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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開發型產學合作計畫－"設施果樹（高接梨及枇杷）有機化栽培關鍵

技術之整合開發與產業化運用(I)" 參訪中國大陸四川枇杷產業田野調查心得報告 

出差地點：中國大陸四川省－成都市、眉山市、攀枝花市 

出差期間：98 年 4 月 20 日~4 月 29 日 

報告人：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研究員施昭彰 

一、 中文摘要 

主持人施昭彰於 98 年 4 月 20 日至 4月 29 日赴中國大陸四川省－成都市、眉山市、

攀枝花市，進行枇杷產業田野調查，了解當地枇杷產業及科研近況，作為台灣發展枇杷

產業的參考。 

台灣對大陸攀西地區發展早熟枇杷產業的相對優勢：1.攀西地區位處內陸山地，耕

作、交通運輸較為不便，出口外銷離海港極遠。2.攀西地區大陸型氣候變動大，易受霜

雪影響。3.大陸人均耕地面積較小，農民知識及技術水準較低，企業化生產難度高。4.

主栽品種均不適合在有凍害的地區發展。5.枇杷生態生理、微氣候調控栽培技術及有機

化栽培研究，尚未觸及。6.台灣新育品系，早熟、產期長、優質、高產、特耐儲運，可

儲 5個月以上。 

二、 目的 

藉參訪中國大陸四川省－成都市、眉山市、攀枝花市，進行枇杷產業田野調查了解

當地枇杷產業及科研近況，作為台灣發展枇杷產業的參考，並與枇杷專家互動交流，交

換研究心得，增進雙方專業智能。 

三、 行程 

98 年 4 月 20 日 高雄小港機場出發經香港轉機中國大陸四川成都雙流機場。 

98年 4月 21~24日及 28日  經台商張志榮先生及四川省台辦經濟處金副處長向東安排

於 21、22 及 28 日訪視成都市龍泉驛區、23 日訪視成都市雙流縣太平鎮、24 日訪視眉

山市仁壽縣文宮鎮枇杷協會及枇杷農戶作田野調查。 

98 年 4 月 25~27 日  經攀枝花市台辦王副主任敏安排於 25 日訪視訪視攀枝花市、26

日訪視攀枝花市米易縣、27 日訪視攀枝花市鹽邊縣枇杷農戶及大祥果品開發有限責任公

司韓大祥總經理果園作田野調查。 

98 年 4 月 29 日  返台。 

四、 心得 

   枇杷向來是晚春初夏珍品，但從近年來發展的情況看，有初夏成熟產區、晚春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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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區和冬春成熟產區之分。例如，長江流域的安徽歙縣、浙江杭州的塘栖和日本千葉的

房總半島，果實在 6月上中旬成熟；成都地區果實在 5月上中旬上市屬初夏枇杷。大陸

東南沿岸的福建莆田、漳州地區，果實在晚春 4月上市。台灣中低海拔 1,000 公尺地區，

大陸西南於四川西南部金沙江流域、和雲南紅河州等暖溫帶向亞熱帶過渡的乾熱地區，

果實在晚冬及春季成熟，為冬春枇杷。 

（一） 中國大陸枇杷栽培近況  

1. 中國大陸是世界普通枇杷原生地，枇杷種原資源最為豐富，也是目前世界最大的枇

杷生產國，栽培面積超過 12 萬公頃，產量超過 40 萬公噸。 

2. 雖然單產低但每年仍以相當成長率在擴張中，1998 年起四川省（不包括重慶市）超

過福建省為中國最大枇杷生產省份。 

3. 由於品種多且幅員遼闊氣候多元，所以產期分布於 12 月至翌年 7月之間，主產期是

3月底至 5月間。 

主要生產枇杷的國家
栽培面積、產量及出口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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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兩岸主要生產枇杷的產區生產面積及產量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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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過去半個世紀枇杷面積和產量改變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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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枇杷主產省份的面積、產量和主栽品種

3.87453,600117,270總計

－－－100甘肅

－3.331,000300湖北

白玉、冠玉0.74500670上海

白玉、青種、冠玉7.715,400700江蘇

大紅袍、光榮、朝寶7.506,000800安徽

大五星2.673,2001,200廣西

解放鐘、大五星0.306002,000陜西

珠絡白沙、珠絡紅沙5.0010,0002,000江西

大紅袍、洛陽青1.163,5003,000貴州

早鐘6號、長紅3號5.4518,0003,300廣東

大五星、大紅袍3.0116,0005,300湖南

軟條白沙6.6764,0009,600浙江

大五星、大紅袍、洛陽青1.5520,50013,200重慶

早鐘6號、解放鐘3.7894,90025,100福建

大五星、龍泉1號4.20210,00050,000四川

主栽品種單產（噸/公頃）產量（公噸）面積（公頃）省份

 

（二）中國枇杷生產特點 

    1. 早熟枇杷口感欠佳，但美觀整齊。 

    2. 福建成熟期比浙江早 20 多天，比成都早一個多月，但川西南攀西地區全中國最早，

主產期 12~3 月，比福建、成都早 1~5 個月。 

    3. 川西南攀西地區具亞熱帶氣候優勢，海拔 1,300~1,700 公尺的中高山區為發展反季

節枇杷的最適宜區域。 

    4. 批發價每公斤從二月上市時的＞20 元，降至 5月底的＜6元。 

    5. 四川、福建枇杷產量合占中國的 80%，與浙江、江蘇等主產區均經常遭遇不同程度霜

害、雨害，1998 年起四川（不含重慶市）超越福建為中國枇杷生產第 1位，栽培面

積約 6萬公頃，產量約占大陸 5成，主栽品種為大五星、早鐘 6號及龍泉 1號。 

    6. 浙江、江蘇枇杷晚熟，品質可，但果粒小，賣相差。 

    7. 人均耕地小，缺乏良種及栽培技術，優果率低，一般儲藏力不超過 1 個月，普遍缺

乏完善冷鏈通路及現代市場化機制。 

    8. 產量年年高，價格年年低，品質没甚增進，僅極少量外銷。 

（三）大陸早熟枇杷栽培區主要關鍵性氣候要素 

    1.日照  枇杷冬春二季必須有充足的日照以保證葉片光合作用的順利進行和果實發育

成熟。產區年日照時數多在 2,200~2,700 小時，日照百分率 53~55%，其中 11 月至翌年 5 月

日照百分率為 64.8~65.2%，光照時數和強度不夠，就不能存在冬春枇杷。米易縣從 10 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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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年 2月果實成熟發育期，日照時數在 950 小時以上，果實能夠在 2~3 月成熟，而成都同一

時期只有 330 小時左右，天氣陰沉寒冷，果實發育遲緩，要到 4月底以後才能成熟。 

    對於早熟枇杷日照是非常重要的，但不是日照射時數越多與日照強度越強就越好。日照

太強、日溫太高或冬夏溫度都高亦非所宜。冬季乾熱河谷區內帶有熱帶性質及日照特強的地

方栽培枇杷也不理想。 

    2.極端低溫  一年中最冷月出現的極端低溫的強度與頻率，是發展冬春枇杷的限制因

子。如果低溫僅在-0.5℃上下，那就幾乎沒有任何的影響；低溫達到-2℃且時間短暫頻率較

低，可對越冬枇杷造成部分損害，但對總體產量影響不大；低溫達到-4℃上下且持續時間超

過 2小時以上，則越冬果將遭受嚴重凍害，損害可能超過 50％以上。在南亞熱帶出現強低溫

冷凍，多半是高海拔地帶，尤其是北面陰坡。 

果園裡常出現的輻射霜（白霜），對枇杷果實一般不會產生危害；出現強寒潮襲擊帶來

的見冰不見霜的強低溫冷凍（黑霜），就必然引起凍害。凍害經常發生的地區不適宜發展枇

杷。 

極端低溫的強度與頻率和地勢有關。海拔越高強度越大、頻率越高，對枇杷的危害越嚴

重。以攀西與滇南地區來看，海拔 1,750 公尺以上之地，越冬成熟的黃熟期果實最易受凍。

在此區內海拔 1,200~1,600 公尺為最適宜發展枇杷的安全區域。實際上，冬春枇杷能夠栽到

多高的海拔上限，是由極端低溫是否影響果實凍害來決定的。 

    3.最冷月平均溫度  最冷月（1月）月平均氣溫在 9~12℃的地方發展冬春枇杷都適宜。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的平均溫度下必須有較大的晝夜溫差（日較差），一般要求在 10

℃以上。日較差大，果實含糖量高、成熟快。 

（四）四川枇杷栽培概況 

  1. 四川陰冷平原區 

  （1）平原區枇杷生育情形 

    20 世紀 60 年代以前，四川省的枇杷多係零星種植，數量很少。1959 年在中共中央果樹

上山的方針指導下，四川省農業廳經濟作物處工作組在成都市郊區的龍泉山播種育苗枇杷

6,000 餘株，70~80 年代龍泉驛區農業局及當地果農從僅存的 1,000 多株（主要是洞庭品種

實生後代）枇杷中選出龍泉一號 、77-1、80-1 和大五星等株系。2002 年被四川省農作物品

種審定委員會正式命名為龍泉一號、金鐘、美滿和大五星，逐漸在省內外推廣。在農業結構

調整中，四川省枇杷面積迅速擴大，1998 年起超越福建上升為全中國第一位，2003 年全省

枇杷面積為 42,527 公頃，目前並持續增加中。其中面積較大的有成都市 1.6 萬公頃（主要

在龍泉驛區及雙流縣太平鎮），眉山市（主要在仁壽縣文宮鎮）1 萬公頃。所選用品種大都

是上述中熟品種及福建育成品種早鐘 6號，以大五星為最多，集中在 5月上市。 

  （2）平原區枇杷生育的地理氣候 

    由成都向東沿長江一線，因受北南冷暖氣流鋒面的影響，冬春寒冷、雲霧濃重、陽光不



 6

足，以及黃梅雨等因素的抑制，果實生育滯後，春暖之後才漸漸膨大，比冬春枇杷的成熟要

晚 3~5 個月。福建產區因受冬霜春雨的影響產期要比冬春枇杷晚 1~2 個月。 

  2. 四川乾熱河谷區 

  （1）冬春枇杷生育情形 

    冬春枇杷是指一年的 24 個節氣中，果實在冬至到翌年立春前後成熟的枇杷，也稱反季

節枇杷。 

    冬春枇杷占有早熟的極大優勢，為中國大陸其餘各產區所不及。冬春枇杷的優勢為：A. 

枇杷生育快、投產早，一般定植後 3年生樹就有一定產量，資金回收早、效益好、豐產。B. 

冬春鮮果少，市場條件佳。C. 冬春枇杷的果實雖然顆粒較小但品質特別好，可溶性固形物

含量較其他產區高。D. 冬春枇杷的果實在涼季成熟，此時氣溫低，果實特耐儲運。 

    冬春枇杷的由來並不是另一類特殊的品種，而是一般的栽培品種在特定的地理、氣候條

件下的特殊產物，是一種有別於傳統產區氣候情況下的生態生理反應，自然條件下果實不可

能延遲到初夏生產；而初夏成熟的枇杷產區的果實自然條件下也不可能提前到春節上市。 

  （2）出產早熟枇杷的地理區域 

    早熟枇杷是特殊氣候的產物。在川滇兩省交界的攀枝花、涼山、麗江、楚雄等市（州），

海拔 1,300~1,700 公尺區域栽培枇杷，透過調節其生長發育期，果實一般都能於早春水果淡

季成熟。在自然狀態下，中國大陸能夠栽培冬春枇杷的地方是低緯度、高海拔，受北半球西

風帶南支西風控制的冬夏乾溼二季分明的地區。經帕米爾高原切割的南支西風，沿高達大氣

對流層 1/2~2/3 的喜馬拉雅山脈，途經西亞和印巴北部的熱帶沙漠形成乾暖氣流向東推進。

冬半年南支西風環流使得大陸西南雲南金沙江流域的永仁、華坪、永勝、巧家和中南部的賓

川、宜良、蒙自、開遠、建水、石屏等縣市；四川西南攀西地區一定海拔高度以下的區域，

冬春氣候乾燥，陽光燦爛，溫暖如春。 

    四川省攀西地區（包括攀枝花市與涼山彝族自治州）位於四川省西南部，面積約 6 萬 8

千平方公里，地形地貌複雜，分為乾熱河谷、寬谷盆地、中高海拔山區和高海拔山區等四種

農業類型區。該地區由於所處的地理位置和複雜的地形條件，形成了獨特的立體氣候類型。

其中以海拔 1,300~1,700 公尺的中高海拔山區為枇杷的最適栽培區，分佈在安寧河谷兩側，

包括攀枝花市的鹽邊、米易、仁和等縣區；涼山州的西昌、德昌、會理、會東、冕甯、甯南、

雷波、普格、喜德等區（縣、市）的部分地區。面積約 2萬平方公里，約占整個攀西地區面

積的 30%。當地為漢族、彝族、傈僳族和回族等聚居區，經濟社會發展水準較低。 

    攀西地區自 80 年代開始實施農業綜合開發以來，具有南亞熱帶氣候優勢的低海拔乾熱

河谷區的農業結構有了極大幅度調整。但在中高海拔山區限於自然資源條件和經濟社會條

件，始終缺乏能帶來較高收益的項目。曾經種植過蘋果、桃、梨、柑桔、龍眼、番木瓜和香

蕉等，都因技術、管理滯後，與中國國內、省內其他大宗水果產區的品種雷同，經濟效益不

顯著，使當地獨特的氣候資源優勢不能充分利用和發揮。目前種植枇杷是 20 多年來種植過

的幾種水果中惟二成功的一項，另一種是晚熟芒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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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冬春枇杷的分布 

適宜發展冬春枇杷的區域主要是四川和雲南的乾熱河谷區域。其氣候歸納起來須有如下

幾項要件： 

    A. 必須是西風帶南支西風大氣環流籠罩的地區。主要分布在雲南高原中南部的亞熱帶

地區及滇北的金沙江流域、四川西南部的攀西地區沿金沙江、安寧河、雅礱江、黑水河兩岸

山區。南支西風環流，是川西南、雲南氣候類型構成的主要因素。該氣流進入貴州後受昆明

靜止風的影響，進入廣西後溼氣增加，因而發生氣團變性，南支西風逐漸消失，冬春枇杷也

就因此在黔、桂兩省無法存在。 

    B. 必須是一年中冬半年與夏半年乾溼二季分明，冬春陽光充足和日較差大於 10℃以

上，這樣有利於光合產物的積累與降低呼吸作用的消耗。 

    C. 必須是冬暖夏涼四季如春的地理環境，夏季稍偏溫熱也無妨。實際上盛暑季節，成

都、杭州、福州的溫度比本區還更高，顯見夏季高溫無礙於枇杷生育。 

  （4）冬春枇杷的發現 

    四川省米易縣自古就有原生枇杷自然分佈。1994 年一位退休工人從龍泉驛帶去的幾十株

大果型栽培品種早鐘 6號及大五星枇杷苗在攀枝花市米易縣普威鎮試種成功，果實在冬、春

季採收。表現出反季節成熟，可溶性固形物含量高，早結豐產和較耐貯運等 4個獨特優勢。 

    四川省米易縣（東經 101°42＇~102°14＇，北緯 26°43＇~27°16＇） 區域面積 2,061 平

方公里，海拔 980~3,447 米，立體氣候十分明顯，其中海拔 1,300~1,700 公尺區域屬南亞熱

帶氣候，光熱資源豐富，太陽輻射總量約 138 千卡/平方米·年。≧10℃年積溫

5,095~6,835℃；最高月均溫（5月)22.1~24.7℃，最冷月（1月）均溫 8.7~10.8℃，極限最

低溫-2.4℃，無霜期 301~268 天，3 月氣溫回升到 15.8~18.4℃，11 月至翌年 3 月（果實發

育期）溫差為 15.6~16.3℃；年降雨量 1,050~1,353mm，6~10 月為雨季，降雨量占全年的

80~95%，11 月至翌年 5 月為旱季，全年平均相對濕度 65~70%。山地土壤為紅壤、紫色土、

石穀子土等，土層深厚肥沃，pH 值一般為 6~7。以上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符合枇杷生長對生

態條件的要求，是米易縣發展早春枇杷的決定因素。與福建、成都產區相比，9 月降溫早，

冬春溫暖，既可提早著果，又使果實在冬季生長不停滯，成熟期更早；氣溫日較差大，可溶

性固形物含量更高；米易縣枇杷果實膨大成熟期風和日麗，自然災害發生較少，晝夜溫差大，

果實表面光潔，無日燒病，栽培相同品種（解放鐘）可溶性固型物含量比福建莆田、成都龍

泉驛分別高 6.7 和 5.0 個百分點。 

  （5）早熟枇杷栽培區發展情形 

    米易縣 1998 年後枇杷產業快速發展，現在（2009）種植面積約 6 千 7 百公頃，是以早

春反季節成熟枇杷為特色的新興產區。本地種植枇杷，若按傳統方式管理，則主要由春梢發

育成結果母枝，6~12 月開花，果實於 9月至翌年 4月成熟。開花結果期拖延過長，問題很多。

8月份以前氣溫高於花藥發育的上限溫度（28℃），著果率很低，偶有著果也會因高溫多雨，

而使果實變小，裂果多，可溶性固形物含量低，不具商品價值。3 月下旬以後成熟的果實，

將與福建的早鐘 6號同期上市，失去反季節早熟優勢。為便於栽培管理，提升果實品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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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末年初生產出大量產品，必須研究並推展相應的成熟期調控技術，使枇杷在 9~11 月開花，

翌年 1~3 月成熟。 

    米易縣枇杷成熟季節是每年的 11 月下旬至次年 3 月上旬，成都為 5 月上旬，米易縣早

熟 2~3 個月，上市季節早，適逢鮮果市場淡季、又是消費高峰期，上市期長，具有極大的市

場優勢；種植枇杷嫁接苗，次年可試花，第三年約有 80％果樹掛果，株產 2~2.5 公斤，第 6

年起每公頃可達 11 公噸，比同等條件下栽培的梨、桃更具有早結豐產優勢。 

  （6）攀西地區發展反季節枇杷的有利條件 

    A. 熱量充足，沒有或很少有低溫凍害 

    冬春枇杷區域內≧10℃年積溫多在 5,000~6,000℃，年平均氣溫 16~19℃，最冷月（1

月）平均氣溫 10℃左右，無霜日 300 天以上，極端低溫一般在-1.5~-3℃，低於-3℃使枇杷

幼果受凍的低溫頻率極低，一般 10~20 年一遇。如海拔 1,380 公尺的德昌縣 1987~1996 年的

十年中極端低溫在 0℃以下的只出現了 3 次，各為-2.8、-0.3、-0.1℃。有逆溫效應的中高

海拔山區最冷時氣溫反比谷底還高。 

    B. 年溫差小，最冷月平均氣溫較高，最熱月平均氣溫相對較低 

    這是冬春枇杷產區在氣候資源上具有的獨特優勢。與中國大陸其他枇杷主產區比較，在

相同甚至較低的總熱量條件下，由於溫度的分佈和積累不同，氣溫年度變化幅度比較平緩，

更加適合枇杷生長發育。以米易縣犛牛山東南坡為例，海拔 1,320、1,620、1,820 公尺等三

種高度地區的年溫差分別為 13.3、12.9 和 12.6℃，比四川枇杷主產區成都市的年溫差 20.1

℃，仁壽縣的 19.7℃低 7℃左右；比著名的枇杷產地－福建莆田的年溫差 17.1℃也要低 4℃

左右。 

    最冷月氣溫較高，不僅減輕了凍害問題，而且沒有或大大縮短了大多數枇杷產區所必有

的幼果滯長期（長達 2~3 個月）。因此，枇杷的生長發育較快、較好，開花、結果期早，果

實成熟期提前到當年 12 月至次年 3 月，有的甚至更早，是不需設施栽培的反季節特早熟枇

杷生產地區（或稱為冬春枇杷產區）。 

    C. 日溫差大，光照充足 

    如米易縣白馬鄉（海拔 1,500 公尺）年平均日溫差 10.7℃，比成都市龍泉驛高 3.4℃，

果實成熟期則高出 4℃左右。年日照大多在 2,000~2,400 小時，比成都、仁壽等產區多近一

倍，與福建、江浙產區相近或略高。 

日溫差大，特別是果實成熟期的日溫差大。白天氣溫較高，光照充足，光合產物較多，

夜間溫度低，植株營養消耗較少，有利於光合產物積累。嫁接苗種植後第 2年試花結果，管

理好的第 4年即有單株產量 20 公斤以上。所產果實粒大，多在 50 公克以上，果實品質優良。

據在米易、鹽邊縣實測，枇杷果實的可溶性固形性 13%以上（其他枇杷主產區上市的枇杷大

多只有 9~11%）。加上本地區枇杷的採收季節是在旱季（冬春季），不會因多雨而裂果或味

淡。管理好的果皮上沒有或很少有銹斑，果實顏色鮮豔，味濃，外觀內質均佳，較一般產區

的枇杷耐運輸，商品性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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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水量充足 

    攀西地區人均佔有水量 9,644 立方米。比四川省平均值高出 2倍。冬春枇杷產區內年降

雨量 900~1,500 毫米，雖然旱季、雨季分明，蒸發量大，但可蓄水備用，採用先進的節水灌

溉方法，可以滿足枇杷生長結果需要。 

    E. 不同海拔地區的氣候變化明顯 

    冬春枇杷區域內海拔懸殊，地形複雜。一山分四季，十里不同天，這種氣溫的立體變化

正好加以利用，可以錯開、拉長果實採收期。稍加管理和控制，枇杷成熟期可以從 9、10 月

一直延遲到次年 3、4月，使鮮果供應期長達半年以上，與國內其他枇杷主產區的採收期（5~8

月）相銜接。 

  （7）攀西地區發展反季節枇杷的不利因素 

當然，攀西地區在氣候上也有不利因素，最主要的是 11 月至次年 5 月的旱季，雨量僅

占全年的 10~15%；蒸發量大，雨季常陰雨過多，偶有夏伏旱和秋旱（2003 年有嚴重的秋旱

高溫）；有大風、暴雨和冰雹等災害。暴雨以 6~9 月較多，大風在 2~4 月發生較多。這幾年

在生產過程中，遇到的技術問題主要有 4個： 

    A. 早花問題 

    由於攀西地區冬春乾旱，日照強，熱量高（5 月為全年最熱月），加之降雨少，春梢抽

發及停梢早，花芽分化也早，6、7月甚至 5 月即開出早花。在夏季高溫下，授粉受精較差，

即使著果，種子不多，果實發育不良，出現“逼熟＂現象，果實小，品質差，商品價值不高。 

    B. 中、晚花的成花問題 

    雨季部分枇杷樹營養生長過旺，影響中、晚期的花芽分化。 

    C. 生理病害問題 

   芽枯病和果實紫斑病比較嚴重。芽枯病在旱季缺水時發生。芽枯病病枝經培養未發現致

病微生物，雨季能恢復生長，初步認為是生理病害。在管理好，有水肥灌溉的果園沒發現有

芽枯病。果實的紫斑病在國內外早有研究，一般認為是生理病害，主要是烈日照射後發生，

也有人認為與多氮缺鈣有關。在管理不善的情況下，受害果實可以高達 90%，早熟品種發生

較重。 

    D. 冬季採收的果實不易剝皮 

    商品價值降低，發生原因尚不清楚。與日曬、缺水、肥料及成熟度的關係如何，尚需進

一步研究。 

  （8）目前解決反季節枇杷存在問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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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不利的氣候條件，應透過建園時營造水源涵養林、防風林，興修水利，採用節水灌

溉，增加土壤有機質等方法從根本上改善生態環境來解決。冰雹發生有比較固定的路線，一

般多沿山成帶狀出現，在種植時可躲開發生頻率較高的地帶。對於特殊氣候帶來的栽培技術

問題則需要採取相應的栽培措施。 

    A. 控制早花 

    推遲花期的方法主要是在栽培上運用肥水降低 C/N（碳/氮）比，配合修剪技術（摘心、

短截）延遲春梢抽發期，從而將停梢期推遲到 5、6 月，使其在 8 月下旬至 9、10 月開花，

根據品種、氣候的不同在當年的 12 月至次年 1~4 月採果。對於不同品種、不同樹齡和不同

樹勢的枇杷樹，在不同的生長環境下控制早花的方法有所不同。 

    B. 促進中、晚花 

    雨季開溝排水，增施磷鉀肥（葉面和土壤施肥），少施氮肥。斷根、拉枝、扭枝和鋸傷

等方法提高 C/N 比，促進中、晚花的花芽分化。 

    C. 預防生理病害 

    增加水利設施，加強果實水肥管理，增加土壤有機質，地面覆蓋降低土溫和氣溫。改善

微氣候。注意使用農藥（特別是早鐘 6號），果實及早套袋。並將紙袋固定在葉片上．避免

風吹搖晃擦傷果皮。 

    D. 果實不易剝皮的問題 

    如前所述，果實不易剝皮的原因尚不清楚，應從注意肥水管理，套袋，採收成熟度等幾

方面著手，繼續探索。 

    攀西地區是枇杷的新興產區，發展前景廣闊，對於一些新的問題需要在生產過程中進一

步研究解決。另外，目前栽植的品種都是引進的，儘快地培育出適合本地的優良新品種應引

起足夠重視。 

    E. 調節成熟期的技術措施 

  調節成熟期的關鍵是從調節結果母枝抽發期入手，進一步調節各物候期。實現 4~5 月抽

發結果母枝，5~6 月停梢，7~8 月現蕾，9~11 月盛花，翌年 1~3 月果實成熟。 

  （A） 節制肥水  2 月下旬到 4 月上旬期間要嚴格節制肥水。此期是果實迅速膨大期，

需水需肥量大，肥水管理以少量勤施，能滿足果實正常生長為度。切忌大水大肥和偏施氮肥。

否則，將在 3月促發大量春梢，這批梢 4月停梢，在高溫乾旱的 5月完成花芽分化，成為春

梢結果母枝，6~7 月形成早花。福建等產區的做法是採後立即施肥催梢，施肥催梢過晚當年

不能形成結果母枝，影響產量。本地採果後，暫時停止灌水施肥，若嚴重乾旱缺水，使葉片

下垂至清晨仍不能恢復情況下，則可酌情澆水。 

  （B）摘心促梢  4 月 15 日前後 5 天，每株用碳酸氫氨 1,300 公克，過磷酸鈣 1,000 公

克，硫酸鉀 300 公克和廄肥 1~5 公斤促梢。過磷酸鈣和廄肥混勻後，沿樹冠滴水線稍靠內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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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個 30 公分深的穴施入，在樹冠滴水線以內淺鬆土 5 公分，將碳酸氫氨和硫酸鉀對水 200

公斤澆施。施肥 15~20 天後就有大量新梢抽發。採果後結合修枝整形，對 6~8cm 長、葉片已

全部轉綠並停梢的頂枝進行摘心處理。施催梢肥後將有 2~5 個腋芽萌動，抹芽後留 1~2 個芽

培養成假性果痕枝。這類枝條有 90%可形成長結果母枝，於當年 10~11 月開花。上述枝條不

進行摘心處理將成為春梢結果母枝，開花太早，不能著果。 

  催梢後至雨季來臨（6月上旬），是嚴重高溫乾旱季節，每 10 天灌一次水，並使排灌溝

中時常有一點積水，以增加空氣濕度。5 月受旱將使枝梢達不到應有的長度就停梢，仍然要

形成早花。 

  （C） 停梢催花  停梢是枇杷花芽分化的前提。6~7 月正值雨季，月降雨量均大於 200mm，

若不能及時停梢，會造成枝葉徒長，空耗養分，降低產量。此時試驗園不施肥、不灌水，園

中無積水，從 6月上旬起根外噴施磷酸二氫鉀和水溶性硼酸 600 倍液，連噴 3次。全園按設

計時間停梢成花。 

  （D） 摘除早、晚花蕾  採用上述措施後仍有部分早花。在 6月下旬對全園逐株進行檢

查，對已現的花蕾要及時摘除，將其培育成營養枝。此期現蕾至盛花約需 60 天，這批花蕾

不除去，將於 8 月開花，難以著果。同時，去掉 10 月中旬以後出現的花蕾（此期現蕾至盛

花約需 50 天），確保在 11 月內結束開花期，3月底果實採收完畢。 

（五）台灣對大陸攀西地區發展早熟枇杷產業的相對優勢  

    1. 大陸攀西地區位處內陸山地，耕作、交通運輸較為不便，出口外銷離海港極遠。 

    2. 攀西地區大陸型氣候變動大，易受霜雪影響，1999/2000 華南大凍及 2007/2008 暴

雪可為明證。 

    3. 大陸人均耕地面積較小，農民知識及技術水準較低，企業化生產難度高。 

    4. 早熟品種早鐘 6號與主栽晚熟品種大五星，均不適合在有凍害的地區發展。 

    5. 枇杷生態生理、微氣候調控栽培技術及有機化栽培研究，尚未觸及。 

    6. 台灣新育品系，早熟、產期長、優質、高產、特耐儲運，可儲 5個月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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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陸攀西與台灣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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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44.7/

61.0

12.0/

14.7

48.4/

70.0

3811.752
3月

8.7/

12.5

36.8/

42.0

14.0/

15.9

37.0/

39.0

3712.8482月

－－9.15/

10.0

35.02412.436~42
1月

可溶性固
形物

（°Brix）

單粒重/

最大果
重（g）

可溶性固
形物

（°Brix）

單粒重/

最大果
重（g）

比率
（%）

可溶性固
形物

（°Brix）

單粒
重

（g）

新社鄉（ 650 m）
（不疏花、不疏果 ，最多10粒 ）

91-6-2 （紅沙 ） 23-7-3 （白沙 ）

攀西米易縣（1,320 m）
（每穗留果2~3個 ）

大五星（紅沙 ）

地區

/留果數

/品種（系）

/ 性狀

/月份

 

（六）中國大陸枇杷研究相對於台灣的特色  

    1. 種原豐富，重視枇杷屬植物系統的研究。 

    2. 積極開發無子枇杷相關技術與品種創新。 

    3. 生物技術應用在枇杷科技研究水準高，研究人力、物力相對台灣遠為豐足。 

    4. 保鮮儲運技術有較大而立即的效益及需求，但物流通路是瓶頸，短時間內不能支撐

及滿足這方面的需求。 

    5. 枇杷營養成分及醫療功效有較為深入而廣泛的研究。 

五、結論 

（一）台灣枇杷產業相對於大陸之優勢 

    1. 關鍵成功要素（主體） 

     （1）台灣枇杷產業有重要的競爭資產：優新特耐儲品種權與專利權；關鍵技術與 know 

how （營業秘密）；地理位置、微氣候與交通條件（海陸空運輸便捷）等之綜合組

合優勢，具有以下技術特質: A. 技術密集度高；B. 技術創新程度高；C. 技術之

不確定性高；D. 技術取得之程度難。 

     （2）台灣枇杷產業有重要的配套競爭能力：現代企業之綜合經營能力。企業在經營品

牌產品/市場組合多元，彼此間能有效配合，能獲得特殊之利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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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規模經濟（客體）  由於台灣枇杷產業相對於大陸之優勢，未來市場發展潛力較大，

足以育成大規模產業，競爭資產及產業組織之生產規模足以讓長期平均成本降

低，取得價格及利差優勢。 

（二）台灣枇杷產業特性 

    1. 產業吸引力  產業的獲利潛力高，可獲得長期投資報酬率。 

    2. 關鍵成功要素  重要的競爭能力或競爭資產（競爭強度弱）－優新品種、專利、關

鍵技術、know how、微氣候、地理位置等組合。 

    3. 規模經濟  現有技術及產業組織之生產規模足以讓長期平均成本降低，取得價格優

勢，顧客議價力低。 

    4. 進入與退出障礙  產業進入門檻高，自該產業撤出之門檻低。 

    5. 產品生命週期  產品自進入市場，歷經成長、成熟與衰退等四個階段的產品演進周

期長。 

    6. 產業關聯性高  影響力指數高，感應度指標高。 

    7. 具技術特質  技術密集度高，技術創新程度高，技術之不確定性高，技術取得之程

度難。 

    8. 具長綜效  企業在經營品牌產品/市場組合多元，彼此間能有效配合，能獲得特殊之

利潤。 

  （三）創立台灣品牌枇杷的特色  

    1. 進入障礙  產業進入之門檻極高。 

    2. 產品生命週期  產品自進入市場，歷經成長、成熟與衰退等四個階段的產品演進周

期長。 

    3. 產業吸引力  產業的獲利潛力高，可讓投資者獲得長期報酬率。 

  （四）台灣品牌枇杷 SWOT 分析 



 14

極少數量
他項水果
之競爭。

景氣欠佳
，消費意
願與購買
能力降低
。

中國大陸
開始注意
評估枇杷
經濟效益
及國內外
市場潛力
，積極發
展枇杷產
業。

鮮食、加
工產品及文
化休閒產
業。

具專利、
know how 、
技術與相關
智識。

11~2月全
球市場真空
，11~5月全
球市場競爭
水果種類極
少。

可長期運
輸（3~5個
月）。

傳統枇杷生
產方式：

成本高，效
率差，人力
老化。

品種單一，
僅茂木一品
種。

單位面積產
能偏低。

施肥沒能配
合生長規律
及生理需求
。

產期短而集
中。

在北半球產期最早，競爭水果
種類少，抗跌及增值力均強。

育成多樣化在地優越品種及抗
病砧木。

具先天比較優勢地理氣候環境
。

極早熟、產期長、特大粒、儲
運期長、產能高、單產量多、
品質好。

具備品質、品種、產期及價格
優勢，可長期以品牌擁有產業
競爭力。

擁有最先進採收後儲運冷鏈配
套設施專利及技術。

屬極少數易做有機或非農藥栽
培之高經濟果樹樹種。

威脅
(T)

機會
(O)

劣勢
(W)

優勢
(S)

 

  （五）台灣枇杷市場趨勢分析   

    與鄰近國家或地區相較，台灣枇杷生產具季節特殊性，如果利用早熟性、產期可調性及

特殊保鮮技術等先驅及關鍵技術，與相關領域整合，未來內、外銷皆有永續發展潛力，外銷

並具市場獨占性及保障性，產業發展遠景極佳。 

六、建議事項 

    全球枇杷產業潛在的產業規模與市場潛量是：目前世界枇杷年產量 10~12 萬公噸，只相

當於杏世界產量的 1/23，桃世界產量的 1/109，梨世界產量的 1/151，蘋果世界產量的 1/592，

比其它水果少得多，遠遠不足市場的需要。台灣以往因為技術與品種沒有創新，栽培費工、

果園施作無法機械化、設施化、合理化，因此單位產量低，產品保鮮能力差。台灣經過近二

十年來在品種與栽植技術的創新，已經突破產業發展瓶頸，遙遙領先各個枇杷生產國家，具

備產期、品種、技術與微氣候、地理位置綜合相對優勢條件，長期看來經濟效益極為顯著，

可逐步發展為國家旗艦產業。基於此一前提，德興事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與農試所合作提出

產學計畫，並針對將來有競爭力的地區－中國大陸四川攀西地區進行田野與市場調查，作為

未來企業發展的重要參考。  

    綜合前面的分析，說明了台灣枇杷產業的整體競爭優勢，整個台灣枇杷產業的利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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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獨特、優質、創新。尤其是可預期的遠大市場前景及對投資者、生產者可能產出的顯著

投資報酬。以往政府施政偏向於重視已形成規模的產業，尤其是有嚴重產銷失衡的產業，往

往這些產業存在：人力、地力、樹力老化問題，因為價格、投資報酬率低，產業更新極為不

易，很難成為現代化具競爭力產業。相對的，有競爭優勢的產業宥於發展初期產業規模小、

無產銷失衡問題、山區生產機械操作困難、對產業發展優勢認知及品種技術創新能力不足等

等因素，得不到應有的對待。本報告人因長期研究枇杷產業及開發相關品種、技術，對此一

產業特性與全球的定位有深刻認知、體會及實踐，深信台灣枇杷產業在前述分析歸納的基礎

上，要發達成為舉世矚目類似紐西蘭的奇異果產業的新興（星）產業是有方法可以實現。 

    政府有關部門可以在此一歷史性發展的時刻扮演共襄盛舉的角色。高附加價值的農產品

產銷，要民間企業進入及發展，除了國科會外，農委會、經濟部、經建會、財政部、文建會、

交通部與內政部等相關部會也應就本項產業發展提供相關配套支援，如對國土規劃及利用、

資金籌措與管理、公共建設、文化建設、優惠措施等進行整體的規劃以發揮規模經濟效益，

加強輔導提供足夠資源，鼓勵並督導將資金貸給企業或契作農戶從事生產高附加價值的作物

產業，同時提供市場資訊服務，作為異業相關企業與全體契作農戶之間的橋樑，作垂直及水

平整合及分工，配合優良品種推動果園管理設施化、機械化、自動化及省工省料共同作業，

降低生產成本，建構完善的生產基地與全球行銷網，可以期待！ 

企業體

研發群生產者

創立 研發群-企業體-生產者
一體共生共榮之網絡聯結

跨部會

新『新農業運動』

 

在產-研-銷的網絡連結帶動台灣優質產業發展的過程中，需要跨部會的 

連橫、合縱整合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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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田私田私田

私田公田私田

私田私田私田

『新井田制』的概念是將每8個衛星農戶組成一個
「生產班」，共同耕作經營第9塊公田，作為相互

切磋砥礪的基地，績效作為企業獎勵「拔尖」衛星
農戶群「班對抗」的評比基準，在這種既聯合又競

爭的經營型態及架構下，台灣相對優勢產業

將有無比強悍的競爭力！

實
施

『
井

田
新

制
』

！

創
新

井
田

制
！

 
農委會「小地主大佃農」的政策要能成功，必須尋找具有台灣相對優勢的 

產業進行投資，並以現代規模化企業與衛星農場合作的經營型態形塑台灣 

優質產業產銷架構，農業經營才具可長可久競爭力。 

 

1％
植物
工場

9％
進階型

設施化栽培

90％
基本型有機化

專利技術及品種授權

『規模化農企業的金字塔型衛星農戶群組』

提供9成農戶基本有機化栽培關鍵技術專利及品種授權；
其他1成屬設施化栽培－

9％由基本衛星農戶群績優者晉級為進階型設施化栽培；
再晉級的最拔尖1％農戶則實施最先進的植物工場化栽培。

 

以現代規模化企業與衛星農場合作的經營型態形塑台灣相對優勢產業 

產銷架構，需要以金字塔型的衛星農場群組作基礎，在寬廣的基礎上 

向高處延伸，產業就能做大、做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