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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來自十個國家的科學團隊組成

的「國際水稻基因定序計

畫」，於去年十二月十八日宣布水稻

基因解碼工作已經完成定序草圖。由

於我國研究團隊也參與此一研究，因

此同步在國內召開記者會說明此一研

究成果的重要性，並受到媒體的重

視，而以相當篇幅加以報導。其中有

些報導強調，此一研究將有助於解決

全球糧食短缺問題，因為找出與水稻

抗病蟲害、耐旱、耐鹽、耐寒、成長

速率、稻米的營養含量與產量等性狀

相關的基因，可以應用來改良水稻品

種，甚至進而利用相關知識來改良小

麥、玉米等其他糧食作物，從而紓解

貧窮國家的糧荒。

國內科學家參與並完成重要國

際學術研究計畫，的確值得慶賀，而

此一研究成果也有可能促成糧食作物

的改良。不過，筆者對於基因研究可

以解決糧食問題的看法，卻有不同意

見。這個論點的前提是：糧食問題是

糧食生產不足所造成的，因此應用生

物科技增加糧食生產就可以解決這個

問題。此一推論乍看之下很合理，因

為全球人口不斷增加，耕地卻有限，

因此糧食短缺難以避免。然而，只要

仔細考查飢荒的實例與相關研究，就

會發現實情不是這麼單純。

一九九八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

獎，目前擔任劍橋大學三一學院院長

的印度裔經濟學者沈恩（Amartya
Sen），童年曾在孟加拉故鄉目睹一九
四三年餓死近三百萬人的大飢荒的慘

狀。沈恩日後的研究關懷之一，就是

糧食與飢荒的問題，並在此一領域做

出重要的學術貢獻。沈恩在《經濟發

展與自由》指出，從一九七○年代到

一九九○年代末，全球每人平均糧食

生產並未實質減少，以糧食產量除以

人口所得到的人均糧食生產來看，反

而是中國、印度等人口密集的開發中

國家的人均糧食生產增加最多。換言

之，目前並沒有糧食生產趕不上人口

成長的現象或趨勢。

沈恩指出飢荒的發生很少是因

為糧食不足，他警告說：「生產更多

糧食是解決糧食問題的唯一方式，這

種思考方向非常吸引人⋯⋯但真正的

情況比這更複雜。」事實上，「飢荒

的形成原因有非常多種。想從每人平

均存糧的觀點了解飢荒的原因，不僅

可能沒有幫助，還會造成誤導。」

飢荒的發生和糧食產量或存量

沒有直接關係，這樣的說法聽起來似

乎不合常理，例證卻班班可考。例如

目前陷入嚴重經濟危機的阿根廷的貧

窮省分出現兒童嚴重營養不良的飢荒

現象，英國《衛報》指出，當地慈善

機構估計該國平均每月約有60名兒童
因為嚴重營養不良而住院，四百名兒

童因此接受門診治療。為世界衛生組

織（WHO） 提供諮詢服務的「兒童
營養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Child
Nutrition Studies）宣稱：阿根廷百分
之二十的兒童有營養不良的現象。然

而，阿根廷有糧食生產不足的現象

嗎？需要生物科技來餵飽這些小孩

嗎？

情況完全不是如此。阿根廷是

全世界第四大糧食出口國，向來有世

界的穀倉之稱。去年該國牛肉、小

麥、玉米和黃豆的出口數量都有成

長。該國有位小兒科醫師憤怒地指

出：「這裡有五千萬頭牛，人口只有

三千七百萬，然而卻有小孩子餓

死。」換言之，阿根廷的飢荒問題與

糧食產量一點關係也沒有。

沈恩認為飢荒之所以會發生，

通常是因為某個地區或某些特定團體

的成員喪失購買糧食的能力所造成，

例如局部性的天災或是經濟危機，導

致糧食價格的上漲，於是窮人就買不

起糧食而挨餓。一九四三年孟加拉的

飢荒，就是因為二次大戰期間英國在

都市地區的國防開銷增加，與戰爭相

關的行業蓬勃發展，都市居民購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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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導致稻米價格上漲，加上民眾

恐慌與投機商家的囤積炒作，導致鄉

村地區農民買不起稻米而發生飢荒。

其實，當時孟加拉的糧食存量

足以餵飽全國人民。因此，沈恩主張

「解決飢荒問題的焦點，應該是個人

和家庭用來購買糧食的經濟權力與實

質自由，而不是這個國家的糧食數

量。」

沈恩也指出，飢荒的發生與政

府的性質密切相關。絕大多數的飢

荒，都可以透過失業救助、反貧窮計

畫與政府緊急創造就業機會來防止。

然而，不民主的政權卻不見得會如此

做。例如，一八四七年英國殖民統治

的愛爾蘭發生嚴重的馬鈴薯疫病，然

而當時愛爾蘭卻還有不少其他種類的

糧食運到富裕的英格蘭，因為這些食

品在英格蘭市場可以賣更好的價錢。

由於英國人對愛爾蘭人存有嚴重歧

視，使得英國殖民政府沒有採用有效

的救濟措施，進而導致嚴重的飢荒。

前述孟加拉的飢荒也與英國殖民統治

方式有關。

缺乏正確透明的資訊，也可能

造成糧食問題。中共在大躍進運動期

間，地方政府爭功諉過，向中央謊報

糧食產量，造成某些地區糧食不足又

得不到支援，而引起嚴重飢荒。沈恩

因此認為，健全的民主政治、流通的

資訊及媒體的監督，是預防飢荒的重

要機制。

阿根廷的例子是沈恩理論的例

證。該國目前的經濟困境，導因於政

府腐敗無能、經濟政策錯誤及跨國企

業的巧取豪奪。嚴重的貧富不均導致

窮人在糧食生產充裕的情況下仍買不

起食物，大量糧食則用來出口以償還

外債。長年的軍事統治，使得剛實施

民主體制的阿根廷仍缺乏成熟的民主

機制，統治菁英與特權階級對貧窮民

眾的苦難視若無睹。這許多複雜的歷

史與社會、政治因素，導致一個糧食

生產大國竟然出現兒童營養不良的飢

餓現象。

表面看來，利用生物科技增加糧

食產量，應該可以解決飢餓的問題；

然而，實際問題並不出在糧食產量不

足，而在於貧窮、糧食與財富分配不

均以及缺乏社會福利制度的保護。依

賴生物科技解決糧食問題不是對症下

藥，而是頭痛醫腳。無怪乎印度的

「生物科技與糧食安全論壇」（Forum
for Biotechnology and Food Security）
主席沙瑪（Devindar Sharma）最近大
聲疾呼：生物科技無法解決糧食問

題，問題是出在政治、經濟層面。

沈恩認為：「營養不良、飢餓與

飢荒是受到整個經濟和社會運作的影

響，而不是只受到糧食生產和農業活

動的影響。」認為應用生物科技就可

以解決糧食問題的想法，正是犯了見

樹不見林的錯誤。這種想法是受到簡

化的科技決定論的誤導，以為糧食問

題只是出在生產技術層面，只要科技

進步就可以解決複雜的社會問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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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何止糧食問題與社會、

政治及經濟層面分不開，今天人類面

臨的許多重大的問題，如環保、生態

與能源問題等，也都是如此。要解決

這些問題，必須將這些社會文化因素

列入考量，而非純就技術觀點來思

考。今天我們不斷聽到生物科技將如

何改變未來社會的各種大膽斷言，然

而，這類說法有不少都是思考層面狹

隘，犯了簡化的科技決定論之謬誤。

對於這類科技預言，我們必須以寬廣

的視野和細密的考查加以檢驗，才不

會遭到誤導，以致無法看見問題的核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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