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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日本茶葉機械化程度為全球之冠，茶葉機械又分為茶園機械與製茶機械。本次 7 

日的日本考察內容包含：參觀「落合刃物工業株式會社」乘坐式採茶機與茶園管理機

械，觀摩與學習在茶園內操作乘坐式機器，提高機械化茶園的作業效率；參觀「寺田

製作所株式會社」之全自動綠茶生產線，了解其製茶廠每小時內處理 700 kg/h 的茶

菁生產線，但作業人數只需 1 〜 3 人；拜訪「靜岡農林技術研究所」早川隆弘所長，

瞭解早期日本推動茶園機械化之方式，以及機械化茶園建置之注意事項；拜訪「靜岡

縣立大學」中村順行教授，得知日本因茶葉機械化之市場走向，及討論如何改善臺灣

茶葉缺工之困境；參觀「玉露的里」與「茶茗館」，瞭解日本的茶文化與茶道發展；

最後參加了靜岡茶葉園遊會，了解日本在茶葉多元化產品的利用與推廣活動的相關內

容。 

 

貳、本文 

一、背景 

  20 多年前臺灣農業人口約為 101 萬人，但社會變遷與工商發展，到現在 

(2017 年) 農業就業人口下降為 56 萬人。臺灣因人口老化及少子化現象，缺

工問題亦逐年嚴重，為解決缺工問題，本場積極推動茶園機械化管理作業，以

乘坐式採茶機械做施肥、修邊、淺 (中) 剪與採茶，大幅提升茶園管理效率。 

  近年來農民屢要求政府引進農用外勞，來解決農業缺工之問題，但由於此

辦法涉及多處行政部門業務，因此目前仍待商議研討中。根據統計資料顯示，

臺灣 2016 年的主要外勞來源為印尼、越南、菲律賓與泰國，然而這些國家本

身的經濟成長率正逐年好轉中，預估 5 至 10 年後這些國家內部勞力需求量

將大幅增加，屆時可輸入臺灣的勞工必將減少，未來缺工問題可預期將更為嚴

重。 

  缺工現象在日本更是嚴重，為解決缺工問題，日本推動茶園機械化管理作

業。在 2001 年 1 人可管理 0.94 公頃茶園，現在提升到 2.2 公頃的茶園。

以鹿耳島推動機械化最為成功，現在平均 1 人管理可高達 4.3 公頃茶園。此

外日本綠茶自動化生產工廠也只需 2 〜 4 人就可以完成生產，節省大量人

力，這些值得臺灣學習參考的方向。 

 

二、目的 

  希望藉由此次日本的考察，學習日本茶園管理機器與製茶機械的經驗，未

來並引進相關技術與經驗，應用於臺灣的平地或是緩坡地茶園，以解決茶園與

製茶缺工問題，有效地節省作業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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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程 

日期 行程 

3/20 (一) 桃園機場 → 成田機場 → 東京 → 靜岡 

3/21 (二) 
參觀落合刃物工業株式會社 (乘坐式採茶機與茶園管理

機械) 

3/22 (三) 
參觀寺田製作所株式會社 → 東山製茶工廠 (綠茶自動

化生產線) 

3/23 (四) 靜岡農林技術研究所拜訪早川隆弘所長 

3/24 (五) 靜岡縣立大學拜訪中村順行教授 

3/25 (六) 參觀玉露的里與茶茗館 

3/26 (日) 
茶 Fes 2017 (靜岡茶葉園遊會)  → 成田機場 → 桃園機

場  

 

四、參訪人員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業改良場 蔡憲宗研究員兼課長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業改良場 黃惟揚助理研究員 

 

五、考察過程與內容 

(一) 參訪落合刃物工業株式會社 

  落合刃物工業株式會社於 1919 年成立，主要生產茶葉鋏剪 (圖一) ，

取代傳統茶菁手採。1959 年開發引擎的單人採茶機 (圖二) ，當時大為流行 

(圖三)。在 1961 年開發馬達的單人採茶機(圖四)，但因為電池過重以及續航

力不佳，就逐漸沒落。 

   

        圖一、鋏剪。                 圖二、早期單人採茶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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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1962 年的日本報導機械採茶。     圖四、電動式單人採茶機。 

 

  直到 1969 年，落合開發第一台雙人採茶機 (圖五) ，其重量約 24 公

斤，刀具為迴轉式，但當時沒鼓風機將茶菁吹入茶袋，而是利用旋轉刀具

將茶菁推入茶袋，現在 (2017 年) 的雙人採茶機 (圖六)，則是利用來回

往復運動刀刃將茶菁切斷，再將茶菁吹入茶袋，重量為 11.7 公斤。與第

一台雙人採茶機相比，現在的雙人採茶機重量已減輕一半，方便茶農操作

使用。 

 

圖五、第一台雙人採茶機。            圖六、刀具細部。 

 

圖七、現在市售的雙人採茶機。 

 

   1986 年落合開發第一台乘坐式乘坐式採茶機 (圖八、圖九) ，臺灣

到 2015 年才正式引進 (圖九) 。另外開發茶園用的乘坐式噴藥機 (圖

十) ，一趟作業三行茶樹。近年開發出乘坐式管理機械 (圖十一)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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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修剪 (淺剪、中剪、深剪、修邊) 、施肥 (液態肥、有機肥、一般化學

肥)、翻土等功能。落合公司近年乘坐式機械每年販售約 120 台(圖十二)，

其中乘坐式茶園管理機約 60 台。在日本，茶園管理 (施肥、中耕、除草、

噴藥、其他) 和採收比重約為 6:4 (圖十三)。主要以乘坐式機械作業，能

大幅提升效率，故日本茶園管理程度比臺灣佳 (圖十四) ，臺灣的茶園管

理比重就相對低，大部分人力集中在採收，茶園管理又以小型農機為主，

作業效率有限，這是值得我們借鏡的部分。 

 

圖八、乘坐式採茶機作業情形。 



6 

 

 
圖九、第一台引進臺灣的乘坐式採茶機。 

 

圖十、乘坐式噴藥機。 



7 

 

 

圖十一、乘坐式茶園管理機。 

 

圖十二、日本茶園機械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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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靜岡與鹿耳島茶園機械化作業效率。 

 

 

圖十四、日本茶園。 

 

(二) 參訪寺田製作所株式會社 

  寺田製作株式會社創業於 1911 年，會社設立於 1945 年，為日本最

大的綠茶生產線 (圖十五) 設備公司，公司員工約 160 人，公司一年營

業額約 25 億日幣。一般單條生產線可處理 250 kg/hour 的茶菁量，最大

的單條生產線可處理 1250 kg/hour 的茶菁量，現在最大的工廠為伊藤原

的製茶廠，可處理 5000 kg/hour 的茶菁量。最重要的是，上述生產線只

需 1 〜3 人管理，與臺灣相比，製茶人力大幅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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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蒸菁綠茶生產線。 

 

  臺灣茶農會從茶園管理、製茶生產及最末的銷售。但在日本大部分茶

農只專注於茶園管理，採下的茶菁賣給製茶廠生產。故茶菁品質如何訂定

相當重要，茶菁在進入生產線前需要經過「生葉評價裝置」 (圖十六) ，

能分析茶菁含水量、胺基酸、含氮量與纖維素含量等參數，快速鑑定出品

質的好壞，製茶廠就能依茶菁品質與重量來計價。一般來說，一番茶的茶

菁價格約 2500 日幣/公斤，二、三番茶的茶菁價格為 800 - 900 日幣/公

斤。 

 

圖十六、生葉評價裝置。 

 

  茶菁通過高溫殺菁可終止酵素作用，臺灣用炒菁機殺菁，而日本利用

蒸菁機 (圖十七) 。蒸菁利用高溫的 (過熱) 水蒸氣加熱茶菁，其過程 30 – 

150 秒不等。長期不用會將蒸菁機內部拆卸清理，避免殘留的茶菁吸引老

鼠食用，或是細菌汙染，影響食品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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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茶葉蒸菁機 

 

  當茶葉蒸菁完，依序進入粗揉、平揉、中揉與精揉 (圖十八至圖二十

一) 。粗揉 (圖十八) 耗時約 45 分鐘，內部有旋轉耙子揉捻擠壓茶葉，

在揉捻的過程中同時熱風乾燥，另外寺田公司開發快速檢測茶菁含水量的

儀器 (圖二十二) ，茶葉含水量只需要 30 秒即可分析完成 (一般含水量的

量測需要 30 分鐘 – 12 小時) ，當茶菁含水量降到 35% 左右，將進入

到平揉階段。平揉機 (圖十九) 造型與臺灣紅茶揉捻機相似，不過日本底

盤的揉捻條紋較細小，平揉作業能將茶葉內部的水分均勻化，所需時間約 

30 – 40 分鐘，然後進入中揉。中揉 (圖二十) 過程與初揉相似，其過程

約 30 – 40 分鐘，最後進入精揉。精揉機 (圖二十一) 底層有紋路，上方

裝置像人手般的戳揉，將茶葉揉成針型，其製程約 50 – 60 分鐘。 

 

圖十八、初揉機作業模式。 



11 

 

 

圖十九、平揉機作業模式。 

 

圖二十、中揉機作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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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一、精揉機作業模式。 

 

圖二十二、快速量測含水量之儀器。 

 

  當茶葉精揉完，需將含水量降到 5%以下以利保存，故會經過甲種乾

燥機 (圖二十三) ，乾燥完會做初步篩分 (圖二十四) ，留下細長型的茶

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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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三、茶葉乾燥作業。 

 

圖二十四、茶葉乾燥完的初步篩分。 

 

  此外參觀寺田公司開發的低溫磨粉機械 (圖二十五至圖二十

七)，傳統磨粉機械在作業的過程中，因摩擦容易產生大量的熱。茶

乾在高溫磨粉的環境下，其葉綠素容易裂解變黃，失去綠茶鮮爽的口

感。寺田公司將冷卻系統 (圖二十八) 結合磨粉機械，使綠茶在低溫

的環境下磨成粉，故能保持鮮綠的色澤與清爽的口感，未來臺灣可以

引進低溫磨粉機械，能將各種特色茶磨成粉，開發多元化茶葉產品，

如茶葉冰淇淋 (圖二十九) ，吸引年輕人品嘗臺灣茶葉相關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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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五、低溫磨粉機械之簡易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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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六、低溫磨粉機械作業情形。 

 

圖二十七、低溫磨粉機械內部構造。 

 
圖二十八、低溫磨粉機械冷卻系統構造。 



16 

 

 

圖二十八、茶葉多元化產品，下方綠色冰淇淋為各種綠茶口味。 

 

(三) 參訪靜岡農林技術研究所 

  拜訪早川隆弘所長 (圖二十九) ，洽談日本茶產業的近況，以及建議

本場未來之研究方向，參觀他們的試驗茶園。所長談到近年多次來臺，研

究輕發酵的文山包種茶 (圖三十至圖三十二) ，找出最適合做半發酵的日

本品種，以及萎凋與攪拌作業的最佳溫度，並研究可提高香氣與滋味的炒

菁手法。另外談到近年全世界氣候異常，乾旱愈來愈頻繁，因雨水不夠，

臺灣今年春茶產量銳減 (2017 年) ，但日本因灌溉設備完善 (圖三十

三) ，乾旱的影響沒這麼嚴重，品質與產量影響不大。 

 

圖二十九、拜訪早川隆弘所長 (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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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日本包種茶試驗研究 (靜岡農林技術研究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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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一、日本針對萎凋與浪菁的試驗研究 (靜岡農林技術研究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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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二、不同茶葉品種炒菁之試驗研究 (靜岡農林技術研究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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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三、靜岡茶園的灌溉用蓄水桶，高約 12 – 15 公尺。 

 

  所長也表示，靜岡茶葉面積約有 18,300 公頃，占了全日本 4 成的面

積，為日本的主要茶區。靜岡茶園已有上百年的歷史，但乘坐式採茶機是 

1986 年才開發成功，當時在靜岡乘坐式採茶機推廣不易，重要原因為當

時部分茶區坡地過陡、沒有提供迴轉空間，同時茶園面積零散，不易機械

化作業。當時農林技術研究所為解決日本缺工問題，輔導茶農建立可機械

化茶園，指導如何從機械化不足茶園變成可機械作業 (圖三十四) 。 

  從圖三十五得知， 2000 年日本茶園管理人口有 53,687 人，到 2015 

年茶園管理人數只剩下 20,144 人，減少 6 成的人力。從茶園面積來看， 

2001 年茶園面積有 5 萬公頃，而到 2015 年茶園面積還有 4.4 萬公

頃，只減少 1 成的面積。減少的人力與但茶園面積僅部分減少，主要原因

為，乘坐式機械導入迅速增加，填補日本人力逐年減少的問題，十年來靜

岡縣茶園的單戶管理面積從 0.8 公頃增加到 1.3 公頃，又以鹿耳島縣推行

的最為成功，從 2.1 公頃的茶園增加到 4.3 公頃。鹿耳島機械化如此成

功的原因為，政府鼓勵鹿耳島茶農建立可機械化茶園，並提供乘坐式採茶

機與製茶廠的補助費 (圖三十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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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四、導入可機械化茶園之周邊施工情形。 

 

圖三十五、日本茶園面積、茶園管理總人口與單戶茶園可作業面積。 

 

圖三十六、鹿耳島製茶廠投資與補助金額。 

 

  參觀農林技術研究所的製茶工廠，裡面不乏日本蒸菁綠茶的製茶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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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也有烏龍茶或紅茶加工機械 (圖三十七至圖三十九) 供研究人員試驗

用，所長表示，為鼓勵茶農能做更多元化的茶飲，當地茶農可以租借這些

製茶機器做少量烏龍茶或是紅茶。 

 

圖三十七、日本仿製臺灣開發的浪菁機。 

  
圖三十八、紅茶揉捻機。   圖三十九、熱風萎凋槽。 

 

  另外參觀農林技術研究所的茶園，看到用機械化模式管理的青心大冇 

(圖四十)，另外還有多年前流行的軌道式機械 (圖四十一)。日本煎茶在採

收前需要遮陰，可增加他們綠茶的滋味，但過去遮陰作業需要大量人力，

近期開發了乘坐式遮陰作業機械 (圖四十二) 解決上述人力問題。 

  在參觀的同時，農林技術研究所正好在更新茶園，與臺灣不同的是，

日本利用紙穴盤 (圖四十三) 來育茶苗，試驗所研究此資材可促進茶苗根

系的發展，育成的茶苗連外層的紙袋一起種 (圖四十四至圖四十五) ， 經

過一段時間外層的紙袋會被分解掉。而臺灣現在還是利用黑色塑膠袋，種

植前需將黑色塑膠袋去除，增加種植前的作業人力。且去除黑色塑膠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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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會始根系受損，影響茶苗生長速度。 

 

圖四十、機械化管理的青心大冇品種 

 

圖四十一、軌道式機械。 

 

圖四十二、乘坐式遮陰作業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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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三、日本的紙穴盤與育苗研究 (靜岡農林技術研究所提供)。 

 

圖四十四、日本種茶的作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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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五、日本種茶的作業模式。 

 

(四) 參訪靜岡縣立大學 

  中村順行教授過去在農林技術研究所任職，退休後在靜岡大學食品營

養科學系任職教授。教授針對臺灣茶園建立機械化管理作業做幾點建議，

茶樹種植採用雙行種植法 (圖四十四右下) ，可增加單位面積的產量。雙

行種植還有另外優點，當茶樹成園時，會遮住走道的陽光，使雜草無法生

長，減少除草的成本與人力。未來臺灣務農人口減少和老化，將會走向機

械化作業，需推廣乘坐式採茶機械。另外臺灣茶園土壤已過度硬化，灌溉

的水分和施加的肥料無法到底部，茶樹的根無法吸收，故樹勢無法旺盛，

建議臺灣茶園一年翻土 3 - 4 次。 

 

圖四十六、中村順行教授 (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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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七、茶行密植栽培可避免雜草生長。 

 

  針對臺灣茶葉市場的走向，建議臺灣茶業改良場研究方向可以分成精

品茶與商業茶的研究，精品茶主要研究如何提升茶葉的水色、香氣與滋

味，而商業茶要研究如何降低生產成本、減少人力、加速製程與節省能源。

以商業茶為例，寺田近年開發碾茶爐 (圖四十八) ，改變日本抹茶製程，

過去抹茶的生產成本較高、機械設備較貴且生產效率較差 (圖四十九) ，

碾茶爐少掉揉捻的製程，成本與時間減少一半以上，而抹茶粉的販售價格

只降一成，故抹茶公司收益還大幅增加。 

 

圖四十八、碾茶爐 (生產抹茶的原料) 。 



27 

 

 

圖四十九、捻茶與煎茶的生產成本比較。 

 

(五) 考察玉露的里、茶茗館 

  參觀玉露的里 (圖五十、圖五十一) ，而瓢月亭 (圖五十二、圖五十

三) 是藤枝有名的茶室，建築物內充滿「瓢」與「月」這些元素 (圖五十

四、圖五十五)，風景交融的庭院造景帶出茶室的好氣氛，玉露茶適合低

溫沖泡，45℃的水溫最好，而且耐泡，第 2 泡比第 1 泡更甘香 (圖五十

六) ，同時這裡也為為茶裏王拍攝廣告的地點 (圖五十七、圖五十八) 。 

 
圖五十、玉露的里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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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十一、玉露的里外景。 

 

圖五十二、瓢月亭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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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十三、瓢月亭後景。 

 

圖五十四、瓢月亭內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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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十五、瓢月亭內景 

 

圖五十六、玉露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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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十七、茶裏王廣告。 

 

圖五十八、茶裏王廣告。 

 

  下午參觀茶茗館 (圖五十九、圖六十、圖六十一)，據了解日本政府

為振興當地的茶文化，有提供經費整修玉露的里與茶茗館，希望能帶動茶

業觀光人潮，不過較可惜的是茶茗館因交通較不便，加上建築物也不像玉

露的里有特色與故事性，來遊玩的民眾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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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十九、茶茗館外景。 

 

圖六十、茶茗館內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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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十一、茶茗館的茶點。 

 

(六) 考察茶 Fes 2017 (靜岡菊川茶葉園遊會) 

  3/26 為靜岡菊川一年一度的茶葉園遊會 (圖六十二)，圖六十三的綠

色的氣球娃娃為菊川的吉祥物，上面彩繪菊川的特產，有草莓、香瓜與茶

葉為主。現場展示日本傳統手揉綠茶的技藝 (圖六十四) ，利用沖泡的茶

湯寫書法 (圖六十五)，還有利用茶湯、醬油與味噌當作染料來作畫 (圖六

十六、圖六十七) ，也舉辦茶仔相撲 (圖六十七)，將茶仔互相推擠，外殼

破的為落敗。 

 

圖六十二、靜岡菊川茶葉園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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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十三、靜岡吉祥物。 

 

圖六十四、傳統手揉綠茶技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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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十五、茶葉書法。 

 
圖六十六、茶葉繪畫。 

 

圖六十六、繪畫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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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十七、茶仔相撲 

 

參、考察心得與建議事項 

  臺灣農業人口逐年減少與老化 (圖六十八)，導致缺工問題逐年嚴重。種茶

面積零散且小，大規模的茶園機械化又遲遲未導入，造成茶園面積逐年減少，同

時人力成本逐年提高，產製成本提高 (圖六十九) 造成茶產業經營困難。 

 

圖六十八、臺灣農業人口數量與金字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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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十九、臺灣茶產業產製成本過高的因素。 

 

  從日本人口金字塔可看出老化程度比臺灣嚴重 10 年 (圖七十) ，15 年來日

本茶園管理的人口已減少 6 成 (圖三十五) ，但是茶園面積只減少 1 成，主要

原因為茶園管理與製茶機械化與自動化十分成功。臺灣這 30 年的田間機械半自

動化已十分成熟，大部分茶農利用小型農機施肥、噴藥、翻土等作業，或是利用

雙人剪做修剪、採收作業，但效率已碰到瓶頸，無法再更進一步提升，缺工問題

造成田間管理漸漸無法落實，需引進日本乘坐式機械提升田間作業效率與改善管

理品質，提高茶菁採收量與品質。 

 

圖七十、比較日本與臺灣的人口金字塔圖。 

 

  現階段臺灣大部分茶園還是無法導入乘坐式採茶機，像道路與茶園間有障礙

物 (圖七十一)；灌溉系統沒埋入土裡，乘坐式機械作業會壓碎水管，立起的噴

水頭會阻礙乘坐式機械採收或修剪作業 (圖七十二) ，作業前還需拆卸噴水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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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臺灣茶園中間常會有障礙物，日本茶園間常有防霜風扇 (圖七十三) ，導致

乘坐式採茶機作業須繞道，影響作業效率；臺灣茶行間常常沒相互平行，造成乘

坐式採茶機需較多的時間迴轉完成作業；臺灣為提高採收量，茶園兩側並無留乘

坐式採茶機迴轉空間 (圖七十一左、圖七十二) ，日本為能乘坐式機械作業，特

別保留乘坐式採茶機迴轉空間 (圖七十五、圖七十六)。 

 

 

圖七十一、臺灣茶園與道路間的障礙物阻隔機械作業。 

 

圖七十二、臺灣灌溉系統影響機械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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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十三、茶行中間被擋住，乘坐式機械需繞道操作。 

 

 

圖七十四、臺灣茶行間沒有相互水平，造成機械作業效率低落。 

 

圖七十五、需提供足夠的空間供乘坐式採茶機迴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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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十六、為增加採收面積的設計。 

 

  未來缺工時，無法機械化的茶園將會先荒廢 (圖七十七) ，故茶業改良場未

來需要舉辦多次的茶園機械化說明會，教育茶農如何建置可機械化作業茶園，以

因應缺工時可立即導入乘坐式機械管理，以延續臺灣茶產業，振興臺灣茶產業。 

 

圖七十七、日本不適合機械化茶園提早荒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