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台日韓食刻 

—學校午餐與非基改行動工作坊 

成果報告 

 

補助單位 

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主辦單位 

校園午餐搞非基、台灣無基改推動聯盟 

 

2018年 03月 31日 



1 
 

壹、 緣起 

臺灣孩子在學校吃的營養午餐和其他國家有什麼不同嗎？日本舉辦學校給食甲

子園比賽、主廚至學校講習，進而推動在地非基改飲食教育與傳承世代間逐漸消

失的和食文化；韓國在大選後，透過民間團體的力量，以非基改與學校午餐為核

心提出倡議；台灣民間志工則在四年前地方選舉時提出非基改校園午餐倡議，最

終獲得立法規範。 

「校園午餐搞非基」行動團隊自 2016 年開始，串聯台灣、韓國與日本三國的民

間運動工作者，舉辦「借鏡韓國」與「台日韓食刻」等工作坊，從台日韓兩億份

學校午餐的共同經歷與回憶出發，交流各自參與的推廣教育與行動經驗。 

貳、 目標 

1. 促進民間非基改行動團體的交流 

2. 建立亞洲民間非基改運動防線 

參、 內容 

 日期：2018年 5月 8日（二）9:00-16:30 

 地點：台北文創大樓 6樓多功能 C廳 (臺北市信義區菸廠路 88號) 

 主辦：學校午餐 22、校園午餐搞非基 

 協辦：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台灣無

基改推動聯盟 

 對象：對非基改議題與學校午餐議題有興趣之一般社會大眾 

 費用：免費 

 備註：本會議提供專業日文與韓文口譯；請記得自行攜帶環保餐具。 

 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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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日韓時刻 — 學校午餐與非基改行動工作坊 

時間 主題 / 講者 

09:00 - 09:20 報到 

09:20 - 09:30 開幕致詞 

09:30 - 10:20 
和食文化傳承與食育推廣之徑(*現場示範日式高湯) 

主講 / 高木一雄(米其林二星主廚、和食給食応援団西日本代表) 

10:20 - 10:40 茶敘 

10:40 - 11:30 
韓國環境友善學校午餐運動的成果與課題 

主講 / 朴仁淑(免費環境友善學校午餐草根國民連帶常任代表) 

11:30 - 12:00 
兩億人的學校午餐 

主講 / 黃嘉琳(學校午餐 22計劃主持人) 

12:00 - 12:20 Q & A 

12:20 - 13:20 午餐 

13:20 - 13:30 簽署儀式：2018年台日韓反基改運動連線宣言 

13:30 - 14:20 
日本基改(GM)作物．食品的歷史 

主講 / 天笠啟祐(我們不要基改食品！運動代表) 

14:20 - 15:10 
二十萬公民站出來：韓國民間非基改運動現況與任務(暫) 

主講 / 吳世英(韓國全國反基改運動連帶執行長) 

15:10 - 15:30  茶敘 

15:30 - 16:00 
基改食品的台灣經驗 

主講 / 郭華仁(台灣大學農藝系榮譽教授) 

16:00 - 16:20 Q & A 

16:20 - 16:30 綜合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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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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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成果 

2018 年 5 月 8 日，韓國、日本、台灣民間全國反基改運動團體首度齊聚台灣，

由「台灣無基改推動聯盟」、「我們不要基改食品運動(遺伝子組み換え食品いら

ない！キャンペーン)」及「韓國反 GMO 全國行動(한국 GMO 반대전국행동)」

成員代表共同簽署《2018年台日韓反基改運動連線宣言》，正式揭開三地民間反

基改連線行動。 

宣言中提出「維護生物多樣性」、「保障糧食自主權」、「要求食物知情權」等訴求，

誓言透過國際結盟，抵抗跨國企業的種子壟斷、加強監督新一代基因技術生物的

發展，在緊密的交流合作下，共同打造人人都能吃到安全食物的城鄉共生社會。 

期待三國從台北跨出的這一小步，成為撼動全球基改帝國的那雙蝴蝶翅膀。 

 人數：90人 

 行動：簽署「2018年台日韓反基改運動連線宣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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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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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導 

台日韓反基改運動連線 用消費改變世界 

文｜學校午餐 22 

基改作物上市逾二十年來，政治的、經濟的、安全的正反立場雖各有表述，然而

來自民間一股反對的共識、力量早已凝聚成型。 

來自日本、韓國與台灣的全國反基改民間團體於 5月 8日，以維護生物多樣性、

保障糧食自主權、要求食物知情權為訴求，正式簽署《2018年台日韓反基改運動

連線宣言》，希冀於全球「反孟山都行動(March Against Monsanto)」前夕，以國際

結盟之勢，阻止基改作物入侵。 

「韓國友善環境免費供餐草根國民連線」常任代表朴仁淑表示，三國間雖語言不

通，但因反基改共識而能齊聚一堂，表示這並非單一國家所遭遇的問題。基改食

品關乎各國孩子們的未來，台、日、韓一定要團結一致，維持緊密的交流合作。 

於此同時，台灣立法院也在當日三讀通過《有機農業促進法》，無異為對台灣反

基改民間力量，增添一雙有力的羽翼。 

日本：阻止基改小麥、登錄無基改農區、調查野外自生基改油菜 

代表日本全國民間聯盟—「我們不要基改食品！運動(遺伝子組み換え食品いら

ない！キャンペーン)」的天笠啓祐老師說，早於 1975年，他就已在雜誌中提出

對基改試驗的警告，是日本國內首次公開反對基改的報導。但當年一般民眾普遍

對基改不了解，因此他認為勢必得發起倡議運動，才能喚醒大家的注意。 

1996年，美國正式開始商業化種植黃豆、玉米、油菜等基改作物。同年，「我們

不要基改食品！運動」民間組織正式成立，以維護食品安全為主要倡議，輔以環

境破壞、種子專利被獨佔剝奪農民權利等訴求。 

因此當 2004 年孟山都公司對日本提出輸入基改小麥的要求時，由天笠老師帶領

的「我們不要基改食品！運動」隨即 起公民連署行動，帶著兩百萬份連署書拜

訪美國、加拿大政府，最終成功阻止此事。 

2005 年，自滋賀縣開始日本非基改農區行動，由生產者於自己的田間立牌宣示

絕不種植基改作物，截至今年 2 月 27 日為止，登錄非基改農區的總面積為

95,526.22公頃，約為全國農地面積的 2%。 

不過，同時間他們也在日本廢棄的加油站地上、路旁開始發現整排野生的基改油

菜，起因為來自卡車運送掉落或鳥類食用後排出的基改油菜種子四處散播，汙染

遍及日本全境。為此，他們亦號召展開基改油菜自生污染的民間志願調查行動，

試圖引發更多民眾關注基改汙染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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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獲得基改作物的龐大的商業利益，卻讓生態環境付出極為昂貴代價。我曾

在印度看過基改棉花田，整片田中沒有任何昆蟲鳥獸的蹤影，對於生命被用如此

粗糙的方式對待，棉花價值也簡化成僅用金錢來衡量，心中感到十分憂傷。」天

笠老師如此說道。 

韓國：永遠搶在前頭的民間行動 

身為「韓國反 GMO全國行動(한국 GMO 반대전국행동)」執行委員長的吳世英，

已是第二次來到台灣分享韓國反基改公民行動的進展。他提到，今年 3月 12日

由民間發起要求文在寅總統履行「基改食品完全標示制度」、「公共供餐與學校午

餐不得使用基改食品」、「重新檢討非基改食品標示規範」等競選承諾的連署行動，

在一個月的期限之內獲得 216,886人的支持。 

「因為文在寅總統是韓國國民燭光革命所誕生，人民對他有許多深切期待。不過

很可惜的是，就在我上台分享的前一刻，收到來自青瓦台對此連署的回應，竟然

與之前政府的說法如出一轍，讓人覺得遺憾。」吳世英執行委員長用略帶憤怒的

語氣，帶來韓國此刻最新的進展。「不過，一些韓國地方政府則已開始自主推動

無基改校園食材的運動。」 

2017 年，位於韓國京畿道的光明市編列 4 億韓元補助經費，要求學校午餐食材

中的油、大醬、辣椒醬、韓式傳統醬油、醬油、玉米等品項，都須使用非基改製

品，創下全國首個全面提供國小、國中到高中無基改學校午餐的先例。 

此外，京畿道首府水原市也自主宣告將於 2019年編列預算 6億 5千萬韓元、2020

年擴大編列 16億韓元，補助學校將午餐中使用的油、大醬、辣椒醬、韓式醬油、

醬油等五種基改比例較高的食材，全面替換為非基改品項。 

台灣：走出大量食用基改黃豆的困境 

工作坊最後，則由台大農藝系榮譽教授郭華仁，同時也是台灣無基改推動聯盟的

催生者，來分享台灣民間基改運動歷程。 

1996 年美國批准基改黃豆及玉米的商業化種植許可；2000 年，一份由環境品質

文教基金會公布的調查檢驗報告指出，台灣市售豆腐與豆漿全都驗出含有基改食

品原料成份。同年，行政院衛生署首次訂定基因改造食品安全評估方法；2001年，

台灣政府公告使用基改黃豆、玉米原料的包裝製品需標示；2002年，行政院衛生

署才正式核准基改黃豆進口。 

郭老師表示，他自 2003年成立「GMO面面觀」網站，發布關於基改議題的各種

科普知識、媒體報導與風險評估等資訊，希望讓台灣民眾擁有更多對基改議題與

食物的知情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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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由主婦聯盟基金會、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綠色陣線協會及台大農

藝系種子研究室組成「台灣無基改農區推動聯盟」(台灣無基改推動聯盟前身)，

銀川永續農場宣告成為台灣第一個無基改農區。同年，出版「基因改造與非基因

改造作物大不同」摺頁。然此時期，雖有透過記者會、論壇等方式進行倡議，民

調顯示仍有四分之一的社會大眾沒聽過基改作物。 

2010年，台灣進入食安風暴期，幾乎每年都有大型食安事件發生，消費者開始高

度關注生活中的食品安全問題，基改議題開始受到重視。2014年《食品安全衛生

管理法》正式將基因改造食品列入法律規範；2015年，《學校衛生法》修法，禁

止校園午餐使用基改食材；2016年，基改食品標示新制全面上路，除原有包裝食

品之外，散裝食品、食品添加物與高層次加工品也全面納入規範。 

「不過，台灣最嚴重的問題在於大量食用基改飼料級黃豆。」郭華仁老師說道。

2013 年，台灣人直接食用的黃豆有近九成都是基改品項，經過這幾年消費者意

識的抬頭，業者進口非基改黃豆的比例一路急升至四成左右，何時能達到百分百

的使用非基改黃豆，令人期待。 

消費者的力量，顯然是能帶來改變的。期盼這一次台日韓的三國民間反基改運動

組織的結盟，能更加厚實這股由下而上的草根影響力。 

來 源 ：

http://www.schoollunch.tw/content/info/DiscussionDetail.aspx?enc=1C32062256F49

811D23C7F248AE91B4F  

http://www.schoollunch.tw/content/info/DiscussionDetail.aspx?enc=1C32062256F49811D23C7F248AE91B4F
http://www.schoollunch.tw/content/info/DiscussionDetail.aspx?enc=1C32062256F49811D23C7F248AE91B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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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台日韓民間反基改行動連線  能成為撼動全球基改帝國的那雙蝴蝶翅膀 

文｜陳儒瑋 

2018 年 5 月 8 日，韓國、日本、台灣民間全國反基改運動團體首度齊聚台灣，

共同簽署《2018年台日韓反基改運動連線宣言》。 

這一場前所未見的串聯，由「台灣無基改推動聯盟」、「我們不要基改食品運動(遺

伝子組み換え食品いらない！キャンペーン)」及「韓國反 GMO 全國行動(한국 

GMO 반대전국행동)」成員代表出席，在許多關心切基改議題的民眾見證下舉行

簽署儀式，正式揭開三地反基改連線行動，也為今年五月全球反孟山都遊行的東

亞發聲暖身。 

現場或許沒人能猜得到，三個團體的代表首次齊聚一堂不過才兩個月前的事，當

天更只花了 90 分鐘就決定於台灣舉辦簽署宣言儀式，而且還是在日、韓、中、

英四國語言同步討論的狀況之下，也難怪身為韓國代表之一的吳世英執行委員長

會說，真沒想到大家這麼快又見面了！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這一切該從兩年前的一封電子郵件中說起。 

2016年七月，「校園午餐搞非基」行動團隊收到一封從韓國捎來措辭優美的中文

電子郵件，是由一位曾在台灣讀書的蘇小姐代表「韓國農漁村社會研究所」李宰

郁所長詢問，希望了解台灣基改食品標示政策的法規細節以及學校午餐禁用基改

食材的實際狀況。當時在來來回回的 email往返中，我們仔細地嘗試以簡單中文

詞彙解釋連台灣人都不見得能看懂的複雜法規，如今回想起來，這竟意外地促成

日後台韓民間農業與飲食運動的交流契機。 

韓國 

為了更多更直接的交流，同年十一月，校園午餐搞非基一行三人應邀出席「韓國

全國反 GMO行動」成立大會，由共同發起人黃嘉琳與我，各自分享台灣非基改

校園午餐運動與基改食品標示制度現況。該聯盟由包括韓國農漁村社會研究所、

Hansalim合作社聯盟等超過四十個民間農業與消費團體所共同成立，藉由選舉策

略結盟，訴求行動標的為反對開放基改稻米的商業化種植許可，以及要求總統大

選候選人對基改作物與食品採取更為嚴格的管制政策。 

2017年六月，校園午餐搞非基行動與學校午餐 22計畫團隊首次主辦國際交流行

動—「借鏡韓國：總統大選後談農民運動、學校午餐與合作經濟工作坊」，特別

邀請 Hansalim合作社聯盟吳世英經理、他同時身兼「韓國全國反 GMO行動」執



12 
 

行委員長，分享韓國基改作物與食品現況、民間反基改運動歷程、行動策略與未

來展望。 

日本 

同年十月，我們前往東京拜會日本民間反基改運動組織「日本消費者連盟」，並

透過她們引介認識「我們不要基改食品！運動」的代表天笠啟祐老師；十二月，

趁著前往觀摩第十二回全國學校給食甲子園比賽的機會，我們再度前往拜會天笠

啟祐老師，同時獲贈甫於 2017 年底出版的《私たちはモルモット?!ゲノム操作

食品》手冊。而後，取得他授權同意台灣繁體中文版權。2018年 4月，《我們是

白老鼠？！基因體改造食品》一冊由校園午餐搞非基行動團隊正式在台發行。 

2018 年 3 月 3 日，校園午餐搞非基行動團隊以台灣無基改推動聯盟代表身分，

自費前往日本名古屋，參加由「我們不要基改食品！運動」、「基改食品想想中部

之會」、「日本消費者連盟」等十餘個全國及愛知縣在地團體舉辦的第 13回 GMO 

FREE ZONE全國交流會，這是日本全國反基改民間組織的年度盛會，內容主要

為分享過去一年無基改區域的推動登錄成果，以及地方組織的倡議行動，藉此凝

聚彼此共識，當天的專題講演即由天笠啟祐與河田昌東老師同台介紹基因編輯與

RNA干擾等新一代基因工程技術的進展及未來影響。 

韓國全國反 GMO行動則受邀發表他們這一年的行動歷程，由執行委員長吳世英

分享包括推動基改食品完全標示、非基改學校午餐、停止基改作物商業化上市的

倡議經驗，以及太白山基改油菜和全羅南道木浦市基改棉花的汙染事件。 

隔天，3月 4日周日一大早，三國代表來到在地鐵站出口旁的咖啡館，商討未來

攜手合作的可能。簡短寒暄之後，由台灣方面率先提出邀請日韓雙方代表五月初

來台舉辦工作坊及簽署三國聯合宣言的建議，作為響應今年全球反孟山都行動的

具體成果。提案一出，隨即獲得與會成員一致同意，草擬宣言工作自然就落在台

灣代表身上。 

回到台灣，我們於台灣無基改聯盟例會中報告名古屋大會情況與三國簽署聯合宣

言行動，獲聯盟支持，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與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亦慷慨贊助部分活動經費。同時間，韓國反 GMO全國行動從 3 月 12日發起公

民連署，在短短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共有超過二十萬民眾連署要求文在寅總統

履行「基改食品完全標示制度」、「公共供餐與學校午餐不得使用基改食品」、「重

新檢討非基改食品標示規範」等多項競選承諾；在日本，民間團體則持續關注基

改食品標示新制和要求 2017年四月廢止的《種子法》復活之倡議。 

身為主辦單位的我們，則是馬不停蹄地籌備轉眼即到的工作坊。四月底，由我草

擬、以「維護生物多樣性、保障糧食自主權、要求食物知情權」為主軸的《2018

年台日韓反基改運動連線宣言》，順利地趕在活動前一刻，獲得日、韓二方代表

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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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手團結民間力量 

2018年 5月 8日，《2018年台日韓反基改運動連線宣言》誕生，跨出東亞民間反

基改運動連線第一步。 

台灣無基改推動聯盟召集人黃淑德表示，三國都共同面對國內糧食自給率危機與

來自美國的經濟壓力，很高興彼此能於全球反基改行動環節之中，找到一個擴大

合作的機會，未來在食物安全及環境生態議題方面攜手努力。 

代表日本全國組織「我們不要基改食品！運動」的天笠啟祐則說，成立反基改組

織時，就已設定基改食品在世上消滅的那天，就是運動終止之時。雖然切望，但

很可惜這一天還沒到來，所以現在仍努力著。「我對台灣運動夥伴的熱情和活力

感到印象深刻，相信日本也不會輸給台灣的！」天笠老師說。 

「雖然語言不通，但能坐在一起吃飯是一件非常快樂的事情。」來自韓國的全國

反 GMO行動代表朴仁淑指出三國因為 GMO議題聚集在一起，代表這絕非單一

國家的問題。尤其 GMO與孩子密切相關，絕不能讓步。台灣之前推動的校園午

餐禁用基改食品倡議，對韓國來說就是非常好的案例。「在基改作物商業化上市

的二十多年後，在地公民力量能集結起來，這件事比什麼都還重要。」 

近二年，杜邦成功合併陶氏化學、中國化工買下瑞士先正達，再加上今年拜耳可

能即將完成和孟山都的地獄聯姻，當掌握基改種子的跨國企業藉由合併擴大壟斷

版圖，加上使用北極( Arctic)蘋果、天生(Innate)馬鈴薯等新一代基因技術的生物

可能在不受監管的狀態下進入市場，對人力與資金都相對短缺的民間反基改運動

組織來說，唯有透過國際結盟，方能加強阻止基改入侵生活的力道。 

期待三國從台北跨出的這一小步，成為撼動全球基改帝國的那雙蝴蝶翅膀。 

來源：https://wp.me/p5NVQR-bQQ  

  

https://wp.me/p5NVQR-b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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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執行經費表 

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單價

（元） 
單位 數量 

總價

（元） 
說明 

翻譯費 

(日本) 
  一式 30,000 

講者連繫、文件翻譯、現場口

譯 

翻譯費 

(韓國) 
  一式 30,000 

講者連繫、文件翻譯、現場口

譯 

印刷費   一式 20,000 
工作坊手冊、海報及文宣印刷

等 

合計    80,000  

備註：本計畫 8萬元費用，均由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總社直接支付與

取得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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