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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台灣因為氣候、地理環境和文化等得天獨厚的條件，很早就開始種植各種不同的

水果。隨著生產技術的改良，台灣的水果逐漸邁向國際舞台，不僅為國家賺進大

把鈔票，也為台灣贏得了「水果王國」的美譽。種植水果的高利潤和政策的鼓勵

吸引大量農民由犁田耕稻轉為闢種果樹，水果產量達到了高峰。然而，加入世界

貿易組織（WTO）後，少了關稅的保護，再加上成本較高、耕地面積不足等種

種不利因素，使得台灣的水果在國際市場上逐漸失去競爭力；就連國內，也因為

外國水果大量廉價傾銷，而使水果市場日趨萎縮。究竟，「水果王國」的稱號能

不能保持，政府和農民們又想到了哪些對策來因應呢？ 

 

 

 

貳●正文： 

 

一、台灣的地形： 

台灣是一個位於西太平洋的一個小島，由於板塊運動的擠壓，造成了台灣地

區特殊的地質與地形。比之於全世界，地形的多樣性與珍貴性，也毫不遜色。 
台灣島地形主要以山地、丘陵、盆地、台地及平原為主體。其中，山地主要

分佈在中央和東部，丘陵和台地主要分布在中央山脈以西，盆地以台北盆地

與台中盆地為最主要，平原則有分布於西南部的嘉南平原、屏東平原和分布

於東部的蘭陽平原、花東縱谷平原。而這些豐富的地形影響了台灣的氣候，

也與台灣水果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聯。 

 

二、氣候： 

臺灣位於全世界最大陸地(歐亞大陸)和最大海洋(太平洋)之間，由於北回歸

線通過台灣島中南部，將台灣南北劃為兩個氣候區：北部為副熱帶季風氣

候，南部為熱帶季風氣候，全年平均氣溫在 20℃以上，年平均雨量則可達

到 2500公厘。主要影響氣候的因素為緯度、季風、地形和洋流，氣候特徵

則是高溫、多雨和夏季的颱風。5月到 9月是台灣的夏季，每日氣溫經常可

達 27到 35度。7月的平均氣溫達到 28度。冬季時間短，氣候也較溫暖，1

月平均氣溫為 14度，但在海拔 3000公尺以上的山區仍然有降雪的機會。台

灣大底而言為副熱帶季風氣候，但由於是四面環海的島國，再加上擁有高

山、丘陵、平原等地形的影響，使得各地的氣候類別會隨著洋流的經過、地

形的高低等因素而有所不同。其中，對氣候影響最顯而易見的，便是島上高

高低低的地貌了。例如，台灣雖屬副熱帶地區，但因有豐富的高山地形，使

得台灣夏天的氣溫會比同緯度其他地區來的低。多樣的地形帶來多樣的氣

候，而多樣的氣候，則提供了各式各樣農作物生長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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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水果王國」的美名： 
台灣四季都生產水果，不僅種類繁多，有些季節性水果經改良後甚至可以全

年供應。而陸續引進的許多外來水果，讓台灣的「水果王國」美名名符其實！

以下就舉幾個常見的水果為代表： 
 
1、香蕉： 
香蕉屬於熱帶果樹，性喜高溫、多溼，生育適溫在 25~32℃，海拔 500公尺
以下，無霜害、無颱風的地方都可種植，每年 3~6月最適合種植。台灣的氣
候十分適合香蕉之栽培，品種最為廣泛的是北蕉及仙人蕉兩種，北蕉為台北

淡水所栽培出來之品種，仙人蕉則為北蕉變種，另有呂宋蕉、蘋果蕉、粉蕉、

紅皮蕉等等不同風味之品種。日本人特別喜歡台灣香蕉，佔領台灣時曾在台

灣中部大量種植，再外銷日本。1967年後，台灣南部也大量種植香蕉，面
積多達 5萬公頃，每年外銷 40餘萬公噸，為國家賺取大量外匯，並為台灣
創下「香蕉王國」的美譽。台灣地區的香蕉品種極多，有些是觀賞用，有些

則專供食用，食用蕉含豐富的醣類、維生素、礦物質、果膠等，其中含鉀、

鋅微量元素，在水果中名列前茅，目前主要以外銷日本為主。  
 
2、番石榴： 
台灣是番石榴主要生產國，全年都可供果。番石榴的營養非常豐富，是維他

命 C含量高的水果。台灣原本有許多野生番石榴品種，在 1915年陸續由其
他國家引進其他優良品種，經過不斷地研究，試驗，許多優良品種才被慢慢

的開發出來，目前台灣番石榴全台皆有栽培，產量極為豐盛，一年四季都可

吃到，最好的季節是 11月~2月。番石榴果肉有白色、紅色與黃色三種，台
灣所生產之番石榴品質佳、品種繁多、果實碩大、果肉大多為白色，在口感

上達到汁多、味甘、肉質細緻、甜而爽口，在國際市場上極具競爭力，主要

外銷國家為香港、加拿大、新加坡及中國大陸。 

 
3、木瓜： 
原產於熱帶國家，17世紀由西印度群島引進亞洲，在清末傳入台灣。經過
台灣園藝人員多年的研究改良，產生優勢抗病的「台農 5號」。在台灣，木
瓜以網式栽培為主，故很少有病蟲害的問題。目前市面上最為普遍的木瓜是

黑柿木瓜，果肉鮮紅，果實甜美多汁，非常好吃，全年皆有生產，盛產期則

為每年的七月至十一月，其中八月至十月為木瓜食用的最佳時間，甜度可達

11～13度以上。主要產地分佈在台南縣、屏東縣及高雄縣等三縣市。木瓜
可生食、製果汁、製蜜餞，並可當蔬菜燴湯。在台灣，婦女流行「青木瓜燉

排骨」當藥膳使用。目前台灣木瓜外銷地區以香港、新加坡、中國大陸、加

拿大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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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葡萄： 
葡萄是世界五大重要水果之一，在全世界水果總生產量約佔四分之ㄧ，台灣

的葡萄約在 300年前自中國大陸引進，民國 50年起因巨峰品種的引進，加
上產期調節技術的利用，使得栽培面積大為增加，是台灣產值最高的經濟果

樹。葡萄含豐富的葡萄糖、果糖、檸檬酸、蘋果酸、硫胺酸及各種維生素等。

其繁殖方法多，在台灣常用的方法為扦插及嫁接，另外為了無病毒的健康苗

也可以用組織培養的方法。目前最大產地是彰化、台中、南投與苗栗四縣，

產量最大的是巨峰葡萄。目前台灣葡萄外銷地區以日本、香港、新加坡為主。 

 
5、蓮霧： 
蓮霧是台灣最具優勢的水果，四季皆可生產，品質極佳。台灣氣候特殊，變

化大，四面環海，地處亞熱帶，水資源豐富，適合生產不同特性的蓮霧果品，

尤其屏東縣氣溫較高，依山傍海，沿海土壤鹽分較高，再配合蓮霧果農傑出

的草根性創新技術，而生產出世界獨一無二的蓮霧果品。蓮霧是熱帶性果

樹，既怕寒害，又怕風害，但是夏季高溫多濕，病蟲害嚴重，又常有颱風侵

襲，也不易生產出高品質的蓮霧果品。於是果農發展出一套獨特性之產期調

節技術，獨步全球之黑珍珠於焉誕生。蓮霧原本就是屬於熱帶及亞熱帶的果

樹，高緯度地區幾乎不可能生產，東南亞及大陸的栽培技術比起台灣仍有一

段距離，因此台灣蓮霧外銷國際市場十分具有競爭潛力，目前以外銷香港、

新加坡、加拿大及中國大陸為主。 

 
四、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衝擊： 
台灣於 2001年一月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經濟—尤其是國產農產品市
場的打擊是立即而明顯的，以下分進口與出口兩方面來看： 
 
1、進口： 
 
A、加入WTO後農產品進口量值的淨增加多於出口量值的淨變化： 
在 2002年一年內台灣因加入WTO，農產品淨進出口都更自由化，與前一年
的進出口量值相比都略有變化，但進口量值的增加都較出口量值的變化多。

進口量淨增 65萬 8千餘公噸，進口值淨增 2億 7千 3百餘萬美元。而出口
量淨減 1萬 5千公噸，出口值則僅淨增 1億 1千 9百餘萬美元而已。 
 
B、加入WTO後多數農產品的進口量值都增加： 
再細看各類農產品進口量值增加的情形，可看出多類農產品的進口量值都增

加，其中進口值增加較多的細類農產品以木材及其製品（6千 6百餘萬美
元）、酒類（6千 4百餘萬美元）活畜禽、肉類及雜碎（6千 3百餘萬美元）、
魚類及其製品（5千餘萬美元）、榖類及其製品（4千 1百餘萬美元）、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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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製品（3千 7百餘萬美元）及油料籽實及粉（3千 6百餘萬美元）等相
對較多。 
 
C、進口農產品衝擊下，本土農產品內銷的困難與問題： 
上列進口值增加較多的農產品也都是受加入WTO衝擊致使國內農產品內銷
困難增加較多的項目。除此項重要資料外，農委會又特別指出競爭力較缺乏

的農產品，在內銷上將產生較大的負面衝擊，這些項目包括花生、紅豆、大

蒜、香菇、金針、熱帶水果、豬肉、豬內臟及鵝肉等。此外農委會也指出因

開放進口而妨害內銷出路的農產品還有稻米、東方梨、糖、液態乳、柿子、

柚子、蔬菜等。看來台灣的重要農產品幾乎無一能倖免除去因加入WTO的
不利影響。 
 
2、出口： 
就總體面觀察，我國於加入WTO後一年與前一年加以比較，在二十四類重
要農產品中有十一類出口量減少，七類出口值也減少。農產品出口總量共減

少 1萬 5千餘公噸，出口總值僅增加 1億 1千 9百餘萬美元。七項出口值淨
減的農產品按減少值的大小排列依次是：1.砂糖及其製品；2.水果及其製品；
3.蔬菜及其製品；4.榖類及其製品；5.木材及其製品；6.羽毛；7.竹及其製品。
其中前三類的淨減值都高於 10%。上列前四項出口值淨減較多的農產品都為
台灣農民長期以來賴以維生的重要傳統作物，自加入WTO後出口值減去不
少，這表示外銷出路更加艱困。未來農民要依賴這些傳統農產物維生將不容

易。 
五、  因應對策： 
為了因應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可能對本國的水果產業帶來嚴重的影

響，政府因此想出幾項能幫助農民，使其損失降到最低的對策： 
 
1、生產調整策略： 
A、結構調整產業結構 ： 
a、獎勵廢園： 
輔導競爭力、生產條件較差及粗放之果園廢園，以縮減種植面積，包括荔枝、

龍眼、芒果、東方梨、柚子、椰子、橙類、葡萄柚、檸檬、桃、李、蘋果等。  
 
b、改變經營型態： 
輔導蘋果、溫帶梨、椰子等產業轉型為觀光農園或休閒農業方式經營。 
 
c、果園更新，改良品種，推廣新品種： 
配合市場需求，輔導發展水果品種多樣化，改良現有不良品種，

推廣新式優良品種，配合產業高科技技術的開發與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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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降低生產成本：  
a、加強產銷班隊整合。  
b、鼓勵間伐、矮化，推動集團栽培及機械化省工經營。  
c、改善果園作業道、聯絡道及產銷設施。  
d、改進土壤肥力，加強病蟲害共同防治。  
e、配合果樹園藝操作技術改善，提高生產及經營效率。  
 
C、  提昇品質及調節產期：  
a、輔導生產條件佳之果園，配合果園栽培管理及採收後處理技術
改進，逐步提昇品質。  
b、利用品種特性及催花技術調節產期，以減緩盛產期生產過剩
壓力。  
 
D、  建立產銷預警制度：  
建立國內產量與進口量監視預警制度，防範產銷失衡，必要時採

取緊急處理或緊急防衛措施。  
 
2、運銷調整策略：  
A、輔導農民團體產銷班共同作業，建立省力大型分級包裝作業
線。  
B、發展多元化運銷管道，同時供應批發市場及超市、直接消費
戶等。  
C、強化市場資訊體系，依據國內外市場情報，建立市場導向的
供貨體系。  
D、建立優良國產水果品質認證制度，輔導農民團體建立產地品
牌，加強辦理宣傳及促銷。   
 

 

參●結論： 

 

政府為了爭取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做了很大的努力，甚至不惜放棄採用

國家的名字入會；而今台灣終於成為WTO的一員，不僅讓台灣躍上世界舞台，

也敞開了與國際間的貿易大門。雖然，總體而言加入WTO對台灣在經濟和外交

上有很大的幫助，但就國內許多產統產業而言，卻是最最致命的重擊。尤其在農

業上，由於台灣腹地狹小，耕地面積不足，再加上人力、物資等成本均高於其他

以農業為主的東南亞國家，使得台灣的農產品無法與其他進口國競爭，甚至瀕臨

夕陽產業的瓶頸！台灣素有「水果王國」的封號，外銷到世界各國的水果曾為國

家賺取大把大把鈔票。但隨著產業轉型和東南亞國家的興起，台灣的水果漸漸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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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國際市場，加入WTO後，更因為少了關稅壁壘的保護，連國內市場也大幅下

跌。 雖然政府有想出因應對策，但長期觀察下來，這些措施很顯然的不足以彌

補果農的損失。究竟該如何幫助果農減少損失，甚至再造台灣「水果王國」的奇

蹟呢？我想，政府在努力拼經濟和選舉的同時，也應當為最最辛苦的一級產業生

產者謀求一條新的出路。而生為台灣之子的我們，也應當為台灣這塊美麗的寶島

盡一份心力。台灣的水果真的很好吃，品質也有保障，所以，下次採購水果的時

候，請多多支持台灣生產的水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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