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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蓮霧產業的現況及趨勢 
 

賴榮茂 1 

 

摘要 

蓮霧是台灣重要的經濟果樹，也是高屏地區重要的產業之ㄧ，在蓮霧產
業的發展過程，產期調節技術的開發，使栽培面積曾超過 1 萬公頃，後來因
作物的競爭、天候的影響收成等因素，面積逐年下降，依據 2011 年的統計栽
培面積為 5,416 公頃、年產量 78,109 公噸。 由於蓮霧具有高產值的潛力，挑
戰性高，很適合台灣小農型態來經營。2012 年外銷量約 418 公噸，95％銷往
中國，其他地區則陸續在開拓中。在品種多樣化後，以果皮不易受傷、耐貯
運的品種才可能讓外銷更順暢。目前高品質的精品市場仍供不應求，因此一
直有人躍躍欲試想要投資生產，惟蓮霧栽培成本每公頃達 682,875 元，人工
成本高達 63％，且因栽培技術門檻高，需要熟練的栽培技術，才能獲利。為
了保持台灣蓮霧產業的優勢，需要繼續開發新品種，及精進蓮霧栽培技術，
才能在有生產蓮霧的國家中保持產業領先地位，對個別果農而言，才能確保
收益。 

關鍵語： 蓮霧、產期調節、種植面積、生產成本 

 

前言 

蓮霧(Syzygium samarangense Merr. et Perry)是南台灣具特色的熱帶果樹
(1,18,19)。自從以庭園樹的零星栽培狀態演變至集約的經濟栽培，蓮霧栽培技術
有很長足的進步，蓮霧屬於熱帶果樹，歐美學者對它的研究並不多，所幸在
台灣經過果農及農業試驗改良單位三、四十年摸索及嘗試，已累積很多心得。
為因應消費市場的需求，從沿海地區至內陸丘陵地，已發展出多種不同栽培
方式。然到目前為止，蓮霧的栽培易受環境變化的影響，要栽培符合市場需
求的高品質果品仍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台灣蓮霧果實大部分供應國內市場
消費，在市場上因其他眾多果品的競爭，只有具市場區隔的高品質果品仍供
不應求，一般等級的果實常出現銷售壓力。蓮霧品質高低其價差可達數十倍，
充滿挑戰性，成功的蓮霧產業經營者，單位面積可以創造高產值，適合台灣
的小農經營型態。由於蓮霧栽培不斷的遭遇新問題及新挑戰，本文擬藉由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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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的盤點及了解，提供後續產業的經營及發展的參考。 

栽培面積及品種 

蓮霧栽培面積，根據 2011 年的統計全台灣為 5,416 公頃，產量 78,109

公噸(2)(如圖 1)。就面積而言，在 1987 年達到最多為 10,502 公頃，之後逐年
下降。降低的原因，1993 年之前因催早花的穩定性低，有其他作物的競爭而
轉作；1993 年之後，產期調節採用黑網遮光使催早花的穩定性大幅提高且產
期提前，然因夏秋季節颱風豪雨頻繁，無法確保收成，栽培面積逐漸萎縮
(15,16)。最大的栽培縣市仍以屏東縣的 4,232 公頃最多，占全台的 78％。高雄
市 445 公頃，占 8％居次。在這兩個主要生產縣市的面積大幅減少，雲林縣
及嘉義縣之栽培面積則在增加中。在高屏產區內，主要分布在沿海鄉鎮，以
枋寮鄉 682 公頃最多，佳冬鄉、南州鄉次之，延伸至林邊鄉及東港鎮，蓮霧
都是主要的農產品。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78 '81 '84 '87 '90 '93 '96 '99 '02 '05 08 11

面

積

︵

千

公

頃

︶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產

量

︵

千

公

噸

︶

種植面積

產量

圖 1. 台灣蓮霧栽培面積及產量之變化(1978-2011) 
Fig.1. Variation of planted area and production of wax apple in Taiwan.  

目前蓮霧的栽培品種仍以粉紅種及大果種為大宗，約占 80％以上，新引
入的泰國紅寶石及印尼大果種逐漸增加，也占了將近 20％，其他包括蓮霧新
品種台農一號(9)及數個新引入果皮深紅的品種，則僅有少量栽培。粉紅種因
相對較耐淹水，主要種植於沿海鄉鎮；大果種則分布在地勢較高的鄉鎮為主。
泰國紅寶石及印尼大果種則除於高屏地區種植外也延伸至中台灣。 

品種未來的趨勢，新育成及新引進的品種可望在最近幾年內投入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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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果種因賣相佳、粉紅種因風味好，預測仍是主要的栽培品種。高屏產區
的面積估計仍會繼續減少，但趨勢會減緩。高屏以外的新種植面積能否再增
加，將視目前已種植的果園是否有穩定的收成而定。就全台種植面積而言，
預測未來將維持在 5,000~5,200 公頃之間。 

 

大果種 南洋種 

泰國紅寶石 印尼大果種 

圖 2.現階段台灣蓮霧的主要栽培品種 

Fig 2. The main cultivars of wax apple in Taiwan  

生產費用及收益 

蓮霧是多年生的果樹，需要週年的管理與投入，根據 2011 年農業統計年
報，每公頃的直接生產費用高達 682,857 元，其中最多的是人工費，包括自
家工及僱工合計占總生產成本的 63％；肥料費占 14％；農藥費占 13％，材
料費占 7％，每公斤的生產成本 36.38 元。每公頃粗收益 976,723 元，農家賺
款 659,212 元(3)。但個別農戶經營效益差異大，產區成功的栽培農戶，其粗收
益不乏高出平均數 3-4 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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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消費者對於高品質果實的需求大，蓮霧栽培都採較精緻的管理，在
考慮自家勞力及所能僱請人力，栽培的規模暫無法大幅擴增，每戶大部分都
在 1 公頃左右，因此，農藥、肥料及其他栽培所需之資材的購買，非整批大
量採購，費用相對較高。另資材及人力的投入多，但果品品質不如預期的原
因，是使用的時機及重點工作沒有適時的掌握。 

降低生產成本以增加收益，一直是農民追求的目標，尤其蓮霧栽培成本
相對較高，需求更殷切。為降低成本、增加收益，除參考合理化施肥及健康
管理操作外，改善果園環境，將有限的資源配合花果的生長，重點集中在正
確的時機及關鍵的操作上，才能達到兼顧品質提昇及節省成本的目標。 

肥料費

14%

人工費

63%

農藥費

13% 材料費

7%

其他

3%

圖 3. 2011 年台灣蓮霧各項生產成本之項目及比例 
Fig. 3. The production cost and the proportion of the items of the wax apple in 

Taiwan 2011 

產期調節 

蓮霧的產期調節，由於斷根、浸水、環刻、強剪或施用生長抑制劑 (1)

等技術靈活應用，搭配後來發展的遮光(11,12,15)技術等多種操作，使催花成功
的穩定性提高，也發展出不同產期調節模式(14) (如圖 4)的應用及不同產區、
不同品種的生產，市場上幾乎周年都有蓮霧。但由於配合市場的需求及氣候
的穩定性，冬、春果成為主要的生產季節，因此主要產區的大部分果園會在
每年的 7 月至 10 月底進行催花。六龜區丘陵地的果園則為避開寒害，在新曆
年前就會有第一波採收高峰，屏東地區的產期則延續到 5 月上旬，每年有 50%

以上的產量會在農曆過年前採收，形成生產的高峰，另一個生產的高峰在 3-4

月。新引進的泰國紅寶石及印尼大果種，則以夏果的生產型態為主，當氣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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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時，粉紅種及大果種的果皮著色變淡時，新引進的品種適時成為市場的新
寵。 

產期調節未來的重點將不再是如何催早花，南部早花蓮霧在市場上的吸
引力及新鮮感，因為產期接在中部產區之後，已經失去搶早上市的意義，而
且因為在早花蓮霧生長期的氣溫仍偏高且經常遭遇颱風豪雨，收益不穩。因
此由每年一收的模式， 分散變為二收或三收的模式是無法避免的調整方式，
除了分散氣候上的風險及市場供貨量之外，方便農家人力的調度及品質提
升，以獲得最大的經營利潤。 

 
催花模式/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正常產期 
 

 

一次梢催花 
 

 

三次梢催花 
 

 

第一次梢

 第一次梢 第二次梢 第三次梢

改良二次催花 
 

 

改良多收型 
 

 

中部產調  

 

 

 
圖 4.蓮霧產期調節模式 

Fig. 4. The forcing culture model of wax apple 

外銷數量及國家 

蓮霧因果實含水量多、果皮薄又容易發生寒害，外銷量無法大量的提升。
一直到最近五年才顯著地增加，2012 年量已達 418.87 公噸(4,7)(如圖 5)，然只
占總產量的不到 1%，這已是蓮霧有史以來，外銷量最多的一年。主要外銷
的國家或地區，有加拿大、中國、香港、新加坡。以中國 398.68 公噸最多，
占總出口量的 95.2%。在近 3 年外銷量相對於過去大幅增加的需求下，除了
以農會為對口單位出貨供應外銷之外，由原先已累積外銷出貨經驗的果農，

【註】修剪：▽  環刻：◎  斷根：  遮光：▓  催花：  開花：☆  採收：□  浸水：



第一次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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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台灣蓮霧近十年外銷量及外銷國家 
Fig 5. The amounts and export countries of Taiwan Wax Apple fruit export in the decade 

號召有意願配合的農戶或產銷班共同合作供貨的結盟已形成。 

蓮霧外銷的未來趨勢，經過 3 年的增量供貨之後，集貨的運作、分級的
標準及包裝方式逐漸成熟穩定，如兩岸的政治氣氛沒有大幅改變之情況下，
蓮霧外銷量還會再增加。然而在外銷市場的開拓，尤其針對過去曾經有出貨
記錄的國家或地區，勢必是當務之急，以避免過於集中同一地區所產生的風
險。隨著集貨及外銷貯運的技術開發、檢疫方法的確認及選用較耐貯運的品
種，新的外銷市場有可能逐步開拓。外銷用的品種亦將隨著市場的特性不同，
具耐貯運特性者將逐漸顯現其重要性。 

栽培技術 
蓮霧的栽培技術現況，以生產符合消費者對品質要求的果實為主，基本

上單果重、果色、甜度、果品安全都是重要的品質指標。然因受氣候變遷的
影響，颱風、豪雨或低溫等不利的生產條件（8），經常使生產者無法穩定控制
樹勢以生產高品質的蓮霧。目前常見的現象包括新梢管理不當最普遍，蓮霧
一年有 6-7 次新梢(1,11,15)，為了控制新梢，不當使用藥劑及肥培，常造成嚴重
的損失；花果前期為了把果梗增粗、果實拉長，常因營養狀態及生長調節劑
的搭配合錯誤，導致收成不如預期；果實生長中後期水分及肥培失衡導致裂
果(5,6,10,13,,17,20)嚴重及果皮著色不良；病蟲害防治因疏忽田間衛生造成損失及
留果量控制不當造成品質無法提升，都是需要再精進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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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蓮霧品種的生長，各有其適合的溫度，未來要確保經營有利潤，在
栽培技術的重點，須先對各蓮霧品種的生長習性及風土適應性有精準的認
知，了解季節的環境變化對各不同生育階段的植株及果實所產生的影響，提
早採取因應對策，才能穩定生產。新梢的管理，必須分別針對春梢及夏、秋
梢，在數量及生長特性的不同，視果園環境及樹勢差異，從修剪技巧、配合
肥培措施、水分及生長調節資材的供應，來調控枝梢的更新及生長(1,11,15)。花
果生長期視營養狀態，活用推薦的肥料及藥劑，適量控管氮肥及水分，以調
控生長速度，促進著色、提高糖度及降低裂果發生。另落實田間衛生的管理，
清理感染源，將遭受病蟲害的果實帶離果園集中銷毀，以維持果園的清潔才
能確保收成。 

結論 
蓮霧是台灣重要的熱帶水果產業，三十多年來產期調節及栽培管理技

術，已奠定產業經營的基礎。但由於蓮霧栽培需要注意的細節多，對於資材
及人力的需求高，面對環境的不穩定，及市場上眾多水果的競爭，經營的利
潤不若以往，因此栽培面積逐年下降。為了產業的繼續發展，在管理技術上
應合理的管理枝梢更新及生長，以培育生長勢強的植株；產期調節為每年 2-3

收，分散風險、市場供貨量及勞力需求；花果期正確的施用氮肥及水分，減
少裂果發生，才能生產高品質的果實。選擇適合的品種，配合逐漸開展的外
銷，則蓮霧產業將有空間持續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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