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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花蓮縣有近四分之一的人口是原住民，

依花蓮縣政府99年10月份的人口統計月報

表資料顯示，依序以吉安（15.40％）、秀

林（14.75％）、花蓮（12.20％）及玉里

（8.78％）為原住民人口最多之鄉鎮市，平地

原住民以阿美族最多，山地原住民以太魯閣族

最多，分佈範圍遍及13個鄉鎮市。在地理區位

方面，花蓮縣總面積為462,857公頃，其中平原

面積佔10.92％，山坡地面積佔16.29％，高山

面積佔72.79％，由此可知原住民所耕作的農地

大部份位於偏遠地區，在地理條件特殊性及原

住民耕作習性關係，使得原住民地區的農業發

展型態與漢族農業發展型態迥異，因此如何輔

導原住民發展較具競爭力之經濟特產作物，促

使各部落逐步建立具有地方特色之農產業，未

來可就其資源優勢發揮，消除劣勢條件，解決

原住民農業經營之困境，實為該深思的議題。

原住民農產業現況與發展困境

一、農產業現況

花蓮縣山地鄉原住民農產業因地理環境

▲輔導卓溪崙山居民栽培當歸

▲原住民特色的養生野菜山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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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且交通不便，雖然植物資源相當豐富，

但欠缺良好生產設施及栽培技術，產銷成本亦

偏高，因此農業競爭力較為薄弱。至於平地鄉

原住民農產業，雖其生產技術、經營管理模式

普遍較山地鄉精緻化，但若與非原住民農民相

比，則其產量、運輸資源、管理精緻度、資金

投入情形等，仍有些許差異。

根據花蓮縣政府的統計資料顯示，若以耕

地面積來看，花蓮縣山地原住民每戶耕地面積

未滿1公頃及1～5公頃者皆佔有相當高比例，而

平地原住民則較多耕地面積為未滿1公頃。花蓮

縣原住民有耕地戶數比例佔51.41％，其中山地

原住民有耕地戶數比例佔70.39％，平地原住民

為43.25％。

花蓮縣山地鄉原住民鄉鎮包含秀林、萬

榮、卓溪，種植種類繁多，包括甘藷、玉米、

花卉、瓜類、玉米、水稻、水蜜桃、檳榔、

薑、小米等，而較具地方特色之作物有山蘇、

箭筍、苦茶、梅李，近年來本場於卓溪鄉崙山

地區開始輔導當地居民種植保健植物當歸，並

且輔導與合作社契作，以確保產銷順暢，同時

本場也輔導其成為有機專區，營造兼具生產、

生活、生態特色的農村環境。除山地鄉外，其

餘花蓮縣平地鄉鎮皆有平地鄉原住民，分佈的

地區廣泛，種植的作物包括水稻、竹筍、蓮

花、金針花、山蘇、文旦、旱稻、香草等，較

具地方特色之作物有各式各樣野菜（山蘇、樹

豆、山苦瓜）、箭竹筍、金針花、紅糯米等。

二、發展困境

（一）缺乏產業特色與定位

原住民地區深具各項發展潛力之資源，但

未具備商品化之高品質及特色產品，致無法有

效創造市場供需且行銷通路匱乏，難以提升市

場佔有率及能見度，故須進一步發掘及評估。

因此輔導發展具潛力的原住民特色農特產，並

定位安全健康為品牌訴求，生產符合現代飲食

觀念的健康養生農產品。

（二）資源整合不易

由於花蓮縣原住民地區幅員遼闊，地廣人

稀，有些地區交通甚不便，無暢通的連絡道路

系統，使得社會資源不足且整合不易，導致城

鄉落差加劇；再加上長期以來收益低少，經濟

力薄弱，致發展遠遠落後其他平地社會。

（三）整體包裝與行銷不足

花蓮縣原住民族地區擁有多元化族群特

色、好山好水、溫泉及生物多樣性等，是吸引

都會區遊客前來消費最佳的利器，但是未作好

有效的整合，發揮群聚的效益。故輔導其開發

具有發展潛力之觀光資源，並結合部落人文、

自然環境、農業及休閒旅遊等資源，進行整體

包裝與規劃才有助於活絡週邊產業發展。

（四）經營管理理念及技術尚待加強

原住民多從事初級產業，生產技術較為簡

單，經營理念及技術尚待加強，而組織功能亦

不健全，未充分發揮產銷效益，生產的農產品

商品化程度不高，產銷通路又狹窄，故在產銷

機制未完備情況下，致無法打入市場進行有效

率的競爭。

▲獨具文化特質的民俗植物樹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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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農產業SWOT分析

一、優勢

（一）花蓮縣原住民地區富有民俗植物

（樹豆、紅糯米等）、特用作物

（箭竹筍、山蘇等）及溫帶果樹

（水蜜桃）等，具備地區農特產品

特色。

（二）各原住民均有不同的文化歷史活

動，如阿美族的豐年祭、布農族的

射耳祭等，配合文化活動，發展原

住民風味餐及在地消費，協助農特

產品行銷。

（三）大部份部落有美麗的自然景觀、生

物資源豐富、多樣化的手工藝品，

可吸引外地遊客遊憩與消費。

二、劣勢

（一）經營技術及經營理念較不足，產銷

上無法產生大的經營效益。

（二）生產的農產品大多單打獨鬥，較少

有完善的組織來發揮產銷功能。

（三）初級產品較多，加工及精緻化程度

不高，不易增加產品的附加價值。

（四）農產品通路少，且不瞭解消費市場

資訊，對成本及理財觀念不足。

三、機會

（一）花蓮縣原住民地區具有特色農產品

搭配優美的自然環境，如萬榮鄉紅

葉地區富有溫泉，可推出溫泉箭竹

筍，提高競爭力及發展的機會。

（二）配合民俗活動及休閒生態旅遊，發

展在地原住民風味餐及農產加工

品。

（三）國人近來熱中鄉村旅遊休閒，重視

接近大自然的休閒活動。

▲運用當地健康食材調理風味餐

▲受到觀光遊客喜愛的原住民舞蹈

▲豐富的景觀遊憩區吸引都市人到此一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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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威脅

（一）外部競爭激烈，同質性農產品間的

威脅較大。

（二）農耕所在地多位於遠離地區如山

區，故生產環境較不佳，且公共設

施缺乏。

（三）農業人口老化，農業收入不穩定，

難以留住部落年輕人。

原住民農產業發展因應對策

一、農業輔導與措施應重新思考

雖然部份原鄉已逐漸發展具特色的有機產

業，但大部份的原住民地區農業大多仍採粗放

式經營，且農民年齡大多在50歲以上，欲改變

發展精緻農業與有機農業，恐怕相當困難，再

加上有機耕作型態較為細緻外，經營成本亦較

高，因此針對原住民農業環境特殊性、耕作習

性，值得重新思索。現階段仍應以低成本、易

管理之栽培模式，輔導生產安全健康在地性的

特色農產品。

二、專業知能養成

長期以來政府投入許多資源在原住民地

區，但較多以補助方式進行輔導，讓原住民農

民養成依賴心，缺乏主動學習的動力。在專業

知能培訓及年輕原住民培育就顯得非常重要，

改變農民的觀念與行為，從學習成立組織開始

至提升經營管理理念及農耕技術，養成積極主

動面對、解決問題的能力，方能克服農業上的

困境。近年來經濟不景氣，回流原鄉的年輕人

增加，原住民失業者大都回到部落從事農耕工

作為主，若能培育這些年輕人成為核心農民，

將能為部落增加就業的人口，提升原住民地區

農業競爭力。

三、活用部落資源開創觀光商機

原住民地區的農產品產量不大，且除獨特

的農作物外，其他在漢族地區大多亦有生產，

與其競爭，則在價格與品質上難以與之抗衡。

近年來國人偏向與大自然接觸、親近鄉野環

境、體驗農村生活休閒型態，故勢必結合原鄉

生產、生活、生態的休閒體驗旅遊及文化產業

活動來推銷農產品，達到地產地銷、降低食物

里程、減少中間商剝削及運銷成本的效益，創

造農產品銷售的契機。

▲農業可結合原住民人文藝術行銷

▲近年來盛行運用原住民民俗植物製作植物染
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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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拓展行銷通路

原住民地區的農產品行銷通路狹窄，難以

和非原住民農民組織化的產銷模式與經營效益

相較，惟有擴展農產品至消費層面及增加市場

流動性，方能將農產品推銷出去，增進原住民

的利潤。因此須妥善規劃農產品生產與市場調

節供需，以因應拓展多元的行銷管道，並導入

分類包裝與品牌的概念，以提升產品之品質及

產業經營的競爭力；同時因應原鄉多遠離銷售

市場，應建立產銷資訊網路，策劃農特產品展

售活動，擴大拓展農產品通路。

結　語

花蓮縣原住民農產業均以初級生產為主，

栽培技術及經營效率有待加強，尤其位居偏遠

山區之原住民農民，耕作技術粗放，產量少品

質不佳，且少有精緻化的農產加工品，經營管

理理念亦甚缺乏。近年來本場已針對吉安鄉特

用作物（當歸）產銷班、鳳林鎮山興、玉溪地

區崙山與長良等地區之原住民農產業，輔導其

栽培技術與加工利用，未來也將透過計畫進行

探討原住民部落最具發展潛力之特色農產業與

輔導需求，以強化特色農產品栽培技術、加工

利用及經營管理，同時結合在地豐富而獨特的

自然資源、生活文化、休閒旅遊，發展部落休

閒農產業，提升原住民農產業的競爭力，相信

在農民、農政單位及民間團體的共同努力下，

使原住民農產業得以走出困境，未來成長的願

景是指日可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