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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歐洲農業暨食物倫理學會 (European Society for Agricultural and Food Ethics, EurSafe) 創立於 1999 年，

由該學會主辦之歐洲農業暨食物倫理會議 (European Society for Agricultural and Food Ethics, EurSafe)，

自 1999 年於荷蘭瓦赫寧恩成功舉行後，隨之在丹麥哥本哈根 (2000)、義大利佛羅倫斯 (2001)、法國

土魯斯 (2003)、比利時魯汶 (2004)、挪威奧斯陸 (2006)、奧地利維也納 (2007)、英國諾丁漢 (2009)、

西班牙畢爾包 (2010)、德國圖賓根 (2012)、瑞典烏普薩拉 (2013)等全球各地，每隔一至兩年由不同

國家輪流舉辦，為全球頗具指表性之重要國際會議，約有上百名來自人文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農

業與糧食科學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於大會中分享新的倫理觀念、知識經驗及專業技術；如今，第三

屆 2018 年 APSafe 亞太地區農糧與食物倫理國際研討會(2018 Asia-Pacific Symposium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Ethics Conference, 2018 APSafe)由 EurSafe 授權協力合辦於 2018 年在臺灣舉行。 

 

本次會議為第3屆 (2018 APSafe)，由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生物產業傳播

暨發展學系、台灣農業推廣學會共同主辦，於2018年5月10日至12日假 集思臺大國際會議中心(GIS 

NTU Convention Center)召開，2018 APSafe會議為期三天，共計4場主題演講 (Keynote Speech)、1場特

別來賓演講 (Special Speech)、10場口頭報告 (Oral Sessions)、及19篇海報發表(Poster Displays)，廣泛

且深入探討各種感染相關議題，總與會人數將近300人。 

 

會議期間，透過專題演講發表及研究成果發表，使與會者相互切磋觀摩，進行學術交流並帶來新思維，

場內學術氣氛濃厚，與會人員深感安排精心、受益匪淺。開幕式後緊接著由國際知名環保人士、女權

主義者 Dr. Vandana Shiva的Keynote Speech為大會揭開序幕；歡迎晚宴、貴賓晚宴，分別宴請受邀之

各國學者前往水源會館、沃田旅店品嘗地道台式料理，期藉此促進文化交流；會後更提供外國與會者

台北市雙層觀光巴士、故宮博物院票券讓國外貴賓、與會者更容易到達故宮博物院，並隨著藍線漫遊，

欣賞綠意盎然的中山北路，享受臺北城市之旅；故宮博物院不僅外觀雄偉、氣勢磅礡，更有豐富的館

藏及各種新創藝術展覽，提昇國外參會人士對中華歷史文物的了解並留下深刻且美好的印象。 

 

本次會議籌辦過程中，受到各界極大的支持與鼓勵，無論是政府單位、民間企業、團體或是相關學會

皆全力協助。在所有與會者的共同參與以及籌備委員努力不懈下，終使本次大會得於5月12日圓滿落

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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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會議目標 

此次由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唐格理教授代表，積極向國際組織歐洲農業暨食物倫理學會 

(EurSafe) 爭取第三屆 2018 年亞太地區食物倫理國際研討會 (2018 APSafe conference) 之主辦權，並

交由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之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負責籌辦，無疑期盼藉由國際會議在臺灣

召開，提升臺灣農業、食物倫理相關領域之發展及在國際上之研究能見度、增進國際上的發聲權，也

帶動國內在人文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農業與糧食科學等實務與科技上的相關發展，讓臺灣與國際

無縫接軌，建立在亞太地區農業與食物倫理的學術地位。於此同時，由於當今農業及糧產活動對氣候

與環境造成了廣泛而多面性的影響，為避免一連串前所未有的人道災難接踵而至，立即採取行動以減

少農業與糧食生產活動、以及其他人類活動對氣候與環境的影響，是現今人們所需面對的當務之急。

藉由在會議中對於食物體系、氣候變遷和環境影響；糧食分配與正義；糧食安全與援助倫理；動物福

利和肉產倫理；生物機械；基因改造作物；合成肉；糧食與健康；飲食管理與營養；糧食與文化等議

題的討論，帶來更多在亞洲及本地更多的關注與檢視，並替未來更氣候友善的耕作方式及革新提供所

需的探究與建議，期以此次會議之舉辦促成： 

(1) 各地人文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農業與糧食科學等相關組織及專業人士來參與並作經驗、理念

交流，了解全球趨勢。 

(2) 邀請全球相關領域之專家對於農業與糧食議題存續倫理的挑戰、及減少農業對氣候及環境的負面

影響進行討論與分享。 

(3) 檢視並各項針對農業及食物倫理的議題，並賦予關注，提供嶄新的意義與推力。 

(4) 探討當代與傳統農業在糧食生產上帶來的倫理議題和關注面向，為亞洲及臺灣在更環境友善的耕

作革新上提供建議。 

(5) 提供臺灣年輕研究學者以較低廉之成本參加國際會議的機會，培養參與國際事務的能力、建立終

身學習的信念。 

(6) 增進國內專業人士與相關系所學生之視野，立足臺灣、放眼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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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會議資訊 

一、 國際主辦學會 

歐洲農業暨食物倫理學會 (European Society for Agricultural and Food Ethics, EurSafe) 

二、 國內主辦學會 

台灣農業推廣學會 (Taiwan Agricultural Extension Association, TAEA) 

三、 委員會 

Conference Chair 
Matthias Kaiser Jiun-Hao Wang 
Conference Co-chair 
Ho-Chia Chueh  Warren Hwa-Jen Kuo 
Kirill Ole Thompson 
Proceedings Editor 
Ho-Chia Chueh Warren Hwa-Jen Kuo 
Jiun-Hao Wang 
Website Manager 
Mu-Chien Chou Chun-Chieh Wang 
Conference Committee 
Sheng-Lin Chang Wei-Chi Chang 
Hui-I Chiang Yu-Ju Chien 
Serena Chou Tseng-Hung Chu 
Ho-Chia Chueh Hsiu-Mei Chung 
Shih-Jung Hsu Hsin-Ya Huang 
Po-Yi Hung Da-Wei Kuan 
Warren Hwa-Jen Kuo Hsiao-Fen Lai 
Ding-Tzann Lii Peter Morehead 
Kuei-Jung Ni Mu-Jung Su 
Kirill Thompson Pei-Hui Tsai 
Yen-Ling Tsai Yuan-Chao Tung 
Chung-Ho Wang  Jiun-Hao Wang  
Kuen-Yuh Wu Chih-Bin Yang 
Editorial Board 
Wei-Chi Chang Tseng-Hung Chu 
Shih-Jung Hsu Da-Wei Kuan 
Warren Hwa-Jen Kuo Hsiao-Fen Lai 
Ding-Tzann Lii Ming-Hwei Perng 
Yen-Ling Tsai Chung-Ho Wang  
Conference Assistant 
Cheng-Chen Liao  Cheng-Xian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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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贊助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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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大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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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執行狀況 

項次 國家 與會者 講員及主持人 與會總人數 
1 England 0 1 1 
2 France 1 0 1 
3 Germany 3 0 3 
4 India 0 1 1 
5 Ireland 0 1 1 
6 Japan 10 0 10 
7 Korea 5 0 5 
8 Norway 1 1 2 
9 Philippines 1 0 1 

10 Taiwan 239 13 252 
11 Thailand 1 0 1 
12 United States 2 2 4 
13 Vietnam 2 0 2 

總計 265 19 284 
 

二、 議程重點 

Keynote Speeches: 4 場 
Keynote 1 Real Food vs Fake Food 
Keynote 2 Food from the Oceans – Is There a Sustainable Future for Seafood? 
Keynote 3 Archetypes for Future Food Systems 
Closing Keynote Facing Climate Change: Changing Hearts and Minds 
Special Speech: 1 場 
Special Speech Facilitating Ethical Reflection in Agri-food Research and Practice: Principles, Tools and 

Spaces 
Oral Sessions: 10 場；34 篇 
OS 1-1  The Evaluation of Agricultural Water Transfer and Rice Production Risk under Changing 

Climateand the Ethics 
OS 1-2 Climate Change, Yield Variation and the Volatility of International Price of Rice 
OS 2-1 Opinions about the Philosophy of Food and Agricultural Education 
OS 2-2 School Garden Program–An Effective Food and Agricultural Education Tool for 

Addressing Food and Nutrition Secur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OS 2-3 Linking School Gardening and Feeding Together: The Experience from SEARCA School 

and Home Gardening Project (SHGP) 
OS 2-4 Food & Agricultural Education –Construction of a Teaching and Learning Model in terms 

of Aesth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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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 3-1 Gaming for the Future of Food: The Role of Researchers in Creating Equal Space for 
Transdisciplinary Processes 

OS 3-2 Envisioning Low Carbon Lifestyle Futures in an Ecofeminist Perspective: Communication 
and Stakeholder Responses to Low-carbon Food Program in Taiwan 

OS 3-3 Food Ethics: Based on Three Level Eco-holism 
OS 3-4 Buddhist and Epicurean Attitudes toward Eating 
OS 4-1 The Atmosphere of Taiwanese Local Indigenous Restaurants: The Case Study of Hana’s 

Kitchen at the Tsou’s Laiji Village 
OS 4-2 Weapon of the Weeds: Affective Investment and Discourse on Labor/Land Ethics of the 

Indigenous Agricultural Movement in Taiwan 
OS 4-3 Traditional Indigenous Farming and Its Functions- A Case Study of the Wutai Village in 
OS 4-4 What to Cling, What to Change— The Trade-off of Tao Indigenous People of Taiwan in 

FoodCulture 
OS 5-1 Why Food Animal Welfare Should Matter to Asian Citizen-consumers: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for Science-pragmatic Ethics Communication 
OS 5-2 A Case Study of Animal Welfare Education Program for Senior Citizen 
OS 6-1 Peasants’ Habitus and the Quality of Local Wine in Taiwan: A Case Study of Hakka 

Peasants in Erlin, Changhua County 
OS 6-2 The Social Life of Typical Food in a Hakka Town: Changing Qualities and Meanings of 

Gongguan Jujube 
OS 6-3 Probing Regionality of Japanese Saké 
OS 6-4 Pacific Herring Values and Ethics: Linking Cultures, Fisheries, and Ecology 
OS 7-1 Gender and Sacrifice: Social Value of Men and Women in Patriarchal Society of Jinmen 
OS 7-2 Food, Ritualized Exchange and the Invention of Kinship and Gender 
OS 7-3 Queer Farming in Patchy Anthropocene: Illegitimate Hope of Co-species Survival 
OS 7-4 Wild Edible Plants and the ‘Amis Women’s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of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s: 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OS 8-1 Is Japanese Wine A National Drink? Culinary Politics in the Wine World 
OS 8-2 Japanese Migrant Culinary Communities and Community Culinary Politics 
OS 8-3 The Concept of Authenticity: Washoku as Culinary Politics 
OS 9-1 Local Movement, Innovative Milieu and Redevelopment of Rural Agricultural Village 
OS 9-2 Land Garb and Space of Neoliberialism in Hsinchu County, Taiwan 
OS 10-1 Food Risk Analysis in SPS Plus: TPP’s Approach and Impact 
OS 10-2 Research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n the Food Safety Risk Prevention: An Example of 

Willing to Purchase Organ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OS 10-3 Avian Flu Risk Coverage with Food Security Education: Comparative Cross-Strait Analyses 
OS 10-4 Taiwan’s Plant Variety Protection as a Catalyst for Knowledge Sharing and Harmonized 

Cooperation for Developing Food Supplies 
OS 10-5 Consumers’ Recognition of Multifunctionality in Agriculture and Price Premiums for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Agricultural Products: Evidence from a Survey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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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r: 19 篇 
PS 1-1  Taiwan’s Mainstream Newspaper Coverage of the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A 

Corpus-based 
PS 1-2  Turning Smoke to Hope–How Biochar Technology Helps Farmers to Utilize Agriculture 

Residues and to Mitigate Climate Change in Taiwan 
PS 2-1  Observation Research on an Alternative Mode of Food and Agricultural Education 

Promotion/ An Example of “Comprehensive Plan for Campus Food and Agricultural 
Education in Taichung City, 2017-2019” 

PS 2-2  Out-of-school Program for Food and Agriculture at Toucheng Leisure Farm –The 
Descriptions of the Program and a Study of the Effectiveness and Analysis on the 
Overnight Program 

PS 2-3  Transformation Justice of Agriculture: An Action Research on “Tien-Yuan-Chin” Food and 
Agriculture Education under Alternative Agri-food Movements 

PS 2-4  A Global Issue and Disaster: A Corpus Analysis of Climate Change in a Mainstream 
Newspaper (UDN) Coverage 

PS 3-1  Fighting for Food Ethics: The Stigmatization and Destigmatization of Betel Pepper 
PS 4-1  Revitalization of Rukai Food Culture –A Case Study of Pingtung Luluwan 
PS 4-2  Alternative Farming System and Solidarity Economy: A Case Study on PGS Project for the 

“Tribal E-Shop” in Taiwan 
PS 4-3  Reflections on the Tribal Kitchen Project: A Case Study about Solidarity Economy in 

Taiwan 
PS 5-1  The Pork Industry, Social Cooperation and Cooperatives in Taiwan: 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PS 7-1  Purified Children: The Vegetarian Mother’s Culinary and Body Practices 
PS 10-1  The Relationship of Values with Food Risk Prevention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Practices 

inTaiwan 
PS 10-2  Risk Percep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Food Safety Events: Heavy Metal Contamination, 

Plasticizer Usage, and Pesticide Residues 
PS 11-1  
 

Nutritional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of Native and Chamnok Green Teas by Various 
Harvesting Time and Processing Conditions 

PS 11-2  Nutritional Composition and Anti-stress Effect of Five Green Tea Cultivars 
PS 11-3  Production of High Concentration EGCG Solution by Using Cyclodextrin or Stevioside 
PS 11-4  
 

Production and Its Originated Microorganism of Korea Traditional Post Fermented Tea, 
Chungtaejeon 

PS 11-5  Physiochemical Properties of Korean Green Tea Powder Produced by Various Grinding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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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會社交活動 

開幕式 
舉辦地點：集思臺大會議中心 國際會議廳 
舉辦日期：2018 年 5 月 10 日 
舉辦時間：09:00-09:20 
歡迎晚宴 (邀請制) 

舉辦型式：中式圓桌 
舉辦地點：水源會館  
舉辦日期：2018 年 5 月 10 日 
舉辦時間：17:30-19:30 
貴賓晚宴 (邀請制) 

舉辦型式：中式圓桌 
舉辦地點：沃田旅店 
舉辦日期：2018 年 5 月 11 日 
舉辦時間：18:00-20:30 
大會旅遊 (向台北市觀傳局申請票券，供外國與會者自由參加) 
舉辦型式：票券發放(台北市雙層觀光巴士票、故宮博物院門票) 
舉辦日期：2018 年 5 月 12 日 
舉辦時間：12:3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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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會議實錄 

一、 現場狀況 

照片主題 報到接待 
地    點 集思臺大會議中心 走廊 

 
照片主題 報到接待 
地    點 集思臺大會議中心 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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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主題 報到接待 
地    點 集思臺大會議中心 走廊 

 
照片主題 報到接待 
地    點 集思臺大會議中心 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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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主題 開幕式 
地    點 集思臺大會議中心 國際會議廳 

 

照片主題 開幕式 
地    點 集思臺大會議中心 國際會議廳 

 
 
 
 



 

14 
 

照片主題 開幕式-2018 APSafe 大會主席 王俊豪致詞 
地    點 集思臺大會議中心 國際會議廳 

 

照片主題 開幕式-2018 APSafe 大會主席 Matthias Kaiser 致詞 
地    點 集思臺大會議中心 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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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主題 開幕式-國立臺灣大學 校長 郭大維致詞 
地    點 集思臺大會議中心 國際會議廳 

 
照片主題 開幕式-農委會副主委 黃金城致詞 
地    點 集思臺大會議中心 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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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主題 開幕式-臺灣大學國際長 張淑英致詞 
地    點 集思臺大會議中心 國際會議廳 

 
照片主題 開幕式 
地    點 集思臺大會議中心 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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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主題 開幕式 
地    點 集思臺大會議中心 國際會議廳 

 

照片主題 5/10 Keynote 1 Speaker: Vandana Shiva 
地    點 集思臺大會議中心 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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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主題 5/11 Keynote 2 Speaker: Poul Holm 
地    點 集思臺大會議中心 蘇格拉底廳 

 

照片主題 5/12 Keynote 3 Speaker: Paul Thompson 
地    點 集思臺大會議中心 蘇格拉底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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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主題 5/12 Closing Keynote Speaker: Kirill Thompson 
地    點 集思臺大會議中心 蘇格拉底廳 

 

照片主題 5/11 Special Speech Speaker: Kate Millar 
地    點 集思臺大會議中心 蘇格拉底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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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主題 議程進行 
地    點 集思臺大會議中心 國際會議廳 

 

照片主題 議程進行 
地    點 集思臺大會議中心 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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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主題 議程進行 
地    點 集思臺大會議中心 國際會議廳 

 

照片主題 議程進行 
地    點 集思臺大會議中心 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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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主題 議程進行 
地    點 集思臺大會議中心 國際會議廳 

 

照片主題 議程進行 
地    點 集思臺大會議中心 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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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主題 議程進行 
地    點 集思臺大會議中心 蘇格拉底廳 

 

照片主題 議程進行 
地    點 集思臺大會議中心 蘇格拉底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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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主題 議程進行 
地    點 集思臺大會議中心 蘇格拉底廳 

 

照片主題 議程進行 
地    點 集思臺大會議中心 蘇格拉底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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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主題 議程進行 
地    點 集思臺大會議中心 蘇格拉底廳 

 

照片主題 議程進行 
地    點 集思臺大會議中心 蘇格拉底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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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主題 議程進行 
地    點 集思臺大會議中心 洛克廳 

 

照片主題 議程進行 
地    點 集思臺大會議中心 洛克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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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主題 議程進行 
地    點 集思臺大會議中心 洛克廳 

 

照片主題 議程進行 
地    點 集思臺大會議中心 洛克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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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主題 議程進行 
地    點 集思臺大會議中心 洛克廳 

 

照片主題 議程進行 
地    點 集思臺大會議中心 洛克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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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主題 海報發表 
地    點 集思臺大會議中心 亞歷山大廳 

 

照片主題 海報發表 
地    點 集思臺大會議中心 亞歷山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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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主題 茶點 
地    點 集思臺大會議中心 蘇格拉底廳 走廊 

 

照片主題 茶點 
地    點 集思臺大會議中心 國際會議廳 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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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主題 5/10 歡迎晚宴 
地    點 水源會館 

 

照片主題 5/10 歡迎晚宴 
地    點 水源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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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主題 5/10 歡迎晚宴 
地    點 水源會館 

 

照片主題 5/10 歡迎晚宴 
地    點 水源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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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主題 5/11 大會晚宴 
地    點 沃田旅店 

 
照片主題 5/11 大會晚宴 
地    點 沃田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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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主題 5/11 大會晚宴 
地    點 沃田旅店 

 
照片主題 5/11 大會晚宴 
地    點 沃田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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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宣制作物 

照片主題 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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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主題 邀請卡 

   
照片主題 大會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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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會場佈置 

照片主題 國際會議廳大背板+講桌 logo 板 

 

照片主題 指引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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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主題 指引海報 

 

照片主題 議程海報+議程/贊助商背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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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主題 報到台 X 展架 

 

照片主題 議程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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