盛事，這個自1964年創始的農業展覽

除了向歐洲其他國家展現法國的農業成果，同時

更是法國農業界與社會大眾交流的場合，因此這

個已有54年歷史的展覽，一直以來都是法國媒體

的焦點與政治人物必定造訪之處，自戴高樂總統

起，歷任總統幾乎都曾在任內造訪或是擔任開幕

貴賓，主要的法國政治人物無論是總理、相關部

會首長、各政黨人物幾乎都會把握機會藉機走入

「人群」，傾聽民意，藉以提高支持度。

然而，今年的展場內外比起往年氣氛卻是

大不相同，在展場內，許多參展業者身穿有著

標語「我是畜牧業者，我死了」（Je suis éleveur, 

je meurs）的T恤來表達畜牧業無法生存的困境，

同時，執政黨社會黨的政治人物，從總統歐蘭德

（François Hollande）、總理瓦爾斯（Manuel Valls）

到農業部長勒福爾（Stéphane Le Foll）的造訪，都引

起了大量的噓聲甚至是言語的羞辱。在展場外，法

國農民進行了一場又一場的激烈抗爭，法國重要的

農產區域如布列塔尼（Bretagne）、孚日（Vosges）

都有封鎖重要幹道癱瘓交通的抗議活動。

不論是在歐洲或是在世界上，法國都稱得上

是農業大國，根據歐洲統計局（Eurostat），法國

擁有15%的歐洲農業用地，是世界第二大酒產品

生產國，第五大牛奶生產國，因此農業可說是法

國認同的一部分。然而，今天的法國農業面臨了

什麼樣的危機而使得農民們不得不走上街頭甚至

是採取激烈手段抗爭呢？

美麗外表下的隱憂

的確，法國整體農業每年仍有著近百億歐元

的盈餘，然而如同圖一所呈現，這都是靠葡萄酒

與穀物等產業在支撐。實際上，法國農業依賴高

度補貼，至2005年為止，補助津貼占了97%的農

業收入，歐盟的共同農業政策（Politique agricole 

commune）每年補貼100億歐元在法國農業部門，

特別是乳品業與養牛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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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們也可以從各種數字統計看出法國

農業的處境艱困，無論是農場數量降低（從2000

年70萬戶到2010年的51萬5千戶）、牲畜數量減少

（從2000年2030萬頭到2010年1950萬頭）3、價格

崩跌（自1960年以來，法國農作物產量雖然提高

了兩倍但價格卻只剩一半）4、生產成本不斷提高

（20年來提升了56%）5，無利可圖使得畜牧業者

債台高築，三分之一的養豬業從業人員負債6，同

時還有三分之一的人經營其他副業以維持生活。

我們也觀察到一個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農業結

構，前四分之一高收入的農夫收入一年可達35700

歐元，但後四分之一的低收入農夫卻只有9600歐

元的年收入，甚至有16%的農夫生活在貧窮線底

下，也就是每月收入不足1000歐元。7

因此，法國農業正在萎縮當中，現今只佔法

國GDP的3.5%與5.5%的就業人口8，世界市場的佔

有率也在下降（從2000年的7%到2014的4.7%）。9

年輕人多半不願從事農業活動，農業從業人口也

不斷地老化。

三種角度的問題

然而，究竟是什麼原因才使得法國農業走至

今日的處境呢？我們可以從三個角度來切入：

首先，在世界的大環境當中，法國農產品

面臨一連串的市場喪失與需求減少。2014年起，

俄羅斯因為烏克蘭問題針對歐盟農產品採取禁運

反擊措施，使得同年法國農產品的出口就減少

23%，在2015的上半年肉類與奶製品出口更分別

下降了73%與78%10，俄羅斯出口市場的喪失，也

造成歐盟各國彼此競爭更加激烈。此外，原先備

受仰賴的中國奶粉市場也因為中國的經濟發展趨

緩而使得奶粉需求的減少。

同時，在歐盟內部，法國也面對生產過剩與

其他會員國的強力競爭。出自於對全球乳製品需

求的樂觀評估，2015年歐盟取消了實行30餘年的

乳製品生產配額限制，這讓許多會員國如德國、

西班牙、荷蘭與愛爾蘭等大肆增加產量，2015

年11月歐洲牛奶的生產就立刻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8%11，然而在上述國際因素的影響下（俄中需求

的中斷與減少），導致價格應聲下跌，使得各國

追求更大規模生產提高產量以彌補損失，如此一

來更使價格又進一步下跌，農民連基本維持生活

的獲利都難以達成。

最後，在法國國內，法國畜牧業者面臨著一

系列問題，因此比起其他歐洲國家的同業有更多

的轉型困難。

第一，畜牧業者指控遭到供應商與經銷商的

剝削。在法國，100歐元的農產品消費，最終只

有8.2歐元回到生產者身上。12除此之外，2008年

經濟現代化法案的通過（Loi de modernisation de 

l’économie）使得供應商可以逕行與銷售商討論價

格，而不需要生產者的同意，這些大型經銷商與供

應商的談判力量經常是農民與工會難以對抗的，不

對等的談判地位讓他們容易操作貨架上的商品價格

以求自身利潤提高，進而忽略生產者的利益。

第二，法國對生產相關規範較其他歐洲國家

嚴格。對環境、動物福利、產地追溯的要求都使

圖一：法國農業相關產業收入趨勢圖（單位：10億歐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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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成本變高，但農民卻並未有足夠的財力去做這

樣的提升，甚至要負債去滿足這些規範，產品自

然越來越不具競爭力。

第三，相關投資不足。相較於其他主要歐洲

國家，法國的經營方式與設備較為落後，越來越

無法與歐洲其他國家競爭。

第四，消費者的問題。儘管許多法國人支

持法國農民的訴求，但法國消費者仍然傾向以價

格的高低來決定是否購買，他們難以對抗低價物

品的吸引力，當2015年夏天法國政府開始介入限

制大型銷售通路的促銷時間長度，希望能夠藉此

保障農民利益時，法國的豬肉銷售量卻也因此

降低10%。13此一現象讓經銷商可以把消費者當

作人質，以消費者總是希望買到最便宜的產品為

藉口，壓低產地價格，進而產生一種惡性循環，

價格過低導致生產者沒有獲利，使其更不願意投

資，造成農村更加蕭條，薪水與產量的降低。

第五，政府的介入手段有限。儘管所有法

國政治人物都同意，農業是法國一項重要財富，

必須要立刻有所反應，但其實對於市場價格的問

題，法國政府介入的手段是有限的，因為任何進

一步的補貼手段都可能被視為一種妨礙歐盟內部

商品自由流通的障礙，進而遭到歐盟的罰款，因

此法國政府幾乎只能夠依靠間接地遊說施壓歐盟

相關決策機構來影響政策。

解藥：沒有單一的「萬靈丹」

有關問題的解決方案，法國政府其實已做出

了不少的努力，在國際上，將俄羅斯對歐盟產品

的禁運提交世界貿易組織（WTO）仲裁，努力

開發中日等國的市場。在歐盟內部達成一個自四

月起生效的暫時性減產協議，並允許會員國進行

一定程度的補貼以消除生產過剩的問題，同時進

行財政援助，編列五億歐元的預算來援助農業部

門。在法國內部則努力開拓國內市場，增加公部

門對本土農產品的消費，法國國民議會已於2016

年一月通過各級學校至少使用40%地方產品。

然而，單靠政府的努力是不夠的，對於法國

農業本身也有著許多變革的呼聲。除了將林林總

總的生產者組織協會做一整合以提高對中大盤商

的談判能力以外，發展品牌也是一條必須走的道

路，因為此類產品較不易受市場價格波動影響，

例如有機商品便是一個大有可為的未來產業，然而

法國現在只有4.9%的耕地進行有機產品的生產。14

結語：從自由化到理性生產模式的展望

在全球化的這個時代，比起以往農民要面

對更多的競爭，更多的不確定性，過去政府的干

預跟介入手段，在今天也不再如此有效。相關的

建議從未缺席且琳瑯滿目，包括肉品的原產地認

證、產地直接銷售、針對品質創新而非產量增加

的補助等等。然而，如果我們從整體的角度出

發，法國農業的問題反映出的是現代自由化的生

產模式的侷限，當我們追求高產量、低成本、高

競爭力、集中化與專業化生產的同時，許多農民

的權益也被犧牲了，農民無法靠著其所進行的農

業生產來維生，「每天早上我們起床，我們就知

道我們正在賠錢。」15一語道盡許多農民們遭遇的

困境與無奈，在追求利潤的同時，是否也失去了

許多珍貴的傳統寶藏，一個理性的生產模式是我

們應該審慎思考的議題。

在這嚴峻的考驗面前，所有法國政治人物

都宣稱他們完全了解法國農民的不滿，然而具體

的方案卻付之闕如，這某種程度說明了，法國農

業的危機是一個沒有特效藥的結構性問題，需要

多層次各方面的合作與協調。一方面需要政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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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政治勇氣，因為在歐洲面臨許多更加嚴重危

機的今天（移民難民危機），不少國家（如德

國、荷蘭、丹麥、瑞典）便質疑花費過多的農業

預算（佔了38%的歐盟預算）是否合理，同時正

在與美國談判中的跨大西洋貿易及投資夥伴協議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歐盟是否能夠捍衛歐洲農民的利益？還

是這會是歐洲農業滅亡的開始？另一方面更需要

消費者的幫助，也就是你我的正確認知，如何讓

我們的購物不全以價格高低來決定，而願意為了

高品質而花較多的金錢？

法國農業的問題同時也是世界上許多國家

正在上演的危機縮影，農業是一個國家的立國基

礎，如何在成本利益與農民權益之間找到平衡

點，從過度自由化到理性的生產模式，是生活在

21世紀的我們的重要課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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