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絹的話

主甜扁葯諾

本期學刊精選六篇論文，涵蓋現代農業施行的相關趼究，能協助環境政策擬
定的環保成本效益分析棓闞趼究與有關候鳥保育計畫施行議題的深入探討，和三
位環保團體領神 「 重要生命經驗」的詳鈿妍究，並且也包挂如何以量化指標評估
校固綠化的成效以及九年一賞環教議題融入課程的論文，希望提供學界在泥行環
境教育時能事半功倍，且進一步也提供政府在擬定環保政策時能有學理依據。

現代的農業大部分依靠化學肥料及化學農蔡之大量使用來生産，雖然提高了
作物的產量，但對自然環境的生態及整個經濟上也同時產生了負面的影攀，例如：
實施多年的緒果，導致了世嘉某些地區之土壤沖刷嚴重，而使良田趨於沙漠化，
同時也發生了水的污染問題，因此上述農耕法的實旄，有時反而會使農場之收入
減少。因此如何讓現代農業盤系永續下去的問題，引超全世界人士關心 。 1991 年
在紐約的聯合國大亂的會議廳內，成立了世界永續性農業協會(WSAA)' 因而 「 有
機農法」或「自然農法」或「永續性農業」之理念形成，並且這種理念也成為世
界性的共同理念。但在作法或實施對策上 ，因各國及各地區之農業環境的不同而
有所不同。國立屏束科技大學謝順景博士根據在台灣所進行的有機農業的經驗，
加上他個人參襯世界各國有機農場所得資料，撰文 「 對環境友好的有機農業之理
念及其在亞熱帶地區之實方色方法」，提供台灣及束南亞地區國家的農業與環保人士
以及社會大眾參考。

另一方面在規劃環境政策時，政府必須在決策之前，先考量所有的機會成本，
來衡量政策執行時可能造成的利弊 。 一般經濟學者認為政府應使用成本效益分析
法的結論，來做為各種環境政策是否實行的依據。而學者認為追求永續發展不能
僅考慮經濟面向的成本覬念 ，也須同時考慮對社會、環境的可能影攀 。 雖然環境
資源的機會成本不易被估計，但近代的經濟學家己經能夠藉培調查潛在動機的方
法，估算公正而且理論上正躍的非使用價值。因此他們應用所講的 「 條件評價法」
評估環境資源，它的基本戢念是經由調查受訪者願恋以多少 「 個人的消費量」 來
換取「資源的使用」，以估算資源的貨幣價值，它能同時估算資源的使用及非使用
價值。因此本學刊邀請南華大學環境管理珊究所陳中獎所長與珊究生黃滎福兩人
共同發表 「 以條件評價法估計兩保育囿盤成員對七股濕地的願付價值 (willingn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