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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基因改良作物（GM crops）於開始的五年拓展期間，史無前例地廣受農民選用，清楚

反映了來自 15 個發達與發展中國家的大小農戶，確實由轉基因作物的商業種植中獲取多種

實惠。 1996 年至 2000 年期間，總共有 15 個國家，包括 10 個工業國和 5 個發展中國家積極

推廣轉基因作物，使全球轉基因作物的面積，於短短 5 年期間，迅速增加了 25 倍以上，即

由 1996 年的 170 萬公頃，躍升至 2000 年的 4 千 420 萬公頃。由 1996 年至 2000 年，積累五

年的轉基因作物總面積，共達 1 億 2 千 500 萬公頃，或等於 3 億余英畝。

轉基因作物受到熱烈歡迎，其快速增長的採用率可謂史無前例。以農業發展的標準來衡

量，轉基因作物的採用率超越過去各種新技術的採用率，顯示種植者對這類產品深感滿意。

轉基因作物帶來的重大裨益良多，包括更便利與具伸縮性的作物管理，更高的生產力，並能

從每公頃耕地獲取更大的回酬。此外，轉基因作物減少了傳統除害劑的施用，帶來健康惠益

與營造更安全的生活環境，從而為更能持續生產的農業發展做出貢獻。愈來愈多證據清晰顯

示：經過基因改良的耐除草劑和抗蟲Bt 作物，大大改善雜草和蟲害的防治，減低農藥的應

用，縮減生產成本。基因改良作物比同類的傳統作物帶給農民更豐碩的經濟惠益。由於雜草

與蟲害的嚴重性每年起伏不定，轉基因作物更能直接確保防治有害生物的成本不會強烈波

動，使農民享有平穩的經濟實惠。

縱然針對基因改良作物的爭辯鬧得沸沸揚揚，尤其在屬於歐盟的國家裡，論爭更為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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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不過，數百萬生活於工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大農戶與小耕農，仍然繼續不斷地擴大轉基

因作物的種植面積，因為他們親身體悟到這類作物真正為他們帶來了多方面的實惠。高採用

率證明種植者對轉基因作物很有信心，同時也反映出他們對轉基因作物非常滿意。許多最新

的研究已確切證實：農民種植耐除草劑與抗蟲Bt作物，能更有效地防治草害與蟲害。估計

約 350萬農戶於 2000年種植了轉基因作物而多方受惠。這些好處包括農藝、環境、衛生與

經濟利益。在 2001年，預期更多農民會加入種植轉基因作物的行列，而轉基因作物的耕作

面積也會繼續擴展。全球人口於2000年已超越60億，並將於2050年達到90億。到時，90%

左右的全球人口將居於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今天， 8億 1千 500萬居住在發展中國家的

人民面對營養不良的健康問題，而 13 億人在貧困中掙扎求存。轉基因或基因改良作物

（GM），代表了充滿希望與期盼的新技術，將為全球糧食、飼料、與纖維的穩定供應做出

重大的貢獻。

由 1996年至今，全球轉基因作物的評估與回顧，皆由作者以 ISAAA簡訊的方式出版。

這份報告，作為 2001年常年評估與回顧的預覽，提供了全球轉基因作物商業種植的最新資

訊。詳盡的 2001年全球轉基因商業種植數據皆涵蓋在內，而 2000年至 2001年的改變也獲

得突顯。過去六年全球的採用趨勢也由作者詳加說明。由於對轉基因作物的論爭中常質疑這

種作物是否能為公眾所接受，因此很多人在推測：全球轉基因作物於 2001年是否能夠持續

增長；為了回答這些疑問，這份報告記錄與呈現了 2001年全球轉基因作物分佈與受採用的

實況。

請注意報告中轉基因作物與基因改良作物、玉蜀黍與玉米，以及油菜與康努拉

（canola）皆作為同義詞在文中交替出現，以反映這些詞匯在世界各地的應用。這份報告

裡，全球轉基因種植面積數據，經過簡化後的最小計算單位為 10萬公頃，因此，在一些情

況之下，數據的總數與百分率稍有出入。此外，由於南半球的國家於每年的第四季（10月

至 12月）下種，所以報告中有關轉基因作物的面積，是以種植而非收割面積為準，因此，

2001年來自阿根廷、澳大利亞、南非和南美洲烏拉圭的數據，皆於 2001年第四季下種，並

將於 2002年第一季（1月至 3月）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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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全球轉基因作物面積

根據估計，全球轉基因作物於 2001 年的預測面積為 5 千 260 萬公頃，或等於 1 億 3000

萬英畝（表 1）。值得注意的是， 2001 年的表現意義重大，因為這是轉基因作物第一次跨

越全球種植面積達 5000 萬公頃（1 億 2 千 500 萬英畝）這個重要的歷史里程碑的年度。

為了更明確地顯示這項全球轉基因作物面積涵蓋於數據內的深意，有必要在此說明：5

千 260 萬公頃的耕地，已超過 5% 的中國陸地總面積（9 億 5 千 600 萬公頃），或約等於

5% 的美國（9 億 8 千 100 萬公頃），或比兩個英國（2 千 440 萬公頃）的陸地總面積還

大。由 2000 年至 2001 年，轉基因作物的面積增加了 19% ，等於 840 萬公頃，或 2 千 80 萬

英畝。由 2000 年至 2001 年所增長的 840 萬公頃，幾乎等於 1999 年至 2000 年所增長的 430

萬公頃的兩倍，或 11% 的年增長率。

由1996年至2001年的六年期間，全球轉基因作物的總面積增加了超過30倍，即從1996

年的 170 萬公頃劇增至 2001 年的 5 千 260 萬公頃（圖 1）。這麼高的採用率，明確地反映

了工業國與發展中國家內曾經採用過這種高科技的農民，愈來愈能接受轉基因作物。種植轉

基因作物的國家，於 1996年僅有 6個而已。然而，到了 1998年，已逐漸增加至 9個。 1999

 
公頃  

（百萬）  

英畝  

（百萬）  

 1996 1.7 4.3 

 1997 11.0 27.5 

 1998 27.8 69.5 

 1999 39.9 98.6 

 2000 44.2 109.2 

 2001 52.6 130.0 

 

表 1：全球轉基因作物（1996 年至 2001 年）總面積

2000 年至 2001 年之間，增加率為 19% ，即 840 萬公頃或 2 千 80 萬英畝。

資料來源：克萊夫．詹姆斯（Clive James）， 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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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間，再增至 12 個。 2000 年至 2001 年，已達 13 個。換言之，由 1996 年至 2001 年的 6 年

期間，種植轉基因作物的國家，數目增加了超過一倍。

轉基因作物在工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分佈

圖 2展示了工業國與發展中國家於 1996年至 2001年之間，以公頃來相對比較的轉基因

作物面積。這個圖表清楚的闡明：雖然工業國在轉基因作物的種植方面佔了很大的比例，然

而，發展中國家所種植的轉基因作物所佔的比率已逐年揚升，由 1997 年僅佔 14% ，逐步提

高到 1998 年的 16% ， 1999 年的 18% ， 2000 年的 24% ，以及 2001 年的 26% 。由此可見，

在2001年，全球轉基因作物總面積 5千 260萬公頃之中，有 1千 350萬公頃，或超過四分之

一是由發展中國家種植。由 2000 年至 2001 年，轉基因作物在發達國家的絕對面積增長

（560 萬公頃），等於發展中國家絕對增長（280 萬公頃）的兩倍。不過，位於南方的發

展中國家的增長率（26%），卻比位於北方的發達國家的增長率（17%）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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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全球轉基因作物（1996 年至 2001 年）總面積

資料來源：克萊夫．詹姆斯（Cliver James）， 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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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全球轉基因作物（2000 年至 2001 年）總面積：

工業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對照（單位：百萬公頃）

資料來源：克萊夫．詹姆斯（Clive James）， 2001 年

表 2：全球轉基因作物（2000 年至 2001 年）總面積：

工業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對照（單位：百萬公頃）

資料來源：克萊夫．詹姆斯（Clive James）， 2001 年

 
2000 % 2001 % +/- % 

工業國家工業國家工業國家工業國家 33.5 76 39.1 74 +5.6 +17 

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 10.7 24 13.5 26 +2.8 +26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44.2 100 52.6 100 +8.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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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基因作物在世界各國的分佈

在 2001年，全球 99%的轉基因作物由 4個主要國家種植（表 3）。這 4個國家都在報

導中指出：基因改良作物於 2000年至 2001年之間獲取顯著的增長。值得注意的是，這 4個

位居前席的國家之中，兩個是工業國，即美國和加拿大；另外兩個是發展中國家，即阿根廷

和中國。與 1996年至今的發展形勢一致，美國在 2001年以最大的轉基因種植面積比率

（68%）遙遙領先。美國種植了 3千 570萬公頃轉基因作物，阿根廷種植了 1千 180萬公頃

（22%），加拿大種植了 320萬公頃（6%），中國種植了 150萬公頃（3%）。中國在

年度增長率方面表現最佳，轉基因Bt棉於 2000年至 2001年間騰升3倍。美國和阿根廷的年

度增長率一樣（18%），而加拿大則稍降（6%）。在 2001年，轉基因作物的種植面積在

南非和澳大利亞都有增加，其個別增長率為 33%和 37%。

表 3列出 2001年度轉基因作物面積由大而小來定位的 13個國家，其中包括了 7個工業

國和6個發展中國家。在2001年，轉基因作物的商業種植已遍佈全球六大洲──北美洲、拉

丁美洲、亞洲、大洋洲、歐洲（東部與西部）和非洲。 4個種植了全球 99%轉基因作物面積

的國家之中，美國佔了 68%，阿根廷 22%，加拿大 6%，中國 3%。其余的 1%來自九個國

家。這九個國家之中，只有南非和澳大利亞的轉基因作物面積超過 10萬公頃或 25萬英畝。

在美國，根據估計，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於 2001年淨增 540萬公頃，其中轉基因大豆

和棉花的面積增長最顯著，油菜的增長適度，而玉米則微降。阿根廷於2001年增植的180萬

公頃基因改良作物，主要源自轉基因大豆的顯著擴展與玉米的適度增長。

至於加拿大，估計淨增的 20萬公頃是由於基因改良的玉米與大豆的種植面積增加。在

同一個時期內，基因改良的油菜稍減。這個下降的現象，主要源自加拿大全國油菜面積於

2001年較過去一年少種 85萬 6千公頃所造成的影響。中國方面，轉基因Bt棉的種植面積劇

增 100萬公頃，即由 2000年的 50萬公頃，騰升至 2001年的 150萬公頃。

南非的報導指出：Bt玉米在該國顯著增長，轉基因玉米、棉花和大豆預估可達 22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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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公頃左右。在澳大利亞，超過 20 萬公頃農田於 2001 年種植轉基因棉花。在 2000 年，這

種作物的種植面積只有 15 萬公頃而已。在墨西哥，報導指出轉基因棉花和大豆在該國已開

始適度種植。在 2001 年種植轉基因作物的兩個東歐國家──羅馬尼亞種植的是大豆，而保

加利亞種的是耐除草劑的玉米。兩個屬於歐盟的國家──西班牙和德國，曾於 2000 年種過

小面積的Bt玉米，並於 2001年再接再厲，繼續種植Bt玉米，西班牙種植了 1萬 2千公頃，

而德國的種植面積仍不足 100公頃。法國於 2000年曾種植了小面積的Bt玉米，然而於 2001

年並沒有任何有關Bt玉米的報導。印尼作為剛加入轉基因行列的國家，於 2001年報導該國

第一次種植了 4 千公頃的 Bt 棉花。

表 3：全球轉基因作物（2000 年至 2001 年）總面積：

依國家順序排列（單位：百萬公頃）

資料來源：克萊夫．詹姆斯（Clive James）， 2001 年

 2000 %  2001 %  +/- %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30.3 68 35.7 68 +5.4 +18 

阿根廷阿根廷阿根廷阿根廷  10.0 23 11.8 22 +1.8 +18 

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  3.0 7 3.2 6 +0.2 +6 

中國中國中國中國  0.5 1 1.5 3 +0.1 +200 

南非南非南非南非  0.2 <1 0.2 <1 <0.1 +33 

澳大利亞澳大利亞澳大利亞澳大利亞  0.2 <1 0.2 <1 <0.1 +37 

墨西哥墨西哥墨西哥墨西哥  <0.1 <1 <0.1 <1 <0.1 ─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0.1 <1 <0.1 <1 <0.1 ─  

烏拉圭烏拉圭烏拉圭烏拉圭  <0.1 <1 <0.1 <1 <0.1 ─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0.1 <1 <0.1 <1 <0.1 ─  

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  <0.1 <1 <0.1 <1 <0.1 ─  

印尼印尼印尼印尼  ─  ─  <0.1 <1 <0.1 ─  

德國德國德國德國  <0.1 <1 <0.1 <1 <0.1 ─  

法國法國法國法國  <0.1 <1 ─  ─  ─  ─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44.2 100 52.6 100 +8.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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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陳列的基因改良作物名單中於 2001 年繼續多樣化，其中有數種作物與新特性的引

介首次在報導中出現，包括：阿根廷種植了耐除草劑的玉米，澳大利亞種植了耐除草劑棉

花，以及同時具有Bt 與耐除草劑性能的棉花，南非種植了Bt 白玉米和耐除草劑的棉花，而

印尼種植了Bt 棉花。

各種轉基因作物的分佈狀況

圖 4展示全球四大轉基因作物於 1996年至 2001年的分佈。這個圖表明確指出轉基因大

豆遙遙領先的優勢：全球於 2001 年的轉基因作物總面積之中， 63% 是來自轉基因大豆。這

些轉基因大豆全部具有耐除草劑的性能。轉基因大豆於 2001 年以最大的種植面積保持其領

先地位。全球的轉基因大豆於 2001 年的種植面積是 3 千 330 萬公頃，轉基因玉米次之，面

積為 980 萬公頃，轉基因棉花位居第三，面積為 680 萬公頃，接下來是油菜，面積為 270 萬

公頃（表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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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全球轉基因作物（1996 年至 2001 年）總面積：

依國家順序排列（單位：百萬公頃）

資料來源：克萊夫．詹姆斯（Clive James）， 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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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物作 物作 物作 物  2 0 0 0  %  2 0 0 1  %  + /- %  

大 豆大 豆大 豆大 豆  25.8 58 33.3 63 +7.5 +29 

玉 蜀 黍玉 蜀 黍玉 蜀 黍玉 蜀 黍  10.3 23 9.8 19 -0.5 -5 

棉 花棉 花棉 花棉 花  5.3 12 6.8 13 +1.5 +28 

油 菜油 菜油 菜油 菜  2.8 7 2.7 5 -0.1 -4 

馬 玲 薯馬 玲 薯馬 玲 薯馬 玲 薯  <0.1 <1 <0.1 <1 <0.1 ─  

南 瓜南 瓜南 瓜南 瓜  <0.1 <1 <0.1 <1 （─）  ─  

木 瓜木 瓜木 瓜木 瓜  <0.1 <1 <0.1 <1 （─）  ─  

總 數總 數總 數總 數  4 4 .2  1 0 0  5 2 .6  1 0 0  + 8 .4  + 1 9  

 

表 4：全球轉基因作物（2000 年至 2001 年）總面積：

依作物順序排列（單位：百萬公頃）

資料來源：克萊夫．詹姆斯（Clive James）， 2001 年

圖 4：全球轉基因作物（1996 年至 2001 年）總面積：

依作物順序排列（單位：百萬公頃）

資料來源：克萊夫．詹姆斯（Clive James）， 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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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1年，全球耐除草劑大豆估計增加了 750萬公頃，增加率等於 29%。美國在 2001

年增加了 570萬公頃轉基因大豆的種植。換言之，美國全國 3千 10萬公頃的大豆總面積之

中， 71%已種植轉基因大豆。阿根廷的報告指出，基因改良大豆在 2001年增加了 180萬公

頃，採用率佔全國大豆總面積 1千 120萬公頃的 98%。

全球轉基因玉米的種植，估計於 2001年減少了 50萬公頃（表 4），種植面積的下降

全發生在美國境內。一些觀察者認為，下降的原因，主要是 1999年與 2000年歐洲玉米螟造

成的蟲患處於有史以來最低的水平，這種現象使一些農民決定於 2001年停止以Bt玉米來防

治螟蟲，因為他們認為蟲患將於 2001年繼續偏低。然而，事實證明 2001年歐洲玉米螟所造

成的破壞比預期的水平為高。因此，這種現象的出現，或將促使Bt玉米於 2002年的種植面

積擴大。另外一些觀察者推測，或許因為轉基因玉米市場前景不明朗以及價格低落，令小部

分農民減少種植Bt玉米。然而，美國減少種植轉基因玉米，卻因其他國家如加拿大、阿根

廷和南非對轉基因玉米採用率的顯著提高，而獲得抵消。

全球轉基因油菜於 2001年微降了 10萬公頃，種植面積的縮小全發生於加拿大，這種現

象與加拿大全國油菜種植面積於2001年比 2000年減少了85萬6千公頃有直接聯繫。但是，

從比例的角度觀之，加拿大轉基因油菜所佔的油菜總面積比率，已由 2000年的 55%，提高

到 2001年的 61%。加拿大於 2001年的下降現象，已由美國轉基因油菜於 2001年增加了超

過 10%的適度增長而化解。

全球轉基因棉花的面積，估計從2000年的530萬公頃，增至2001年估計的680萬公頃，

即增加了 150萬公頃，或等於全球轉基因棉花年度面積增長的 28%。最顯著的增加是來自

中國。根據報告，中國的Bt棉花由 2000年的 50萬公頃，劇增至 2001年的 150萬公頃，躍

升 3倍。在美國，轉基因棉花的比率，於 2000年的 72%，增至 2001年的 77%。澳大利亞

也增植33%的轉基因棉花，即由15萬公頃增至20萬公頃。在墨西哥、阿根廷與南非，增長

水平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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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基因作物遺傳特性的分佈狀況

從 1996年至 2001年這六年期間，耐除草劑的功能持續成為轉基因作物最突顯的特性，

而對害蟲的抗性則次之（圖 5）。在 2001 年，展現於大豆、玉米和棉花的耐除草劑特性，

約佔了 2001 年全球 5 千 260 萬公頃轉基因作物總面積的 77% 。（表 5）Bt 作物所佔的面

積為 780萬公頃，或等於 15%，而同時俱備耐除草劑與抗蟲基因的棉花和大豆則佔了 8%。

值得一提的是，耐除草劑作物的面積於 2000年至 2001年之間，顯著增加了 790 萬公頃，或

24%（由 3 千 270 萬公頃騰升至 4 千 60 萬公頃）。同時俱備耐除草劑與 Bt 基因的作物，

也於2000年的320萬公頃，提高到2001年的420萬公頃。反之，全球抗蟲作物面積則由2000

年的 830 萬公頃，減低至 2001 年的 780 萬公頃（表 5 和圖 5）。全球轉基因作物市場中，

同時俱備兩個不同特性基因的作物，不斷擴大其使用比率的趨勢，相信將能持續。

表 5：全球轉基因作物（2000 年至 2001 年）總面積：

依作物遺傳特性順序排列（單位：百萬公頃）

資料來源：克萊夫．詹姆斯（Clive James）， 2001 年

特性特性特性特性    2000 % 2001 % +/- % 

耐除草劑耐除草劑耐除草劑耐除草劑    32.7 74 40.6 77 + 7.9 + 24 

抗蟲（抗蟲（抗蟲（抗蟲（Bt））））    8.3 19 7.8 15 - 0.5 - 6 

Bt／耐除草劑／耐除草劑／耐除草劑／耐除草劑    3.2 7 4.2 8 + 1.0 + 31 

抗病毒／其他抗病毒／其他抗病毒／其他抗病毒／其他    < 0.1 < 1 < 0.1 < 1 < 0.1 ─ 

全球總數全球總數全球總數全球總數    44.2 100 52.6 100 + 8.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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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行於 2001年的轉基因作物

在2001年裡，所有商業種植的轉基因作物中，耐除草劑的大豆在7個國家內最為盛行，

這 7 國包括美國、阿根廷、加拿大、墨西哥、羅馬尼亞、烏拉圭和南非（表 6）。全球各

種轉基因作物的總面積（5千 260萬公頃）中，耐除草劑大豆佔了 3千 330萬公頃或 63% 。

其次是Bt 玉蜀黍，佔了 590 萬公頃，等於全球轉基因作物總面積的 11% ，並且在美國、加

拿大、阿根廷、南非、西班牙和德國這 6個國家中種植。其他列於表 6的 6種作物，各別佔

了全球轉基因作物面積的 5% 或較低的比率，其排名如下：耐除草劑油菜，佔了 270萬公頃

（5%），耐除草劑棉花佔了 250 萬公頃（5%），同時俱備 Bt 基因與耐除草劑特性的棉花

佔了 240 萬公頃（5%），耐除草劑玉蜀黍佔了 210 萬公頃（4%）， Bt 棉花佔了 190 萬

公頃（4%），而兼俱 Bt 與耐除草劑玉蜀黍佔了 180 萬公頃（3%）。

圖 5：全球轉基因作物（1996 年至 2001 年）總面積：

依作物遺傳特性順序排列（單位：百萬公頃）

資料來源：克萊夫．詹姆斯（Clive James）， 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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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001 年主要的轉基因作物

資料來源：克萊夫．詹姆斯（Clive James）， 2001 年

作物作物作物作物     百萬公頃百萬公頃百萬公頃百萬公頃     轉基因百分率轉基因百分率轉基因百分率轉基因百分率 %%%%     

耐除草劑大豆耐除草劑大豆耐除草劑大豆耐除草劑大豆     33 .3  63  

B t 玉蜀黍玉蜀黍玉蜀黍玉蜀黍     5 .9  11  

耐除草劑油菜耐除草劑油菜耐除草劑油菜耐除草劑油菜     2 .7  5  

耐除草劑棉花耐除草劑棉花耐除草劑棉花耐除草劑棉花     2 .5  5  

B t／耐除草劑棉花／耐除草劑棉花／耐除草劑棉花／耐除草劑棉花     2 .4  5  

耐除草劑玉蜀黍耐除草劑玉蜀黍耐除草劑玉蜀黍耐除草劑玉蜀黍     2 .1  4  

B t 棉花棉花棉花棉花     1 .9  4  

B t／耐除草劑玉蜀黍／耐除草劑玉蜀黍／耐除草劑玉蜀黍／耐除草劑玉蜀黍     1 .8  3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52 .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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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主要轉基因作物於 2001 年的全球面積採用率（單位：百萬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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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轉基因大豆、玉米、棉花和油菜的採用現況

描述全球轉基因作物現狀與前景的最佳途徑，是對轉基因技術廣泛應用的4種主要作物

──大豆、棉花、油菜和玉米的採用率，作更深入的分析（表 7和圖 6）。數據顯示：2001

年裡，全球大豆的總面積為 7 千 200 萬公頃，其中 46% 來自轉基因大豆；在 2000 年，轉基

因大豆僅佔 36%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於棉花，全球 3 千 400 萬公頃的總種植面積中， 20%

是轉基因棉花，較2000年的16%為高。以百分率來表達，轉基因油菜佔了全球油菜2千500

萬公頃的 11% ，而轉基因玉蜀黍則佔了全球玉蜀黍總面積 1 億 4000 萬公頃中的 7% 。若這

4 種作物（包括傳統與轉基因）的全球種植面積集合起來計算，那麼，在 2 億 7 千 100 萬

公頃的總面積中，轉基因作物的總面積佔了 19% ，等於 5 千 260 萬公頃（2000 年約佔

16%）。必須留意的是，涵蓋這 4 種作物的 2 億 7 千 100 萬公頃，其中三分之二是在發展中

國家內；這些國家的作物收成較低，生產局限較大，而對改善這些糧食作物、飼料作物與纖

維作物的需求也最高。

作物作物作物作物     全球面積全球面積全球面積全球面積     轉基因作物面積轉基因作物面積轉基因作物面積轉基因作物面積     
轉基因作物面積轉基因作物面積轉基因作物面積轉基因作物面積     

佔全球面積的百分率（佔全球面積的百分率（佔全球面積的百分率（佔全球面積的百分率（%%%%））））    

大豆大豆大豆大豆  72 33.3 46 

棉花棉花棉花棉花  34 6.8 20 

油菜油菜油菜油菜  25 2.7 11 

玉蜀黍玉蜀黍玉蜀黍玉蜀黍  140 9.8 7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  ─  ─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271 52.6 19 

 

表 7：2001 年轉基因作物與全球重要作物的面積比率

（單位：百萬公頃）

資料來源：克萊夫．詹姆斯（Clive James）， 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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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評語

對生物技術作出苛評的人士，常常質疑轉基因作物對改善農場產品與帶動積極發展的能

力。有的批評者針對轉基因作物是否適宜在發展中國家種植這個課題，表達了更多的疑慮，

尤其是基因改良作物在滿足缺乏資源的農民生活需求這方面的爭議，更是沸沸揚揚。有鑑於

此，由 1996年至 2001年的首五年經驗，以及這段期間由全球 15個國家累積種植了總面積

高達 1億 2千 500萬公頃（超過了 3億英畝）的轉基因作物，已無懈可擊地證實生物技術

開拓者的遠見正確。他們對轉基因作物前景所作出的許諾已獲得兌現──基因改良作物已在

工業國與發展中國家內，幫助種植轉基因作物的大小農民，達致他們所期盼的目標。

轉基因作物能夠以史無前例的高採用率，於 1996年至 2001年的首五年拓展期間，廣受

農民選用，反映了基因改良作物確實為大小農戶帶來多種實惠。愈來愈多證據清楚展示：雜

草與蟲害的防治，可以通過耐除草劑和抗蟲Bt作物的種植而達至，這些轉基因作物也幫助

農民減少生產資源的使用，從而降低生產成本，並且享有較高回酬的好處。

雖然針對基因改良作物的論爭此起彼伏，尤其是在屬於歐盟的國家裡，這類辯爭更加劇

烈，然而數百萬生活於工業國與發展中國家裡的大小農戶，卻繼續擴大基因改良作物的種植

面積，因為這類作物已為農民帶來多方面的實惠。下列數點更確切地闡釋應用轉基因作物的

好處：

．更持續與高效益地應用資源的管理措施，令能源與燃料的需求量縮減，從而保存天然

資源。

．更有效率地治理蟲害與雜草。

．全面減少除害劑在作物生產方面的應用，為生物多樣性帶來正面的影響，保護捕食性

有益生物與非目標生物，對營造更安全的生態環境作出貢獻。

．減少對傳統除害劑的依賴，這些化學物品可能威脅生產者與消費者的健康；Bt棉在

中國使農藥中毒的案例下降，從而帶來潛在的保健效益。這是一個重大的發現，同時

也強烈暗示：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農民，特別是小農戶，也可能面對大量與超量施用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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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除害劑所帶來的類似風險。

．Bt玉蜀黍減低了玉蜀黍內一種霉菌毒素（fumonisin）的含量，使玉米顆粒成為更

安全與更健康的糧食和飼料。

．在施用除草劑和除蟲劑時，時間的安排有更大的操作伸縮性。

．保持土壤中的水分、土壤結構、植物養分和防範水土流失。這些好處皆能通過免耕或

少耕措施而獲得。由於較少的農藥殘毒，地下水與土面上的水質將獲得改善。

現在已有充分可資佐證的數據足以確定轉基因作物所帶來的巨大經濟效益。農民從選用

耐除草劑大豆、Bt棉花、耐除草劑油菜和Bt玉米中獲取的全球經濟實惠，於1999年估計為

7億美元，以上的利益由發展中國家及工業國平均分享。除了這些直接經濟實惠之外，社會

亦從其他間接效益中受惠。消費者由耐除草劑大豆這類作物中獲取的間接惠益，從全球的層

面來評估，程度與農民所獲取的經濟實惠屬於同一水平。因此，全球於 1999年通過基因改

良作物而享有的直接與間接經濟實惠，已達 10億美元，並可能超越這個數目。

2001年是第二個五年期（2001年至 2005年）的開端，同時也是朝向基因改良作物商

業化種植以來的第二個階段──在這個新年代曙光初現時，我們對作物生物技術有何期許

呢？由於基因改良作物在政治、政策和機構各個層面所獲得的襄助一致提升，而其對全球糧

食安全的貢獻也受到認可和肯定，全球的轉基因作物面積也因這類作物的一再種植而不斷擴

大，並於2001年在全球基因改良作物面積這個層次取得19%的增長──幾乎等於2000年增

長率的兩倍。從基因改良作物中受惠的農民，從 2000年的 350萬名，增加到 2001年的大約

550萬名。在2001年超過四分之三從種植基因改良作物中受惠的農民，是缺乏資源的農民，

他們以種植Bt棉為生，主要來自中國八個省份和南非瓜殊魯那塔省的馬卡蒂尼平原。中國

在Bt棉的種植經驗，已翔實和完整地記錄於文獻中，成為個案研究的佳例。研究的結果顯

示 500萬缺乏資源的小農民，於 2000年從農藝、環境、保健和經濟方面所產生的龐然實惠

中受益──這是一個獨一無二的例子，因為這個佳例足以印證：善用技術能夠在減緩貧窮的

努力中引起積極作用，這一切與 2001年聯合國發展機構人類發展報告中的主張毫無二致。

中國在Bt棉的寶貴經驗深獲各方重視，並且已傳授予一些經過精挑細選的亞洲、拉丁美洲

和非洲的發展中國家，期望這些國家能複制中國的模式，讓缺乏資源的農民學習和分享，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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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豐碩的經驗中受惠──從實踐中學習，從實踐中體悟真理。自從Bt棉於 2001年成功

推介之後，印尼期盼於2002年擴大Bt棉的種植，而印度也正在辦理批准Bt棉的籌備工作上

加油，期望這些努力能於 2002年初落實。

於 2001年種植基因改良作物的農民數目，將於 2002年繼續增加。全球轉基因作物的種

植面積，也會在6個主要種植基因改良作物的國家，即美國、阿根廷、加拿大、中國、南非

和澳大利亞，於 2002年繼續擴大。其他 7個於 2001年種植轉基因作物的國家，將可能於

2002年呈報適度的增長。在巴西，耐除草劑大豆的商業化種植或需該國農業部、環境部和

司法部處理了尚待解決的課題後，才有機會實現。基因改良作物在印度與巴西的商業化種

植，將成為基因改良作物在發展中國家的分水嶺，原因是亞洲三個人口最多的國家──中

國、印度和印尼的 25億人，以及拉丁美洲 3個主要的經濟體──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

再加上南非，將全部朝向商業化轉基因作物的種植，並且從中受惠。

在 2001年至 2005年這段期間，獨特的新產品將會獲得商業化的推廣。這些產品，有的

具有減少使用生產物資的遺傳特性，有的具有提高產量的遺傳特性，因此，我們有必要謹慎

地以綜合性策略來應用這些產品，促進傳統技術和生物技術的兼施並用，以期達致全球糧食

供應獲得保障這個充滿挑戰性的目標。

採納這項策略，將允許我們的社會繼續從傳統植物育種法和現代植物育種法的巨大貢獻

中受惠。技術的使用，只是增強全球綜合糧食保障策略的要素之一而已，其他重要的因素，

如控制人口大量增長，改善糧食分配系統也不可忽視。生物技術能在發展中國家扮演重大和

恰當的角色，中國給予生物技術優先的考量，並賦予策略性的價值，就是一個好例子。中

國、阿根廷和南非從基因改良作物中獲取實惠的經驗，必須與其他面對同樣挑戰的南方發展

中國家分享。

這段出現於篇末的章節，摘錄自過去 ISAAA的簡訊，然而，由於內容於這一刻仍然適

宜，因此決定再次重覆。各國政府，通過全球科學和國際發展團體從旁協助，必須確保在引

介轉基因作物時，繼續進行安全與高效率的鑑定測試，以及實施能加強公眾信心的監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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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計劃。在國際層面，國際科學團體和發展機構必須致力領導，鼓勵討論和促進交流，積極

地與社會分享轉基因作物的知識和學問，促使社會獲得足夠的資訊，並且參與對話，討論有

關技術對環境、食品安全、永續性和全球糧食保障等所造成的沖擊。在糧產供過於求的國家

內，社群必須確保發展中國家為追求糧產穩定而接近生物技術時不被拒絕，也不受到拖延。

這是因為生物技術中最迫切的項目，或更確切地說，是轉基因作物將為全球糧產安全穩定和

減緩第三世界飢饉問題的努力，發揮出潛在的龐大貢獻。概括而言，我們必須確保，社群能

繼續從植物育種提供的重大貢獻中受惠。植物育種可以藉傳統技術和生物技術的工具完成，

因為經過改良的作物品種，將繼續成為生產成本效益最佳、最能維持環境安全，同時是確保

未來全球糧食供求穩定的永續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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