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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cern about the meaning of rice in Taiwan has being increasing in the recent 

decade. Meanwhile rice has become a product that satisfies more then the subsistence 

demand. The question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demand involves the food choice of 

people. That is to say, by which criterion people decide to consume what food? This 

research analyses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qualities of ric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oding and struggle action in it. Through the concept of  “qualificati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onsumers and products could be understood. Therefore, we could 

examine the active and passive of consumer and the formation of taste. Accordingly, we 

adopt the cultural economy approach to examine the consumption transformation of rice 

in Taiwan, especially the experiences and recognition of rice in the sphere of exchange, 

in which the stable appreciation system was shaped.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quality of rice had changed in the history. The state and scientists dominate the 

qualification of rice for a long time until recent decade the influence by-pass the state 

emerged. The change including the qualification state has moved from the sphere of 

production to marketing and the more influential of aestheticization and ethnicisation. 

There were different actors in different periods who dominated the legitimacy of 

constructing “good” food, which people take it as granted and keep consuming. Further, 

the tastes were shaped in the internalization process in which the consumer, provider, 

the state and scientists were in struggle. Our exploration suggests the material and 

symbolic change of rice in Taiwan and the knowledge construction around “good rice” 

do reveal the power to influence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food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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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933 (New	  Deal)

(ever-‐normal	  
granary) (Pollan,	  
2006) 	  
11	   2002 WTO WTO

（黃昭興，2003；劉家燊、曹紹徽，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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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1960

1970 4-1  

1960

141.7 1972

1970 1.14% （陳希煌，1983）

1984 94.74

1960 130 198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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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廖士毅，1974）

1980

1980

4-2  

（劉志偉，2011） 1984

(Watson, 1997)

(Warde, 1997)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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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1984 1989  

36.5%

1990

1995 35.4%

（黃登忠，1997）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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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1.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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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1997

1983 1982

 

1976

12

13

	  	  	  	  	  	  	  	  	  	  	  	  	  	  	  	  	  	  	  	  	  	  	  	  	  	  	  	  	  	  	  	  	  	  	  	  	  	  	  	  	  	  	  	  	  	  	  	  	  	  	  	  	  	  	  	  
12	   1970

1980
（莊月清，1975；經濟日報，1970，1983） 	  

13	  
arare okaki senbei uruchi

arare
Kulapong Pat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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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1989

1988  9

1988  9

1988

1991

1991 1991  

(Pollan, 2006)

	  	  	  	  	  	  	  	  	  	  	  	  	  	  	  	  	  	  	  	  	  	  	  	  	  	  	  	  	  	  	  	  	  	  	  	  	  	  	  	  	  	  	  	  	  	  	  	  	  	  	  	  	  	  	  	  	  	  	  	  	  	  	  	  	  	  	  	  	  	  	  	  	  	  	  	  	  	  	  	  	  	  	  	  	  	  	  	  	  	  	  	  	  	  	  	  	  	  	  	  	  	  	  	  	  	  	  	  	  	  	  	  	  	  	  	  	  	  	  	  	  	  	  	  	  	  	  	  	  	  	  	  	  	  	  	  	  	  	  	  	  	  	  	  	  	  	  	  	  	  	  	  	  	  	  	  	  	  	  
1983

（小雯，1985；莊月清，1975；曾素姿，1984；經濟日報，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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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1983  

2.  

1980

1980 （聯合報，1981；糧食

局，1984） 1) 2)

3)

4) 5)

6) 7) 8)

Q 9) 10)

11)

12) 13) （黃登忠，1997，頁 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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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1990 （經濟日報，1981；

糧食局，1984）

 

（李錦楓，1982；楊乃彥，1988；謝明哲，1983）

 

1986 1983

1985a 1985b 1985a

1983

1984

 65

1986

1986 1986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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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1988 1986 1984 1985

1985 1987

（來隆祚，1987；周美惠，1983）

1985b

1989a

1989b 1989c 1986

1989a 198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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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983  

 

1983 1992 1993

1999

1991

2005 （王淑瑛，2005）

2011 （陳洛薇、魏忻忻，2011）

1983

2011 1983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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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1925 2011 	  

	  
1997

2011 	  

	  

	  
	   	  

134.2	  	  

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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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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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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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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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1984 1989

1995

1983 60%  

1980

1947 GATT

1986 9

1993

2009

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GATT 1994 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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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Michael, 1992)  

1990 WTO

2009 WTO

1992 WTO

（胡玉立，1992；蕭維文，1992）

（龍益雲，1992；

簡永祥，1992；簡永祥、林政鋒，1993）

（王純瑞，1989；林如森，1993b；鄭秋

霜，1993）

（民生報，1993a；杜震華，1993；林如森，1993a；

徐東海，1993）

1980 1992 8% 144,720

0% 10% 25%

45 49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03）  

1995

1997 6 7

2005 1983

117.6 100

（林美華、蘇宗振，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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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Marsden, Flynn, & Harrison, 2000) 1980

 

	  

1982 10

1980

14 15

（廖敏卿，1980）

16

 

	  	  	  	  	  	  	  	  	  	  	  	  	  	  	  	  	  	  	  	  	  	  	  	  	  	  	  	  	  	  	  	  	  	  	  	  	  	  	  	  	  	  	  	  	  	  	  	  	  	  	  	  	  	  	  	  
14	   1977

（陳士伯，1985） 	  
15	  

（廖敏卿，1980） 	  
16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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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1981  

5

300 2

2009  

	  

1984

（黃登忠，1997）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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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14-13~14-14  

68 70 189

9 142 1990 1998

189 10 139 2

5 8 9 11 8

9 1999 1999

2007 5 11 14 8 16

10 2008  

2007

75.5%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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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150 34 47 36 103

2008

 

	  

17 2009  50-56

1969  127-138

 

1953

	  	  	  	  	  	  	  	  	  	  	  	  	  	  	  	  	  	  	  	  	  	  	  	  	  	  	  	  	  	  	  	  	  	  	  	  	  	  	  	  	  	  	  	  	  	  	  	  	  	  	  	  	  	  	  	  
17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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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1.	   	  

1946

1983 22,120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2011）

 

18

19

	  	  	  	  	  	  	  	  	  	  	  	  	  	  	  	  	  	  	  	  	  	  	  	  	  	  	  	  	  	  	  	  	  	  	  	  	  	  	  	  	  	  	  	  	  	  	  	  	  	  	  	  	  	  	  	  
18	   	  
19	   1973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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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日報，1986a，1988a；蔡振源，1988；聯合報，1986）

1984a 1984b

（經濟

日報，1984b，1986b，1987a，1987b，1988c；聯合報，1986）  

1988 20

（徐履冰，1988；經濟日報，1988b，1988e，1988g）

1998

300 （糧食管理法施行細則，2011）

 

1980

（經濟日報，1988c，1988d；賴秋昌，1988）

（經濟日報，1988f） 1982

1983

	  	  	  	  	  	  	  	  	  	  	  	  	  	  	  	  	  	  	  	  	  	  	  	  	  	  	  	  	  	  	  	  	  	  	  	  	  	  	  	  	  	  	  	  	  	  	  	  	  	  	  	  	  	  	  	  	  	  	  	  	  	  	  	  	  	  	  	  	  	  	  	  	  	  	  	  	  	  	  	  	  	  	  	  	  	  	  	  	  	  	  	  	  	  	  	  	  	  	  	  	  	  	  	  	  	  	  	  	  	  	  	  	  	  	  	  	  	  	  	  	  	  	  	  	  	  	  	  	  	  	  	  	  	  	  	  	  	  	  	  	  	  	  	  	  	  	  	  	  	  	  	  	  	  	  	  	  	  	  
	  

20	   1988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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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1980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農糧署，2011；臺灣省糧食局，1995）  

2.	   	  

 

1988

（台灣區米穀工業同業公會，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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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日報，1989b）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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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1951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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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聯合報，1984c）  

 

1980

（經濟日報，1984a）

 

（陳逸珊，1988；蔡振源，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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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

1984c，1984d）  

1984

7 （經濟日報，1985） 2012

12 （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農糧署，2012）  

（經濟日報，1988c；賴秋昌，1988）

（周江銘，1989；林

如森，1991；洪淑惠，1991；簡永祥，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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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1980

 

1987  2  

5 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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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農業周刊，1982）

（邱顯明，1986；阿郎，1985）

 

1989 40

250 1989a

1980

 

1990

（林如森，1994a；游其昌、林如森，1993）

1990 

（民生報，1993b；林珍良，1996；陳佩周，1996；經濟日報，

	  	  	  	  	  	  	  	  	  	  	  	  	  	  	  	  	  	  	  	  	  	  	  	  	  	  	  	  	  	  	  	  	  	  	  	  	  	  	  	  	  	  	  	  	  	  	  	  	  	  	  	  	  	  	  	  
21	   1954 2% （聯合報，1954）

1980 （農業周刊，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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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黃緒勳，2000；詹前善，2001；

雷顯威，1989；劉愛生，2000）  

1994

18°C （經

濟日報，1994；賴燕芳，1994）

18

（林如森，1994b；蘇岱崙，1998）

 

198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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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1980

 

1980

 

1980

 

(Wilkinson,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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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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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報，1982；經濟日報，1982b，1988b；聯合報，

1982a，1982b）

1982a  

CNS 5-1

1999 694

 

20120830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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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	  

1995 CAS CAS

Chinese Agricultural Standards

2005  

5-‐1	   	   CNS 	  

	  

CNS 2425 N1059 96 6 26
2012 	  

2 CNS 1973
1986a

	  
3 	   2011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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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 5-2 1986

1980

（來隆祚，1989；林泗潭，1985；張為憲，1981a；陳瑞山，1989；

黃顯宗，1988；蔡弘聰，1985，1989）

2002  

 

 

	  

5-‐2	   	   	  

1986 10 1
1991 CAS CAS

孫清義，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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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Ritzer 2001

Ritzer 2001 1980

 

1980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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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utation mechanism certification

signaling system

(Allaire, 2004, p. 69)

true quality  

1993 12.5%

（孫慶龍，2011；

趙曉慧，2008）

 

（楊雅民、顏宏駿、吳為恭、

林國賢，2012） 40%

20 （楊淑閔，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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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吳怡萱、林育嫺，2008；林鳳琪，2009；曾善美，2007）  

 

 

5-‐2	   	   	  

	   	   	   	  

	   3 4900 	   300 	   1988	  

	   4 	   190 	   1988	  

	   2.8 	   112 	   1985	  

	   2 	   120 	   1985	  

	   1200 	   20 	   1989	  

	   2000 	   25 	   2002	  

	   20 	   11 	   2006	  

104 1111 	  

	  
	  

	  	  	  	  	  	  	  	  	  	  	  	  	  	  	  	  	  	  	  	  	  	  	  	  	  	  	  	  	  	  	  	  	  	  	  	  	  	  	  	  	  	  	  	  	  	  	  	  	  	  	  	  	  	  	  	  
22	   10

Q … 10
2012

（林鳳琪，2009；劉明岩，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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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1999 187

23

ibid 683-687

 

1991 1988

	  	  	  	  	  	  	  	  	  	  	  	  	  	  	  	  	  	  	  	  	  	  	  	  	  	  	  	  	  	  	  	  	  	  	  	  	  	  	  	  	  	  	  	  	  	  	  	  	  	  	  	  	  	  	  	  
23	   (IRRI,	  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 1960

(Rockefeller	  Foundation) (Ford	  Foundation)
(IRRI,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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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67 1986

1988

20120918  

 

	  

1980

 

2012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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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on 2002

(Callon et al., 2002) 1980

 

1970

1980

（王宛茹，1991；周江銘，1989；芻蕘，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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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1980

CAS

1980

（周美惠，1985；邱清華，1981；農業周刊，1982）

（邱清華，1986；張為憲，1981b）

（楊憲宏、卓亞雄，1987；聯合報，198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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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CAS

1988

（經濟日報，1988a，1988c）

1988 1986

1991

 

(Pollan, 2006)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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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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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he

(Goodman & Watts, 1999)  

1980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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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2005 2004

2004

2004

2005 2005 2005 2004

2004

 

2002

 

	  

（黃漢華，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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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ais Storper 1992 (Salais & Storper, 1992)

standardization

generic dedicated

industrial world market world

interpersonal world

2002  

 

 

1993 （梁玉芳，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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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淑君，2004；吳淑君、羅紹平、徐尉庭、劉時均、廖雅欣，2011；

呂愛麗，2009；林重瑩，2008；邵冰如，2008）

 

（程

昀儀，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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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132

10% 14% 76%

（彭鳳振，2008；黃瓊瑤、游勝鋒，2008）  

3

35% 3.5%

43%（楊明憲，2005）

2011

（林秉硯，2012）

（陳吉仲、曾偉君、黃鈴喻，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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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2004

（邵冰如，

2006）

（王淑瑛，2000；邵冰如，

2000；胡蓬生，2000）  

1980 100 2011 45

1980 23 2011 36 43 77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99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2011）

1980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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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udrillard

(Featherstone, 1990)

 

	  

1980

 

Callon 2002

(Callon et al.,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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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245 2011 1653 2011

154 （有機農

業全球資訊網，2011；林銘洲，2001） 1998

125

（葉淑蕙，2010）  

1989

（陳曉宜，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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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1983

1988

（邱郁敏，1988；邱清華，1988；聯合晚報社論，1988）

1988 1989

 

1990

（民生報，1992；洪淑惠，1991；唐福春，1992，1993；賴燕芳，

1994；聯合晚報，1994）

1994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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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1996  

 

（董國昌，2007；劉興榮，2011）  

	  

 

1984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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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林享禎，2002；范榮達，2002；黃緒勳，2000；詹前善，2001；

劉愛生，2000）

（沈娟娟，2002；劉愛生，2000）  

（王燕華，2000；陳碧雲，1998；熊民豪，1993）  

(Ilbery & Kneafsey, 1998) 2002



	  

-‐135-‐	  

 

monopoly rent (Guthman, 

1998; Marsden et al., 2000)

2003

（梁炳琨，2008）

（李娟萍，2006；施鴻基，2002，2003；趙珮如，2003；羅紹平，2002）  

(authenticity)

（湯幸、吳楨與張俊彥，2007；賴守誠，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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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2012

（何雅玲，2005；孟祥傑，2005；

施鴻基，2008；黃嘉菱，2005） 2008

（姜穎，2008）  

（吳孟庭，2011；邵冰

如，2005；陳靜宜，2009；黃仲平，2005；趙敏夙，2003；戴永華，2004）

（呂愛麗，

2009） 2006 （李至和，2007）

（李春，2011；陳威任，2012；

陳靜宜，2012；彭杏珠，2010；經濟日報，2011；鄭秋霜，201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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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1980

 

1980

（陳承中，1983；糧食局，1984）

（李錦楓，1983；浩文，1985；梅子，1986；墨台，1986）

1990

（民生報，1983）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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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如森，1994，1999；洪淑惠，1993；許文富，1993；黃靖雅，1995；聯合報，

1993）

1980

（糧食局，1984）

1999

 

1980

（南曦，1985）

（李銘，1987；李賢德，1986；黃鈺婷，1986）

2004

198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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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Q 2

9

—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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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lg & Battershill, 1998)

（Featherstone，2009）  

	  

 

1993

alternative agro-food network

2004

（賴青

松，2007，頁 37）

2005

（王昭月，2005；阮正霖，2005） PayEasy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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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日報，2008）

（孫蓉華，2011；陳惠雯，2006）  

2007

(Marsden et al., 2000; Murdoch et al.,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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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淑瑛，2005；游登茂，2005；蔡宜玲，2004）

（王淑瑛，2004；徐慈憶、

汪文豪，2004）

 

(Allaire, 2004)

e

（金惠雯、陳玠廷，2011；高明瑞、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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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倫，2009）  

CSA, community support agriculture

 

	  

1980

productivist

2004

 

Callon 2002 detachment attachment

(Callon et al.,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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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ais

Storper (Salais & Storper, 1992)

 

 

quality ‘turn’

traceability

(Ilbery & Kneafsey, 2000)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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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native agro-food network)

 

(Harvey et al., 2004; Murcott, 1998)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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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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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tekeeper (Bourdieu, 1984; 

Guthman, 2002)

disposition

 

Guthman 2002

reflexive taste

discerning taste mediating taste

legitimize taste

Arce Marsden 1994

(Arce and Marsden,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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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thman discerning

(Guthman, 2002)

(Miele & Murdoch, 2002)

（鄭秋霜，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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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20121219

（盧怡安，2007）

(Miele & Murdoch, 2002)

 

 

…⋯台灣的許多好東西，…⋯並沒有看到有很好的對待。…⋯我覺得那時候我們自

己的反省是，台灣人對自己的職業並沒有尊重，也不看重自己。小範圍是這

樣，再大一點的範圍是，我們有一些族群的衝突其實我們是去接受自己，我

們去接受自己台灣的狀況。…⋯米必須從人文歷史的角度出發，還有包括地理

條件的特性，…⋯弄清了自己條件的特殊、獨一無二的個性，…⋯然後更願意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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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擁抱自己這些族群的…⋯，這就是台灣啊！這就是真的台灣啊！為什麼不

去接受這所有的一切，它讓我們變得不同，也因為這樣我們才會比較確定，

我們在全球華人的不同之處。（程昀儀，訪談記錄，20121219）	  

 

nostalgia

20121219

authentic (Jordan, 2007; Tregear, 2003)

art of living (Murdoch & Miele, 2004)

 

20121219

Featherstone

（Featherstone，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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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V

…

20121219  

RV

Jean 

Baudrillard

（Corrigan，2010）

20121219

homology Bourdieu, 1984: 230-244

(Lupton, 1996, p. 126)  

Pierre Bourdieu cultural 

intermediary

Bourdieu, 1984: 354-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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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19

 

Lupton 1996

(Lupton, 1996) life 

style

（李春，2011；

陳靜宜，2012；彭杏珠，2010；鄭秋霜，2011）

 

20120830

20130119  

	  

Guthman reflexive taste

(Guthma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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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Goodman, 2003; T. K. Marsden & Arce, 1995; Murdoch & Miele, 1999)

 

1998

18 C

 

 

2006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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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在稻田上面的一個教室，那個，環境教育中心，也是一個，教室喔，推廣

有機，推廣米的教室。…⋯為什麼我們不是像現在觀光工廠好像是原來是一個

大賣場，都是阿公阿婆，好像都是遊覽車，我們絕對不接，所以為什麼有機

稻場會虧錢，因為我們都是教育小朋友，那是沒有消費，他也沒有消費能力。

虧錢是虧在這裡，但是我賺，這些也是我的行銷策略，我就是要這麼走。…⋯

這個路是很難走，你要改變消費者的觀念，就像為什麼大家要吃麵包，政府

應該要好好地去推廣飲食的重要性，「怎麼吃才是對」…⋯。（葉淑蕙，訪談記

錄，20130119）	  

20130119

 

20130119

Ulrich B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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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k，2004，頁 27）

 

2004

2007

2008

20121224  

 

剛開始的時候我有合作社的那種企圖，所以它會比較模仿合作社的做法，所

以它必須要有一些論述，跟理念上的溝通，甚至田間工作的回報，因為，比

較少合作社用這種方式去做，因為消費合作社不會這樣做，消費合作社沒有

辦法叫所有農民做到這種地步，那生產合作社，大部份的農民也不認為你這

是重要的，因為他們始終認為他們是認，應對的是非特定的消費者，不需要

那麼認真地去…。那，可是穀東俱樂部變成是，有點曖昧、奇怪的，將來會
變什麼合作社我其實搞不太清楚，有點像是共同生產合作社，可是它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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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消一體生產合作社，那所以你就必須要讓彼此一起不斷對話。（賴青松，

訪談記錄，20121224）	  

X 24

20121224 X

 

20121224

X

 

	  	  	  	  	  	  	  	  	  	  	  	  	  	  	  	  	  	  	  	  	  	  	  	  	  	  	  	  	  	  	  	  	  	  	  	  	  	  	  	  	  	  	  	  	  	  	  	  	  	  	  	  	  	  	  	  
24	   X

（塩

見直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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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就是，我最原始的目的是到鄉下好好過日子，把小孩養大、給小孩子故鄉，

這個事情，我有做到啊…⋯。嗯，這十年很像談戀愛啊，我這樣感覺，因為土

地是活的，生命是活的，每一塊土地都不一樣，每一塊土地都有它的生命，…

所以土地，有各式各樣的生物、生態系、生命，它是一直在變化、變動不定

的，所以它是一個生命。所以你在生命跟生命交往的過程裡面，你對你的對

象投出幾分感情，你就只能夠最多回收幾分感情。…⋯所以，這個東西，是我

這些年做下來的一些感想，這個事情，很有趣，土地會教我們很多事情…⋯。

（賴青松，訪談記錄，20121224）	  

（蕭進銘，2007；鐘丁茂、徐雪麗，2005）

 

…⋯其實模式有一直在轉變，就是一直在摸索跟穀東的距離，然後怎麼樣去讓

這些人可以再拉近，然後讓這個土地，透過這個田間管理人的角色，是可以

維繫一個，一個圈哪。然後，這些人，參加穀東的人不會覺得他只是單純買

米或者是吃飯，他跟這土地還是發生一個關係，這土地會呼喚他、甚至召喚

他的。（賴青松，訪談記錄，20121224）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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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thma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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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de 1997

antinomy

(Warde, 1997) Guthman 2002

 

Bourdieu

1984

legitimate taste

Bourdieu, 

1984: 354-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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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1980

 

（臺灣稻作發展史, 1999，頁 689）

 

1980

（農業周刊，1982）

normal di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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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ks & Bristow, 1999; Ilbery & Kneafsey, 1998, 2000)

 

	  

MacNaghten Urry 1998

(MacNaghten & Urry, 1998)

 

(Ferguson, 1998; Mennell, 1985)

(Lash & Urry,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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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Lupton 1996

(Lupton, 1996)

（宋健生，1998；袁子倫，1995；管慶寧，1993）

（聯合晚報，1998）  

(Cochoy, 

1998)

(Gronow, 2004; Pollan, 2009; Teil & Antoine,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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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2007

 

20121219

（林銘洲，2007） 2005

（王淑瑛，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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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rdieu symbolic power

(Bourdieu, 1989)

（Featherstone，2009）

 

(Brunori, 2007; Goodman & 

DuPui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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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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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吳品賢、王志弘，2007）

(Goodman & DuPuis, 2002, p. 17)

 

2012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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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19

1980

2002

 

(Lash & Urry,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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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consumerism

 

1950

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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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Friedmann, 1993)

 

1960

1960

1980 1984

1980 100 2011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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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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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Cal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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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 of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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