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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灣荔枝生產面積約11,000公頃，為

主要經濟果樹，其中黑葉約占70%、產期

過於集中，不易保鮮，銷售壓力大，果農

收益不穩定。為協助更新品種，有效分

散產期，以減輕盛產期壓力，農業試驗

所陸續推出7個荔枝新品種，包括台農1

號(翠玉)、台農2號(旺荔)、台農3號(玫瑰

紅)、台農4號(吉荔)、台農5號(紅寶石)、

台農6號(豔荔)及台農7號(早大荔)。此7

個品種皆已授權並推廣給農民種植，陸

續有產品上市，102年除了台農5號及6號

外，其他品種透過消費者試吃填問卷活

動，以瞭解各個品種在國內市場上的接

受度，探討新品種荔枝在國內市場的發

展潛力。表一及圖一為各品種試吃活動

舉辦日期及地點，共計蒐集950份問卷資

料進行分析。

各品種受訪者仍以女性居多，家庭

月所得以8萬元以下為主，年齡層以31歲

以上、60歲以下群族占多數，學歷以高中

職、大專為較多受訪對象，詳見表二。

二、對新品種荔枝觀點

針對新品種荔枝台農1號、台農2

號、台農3號、台農4號及台農7號，受訪

者試吃後，對其各項品質的個別指標看

法，整理如表三∼六。

在甜度方面(表三)，認為甜度剛好

的，以試吃台農3號及台農4號的受訪者

比例較高；台農1號的受訪者認為不夠甜

的占比達35％以上，而台農2號的受訪者

則認為太甜的比例達到18.5％。

酸度的表現方面(表四)，只有台農1

號的受訪者中13％認為太酸，認為稍酸

的占13.4％，有澀感者也占13％；台農4

號受訪者亦有將近12％認為稍酸，14.2％

認為有澀感。其他品種受訪者大多認為

酸度剛好或者不酸。

而對於新品種荔枝果汁含量方面(表

五)，各品種的受訪者75％以上皆認為多

汁，台農4號、台農3號、台農1號及台農

2號受訪者有較高比例認為不夠多汁；在

作      者：江秀娥助理研究員

連絡電話：04-23317652

農試所農經組  江秀娥  張采蘋

台灣新品種荔枝
國內市場潛力探討



35農業試驗所技術服務季刊．2015年06月．102期

農
業
經
濟

國內市場潛力探討

表一、新品種荔枝辦理試吃問卷調查基本資料

品種別 辦理日期 辦理地點 樣本數

台農1號(翠玉)+台農2號(旺荔) 102年5月30日 台中農試所 81

台農1號(翠玉) +台農2號(旺荔) 102年6月2日 台北花博公園 157

台農3號(玫瑰紅) 102年6月15日 台北花博公園 307

台農4號(吉荔) 102年7月6日 台中市政府陽明大樓 219

台農7號(早大荔) 102年5月25日 台北希望廣場 186

合計樣本數 　 　 950

表二、受訪者基本資料表                                                 單位:%            

項目 細項目
台農1號、2號

受訪者

台農3號

受訪者

台農4號

受訪者

台農7號

受訪者

性別
男 39.9 30.9 37.9 37.1

女 58.4 67.8 62.1 62.4

家庭月所得

5萬元以下 32.8 38.8 52.5 34.9

5.1-8萬元 34.9 27.0 23.7 28.5

8.1萬元以上 25.2 26.4 16.4 27.4

年齡

30歲以下 13.9 12.1 12.4 8.1

31-40歲 22.3 20.8 12.8 10.2

41-50歲 21.4 18.6 18.3 23.7

51-60歲 26.9 25.7 30.6 39.2

61歲以上 13.2 21.8 26.0 18.3

學歷

國中以下 10.1 18.6 25.1 6.5

高中職 24.4 18.9 31.1 21.5

專科大學 40.3 45.3 32.0 53.2

研究所以上 21.4 14.3 11.4 15.6

註：各群組合計未達100%，係因部分受訪者於該項目未作答。

圖一、左︰台農1號與台農2號試吃調查(台北花博)；右︰台農4號試吃調查（台中市政府陽明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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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感方面(表六)，台農3 號

的受訪者認為口感Q彈的

比例最高，其次為台農4號

的受訪者，而台農7號的受

訪者中有將近19％認為其

口感太軟。

就本次所蒐集的樣

本資料整體而言(表七)，

受訪者對台農3號玫瑰紅

荔枝的滿意度最高，認

為「很好吃」的比例高達

50％以上，認為「好吃」

的比例也將近45％，覺得

「普通」或「不好吃」的

只有2 . 9 %；至於其他品

種，雖然表示「好吃」以

上的仍占多數，但表示

「普通」或「不好吃」的

比例就比台農3號高出許

多，尤其是台農1號翠玉荔

枝，高達39.1%不滿意，其

次台農7號早大荔(26.9%)，

台農2號旺荔及台農4號吉

荔分別占18.5%、18.7％。

受訪者試吃荔枝後，

願意購買價格的意思表示

(表八)，大多以每台斤60元

以下居多，願意以高於每

台斤60元以上價格購買的

受訪者，以台農3號荔枝占

較高比例，每台斤61-80元

者，占20.5％，每台斤81元

以上占21.1%，顯見受訪者

對於台農3號荔枝的評價相

表五、受訪者對新品種荔枝果汁含量的看法      單位:%

汁  液 台農1號 台農2號 台農3號 台農4號 台農7號

太多 4.2 5.0 4.9 3.2 5.9

多汁 79.8 75.2 76.5 79.0 80.1

不夠多 12.6 11.8 16 16.9 5.4

未答 3.4 8.0 2.6 1.0 8.6

合計 100 100 100 100 100

資料來源︰同表三。

表六、受訪者對新品種荔枝口感的看法            單位:%

口  感 台農1號 台農2號 台農3號 台農4號 台農7號

Q彈 27.3 36.6 50.8 42.5 22.6

軟硬適中 61.8 50.4 46.3 45.7 50.0

太軟 3.8 1.7 1 6.8 18.8

未答 6.7 11.3 0.2 5.1 8.6

合計 100 100 100 100 100

資料來源︰同表三。

表四、受訪者對新品種荔枝酸度的看法            單位:%

酸  度 台農1號 台農2號 台農3號 台農4號 台農7號

太酸 13.0 1.7 1.0 0.9 0.5

剛好 47.1 55.0 58.3 45.2 68.8

不酸 20.6 30.7 30.0 26.0 17.2

稍酸 13.4 2.9 4.6 11.9 0

有澀感 13.0 1.7 3.3 14.2 0

未答 5.9 9.7 2.9 1.9 13.4

合計 100 100 100 100 100

資料來源︰同表三。

表三、受訪者對新品種荔枝甜度的看法            單位:%

甜  度 台農1號 台農2號 台農3號 台農4號 台農7號

太甜 2.5 18.5 11.4 8.7 7.0

剛好 58.8 66.8 85.3 84.9 80.1

不夠甜 35.3 10.1 2.9 5.0 11.8

未答 3.4 4.6 0.3 1.4 1.1

合計 100 100 100 100 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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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較高。目前這些新品種荔枝，除了台農

1號翠玉荔枝外，其他皆尚未正式量產，

可上市銷售的量都很少，一般市場上也

很難看到，因此價格皆遠高於受訪者多

數的願付價格，例如台農2號與台農3號

每台斤120元以上，台農4號每台斤90元以

上。

三、受訪者對一般荔枝的消費

行為

本次受訪消費者中，大

部分受訪者原本就喜歡吃

荔枝(表九)，只有極少數受

訪者不喜歡或不能吃荔枝。

受訪者喜歡荔枝的包裝方式

(表十)，以整串塑膠袋裝或

不包裝自己挑選為主，至於

政府這二年推廣摘粒盒裝的

包裝方式，也有22-29％的受

訪者喜歡。在購買地點方面，大多數受

訪者在傳統菜市場購買荔枝(表十一)，還

有在水果專賣店或超級市場購買的，可

見荔枝的銷售仍以較為傳統通路為主。

四、結論

根據消費者試吃的反應結果，台農

3號玫瑰紅荔枝最具市場潛力。然因目

前尚未達到量產上市的階段，以致零售

單價高於消費者的願付價格頗多。又依

表七、受訪者對新品種荔枝整體的看法           單位:%

整體看法 台農1號 台農2號 台農3號 台農4號 台農7號

很好吃 14.7 29.8 50.2 21.9 18.3

好吃 42.4 45.0 44.6 58.9 53.8

普通 31.5 16.4 2.9 17.8 25.8

不好吃 7.6 2.1 0 0.9 1.1

未答 3.8 6.7 2.3 0.5 1.1

合計 100 100 100 100 100

資料來源︰同表三。

表八、受訪者對新品種荔枝的願意購買價格

價   格
(每台斤)

台 農 1 號 台 農 2 號 台 農 3 號 台 農 4 號 台 農 7 號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30元以下 64 26.9 51 21.4 14 4.6 37 16.9 18 9.7

31-40元 48 20.2 38 16.0 46 15.0 54 24.7 40 21.5

41-50元 34 14.3 37 15.5 53 17.3 46 21.0 40 21.5

51-60元 38 16.0 31 13.0 61 19.9 34 15.5 28 15.1

61-70元 14 5.9 25 10.5 30 9.8 8 3.7 9 4.8

71-80元 7 2.9 20 8.4 33 10.7 9 4.1 10 5.4

81-90元 3 1.3 4 1.7 21 6.8 7 3.2 7 3.8

91-100元 5 2.1 7 2.9 29 9.4 8 3.7 6 3.2

101元以上 1 0.4 1 0.4 15 4.9 7 3.2 0 0

未    答 24 10.1 24 10.1 5 1.6 9 4.1 28 15.1

總樣本數 238 100 238 100 307 100 219 100 186 100

資料來源︰同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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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受訪者的消費行為得知，荔枝在台灣

一般消費者心中，係屬於平價、傳統的

水果，除設法增加台農3號荔枝的供應量

外，並應提升荔枝產品於消費者心目中

的價值，才能縮短二者間的差距。

首先，建議優先強化台農3號荔枝的

栽培管理技術並加以

推廣，以穩定產量，使

其達到經濟規模促進

產業化，可取代部分黑

葉荔枝，使得台農3號

荔枝產品能夠達到穩

定的供應量，也減少黑

葉荔枝總體供應量，不

僅可以穩定黑葉荔枝

的價格，也使台農3號

荔枝能以平穩的價格

供應市場，使消費者多

一項新選擇，並提升荔

枝果農的收益。

其次在市場行銷

面，必須讓消費者能夠

瞭解荔枝產品的價值，

世界上可以生產荔枝

的地區並不多，台灣的

消費者是幸福的。針對

新品種，可以和傳統荔

枝做出市場區隔，以凸

顯其價值。因此，在故

事的鋪陳、包裝設計、

行銷通路的選擇等，都

必須加以改變。從新品

種荔枝開始，賦予荔枝

產品新的價值觀，以提

升荔枝整體產業的新

價值。

表十一、受訪者通常購買荔枝地點                   單位:頻率% 

購買地點
台農1號、2號

受訪者

台農3號

受訪者

台農4號

受訪者

台農7號

受訪者

傳統菜市場 60.1 75.6 47.9 60.2

水果專賣店 0 0 32.0 38.2

超級市場 41.2 16.9 5.5 11.8

量販店 8.8 9.8 5.9 10.2

路邊小販 8.0 9.4 25.6 10.2

網  購 23.1 8.5 1.4 7.0

其  他 3.8 4.9 1.8 7.0

資料來源︰同表三。

表十、受訪者喜歡荔枝包裝方式                      單位:頻率%

包裝方式
台農1號、2號

受訪者

台農3號

受訪者

台農4號

受訪者

台農7號

受訪者

整串塑膠袋裝 30.7 29.6 28.3 23.7

摘粒盒裝 22.7 29.3 28.3 23.1

整串禮盒裝 15.1 20.2 15.5 12.9

不包裝自己選 31.9 23.8 32.9 40.9

其他包裝 1.3 1.6 2.3 1.6

資料來源︰同表三。

表九、受訪者原本對荔枝的偏好程度                     單位:%

偏好

程度

台農1號、2號

受訪者

台農3號

受訪者

台農4號

受訪者

台農7號

受訪者

非常喜歡 31.5 32.6 19.2 30.6

喜歡 56.3 55.4 56.6 55.4

普通 11.3 11.7 22.8 12.9

不喜歡 0.4 0 1.0 0.5

不能吃 0.4 0.3 0.5 0

未答 0 0 0 0.5

合計 100 100 100 100

資料來源︰同表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