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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鈾徐清銘發現台灣農業競爭力

24

台灣蓄入 WTO 後，進口水果

激增產生的替代效應，促使許多

國產水果價格跌落，高接梨也無

可避免。雖然前景滿布挑戰，但

台中縣后里鄉果樹產銷第 1 班班

長林正和認為，日本農業生

產成本比台灣高，但梨

產業仍十分興旺，台

灣栽培技術不輸日

本，沒有理由不能

生存，建議政府

輔導農民往高品

質方向努力，並

持騞研發不需嫁接

的新品種梨，只要

品質夠好，台灣梨

必能擁有一片天。

國產高接梨生產成本韇高，在 WTO

架構下，韇韇前景滿布挑戰。台中縣后韇

鄉韇樹產銷韇 1 韇致力生產精韇韇，以提

韇品質、降低成本，雙管齊下強韇競爭

力，應韇變韇，同時抓準韇中科韇后韇韇

區興設及縣韇推動韇兩韇韇觀光計韇

帶來的韇韇，積極韇韇休韇農韇，

轉型多方位經營，分散風韇。

世代經營．老欉健碩

后韇鄉韇樹產銷韇 1 韇

成立於民國 81 年，韇有韇

韇 32 人、管理 48 公韇韇

韇，高接梨是主要韇韇，韇

韇 8 成，並栽植少量柑韇、

柿子。

高品質．新品種．迎戰 WTO
精緻化．休閒化．產業新希望
─台中縣后里鄉果樹產銷班第 1 班

整枝修剪合宜，且行草生栽培的果園

產銷班獲認證品牌─「金甜園」

高品質．新品種．迎戰 WTO
精緻化．休閒化．產業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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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班從事梨產業歷史悠久硌許多班

員的果園為世代經營硌園內 3、40 年樹齡

老欉比比皆是硌由於管理良好硌目前仍強

健壯碩、生產力高硌結果品質也佳硌參加

比賽得獎連連。班長林正和得意地說硌台

中縣歷年高接梨評鑑比賽硌第 1 班總在得

獎名單之列。

該班經營很早即採行共同選別、共同

運銷硌直銷則占相當比例硌主打的「金甜

園」為全國率先獲得農委會認證的品牌硌

有政府背書硌品質無庸置疑硌高接梨行情

向來不錯硌林正和說硌賣價比市場平均行

情約可高出 10 元左右。

市場飽和筒壓縮利潤

不過硌儘管經營績效良好硌但國內梨

市場已趨飽和硌高接梨早年的好光景約

10 年前開始走下坡硌91 年加入 WTO

後硌供給過剩、價格睋落問題日益浮現硌

整體而言硌高接梨產業收益大不如前。大

環境出現變化硌第 1 班經營利潤難免受到

壓縮。

林正和表示硌近幾年來硌在市場行情

正常的情況下硌新興梨產地價格平均每公

斤約 60 元上下硌豐水梨則高些硌但比起

風光時百元以上價格硌睋幅仍相當大硌而

生產成本不含工錢即需 40 元硌若收成正

常硌工錢還可打平硌如遇嚴重天

災硌則往往入不敷出。

目前台灣

梨 栽 植

面

積約 9,000 多公頃硌主要分布中部地區硌

台中縣面積超過 5,000 公頃硌高居第一硌

東勢、和平、后里、新社、石岡都是重要

產區硌其次為苗栗縣、南投縣。梨三大品

系之中硌低海拔地區的高接梨比重約占半

數硌高海拔的溫帶梨占 3 成多硌其餘為橫

山梨硌總產量約 12 萬公噸。

進口競爭筒供需失衡

加入 WTO 之前硌梨為管制髫口水

果硌髫口稅率達 50％硌加入後硌採配額方

式髫口硌髫口稅率降為 18％硌並承諾髫口

量入會年為 4,900 公噸硌而後逐年遞增。

依據農經專家學者估算硌近兩年國內生產

加上髫口硌總供給量超過需求量約 1 萬公

噸以上硌供需失衡問題已迫在眉睫硌其

中尤以溫帶梨所受衝擊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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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袋作業

利用石蠟膜帶接穗

高接梨小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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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溫帶梨大多栽植於高海拔林班地

或原住民保留地，地形崎開，生產環境不

佳，生產成本也高，且產期與盛產溫帶梨

的日本、韓國、大陸接近，直接承受進口

梨壓力。砷較之下，高接梨產期集中於

6、7 月，較日、韓等國產期提早約 2 至 3

個月，遭受進口的衝擊較小，但是紐西蘭

等南半球國家近年亦積極發展梨產業，產

期為 2 至 4 月，雖然與台灣高接梨產期有

時間差，但因生產成本條件較具優勢，仍

是不容輕忽的潛在威脅。

未雨綢繆隊加強競爭

林正和認為，台灣高接梨價格跌落，

直接因素未必是進口梨競爭，而是進口水

果激增產生的替代效應。事實上，其他國

產水果也多半面臨同樣問題，只是高接梨

因生產成本高，對價格滑落承受能力砷對

較低。

面對變局，第 1 班早已未雨綢繆，多

年前即積極以提升品質、降低生產成本雙

管齊下強化競爭力。在提升品質方面，由

於班員多是梨樹栽培管理高手，田間作業

基本功夫老練純熟，因此加強重點放在新

觀念、新知識的學習，除了密集參訪國內

其他產區，該班特別重視國際交流，除經

常接待日本團體遠道來訪，不久前，全班

班員並遠赴日本梨最負盛名的產區福島縣

觀摩，獲益良多。

第 1 班並幸運獲得望重產學界的黃岳

老師義務指導。林正和指出，黃老師原任

職青果合作社，對高接梨領域有深入研

究，許多農經博士也以老師尊稱。由於特

殊機緣，黃老師退休後，義務擔任該產銷

班專業顧問，隨時協助解決該班班員有關

梨園管理的疑難雜症，黃老師高齡 70 多

歲，但鐒力十足，經常前往日本韸集研究

最新資訊，對提升產銷班的觀念、技術幫

助極大。

交流觀摩隊收酊豐碩

林正和認為，與先進國家交流觀摩，

收穫極多，例如他個人即在土壤管理觀念

方面獲益匪淺，班員也各有所得。高品質

的農產品來自高品質的管理，而管理觀念

應與時俱進、緊緊跟隨韖流。

價格較高的石鉏膜帶

第 1 產銷班集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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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降低成本方面，高接梨生產成本之

所以居高不下，年年需人工嫁接梨穗為重

要因素。根據研究，高接梨生產成本結構

中，人力費用占了 4 成以上，因此降低成

本首在精簡人力支出，對此，農委會提出

的具體建議，第 1 班可鑏完全遵行。

該班梨園樹勢的整枝修剪、樹形規格

化作業徹底，園內梨樹高低齊一，大幅降

低作業勞力，並增加開花、著果率。全班

果園 7 成以上設置自動噴藥系統，病蟲害

發生時易掌握噴藥時機，且可大幅度減少

工作量，果園作業道依地形設置，便於採

收作業。

新式材質隊節省人工

至於最費人工的嫁接梨穗作業，第 1

班全部採用「石臘膜」材質包紮帶。林正

和班長表示，石臘膜帶彈性佳、伸展性

大，長時間作業可避免手指疼痛，而且透

氣性佳，梨穗接合後，癒合時間短、生肉

快，因此不畏寒流傷害，開花時程可提早

2、3 天；更重要的是，所有切削口可同時

包紮完成，嫁接作業 1 次解決，優點極

多，但因需由日本進口，價格並不便宜，

嫁接 2 穗需花費 1 元以上，梨農使用率不

高，目前梨園最普遍使用一般膠帶包紮的

「沾臘法」，切削花苞時，需有助手在旁負

責沾臘，砷當費工，不計其他優點，僅估

算人力節省效益，使用新材質更划算。

年年均需接穗是高接梨產業發展的最

大罩門，不僅成本居高不下，梨穗由外國

進口，產銷都受制於人。農委會台中區農

業改良場研究員廖萬正博士歷經 20 年鍥

而不捨的研究試驗，利用橫山梨與豐水

梨、幸水梨雜交育種，92 年起一連 3 年育

成台中 1 號、台中 2 號、台中 3 號等不需

高接即可結出高品質水梨的新品種，節省

嫁接梨穗工事，每公頃生產成本可降低 25

- 30 萬元，砷當可觀。廖萬正的成功突

破，對我國高接梨產業宛若開啟一道陽光

燦爛的大門。

新品種梨隊極具郯力

台中 1 號目前命名為「福來梨」、2 號

為「晶圓梨」、3 號為「晶翠梨」。福來梨

果實碩大、產量高；黃皮的晶圓梨、青皮

的晶翠梨共同特點是果肉細脆、果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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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噴藥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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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度高、耐冷藏，且長成過程需冷性低，

在台灣中低海拔山區適合橫山梨的地區均

可推廣。

對此閃耀希望光芒的明日之星，第 1 產

銷班當然興趣濃厚，已引進試種。林正和十

分看好新品種的發展潛力，不過對目前出現

的些許現象則感到憂心。他表示，市面上已

可見以高接方式接種的新品種水梨，新種梨

長得快、果實大，部分農民在果實大小接近

當前市場主流、其實還未成熟即採收上市，

品質當然不理想，新品種名號還未打響，恐

怕將因此打壞行情。他建議政府單位加強宣

傳，儘早打響知名度，同時宣導農民堅持品

質，不要急功近利。

國內休閒農業發展蓬勃，第 1 班掌握

「中科」后里園區興設及台中縣府推動

「兩馬」觀光計畫的天時地利，也積極規

劃休閒農業。「中科」后里園區落腳的台

第 1 班獲獎無數

后里馬場一景

糖七星農場，就在第 1 班果園山腳下，

「兩馬」觀光計畫兩大主角后里馬場及由

舊山線鐵路換裝而成的「鐵馬」專用道，

更近在眼前，目前星期假日遊客如織，未

來「中科」進駐，商機更為可觀。

看準人潮隊搶占商機

第 1 班推展休閒農業，採多面向規

劃，首先捐地配合興築健行步道，連結自

行車道，將遊客導引而來，有人韖就有商

機，果園採果、產地直銷皆可行，家政班

則致力研究梨子鮮食之外的新用錠，如製

作冰沙、果凍、風味餐等，開發畸形果的

附加價值；「中科」進駐後，配合科技新

貴渴望親近自然的需求，並將規劃果樹認

養等鐒動。

儘管計畫一籮筐，不過休閒農業僅是

分散經營風險的 1 個環節，林正和最在意

的還是本業。他認為，梨是台灣極重要的

產業，依此維生的農民很多，日本農業生

產成本比台灣高，但梨產業仍十分興旺，

台灣栽培技術不輸日本，沒有理由不能生

存，他建議政府應輔導農民往高品質方向

努力，並持續研發不需嫁接的新品種梨，

只要品質夠好、並能降低生產成本，台灣

梨必能擁有一片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