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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作者為公平貿易倡議者、生態綠創辦人，這篇推薦文與本書作者一樣，完全使用自由軟體
書寫）　　這兩年我跑了上百場以「公平貿易」為主題的演講，每次開場我總會先問聽眾一個問題：
「臺灣人到咖啡館很愛喝曼特寧，甚至罐裝咖啡、即溶咖啡都有曼特寧風味，就算不喝咖啡的人都聽
過曼特寧，到底曼特寧這三個字是咖啡風味的形容詞，還是咖啡產地的名稱？
如果是形容詞，它是形容口感還是香氣？
如果曼特寧是地名，它又在哪裡？
」　　經過上百次的經驗、問過數千名聽眾，能夠正確解答的聽眾還真是寥寥無幾，所以這個題目變
得非常具有暖場的娛樂效果。
究竟曼特寧是什麼？
或許各位讀者下一次可以問一下賣咖啡給您的店家，他們應該要跟您說的。
只是從這個問題我們可以發現咖啡產業一個有趣的現象，那些在咖啡市場中具有主導能力、行銷能力
的大型咖啡商，經常以塞納河左岸或米蘭咖啡館來形塑他們所賣的飲料具有歐洲浪漫風情的幸福想像
，但他們永遠不告訴我們咖啡產業背後的真實。
　　炫目的價格遊戲　　觀察臺灣近年來的咖啡產業變化，咖啡外帶吧開始流行之後，咖啡產業進入
低價競爭的時代，便利超商也進場賣咖啡，連吧臺手的高超技術、烘焙師的獨門手藝、店老闆的用心
陳設似乎也不重要了，更別說咖啡產地貧窮問題與消費者的關係似乎更遙遠了。
價格主宰了市場，兩倍以上的價格差距徹底顛覆了臺灣的咖啡市場。
　　有消費者以為一杯一百多元的咖啡店是賺取暴利，一杯咖啡的價格不應該這麼貴；殊不知外帶吧
的型態是用騎樓的公共空間做為自己的營業空間使用，而且沒有冷氣與昂貴的裝潢，與傳統咖啡店的
經營成本完全不同。
連鎖超商賣的咖啡價位鎖定跟咖啡外帶吧一樣，可是外帶吧至少還要支付租金與人事成本，超商咖啡
只是擺了臺全自動咖啡機，沒有額外的租金與人事成本，工讀生隨手按個鈕，就可以收跟外帶吧一樣
的價錢。
超商咖啡的營業成本應該比外帶吧還要低，價格不是應該可以再低一點？
　　本書作者在第一章就開宗明義解釋了「價格」與「價值」的差異，以《全民估價王》這個老少咸
宜的電視節目為例，消遣了這個時代「價格」與「價值」的錯亂，這個節目的樂趣就是在於參與猜價
格遊戲的來賓，必須要察覺願意支付的價格，而非商品的效用或成本（價值）。
這也就可以解釋，儘管超商咖啡的經營成本比外帶吧的型態還低，卻沒有反應在價格上；因為消費者
既然已經覺得一杯四十元的咖啡已經夠便宜且願意支付了，又何必照營業成本的差異來照比例降價。
所以，在競爭市場中，價格是由利潤決定的，而不是成本、效用或價值。
當利潤不符合預期時，店家就會把商品降價求售；當生意好時，價格就會穩定鎖定在一個很好的毛利
。
　　所以，到底一杯咖啡合理的價格是多少？
在這個價格市場混亂的情況下，消費者對於價值與價格的關係是愈來愈模糊了。
無論如何，一杯咖啡的末端售價與咖啡豆的原料成本關聯性很低，跟最末端的加工成本與經營型態有
高度關係。
同樣的咖啡烘焙廠將咖啡豆賣到咖啡店、外帶吧、便利超商，末端價格卻截然不同。
既然原料成本與末端售價的關聯性不高，給予原料的生產者一個合理的報酬又有何妨？
因為我們這裡多付一塊，對於原料生產者來講，收入可能是增加一倍。
來一杯喝的人享受芬芳、種的人也感到芬芳的咖啡不是很美好！
　　商品背後的真實成本　　要消費者多付一塊錢，這不是損害消費者權益？
我想，自從兩年前的三聚氰胺事件後，許多消費者已經開始知道，天底下沒有便宜又好的東西。
如果消費者只在意價格，商人就會進行削價競爭，削價競爭的結果，不是生產者倒楣、就是土地倒楣
，也有可能是消費者自己倒楣。
消費者的權益如果只是以價格來衡量，躲在價格背後那些看不見的外部成本，將讓全體社會於日後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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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更龐大的代價。
　　我們在咖啡店喝到一杯好咖啡，通常會稱讚吧臺臺手的技術好，在餐廳吃到一盤好菜，也會稱讚
廚師的手藝好，鮮少人會說農民種的好。
如果農民的勞動價值不被肯定，農產品的交易價格肯定好不起來。
農產品集中交易市場依據供給需求量來判斷交易的價格（如：咖啡期貨市場），但市場中的供給需求
量，是看不見商品背後生產者的勞動成本與種植過程中所造成的環境損耗成本。
當農產品的價格不是農民能夠決定而且沒有實現合理的成本，農民唯一能夠增加收入的方式就只有增
加產量；而擴大耕地面積、或是多下點農藥及化學肥料，就是一般農民要增加產量的最普遍耕作方式
。
儘管沒有消費者會希望農民是砍伐雨林或過量使用農藥來耕作，可是我們當前的商業體系最終卻會把
農民推向剝削土地或剝削自己的方向走。
　　本書作者拉吉．帕特爾（Raj Patel）在其成名作《糧食戰爭》中舉了一個案例，市售二十七種即時
麥片，有二十六種含糖量過高。
也就是說，當那些包裝上寫著幫助腦部發育、促進骨骼強壯等等功效都是次要的，商品的真正目的是
讓我們的小孩吃了會上癮。
Discovery有發行一部紀錄片《巧克力大戰》，內容提到全世界八○％的巧克力盡歸兩間公司所有
（Mars和Hershey’s），市面上許多巧克力品牌，其實大部分都是他們的子公司。
巧克力的原料是可可豆，而全世界六○％的可可豆來自於迦納，可是採集與運送可可豆卻大量使用身
手矯健的童工。
所以，我們很難在市場上買到沒有童工參與的巧克力。
　　在這看起來自由的市場中，消費者看似擁有充分的選擇權，有人偏好價格、有人偏好品牌、有人
選擇包裝⋯⋯其實，我們都只是在商人設計好的選項裡面做選擇而已。
特別是廣大的一般性商品中，我們有限的自由能夠展現消費者權力的機會只是在比價與殺價的過程，
如果消費者與商品的關係只是展現在價格上，那我們會整天不斷地被《全民估價王」》的遊戲所愚弄
。
我們迎接整個城市都是咖啡館的同時，每天也有二十個足球場大面積的雨林因為咖啡不見了，而且未
來我們會在愈來愈熱的城市裡面喝咖啡。
　　駭掉私有才是真自由　　如何掙脫這種有可能把人類玩殘的價格遊戲？
作者延續前一本書《糧食戰爭》的立場，消費者必須要更積極介入這些遊戲背後的權力關係，改變不
合理的商業市場與公權力之間千絲萬縷的勾結。
　　作者引述博蘭尼（Karl Polanyi）在《鉅變》一書的觀點，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夠發展的因素，就是
它把土地與勞動力給商品化了，當金錢成為衡量價值的依據時，資本家與國家在累積金錢的共同目標
下，把人從耕地上趕到工廠做工，把土地變成私人資產來謀取財富。
金融危機發生後，那些口口聲聲要捍衛自由的銀行或企業，卻依賴政府與納稅人的資產來紓困。
所以，經濟從來不是獨自且自由地發展，而是靠不斷扭曲社會關係來累積財富，現在甚至連水、二氧
化碳都可以被量化計價。
那些關乎公共資產移轉成私有財產的過程，那些靠傷害公共資產來累積私人財富的過程，是必須要靠
人民更積極的介入來扭轉，我們必須要重新審視現在的民主形式。
　　我們時常聽到一些冠以「自由」的名詞，例如：自由競爭、自由貿易、自由市場、自由經濟。
這些冠以自由的名詞都是以自利為假設，私有財產為基礎所設想的社會型態。
這些名詞只要加上自由兩字，就好像天經地義、理所當然變成一個普世價值，好像每個人在這個市場
中都擁有權利、機會與自由追逐自己的最大利益。
作者以哈定於一九六八年提出「共有財的悲劇」為例說明，過分強調私有財產的觀念是導致共有財被
破壞殆盡的因素，我們的海洋資源、森林資源、水資源就是如此被耗盡。
　　難道人類文明就一定要建立在這種自我毀滅遊戲上？
還是我們有其他的選擇？
　　本書提到幾個不是奠基在私有財產為基礎的機制，還是可以創造出一個持續進步且滿足公眾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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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偉大社群，例如：南非的棚戶居民組織、巴西阿雷格港的參與式預算、自由軟體運動、維基百科、
創用CC運動等等，可見私有制不見得是人類文明邁向進步的必要條件。
開放參與、鼓勵分享都是那些社群的基本運作方式。
享用不一定需要擁有，如此才能永遠享用上天賦予的公共資產、人類數千年累積的無窮智慧。
　　奪回人民的權力　　在這商品化的世界裡，我們太習慣把每樣東西都標上價格，私有資產貼上價
格後就是財富積累的成果，就算水、空氣等公共財也可以當作未來的財富。
這種標價而後交換的規則，發展出炫目的價格遊戲，滿足了我們自以為擁有的掌控權；其實價格的背
後潛藏著太多看不到的價值正在流失，遊戲的背後也隱藏著早已設計好的劇本。
我們以為冠以自由為名的遊戲是公平的，其實它從來都是以權力做為基礎的金錢遊戲，有錢的人可以
跟有權的人一起點石成金，把公共財變到自己的口袋。
　　自由，不是為少數人累積個人財富，而後推卸社會責任的藉口。
　　民主，不是為少數人掌握個人權力，而後拒絕人民參與的遊戲。
　　民主與自由，那些少數人時常掛在嘴上的，我們必須重新認識，奪回屬於人民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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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今日世人知道每一件事物的價格，卻無法瞭解任何事物的價值。
」　　－－王爾德　　《糧食戰爭》作者帕特爾，全面檢視價格機制的虛妄與危險　　長久以來，我
們透過「市場」這道扭曲的三稜鏡來觀照世界與衡量價值，繪製出萬事萬物的價格地圖。
然而價格是一個靠不住的嚮導，它的運作機制導致了金融危機、糧食危機，以及氣候與生態危機。
一份售價四美元的漢堡，背後的生態成本與社會成本可能高達二百美元。
因此為價格的功用與其說是傳達事實，不如說是隱瞞藏匿；我們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卻毫不自知，甚至
滿心歡喜。
即使在危機當頭的此刻，我們竟然想倚靠導致危機的市場與價格機制，來解決臨頭大難。
碳交易和各種排汙權交易就是一例。
　　要免於大崩壞，地球需要民主與資源共有的經濟學　　作者認為，正確的方向應該是重新調整市
場社會的平衡，改變價值的衡量方式。
他從世界各地爭取糧食主權的民眾組織身上看到，爭取糧食主權，就是要收回民主政治與經濟的主權
，伸張人民界定價值的能力。
他們的目標不是完全廢除市場或貿易，而是消除其中的宰制關係，使價格機制擁有民主與資源共有，
以及正義的精神。
。
他們希望市場由社會來控制，並重建某些被自由市場摧毀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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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文作者為248農學市集發起人）　　農產品的價格應該來自於：農民、中盤商、消費者、環境
的決定，任何單一方面的取決，都會為其他三者帶來嚴重的傷害。
　　應該要有一個「合理」的價格，不要再像咖啡的生產與消費模式，十年來咖啡產地生豆的價格下
跌了九成，但是末端的價格卻上漲了一倍。
問自己一個問題，那中間的價差去了哪？
而咖啡農的人權是否受到重視與保障，請大家看一下「血咖啡」、「圖佛之死」就會明瞭的。
　　價格對我來說，有一個最鮮明的時候。
二○○五年的某一天下午，看著報紙，吃著火龍果，身旁收著一碗泡麵，而報紙上的一則新聞吸引了
我的目光：印度北部爆發嚴重的日本腦炎，許多孩童因得不到藥物治療而失去了生命，令我震撼的新
聞附圖，是一位父親抱著他的小孩，站在醫院門口，圖說注明這位父親付不起預防日本腦炎的疫苗，
價格是一美元，在孩子感染日本腦炎之後，無助地站在醫院門口，等待著他的孩子，在他懷中死去。
　　合理的價格來自於各方有一個平等的對價關係，現今很多人在討論「公平貿易」，對我來說，什
麼叫公平貿易？
其實很簡單，就是農友種植的作物，在出售之後：一、可以養得活家人，二、小孩子可以上學受教育
，三、生病了可以看醫生。
這是一個基本的要求，但是社會有給予到這一點嗎？
請大家記得一件事，世上最嚴重的疾病和奪走最多人生命的疾病是「飢荒」。
每五秒鐘就有一個不滿五歲的小孩，因「餓」而失去生命。
在二○○八年世界糧食危機發生的同時，中南美洲的國家，還源源不絕地輸出經濟作物「花卉與咖啡
」，就為了滿足先進國家對於「低價」的需求。
那是何等的殘忍！
　　農業的價值在現在被社會大眾所低估！
以稻田的種植為例，收成對農民是實質的收入，但是在種植的過程裡，農民在稻田裡放水，連帶的好
處是：一、田裡的水會下滲，所以具有補充地下水的功能。
二、水會蒸發，過程中會帶走熱量，進而會調整地區的微型氣候。
白話來說，就是大家會覺得住在田邊比城市要來得「氣候怡人」。
據研究報告指出，一甲的水田，夏天等於六百臺的家用冷氣，一年可以省下約二萬度的電。
三、由於氣候愈來愈不穩定，聖嬰或是恩索現象造成「一次性大雨或豪雨」出現的機會與頻率增加。
就水田或是耕地來說，每一區的間隔都有田埂，形成獨立的區塊，就某種程度上，有「滯洪」的功能
。
四、有水就有生物，農友使用正確的種植方式，會為「生物多樣性」帶來可能。
　　除此之外，農業的價值還包括：五、來自於糧食安全的考量，一個國家沒有穩定的糧食供應，就
容易發生動盪。
所謂「飢寒起盜心」，從古至今，政權的變革最大的因素來自於「農民起義」。
六、鄉村在工業化與城市化的社會中，成為社會安定的來源，一旦經濟走向疲弱時，「農村會成為城
市失業的海綿」，適時吸納許多暫時失去工作的人，有一個回歸的地方。
如書中提到的，巴基斯坦有句諺語：「當你走投無路，大海總有生路。
」簡單來說，農業的結構，在沒有金錢交易時，人還是可以依靠土地與農村社群結構而存活下來！
七、來自於景觀，大家要記得農村景觀不是天生的，而是源自於農民的維護。
在歐盟的話，在WTO的架構下，會使用「綠色補助」來感謝農民對於景觀的維護。
而我的記憶有跡可尋，也要謝謝農民的維護。
如果我們失去了農村，那黃土水先生的水牛、賴和先生的詩、鍾理和先生描述的農村景象⋯⋯我們的
下一代誰會懂？
這豈是價格可以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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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反共』兩個字蠻能夠代表台灣過去三十多年我所觀察到的主流意識形態。
原本『反共』是指反對共產主義、共產黨、共匪等等，但從一九八○年代『國共大合諧』開始，『反
共』的真正意涵也開始慢慢滲透我們社會，慢慢顛覆我們的經濟活動並推翻了我們固有的價值。
『反共』在台灣已經不再代表反對共產主義，『反共』成為當代社會經濟『反共有共享』
（anti-commons）的主要意識力量。
這本書似乎是提倡透過恢復或重建『共有共享』來處理地球社會、經濟及政治問題。
台灣當代的社會生態能夠吸引這種論述嗎？
還是我們要堅持以我們的激進資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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