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瓠孝 

台湾蔬菜生产转型发 

程 振 塄 

(福建农科院台湾农业课题组 

台湾蔬菜生产1984年创历史最高记录， 

总产量达341．6万吨，人均蔬菜可供消 费 量 

为129．08公斤。尔后，台湾蔬菜生产开始转 

型，即由量转向质的追求，所 以蔬菜的栽培 

面积从1984年产量高峰时的23。27万 公 顷， 

略升至1986年的23．97万公顷后， 1987年 就 

开始逐年缩减，1990年台湾蔬菜栽培面积巳 

降至70年代中期的水平，约】8．8万公顷 (详 

见附表 )。由此可见，80年代中期台湾开始 

减少蔬菜栽培面积推动精致化生产发展，以 

实现蔬菜供应质的提高。本文将削析台湾蔬 

菜这一转型发展的目标及其采取的策略，以 

期对我国大陆发展 “二高一优”蔬菜生产有 

所借鉴。分析台湾蔬菜转型发展的态势，主 

要有以下三个运行目标。 
一

， 大力发展夏季蔬菜生产 

台湾夏季气候不利蔬菜生 产， 5～10月 

间近半年的蔬菜生产量，仅 占全年生产量的 

20~30 ，往往造成 “淡季菜垒 “盛季菜 

土 的生产效益不稳的问题。由于发展夏季 

蔬菜生产既是民生需求的当务之急，又是实 

现供需平衡提高蔬菜生产效益的途径之一。 

因此，台湾采取政策支持与科技投入双管齐 

下的策略，大力发展夏季蔬菜生产，主要措 

施是。 

1．实施保护价格政策并辅导共暇遣销至叠 

台湾夏季 自然灾害频繁，为减轻风险损 

失，1979年台湾开始推行夏季蔬菜的价格保 

证措施，由当局及参加契约生产的农户和农 

民团体，共 同提供 资金，建立了 “夏季蔬菜 

价格保证基金 ，对主要夏季蔬菜实施最低 

价保证或行情价保证等价差补贴措施，并且 

， 

展的走向 

F础’ 
设有 “基金运用管理委员会 为专门管理机 

构，制订有管理法制 “夏季蔬菜价格保证基 

金运用暂行要点 ，以订定生产 目标 、实施 

契作生产、落实保价收购等办法，有效地促 

进了台湾夏季蔬菜生产的相对稳定发展。夏 

季甘兰、包心白菜、花椰菜等约 10余种属最 

低保证价收购对象，马铃薯、菱 自，小白菜 

等约20余种属行情保证价收购对象，均在农 

会或果菜公司与菜农订定收购数 量、 品 质 

(等级 )及价格契约的基础上生产收购，而 

且组织共同运销。所谓共同运销即有 组 织 

地指导菜农进行分级包装处理，直接提供零 

售商及超市，以减少周转损耗。由于这一措 

施既保护了菜农收益，又维护了消 费 者 利 

益，发展十分顺利，1991年蔬菜共同运销的 

市场占有率已达50．15 。也就是 说， 如今 

台湾蔬菜的市场供应，有一半以上是靠农会 

及果菜公司通过契约生产共同运销提供的， 

对安定夏季蔬菜 的 供 需，发挥了 巨 大 作 

用。 

2．研究发晨高置荤节蔬菜品种与栽培技术 

台湾是国际蔬菜研究机构一一 亚洲蔬 

菜研究发展中心 的所在地，对台湾蔬菜科 

技的支持与推动是可以想象的。80年代之前 

台湾生产上用的杂种一代品种，仍大部份依 

靠 日本，美国进口。8O年代以后，台湾蔬菜 

不仅在育种上巳全面 以一代杂种利 用 为 目 

的，而且特别注重蔬菜的耐热性选择目标， 

育成或引进的耐热，耐湿，抗病，优质蔬菜 

品种不胜枚举，就几类主要蔬菜育成的著名 

品种为例，有耐高温夏季结球的白菜 “亚蔬 
一 号”，有夏秋可上市的花椰菜 “雪 美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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夭 j有耐热、抗病，品质 极 佳的 小白菜 

“台农1号”，仅需栽培20天就可 收获 ；还 

有陆续不断育成的耐高温番茄品种 种苗1 

号”、 “台中亚蔬4号”、 “花莲亚蔬5号” 

等等。此外，为了丰富夏季蔬菜，还引进了 

新兴蔬菜 “黄秋葵 ，开发了新兴蔬菜 “龙 

须菜 (即佛手瓜茎蔓及叶腋长出的带卷须 

的嫩稍 )，都成为夏季蔬菜生产的好品种。 

为了克服平地高温栽培蔬菜的限制，80 

年代起，台湾高海拔山区的蔬菜生产发展迅 

速，据1986年统计，高山地区夏季蔬菜面积 

巳达200公顷，计划指标为590公顷，建立了 

高山蔬菜专业 区，专门生产平地夏季无法生 

产的 菜，主要有菠菜，青蒜、西洋芹菜、 

结球白菜、番茄等价值较高的蔬菜，形成精 

致的栽培作业，甚至一年三作。 

在克服高温 自然条件的栽培技术方面如 

利用银色与黑色双面塑料布覆盖栽培草莓， 

甜椒、瓜类的生产；利用生长素防止番茄高 

温障害；利用冷藏与包装等保持芹菜、羹白 

笋的品质等等都对稳定夏季蔬菜生产发挥了 

功效 

3 发晨集约化生产的芽幕，弥朴夏季蔬菜供应 

之不足 

芽菜生产既不受气候制约，又具有生产 

周期短及不 必施用肥料和农药等的特点，是 

公认的清洁蔬菜。目前，台湾生产的芽菜种 

类除传统的绿豆芽，黄豆芽外，又开发了苜 

蓿芽、豌豆苗、萝 婴，空心菜芽，小麦芽 

等生产，而且豌豆苗，萝 卜婴、空心菜芽、 

小麦芽等均经过绿化过程，是具有绿色素的 

芽菜，更受消费者喜爱。台湾芽菜的生产方 

法，也巳从传统的人工方式向自动化方向发 

展，继80年代后期杨梅镇建成的具半自动化 

设备的 “芽菜工厂 之后，1991年台南区农 

业改良场由 农委会”经费支持、农林厅具 

体辅导，又建成了一座全自动的 “芽菜生产 

自动化示范工厂 ，工厂的结构设备均由台 

南区农跋场农机研究室研究成功，实现自选 

种、催芽、播种，管理到收获处理的全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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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化、机械化的格式生产及周年栽培。 

=、发展无污染清洁蔬菜 

随着 民众健康意识的提高，发展清洁蔬 

菜生产已成为台湾蔬菜转型追求的第二个目 

标。 

1978年台湾蔬菜消费量 (114．93公斤／ 

人 )首次超过大米 消费 量 (113．99公斤／ 

人 )，使蔬菜成为膳食构成中最主 要 的 食 

物，基本稳定于人均年消费量122公斤 以上， 

比大米消费量还高出40~50 左右 因此， 

蔬菜对民众健康的重要性也倍受关注，所以 

生产清洁蔬菜巳成为台湾精致农业的重要内 

容之一 

1．辅导安全甩前与科甩快蘧翻定袁药臻置量的 

技术，生产供应安全可靠的清洁蔬菜 

据报道 ，台湾农田每公顷农药用量仅次 

于 日本、意大利，以色列等少数 围家 、 地 

区，名列世界前茅，尤其蔬菜生产周期短， 

更有赖农药防治病虫维持产量和外观品质。 

在以增产为 目标舶 生产发展时期，台湾农药 

种类不断增加，用量 日益上升，据有关 资料 

表明，1983年台湾省农药的年用量 高 达4．1 

万吨，其中近1万吨用于蔬菜生产，此 后 虽 

有所减少，但1990年农药总用量 仍为 3．57／ 

吨左右。维护民众身体健康，台湾除尽量控 

制农药使用外，还加强辅导安全用药，开拓 

无农药残毒的生物防治技术，‘并研究出了一 

些可快速测定农药残留量的方法。台湾在各 

农业试验场 (所 )的田间筛选试验基础上， 

规定了各类蔬菜有效药剂及其浓度、施药时 

期、安全采收期等。自1979年起农林厅广泛 

开展农药安全使用宣传与培训，并且对农药 

工厂及农药贩卖商也按 《农药管理法 *加以 

训练、监督和登记管理，同时还定期组织农 

药毒性调查，公布经调查被禁用的农药，对 

禁用的农药加以辑查管制。为了减少农药使 

用，台湾近期特别重视生物防治研究开发， 

较突出的成绩如苏力菌防治小菜蛾的研究。 

小菜蛾巳成为台湾蔬菜生产危害最严重的虫 

害，面对小菜蛾几乎巳无药可治 的 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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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农业试验所获得用苏力菌以菌治虫的 

理想防治效果，已广泛用于生产。 

台湾还重视蔬菜采收销售前的农药残留 

情况检测。1987年起台北农产运销公司、高 

雄市果菜市场等公司或各地果菜市场均设立 

了残留毒测定站。农林厅也协同药物毒物试 

验所及各地农业改良场，以预警制度在田间 

进行密集抽样检验，对残留毒超 量 的 蔬菜 

田，警告农 民必须延后采收。为了达到对残 

留毒的快速测定，省农试所、药物毒物试验 

所等有关研究单位，研究成了一些快速检测 

杀虫剂及杀菌剂残毒的测定技术，如1984年 

推出的放饲感药苍蝇于莱汁中，4d,时 后苍 

蝇死亡率在1O 以下，才友给安全蔬菜合格 

证，结合小包装成精致蔬菜，颇 受 市 场欢 

迎。J986年又研究成了乙醇胆碱酯酶快速检 

测杀虫剂残毒技术。1989年研究成功利用杀 

毒剂对苏力菌酵素活性抑带u的特性测试酵素 

活性检验杀菌荆残毒的技术，据称，3～3·5 

小时可完成30~50件样品的测试，属国际先 

进之技术。 

2．发展设施栽培，生产高品质，高价值的清洁 

蓬莱 

在农业先进国家或地区已广泛采用诸如 

纲室、温室等生产的保护设施，解决露地栽培 

难以控制的生长条件，隔绝病虫传播减少农 

药使用，经营生产高品质、高价值农产品。台 

湾设施栽培始于8O年代中期，并把它作为精 

致农业的重点项目，加以推动发展。1989年 

起省农林厅 以每公顷8O万元新台币的补助经 

费，辅导农民搭建塑料钢室。据 1990年 统 

计，台湾设施栽培面积约为1750公顷，其中 

洋香瓜及其他果菜类面积42O公顷，绿 芦 笋 

及叶莱类130公顷，种苗生产约100公顷，菇 

类400公顷，花卉620公顷，果树8O公顷。 由 

于设施生产精致蔬菜，不仅可避免病虫及暴 

雨为害，而且可比露地生产提高复 种 次 数 

2～3次，一年平均复种次数可达7～8次，因 

此经济效益显著高于露地生产。据1988年台 

湾记帐农家收入统计，一般蔬菜 生 产每0·1 

公顷年净收入仅为2．35万元新台币，而设施 

栽培每0．1公顷净收益则达8．5～11万元，即 

高于一般蔬生产2．5倍以上。 

目前，台湾蔬菜设施仍较简易，多为水 

平棚架、活动式多作型塑料 网室、隧道式塑 

料纲室等简易结构。1993年已开始在省种苗 

繁殖改良场示范建立自动化控制的设 施2公 

顷，但仍以生产花卉为主。台湾设施蔬菜的 

栽培技术，除一般土耕栽培外 以无士水耕 

较为先进。J986年以来，已由台中区农业改 

良场研制了4种型号的水耕栽培装置 系 统， 

其中动态浮根式栽培系统，被认为是极适合 

高温多湿气候水耕生产蔬菜的装置，其主要 

特点是可促使蔬菜根部在培养液表面浮动， 

有利直接利用湿空气中的 氧，增强根 部 活 

性。1987~1990年民间企业已投资水耕栽培 

生产达20公顷，但因产销经营及技术尚不够 

成熟，目前经营较完善的仅13公顷。 

三、发展蘸菜种苗业 

6O年代末期，台湾农业发展受到有限土 

地资源及经营规模的制约 ，逐使有识之士开 

始选择发展技术与资本密植型高产值的种苗 

生产。当时，台湾种苗业者仅以接受日本、 

荷兰等国外委托，组织菜农采种生产杂交一 

代种子，纯属代工性质的经营，接受托委采 

种生产的面积每年约1000公顷左右。随后， 

由于 “农友种苗公司 投入育种工作颇有成 

效，使得10几家有实力的种苗业者，先后都 

以培育属于自己的新品种为主，经营种苗生 

产 ，从而改变了台湾种苗业的被动局面。目 

前，台湾已成为世界称著的蔬菜杂交一代种 

子出口地，估计在年产值60亿新台币的种苗 

业中，出口值占了1O亿元新台币以上，其中 

92 是蔬菜种子出口，仅西瓜杂交一代种子年 

出口值就达2．3亿元，其次是甜椒和番茄约3 

亿元左右。近年来高新技术已在台湾种苗业 

上实际应用，如种苗繁殖上应用细胞组织培 

养等生物技术，种子品质管理与贮藏上应用 

电脑等等。台大 已 研．究成一套种子管理电 

脑软件，不仅可测出种子发芽率，水份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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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而且可以估测贮藏时问，以及到达时间 

后种子寿命状况，应用于一次采种生产供几 

个年份的种子用量的估测，可以降低种子生 

产成本。1989年农友种苗公司已与美、日有 

关企业台作，在新竹科学园区成立 了 “新高 

生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以高新技术生产蔬 

菜和花卉种苗。总的看， 目前台湾的种苗业 

仍以代工经营为主，有能力从事育种与高新 

技术开发应用曲业者为数极少。 

此外，台湾种苗业开始向岛外拓展。如 

农友种苗公司早在1984年就开始在泰国、新 

加坡等地设立分公司，派出农技小组在东南 

年 期 

196IN 1970 

197IN I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lg88 

1989 

1990 

亚一带发展采种挫术Ufl~；。台湾省种苗繁殖 

场场长林俊义先生，于1992年撰文提出到中 

国大陆发展采种生产的设想，认为台湾拟著 

重新品种开发，以亲本§ 大陆采种生产，然后 

销售给大陆或外销世界，指出这是保障台湾 

种苗业继续生存下去的经营目标。目前台湾 

种苗业者已纷纷到东南亚与中国大陆，利用 

当地的廉价劳动力与土地发展种苗生产。当 

局也于1992年在省种苗改 良繁殖 场投资 1．5 

亿新台币，计划4年内完成全面机械化、自动 

化、电脑化的种苗生产中心的建设，作为全 

省种苗发展自动化生产的示范基地。 

(附袁 ) 台湾蔬菜生产与人均消费的发展情况 

栽培面积 
(公顷 ) 

总产量 
(吨 ) 

90556～ 14I540 

146706～ 23394I 

221407 

2275l3 

- 224614 

{ 232655 

I 236443 

l 239707 

l 224533 

l 2I5563 

l 2005I9 

I 188249 

产值 占农作物产值 人均消费量 
的百分比 ( ) (公斤 ) 

814182~ 1685l91 5．4～ 16．0 

1765096～ 326O921 16．3～ 23．2 

2901853 22．1 

3044099 22．6 

3018741 22．4 

3416382 22．7 

323364 22．3 

3127869 23．7 

$283889 26．1 
‘ 

3094470 23．4 

295456I 22．3 

2713277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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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浮水性饲料，这项产品已获较好效果， 

海外订单纷至踏来，对饲料业开拓外销市场 

有很大 的帮助，是台湾饲料业发展的一个方 

向。 

5．纷纷赴太黯投资 

受畜牧业生产环境的影响及饲料行业内 

部发展的限制，台湾饲料业步履艰难，为寻 

求出路，拓展岛外市场势在必行。鉴于犬陆 

畜牧业不仅发展潜力巨大，而 且劳 动力 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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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饲料资源丰富，是投资去向的 最佳 选 

择，因此，台湾饲料业者已纷纷赴大 陆投资， 

如中日、统一、福寿、 h蜂、大成长城等饲 

科企业已在沈阳、北京、广州、厦门、潮州 

等地设厂，投资水产或畜禽饲料及相关行业 

(如面粉、油脂等 )，不少投资饲料领域的 

厂家，已取得了较好的效益。这些捷足先登 

者的成就必将带动台湾更多的饲料业者前来 

大陆投资。这也是业者拓展饲料业的一个明 

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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