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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芒果產業基本上是從西元1960年代

初期開始發展。當時臺南縣山地鄉鎮如玉

井、南化等原先以甘蔗、樹薯為主要經濟

作物，自從美國陸續引入愛文等品種並試

種後，發現芒果對山坡地的環境氣候適應

性極佳，且相對的利潤較高可以改善生

計，紛紛改種芒果而逐漸形成產業，於是

由種植面積僅1,000多公頃的不起眼產業，

在1974年面積突破10,000公頃，發展成為果

樹重要產業之一，臺南區農業改良場自此

開始從事芒果的研發與推廣，配合山坡地

果樹產業的發展，於1968年設立「新化分

場」作為果樹的研究重鎮，2003年配合本

場遷場業務調整，「新化分場」改為「口埤

農場」，併入果樹研究室，但本著服務的精

神，本場芒果研究人員由張明聰、呂俊堅、

黃和炎、謝元德、劉銘峰、卓家榮、鄭安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的研發與推廣芒果
點 將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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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林明瑩、張錦興等人一路傳承，配合產

業的發展，為芒果默默耕耘奉獻所學。

產業概況

芒果(mangifera indica L.)為原產印度東

北與緬甸交界的熱帶果樹，印度栽培至少

有四千年，先後傳至東南亞、非洲、美洲與

澳洲等熱帶與亞熱帶地區，於西元16世紀

引進臺灣，主要都是綠黃皮系的南洋種芒

果，但因產量不穩定，僅是小面積栽培。西

元1954與1961年由美國引入愛文等紅皮系

品種，1965～1973年間農復會(農委員前身)

與農林廳(農糧署前身)配合改善山地鄉農

村生活計畫，推廣種植美國種芒果，引發

種植熱潮，1974年栽培面積急速增至10,000

公頃以上。之後連續數年發生開花不結果

問題，雖然經產官學各界研討歸納出多項

原因，但莫衷一是，終於在1985～1987年

間經臺灣大學林宗賢、吳文哲二位教授研

究發現是授粉不良的問題，於是本場黃和

炎、劉銘峰先生配合試驗進行飼放授粉

昆蟲方法之研究，終於改善著果問題而有

效的提升芒果產量，也因此再度引發種植

熱潮，在80年代間栽培面積突破20,000公

頃，成為單一果樹種類栽培面積最大者。

之後栽培面積略微下降，至2010年依據臺

灣農業年報資料顯示，臺灣地區果樹總生

產面積達199,896公頃，總產量2,693,634公

噸，其中芒果總栽培面積16,796公頃，總產

量135,293公噸，占果樹總栽培面積約1/10

弱，總產量僅占約1/20，平均單位面積產

量大約為8公噸/公頃，但仍是臺灣所有果

樹種類中栽培面積最大者，產地主要集中

於臺南市(7,598公頃)、高雄市(1,991公頃)

及屏東縣(6,091公頃)等3個縣市，栽培品種

為愛文(占總生產面積約40%)、在來種(占

總生產面積約35﹪)、金煌(占總生產面積約

16%)、凱特(占總生產面積約5%)等，產季可

由4月下旬延伸到10月上旬，但盛產季集中

在5～7月間，臺南地區則是6月下旬至7月

為主。

近年來芒果成為政府極力輔導的四

大旗艦產品之一，不僅成為外銷主力農產

品，亦引起國內對芒果熱愛的風潮，為臺灣

夏日水果的形象商品，不僅鮮果，加工製品

芒果乾、芒果切丁、果汁、果泥等亦成為熱

銷的產品。

臺南場芒果的研發與推廣回顧

1968年臺南場新化分場成立，主要是

配合當時的農業政策與果樹產業問題作為

研究重點。1980年起隨著芒果產業蓬勃發

1  品種多樣化，減少單一品種產銷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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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本場配合當時的農林廳改善山坡農村

生活的願景，開始收集芒果品種及建立保

存圃，並進行農牧綜合經營及水土保持試

驗工作，為山坡地果園的生產模式建立起

綜合經營規範。1990年起是芒果最蓬勃發

展的時期，本場配合進行研發本地種芒果

提早產期、改良種芒果延後產的技術，成

功的調節芒果產期，降低生產風險與增加

農民收益；同時亦致力於降低果樹生產成

本計畫，進行芒果坡地果園水土保持及施

藥、灌溉、自動化系統之研究，有效的降低

人工勞力成本。這段期間芒果發生開花不

結果，後經研究發現是授粉不良的問題，

本場由黃和炎、劉銘峰等人開始進行芒果

授粉技術研發，以黃豆粉與魚粉調整飼養

授粉昆蟲配方，解決著果問題，亦避免飼

養時所產生的惡臭。改善了著果問題卻引

發芒果種植熱潮，為了因應農民對新品種

需求日益提高，1990年代末期本場由劉銘

峰先生主持芒果育種與產期調節計畫，開

始進行品種選育，同時因應當時的新興品

種「金煌」芒果種植面積逐增加而產生的

劣變問題進行防制試驗研究。

2000年以後，芒果成為最大的果樹產

業，造成產銷問題-芒果生產過剩、價格低

迷，於是2001年由配合政府推動產業策略

聯盟施政措施，由黃和炎、謝元德與劉銘

峰先生合力輔導組成「臺南區芒果產業策

略聯盟」，組合轄區8個山地鄉鎮與數個合

作社場，進行合作分工為芒果尋找出路，

創下芒果外銷總量高達12,000公噸的輝煌

紀錄。但2003年芒果產業策略聯盟發生組

織結構的問題，於是2004年制定「優質供

果園輔導規範」，開始推動優質芒果供果

園全程品質管理，落實芒果整合性生產及

品管作業，成立芒果技術服務團，由本場果

樹研究室、植保研究室、土肥研究室的同

仁為當然成員，輔導業務包括進行密集農

民教育訓練、落實提早套袋宣導、協助芒

果採收前炭疽病採樣檢定、改善生產、採

後處理與集貨作業流程與設備-列入「水果

產業結構調整計畫」輔導、產銷履歷制度

的健立、條碼追溯系統…等項。自2005年

外銷日本量為430公噸，同年10月輔導南化

區果樹產銷班第二十班通過EUREPGAP國際

驗證，顯示臺灣芒果產業具國際水準。此

2  芒果果園田間稽核，加強田間管理與防疫措施
2  山坡地整體綜合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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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持續至今，2011年銷日芒果增加到

1,157公噸，除了穩定芒果國內市場行情，

同時帶動其它果品的國際競爭力。

未來展望

芒果栽培至今，經由產、官、學界各單

位的合作，芒果果農民的收益改善了不少，

但存在產業問題仍多，例如：一、生產結構

的問題：包含田間操作問題，臺南地區果園

產區集中、栽培歷史悠久而樹齡老化，加

上山坡地果園，其坡度陡峭，非等高線種

植，機械化不便，亦無相對的農機具研發，

當農民年齡老化，人力更趨不足。二、產量

問題：由於氣候不穩定，每年開花不結果、

大小年、植株日趨衰弱，加劇產銷問題。

三、品質問題：主要是栽培技術、田間管理

不當，加上肥料、藥物的濫用，芒果果實著

色不良、甜度不高，並引發多種不明原因的

生理病害。四、病蟲害問題，近幾年來由於

氣候變遷與農業生態改變，小黃薊馬、炭

疽病等病蟲害特別嚴重，為確保果品，增

加藥劑防治之使用，導致直接對農民身體

健康及環境的為害，消費者亦對果品安全

性產生疑慮。五、行銷問題：尤其是整個產

銷制度的連結似穩而弱，生產者與販售業

者的管理有待加強。

有鑑於此，近年來臺南場除了持續加

強芒果選育工作，期以多樣性品種來延長

產期與增加可供外銷品種外，另一方面積

極推動「芒果健康管理」理念，加強果樹與

果園的健康管理，由改善果園基盤整備開

始，提升果園經營效率，適當進行間伐、整

枝修剪、疏果、清園、提早套袋、整合性病

蟲害管理、肥培與水分管理等，以生產優

質、安全果品。然而芒果隨著轉向國際市

場，整體行銷策略日趨重要，尤其是強化產

銷的整合，建立雙方夥伴關係的供應鏈，

因此未來輔導重點將落實農民果園審核

與農民用藥管理及追蹤，有效推動產銷履

歷，建立追溯（蹤）系統，從生產端開始，

推動整合性健康管理果品體系，並與品質

管理系統與產品驗證結合，同時銷售業者

落實集貨包裝與蒸熱場之標準化作業，改

善作業規模，朝機械化、自動化與現代化

發展，期以強化芒果競爭力。

4  田間微噴霧，朝機械化、自動化與現代化的省工模
式發展

5  健康管理講習會宣導健康管理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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