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蚥卉市場的現況及辰展的潛能
與隨經濟發展及全球人民生活品質

的提升，花卉必將是今後農作物中最具

活力的產業禬荷蘭時報自由撰稿記者珍

妮佛紐茄對中國花卉產業的結構及發展

潛能有獨到的見解，她親臨雲南花卉產

區觀察，認為雲南省氣候環境得天獨

厚，勞力又極充沛，花卉的發展潛能不

可限量，因此，中國的花卉產業正逢迎

著一個前所未有的發展良機禬

美 國 「 國 際 花 卉 園 藝 」 月 刊

(Floriculture International,

Vol. 15, No.11) 在 2005 年

11 月份出版了一期

以「中國花卉產業」

為主題的專輯，針

對「中國花卉產業的現

況」、「面臨的問題」及

「發展潛力與趨勢」提出

一系列的報導。其中一篇

由荷蘭時報自由撰稿記者珍

妮佛紐茄執筆的「中國花卉

產業發展的潛能」，對中國花卉產業的

結構及發展潛能有獨到的見解。

珍妮佛為了深入瞭解雲南花卉發展

的實況，她分別採訪了雲南省政府及昆

明地區花卉產業策劃及主持發展的重要

人士，並且親臨產區觀察生產作業。

全力輔導鮶發展花卉產業

珍妮佛監出，雲南具有優越的氣候

環境、豐富的植物/物種資源以及充沛價

廉的勞動人力，雲南日後必將成為世界上

最適宜花卉產業發展的基地。最近 8 年之

中，在中國中央及地方政府全力輔導下，

雲南全省花卉種植面積與產量呈直線的增

長。目前，全中國 50％ 的切花都是產自

雲南；主要的產地集中在昆明及鄰近四周

的縣市。

她特別對「昆明國際花卉拍賣市場」

作了詳細的介紹。她說：「昆明花

卉拍賣市場」與荷蘭「阿斯

米爾拍賣市場」於 2003

年 12 月 17 日正式簽

訂合作契約，由於阿

斯米爾這一世界最

大花卉拍賣公司的

入股，顯示昆明的

花卉產業，朝向國

際化貿易的目標，

邁出了極為重要的一

步。

昆明花卉拍賣市場是

一個非常現代化的建築，用地

廣達 2.8 公頃，擁有兩座最新型的電子拍

賣鐘和 300 個電腦操作的拍賣席位；具有

足敷每日拍賣 200 萬枝鮮切花的芃備。可

惜啟用迄今已經 2 年，每日進場拍賣的花

卉數量，平均只有原訂目標的 10％。她

好奇的「追究」：這到底是由於計畫不切

實際？抑或是原始芃計錯誤？還是時期尚

未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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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行銷鮶面臨關鍵決擇

根據荷蘭阿斯密爾花卉公司派駐昆

明負責指導花卉拍賣的專家漢克古魯特

解釋：目前在中國從事花卉產銷的業

者，大致區分為 2 類：一類「立志」從

事「國際外銷」，一類專作「國內外

銷」，另外有少部分業者，隨市場的需

求隨時轉變經營方式。可是真正從事

「國際」外銷的業者，多屬「新手」，雖

有很好的「理念」，也有很高的「鬥

志」，但是缺乏實務的經驗；所謂之

「國內外銷」者，即是將雲南生產的花

卉，運銷到癮京、上海、廣州、深圳等

大都市；這一大群從事「國內」外銷的

業者，幾乎都是「固步守舊」的「老花

商」，他們都只追求近利，毫無創新革

新的意願。中國的花卉產業，究竟何去

何從？珍妮佛說「正面臨著決、擇的關

鍵時刻」。

據估計，雲南全省現有 3 萬多戶花

農，但是其中僅有約 200 戶的經營規模較

大，可以生產品質比較好的花卉，而在這

200 戶中又只有 27 戶的花卉合符外銷的

標準；準此類推，漢克直率的說：目前，

雲南省所生產的花卉 99.9％ 都達不到國

際水準。很不幸的事是如今每天「上市」

的花卉數量，一直有增無減，只好全部

「擁塞」到國內市場。在昆明的街頭巷

尾，到處都可以看到「花攤子」，到處都

是叫賣鮮花的「花童」。珍妮佛很幽默的

形容：昆明是一個布滿了「鮮花」美艷的

都市；可是她又沉重的說：在昆明近郊種

植鮮花的村莊裡，到處都是處在忍饑挨餓

邊緣，無奈的小花農。

獎勵拍賣鮶設置鮮花收集站

昆明花卉市場為了「鼓勵」花農參

與拍賣活動，特別在幾個生產花卉較多

的鄉鎮設置「鮮花收集站」，便於花農就

地繳花，不必每一個人親自將花卉載運

到昆明來等候拍賣，可是依然少有「效

果」，因為品質比較好的鮮花在「現場」

就已經被「國內外銷」的業者「收走」

了。原因有二：

1. 拍賣公司無法作到以「現金」的

方式給付花款，必需要經過庸長繁瑣的

手續，才能結帳；通常最快時，都需要

等侯 3 個星期，慢者幾乎要等上 2、3 個

月，甚至有 1 年仍然領不到花款的事件

發生。

2. 拍賣公司收購花卉的規格嚴格，

一絲不苟；國內「外銷」收購的手續和

規格則都很寬鬆，此較「人性化」，對花

農有利。

漢克是一位具有 30 多年花卉營銷實

務經驗的專家，他形容目前的「昆明花

卉拍賣公司」像是一隻「鬥敗了的狗」，

處境艱困。不過漢克也很肯定，很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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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人口，其中有 15％ 至 20％ 的人群屬於

高所得者，也就是說約有 2 至 2.6 億的中

國人具有非常強的購買力，如果能將這一

「小群」的消費者「抓住」，中國國內的花

卉市場就遠遠大於整個歐洲的花卉市場。

珍妮佛的諍言則是：「與隨經濟發展

及全球人民生活品質的提升，花卉必然將

是今後農作物中最具活力的產業。歐美幾

個主要生產花卉的國家，由於土地資源限

制及勞動力的減少，花卉增產的空間日漸

狹小，原有的生產中心，勢必轉移或外

遷。中國花卉產業目前雖然問題不少，但

是中國地大物博，特別是西南的雲南省，

氣候環境得天獨厚，勞力又極充沛，花卉

的發展潛能應該是不可限量。因此，中國

的花卉產業正逢迎著一個前所未有的發展

良機。」

心的說：「這是發展過程中必定會遭受

的『痛楚』，因為同樣的『故事』也曾經

在荷蘭發生。」他說阿斯密爾公司在荷蘭

創立之時，一般傳統的花農花商，對公

開拍賣的方式也不合作。當該公司在

1911 年 12 月 4 日首次進行花卉拍賣的早

晨，來到公司的賀客遠比實際參加拍賣

花卉的花農為多。在起初 3 年之中，該

公司一直只能收購到為數極少的「合格」

花卉。參加拍賣的花農也是無法適時領

到花款，有一些甚至根本領不到錢。根

據記錄，直到 1918 年交易量與交易額才

趨於正常；直到 1971 年才開始有了盈

餘；也就是說荷蘭花卉拍賣制盭，歷經

了將近 1 百年的「洗練」，才有今日的規

模和績效。

漢克肯切的指出，目前中國最迫切

的工作是要盡速整合零星的花農、提高

花卉的品質，然後再考慮拓展外銷的市

場。千千萬萬不要急著將不達水準的切

花予以外銷。另外，主政單位必需盡速

作好後勤方面的配合與支援，諸如建立

完善的銀行體制、添置收穫後處理冷藏

設備，開闢重要都市之間直航專載花卉

的貨櫃班機，因為一般航空公司都不願

意載運易於腐敗的貨物，特別是最容易

折損的花卉。當然最最重要的是與國際

的花卉拍賣公司密切合作，將技術與品

質的差距縮小，中國的花卉產業應有發

展前途。

高消費力鮶市場商機無限

漢克還提出了一個很「淺顯」而

「現實」的建議，他說：中國一共有 13

熱烈招募優質外銷農產品

為拓展我國農產品外銷，農委會特

別 建 置 台 灣 農 產 品 外 銷 網

(http://www.agexporter.com.tw)，提供農

民團體及農產食品業者網路行銷的機

會。台灣農產品外銷網有中、英、日文

等三種版本，以外國買主為對象，為國

內農產品免費宣傳平台。若大家有符合

衛生安全及具外銷競爭力之產品，請皎

0800-506-088外貿協會網路行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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