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產業起伏．幾度風華
台灣鳳梨產業發展概況呈波浪式起伏

，約莫	50	年代初，鳳梨加工業崛起，鳳

梨罐頭外銷暢旺，締造台灣鳳梨產業第一

個盛世，但罐頭外銷盛況於	60	年代逐步

衰退，而國內消費需求增長有限，整體鳳

梨產業跌落谷底，而後，隨著低酸度的新

嘉義縣民雄鄉鳳梨產銷班第 22 班的

班員結構堪稱「黃金組合」，中、青世代

各展所長，年長班員傳承寶貴的實務經驗

，年輕班員則發揮創意、善於蒐集資訊，

清楚掌握各個市場動向及需求特性，作為

栽培方向、產期調節的參考。班長陳暉升

表示，只要紮好基本功、起跑點在前，不

論景氣震盪榮枯，均能占有優勢。

歷經十多年榮景，隨著產量不斷攀升

，國內鳳梨產業漸現疲態，一年產出鳳梨

高達	 2,000	多公噸的嘉義縣民雄鄉鳳梨

產銷班第	22	班，面對產業可能由高峰滑

落的走勢，以開闢多元通路、精簡產銷成

本因應，諸項開源節流措施雖不算特殊，

但點滴匯聚的效益十分可觀。該班陳暉升

班長強調，景氣循環自然淘汰期，基本功

紮實、體質強健，必能挺立不搖。

─嘉義縣民雄鄉鳳梨產銷班第 22 班
文圖｜徐清銘

發現台灣農業競爭力 封面故事

推陳出新‧傳承產業命脈
世代交融‧譜寫產業紀元

銷日牛奶鳳梨品規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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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運車設計簡單，提升作業效率近 4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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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之便．率先試種
此外，鮮食鳳梨能在國內走紅不衰，

很重要的因素是新品種不斷出爐，一項優

秀新品種上市，往往帶動風潮，使消費市

場常保新鮮感，且有多樣選擇，提供源源

不絕的成長動力。民雄鄉鳳梨產區占地利

之便，每當嘉義農試所有新品種研發出爐

，進行田間試種時，往往是先頭重點基地，

新品種量化上市，民雄鄉總是搶得頭香。

不過，新種鳳梨搶先上市的優勢

，在台農	17	號「金鑽」鳳梨登

場後，挾抗病性強、單位產

量高、耐存放、風味佳等

諸多優點，備受農人、

果販、消費者三方面

喜愛，經幾年來汰

選輪換，已展現一

統江湖的態勢，

目前市占率超過	

品種不斷研發出爐，各式品種百花齊放，

擴張鮮食鳳梨市場，國內消費人口持續成

長，內需殷切，也帶動鳳梨產業復甦。

不過，經過十數年的好光景，鳳梨行

情已顯現由高峰走跌的趨勢，主因仍是慣

見的供需失衡、生產增加數量超過市場需

求量所致。甫於不久前交棒的民雄鄉鳳梨

產銷班	22	班前任班長廖欽煜表示，鳳梨

好種易活，即使管理技術不到家，仍有收

成，尤其鳳梨耐乾旱，部分天然環境較差

的田地，鳳梨是少數能耕種的作物，前些

時候因價格不錯，早先轉作的鳳梨園紛紛

復耕，加上新興產地大規模栽培，增加的

數量相當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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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日鳳梨套袋、裝箱、分集作業

22班一年產出鳳梨高達 2,000 公噸

展示園區收集 30 多項鳳梨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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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果菜生產合作社，雙軌並行，合作社

雖然還有另一生產柑桔、柿子的水果班，

但業務量僅占少部分，鳳梨才是經營重心

。該班之所以另設組織，即著眼便於開發

多元通路、降低行銷成本。

打貓生產合作社理事主席陳憲星表示

，以農產運銷而言，農會體系偏重傳統拍

賣批發市場，功能以中介為主，拓展外銷

、宅配、以及賣場、超市系統等通路方面

有其侷限性，而合作社乃第一線農民組合

，本身就是生產事業單位，各項運作因而

如臂使指、靈活快捷，機動性特強。

第	22	班生產的鳳梨運銷原以傳統拍

賣市場為主，台北市第一果菜批發市場、

第二果菜批發市場以及三重市場是三大主

力，致力開拓新通路後，除了超市系統，

也成功打進家樂福量販系統，雖

然起步階段的出貨量占整

體比例還不高，但

後續展望看好

。廖欽煜

表示，

9	成，即使後來又有新品種出爐，但取代

其地位並不容易，而鳳梨品種趨於單一化

之後，原先以新鮮感開拓新天地的動力逐

漸喪失，民雄鄉鳳梨新種引領風騷的優勢

，也不復以往，近	 2	年來，運銷價格明

顯下滑。據廖欽煜統計，95	年，該班鳳

梨出貨年平均價約	16、17	元，比起往年

，已出現走下坡的現象，到了今年，預估

年平均價約僅	14	元上下。

鳳梨產業盛極反轉，面對薄利時期可

能來臨，鳳梨	22	班的對策是開源節流，

以開發多元化通路拉抬價格；產銷體系特

別強化組織功能，廣蒐各項資訊，以掌握

市場需求特性，並精算各項成本，當省

必省。

設合作社．雙軌並行
民雄鳳梨	 22	班組織運作方式不

同於一般，產銷班之外，另組成「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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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班鳳梨園
催花後就不再
施藥，園內雜
草崢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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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號鳳梨市場接受度低，鳳梨栽培期長

達一年半，設定外銷，果農得承擔相當風

險。此外，東南亞熱帶國家氣溫炎熱恆定

，鳳梨可全年恆常供應，台灣冬季溫差變

化大，鳳梨供應數量、品項與當令產季有

落差，也不利競爭。

儘管氣候條件及價格處於弱勢，但台

灣鳳梨優勢亦不少，口感好、風味佳，尤

其品種豐富多樣，都是強項，廖欽煜認為

，只要政府擬定整體計畫，預先擇定對象

，調整栽培模式專攻外銷市場，如外銷不

順，內銷價差損失能獲得合理補貼，果農

既有保障、即敢全力投入，相信必能打出

一片天。

共同採購．力行節流
節流方面，組織合作社專責

行銷，直接可見的效益是省下

中介抽取的手續費，雖然手

續費占整體產銷成本比例

只算零頭，但積少成多，

該班一年出貨高達	2,000	

多公噸，累計下來也非

小數目。

該班力行共同採購

量販系統通路帶有契作性質，價格雖仍依

行情波動，但整體比拍賣市場平均價要高

上幾成，運銷量越多，果農收益越多。

消費差異．外銷瓶頸
外銷通路方面，22	班並不陌生，多

年前即進軍日本，今年截至	6	月底為止，

已出貨約	25	公噸，不過因價格、栽培模

式內外銷不

同等因素，

尚未全力投

入。

廖 欽 煜

表示，日本

市場不喜個

頭太大的鳳

梨，要求規

格約	1	公斤	

2、3	左右的

小號果品，

若以銷日為

標的，在整地之初，就需設定密植方式栽

培，藉以縮減果品尺寸以符合規格，但當

前銷日極少採契作模式，一旦外銷進行不

順，只能回銷國內，但國內消費習性不同

新任班長陳暉升

產銷履歷驗證證書

農民利用空氣噴槍掃除小蟲效果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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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後揹 8 個、手抱 4 個

，作業相當吃力，搬運

車在減輕體力負荷方面

的效益，迥非數字所

能量化。搬運車來自

年輕世代班員的創意，陳暉升開玩笑地說

，老一輩的「憨憨做」，年輕一輩的怕辛

苦，因此想出省力的點子。

年輕組合．靈活經營
陳暉升年方 32 歲，大學畢業，班上

年齡、學歷相近的班員有 7、8 位，全班 

53 名班員中，40 歲以下的有 23 人，如

此年輕、高學歷的組合，並不多見。年輕

世代富有活力、創意，善於蒐集、運用資

訊的特質，十足展現在經營作為上。

陳暉升表示，產銷團隊設有專人負責

處理資訊，每天公布當日拍賣市場數量、

，舉凡肥料、

藥物、紙箱、

電石、塑膠布

、遮 陽帽 等各

項資材全數共同

採購，該班規模

大、團購數量大，議價空間也大，一個紙箱

以折讓 0.5 元計，僅紙箱一項就可省下 10 

多萬元，各項加總，數字相當可觀。

鳳梨單位產量高，採收極耗費人力，

22 班自行研發專用搬運車，一座平面鐵

架舖上木板，掛上 4 個自行車輪，極簡

單的設計，卻能在鳳梨園中遊走自如。22 

班新任班長陳暉升估算，搬運車一趟可載

運 100 顆以上的鳳梨，換算工作時間所提

升的效率達 3.3 倍，大幅精省人力成本。

鳳梨園植株密集，機械車輛派不上用

場，採收以人力搬運為主，標準作業大都

打貓生產合作社鳳梨精品禮盒

22 班自行設計的田間搬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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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種系．譜寫歷史
該班經營各方面均奠基紮實，政府歷

來推行的安全控管措施，如吉園圃、CAS

，莫不早早推動全力配合，今年並通過產

銷履歷驗證。陳暉升表示，產銷失衡問題

，終究得依據市場機制自然淘汰來調整，

在景氣循環、起伏動盪之際，紮好基本功

、起跑點在前，必能占有優勢。

曾榮膺全國十大傑出農民的陳憲星

主席，近來忙著鳳梨種系保存工作，精

心布置的展示園區內，從早期由夏威夷

引進的罐頭鳳梨系列、「繡球花」等觀

賞鳳梨、「台農」系列的金鑽、牛奶、

蜜寶、桂花、甜

蜜蜜、冬蜜等改

良種，以及最新

培育成功尚未命

名的鳳梨品種，

總共	 30	 多種，

品系蒐集之齊全

，極其難得。為

曾在台灣農地現

身的鳳梨品種譜

寫歷史，陳憲星

隱然視為使命。

種了大半輩子的鳳梨，陳憲星對於產

業興衰循環了然於胸，他相信，高學歷的

年輕子弟願意返鄉打拼，在良好基礎上，

注入新觀念、新作法，不論景氣榮枯，民

雄鄉鳳梨產業都將「旺旺來」。

行情，以及

超市收購價

格，年度、

月份皆有詳

細統計分析，

各項資訊收集

齊全，班員可以

清楚掌握各個市場

動向以及需求特性，

作為栽培方向、產期調

節的參考。

陳暉升說，鳳梨產期長，

每一期別價格浮動不定，比如金鑽

今年盛產期的價格不

理想，但尾期不錯，

掌握資訊，班員便可

抓緊最有利點進行調

整。又如，台北第一

果菜批發市喜體型稍

小的「鼓聲果」，三

重市場則偏好大些的

「肉聲果」，而台北

第二果菜批發市場依

節日不同，2	種品項

依時間點各有不同，如能依據市場需求、

分級配貨良好，比未精算配貨的產品，每

公斤可拉抬賣價	2	-	3	元，換算	1	公頃多

進帳	12	萬元，全班	50	公頃即達	600	萬

元。資訊情報的掌握分析的重要，由此可

見。

年輕世代朝氣蓬勃，年長班員則傳承

寶貴的實務經驗，說年長，其實僅是

相對而言，如陳憲星、廖欽煜都值中壯

之年，春秋正盛，經驗又豐富，民雄鳳梨	

22	班的人力結構，堪稱黃金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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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民雄鄉鳳梨產銷班第 22 班
前任班長廖欽煜：05-272-2493
現任班長陳暉升：05-272-0051‧0958-766-810
嘉義縣民雄鄉三興村 1-4 號

廖班長與打貓生產合作社理事主席陳憲星（左）合影

鳳梨果戴帽，防熾熱陽光曬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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