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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馬來西亞果樹產業與消費市場

日本京都大學農機專家飯田訓久
教授及清水浩教授參訪本場

文圖/陳盟松、吳建銘

　　馬來西亞果樹重要產區以吉隆坡為分界往北以霹靂州為主，主要生

產芒果、柚子、蓮霧、番石榴、柑橘與榴槤等，栽培農戶會隨果品市場

價格而進行種植果樹品項的調整。如近年氣候變遷的影響下，馬來西亞

的乾濕季節已不像往年具有明顯月份區分，芒果生產無法有效調控花期

來確保產量，再加上北方泰國芒果可周年供應，價格上亦極具優勢，導

致芒果生產者逐漸放棄生產。吉隆坡以南的柔佛州則是另一重要果樹栽

培產區，此區生產的果品除供應吉隆坡市場外，亦大量出口到新加坡。

該區果樹栽培規模多以百畝以上計算，生產的果樹品項有鳳梨、榴槤、

木瓜、番石榴、紅龍果與百香果等，有數家果品外銷商以此區為其農產

品生產基地。

　　在消費市場方面 Mercado、Aeon、Cold Storage 及 Isetan 等水果專賣

店與賣場販售之果品可分為國產熱帶水果，如西瓜、木瓜、鳳梨、香蕉、

番石榴、蓮霧、楊桃、百香果、椰子與紅肉種紅龍果等。進口果品則以

溫帶水果為主，如蘋果、梨、李、葡萄、奇異果；亞熱帶水果如酪梨、

檸檬與甜橙等；熱帶水果如越南產白肉種紅龍果及泰國產芒果亦有供應

馬國市場。

　　馬國消費者對於水果的消費習慣除購買鮮果外，在賣場亦隨處可見

已去皮分裝的切片水果與各式各樣的鮮榨果汁，顯示馬國消費者在水果

的食用習慣以便利、易食性消費導向，初級或輕度加工的水果產品在市

場具有高度的競爭力。

文圖/蔡本原

　　臺中市東勢區的明正

里為我國茂谷柑生產專

區，具得天獨厚的地理位

置及氣候條件，使得當地

生產的茂谷柑在產量及品

質皆有不凡的表現。秦子

媛從都市嫁到山城，雖然

就讀農業相關科系，真要

從長輩手中接手管理 1 甲

多的柑橘果園並非易事，夫妻倆決定建立穩定且高效率之生產經營團隊，

藉由增加工作輔助機具，減輕人力負擔，吸引人才進入團隊。為落實食

用安全及健康的理念，逐步導入產銷履歷驗證，並開發家庭禮盒產品之

差異化包裝，夫妻胼手胝足為的是能夠傳承上一代的好品質，進而創新

開發直銷市場，自創「猛男農夫」品牌，更將柑橘加工製成果醬，延續

東勢優質柑橘的甜蜜風味。

　　夫妻倆認為價格逐漸不是消費者選擇農產品的唯一要素，唯有改變

產品提供的型式，才有機會將安全的農產品融入消費者生活中。於是開

發食農教育的體驗活動，將正確的食農知識傳達給消費者，也開發蔬菜

箱直銷，結合在地青農一起

為山城的農業努力。

文圖/鄧執庸

　　日本京都大學農機專家飯田訓久教授及清水浩教授於 106
年 12 月 21 日至本場參訪，由洪梅珠副場長接待，此行參訪主

軸為省工農機研發之現況與展望，由本場農機研究室與外賓就

臺日農機研發現況進行討論，飯田訓久教授亦介紹日本農機發

展現況與未來研發方向，簡報主軸著墨於自走式無人駕駛農機

具，本場研究員也認同此一農機研發之未來趨勢，雙方交流熱

烈。會後，由田雲生副研究員、陳令錫副研究員及張金元助理

研究員引導外賓參觀本場農機研發成果，現場展示蔬菜嫁接

機、穀物多層振動分

級機、電動自走式升

降作業機及自動化養

液肥灌系統，外賓對

本場研發之農機深感

興趣，讓外賓看到本

場在農機研發的能量

與成果。

▲ 詹凱麟及秦子媛夫妻開發柑橘果醬延續美好風
味，獲得林聰賢主委肯定

▲ 陳令錫副研究員(左1)介紹自動化養液肥
灌系統

▲ 吉隆坡Mercado蔬果超市販售的芒果種類包含綠皮與黃皮種，主
要由泰國進口

▲ 刺番荔枝俗稱紅毛榴槤為馬來西亞重要的高單價經濟果樹

▲ 秦子媛青農自創「猛男農夫」品牌，吸引許
多消費者青睞

▲ 詹凱麟及秦子媛生產優質安
全的茂谷柑

▲ 洪梅珠副場長(前排右1)與飯田訓久教授(前排中)、清水浩
教授(前排左1)及本場同仁與隨行外賓合影

夫妻同心 詹凱麟、秦子媛
打造柑橘美樂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