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考察） 
 

 

 

 

 

 

 

 

 

「赴大陸蒐集金針、大蒜及茶樣品
及產業訪察」出國工作報告 

 

 

 

 

 

 

 

 

 

 

 

 

 服務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姓名職稱：蘇登照 / 技正 (代表人) 

派赴國家：中國大陸 

  出國期間：102 年 7 月 1 日至 7 月 6 日 

報告日期：102 年 9 月 30 日 



 

 1 

摘要 

金針、大蒜及茶產業為我國重要產業，三項作物年產值約近百億元，2002

年我國加入 WTO 後，上述三項農產品中除茶葉採附加關稅自由進口

外，金針乾製品及大蒜係採關稅配額開放進口，惟三項作物均不得從

大陸進口（普洱茶除外），面臨未來日漸開放之貿易自由化的市場，

為瞭解大陸金針、大蒜及茶之主要產區種植、加工及食品衛生等相關資訊，並

了解大陸該三項產業之發展現況及其主要產區之產品特性，進而研擬

我國產業輔導措施，並分析大陸產製金針、大蒜及茶之特色，以提供

消費者辨識方式，以區隔市場。  

相關系列之考察係由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簽報農委會核可，並規

劃「雜糧蔬菜特作協助鑑定小組」成員分組針對大蒜等多項國內重要產業由相關

輔導及研究機關組成考察團，赴大陸及越南等國進行現地考察與產品資訊蒐集，

本出國行程規劃為 7 月 1 日至 6 日，針對大蒜、茶及金針等產業分別前往山東省、

福建省及湖南省等主要產區進行採樣及察訪，行程主要內容包括至產地農戶、大

陸企業、集貨批發市場及台灣農企業之採樣與參訪，該對瞭解大陸該三項產業之

發展及產品優劣勢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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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大陸蒐集金針、大蒜及茶樣品及產業訪察」 

出國工作報告 
 

壹、目的 

金針、大蒜及茶產業為我國重要產業，三項作物年產值約近百億元，2002

年我國加入 WTO 後，上述三項農產品中除茶葉採附加關稅自由進口

外，金針乾製品及大蒜係採關稅配額開放進口，惟三項作物均不得從

大陸進口（普洱茶除外），面臨未來日漸開放之貿易自由化的市場，

為瞭解大陸金針、大蒜及茶之主要產區種植、加工及食品衛生等相關資訊，並

了解大陸該三項產業之發展現況及其主要產區之產品特性，進而研擬

我國產業輔導措施，並分析大陸產製金針、大蒜及茶之特色，以提供

消費者辨識方式，以區隔市場。  

本出國工作於本(102)年 5 月下旬由農糧署邀集農委會相關試驗改良場所召

開會議，研商蒐集品項、內容及行程規劃，並選定紅豆、落花生、菇類、大蒜、

金針、茶葉等 6 項作物進行植株、土壤及水等樣本蒐集，相關工作並奉行政院

農委會核可，規劃由「雜糧蔬菜特作協助鑑定小組」成員分別赴大陸及越南等

國進行現地考察與產品資訊蒐集工作，本次出國行程規劃為 7 月 1 日至 6 日，針

對大蒜、茶及金針等產業分別前往山東省、福建省及湖南省等主要產區進行採樣

及察訪，行程主要內容包括至產地農戶、大陸企業、集貨批發市場及台灣農企業

之採樣與參訪，相關蒐集之樣本後續將交送農委會所屬之農業試驗所進行相關分

析研究，對瞭解大陸該三項產業之發展及產品優劣勢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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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出國人員 

單位 職稱 姓名 

行政院農業委會員農糧署 技正 吳佩香 

行政院農業委會員農糧署 技正 蘇登照 

行政院農業委會員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助理研究員 王啟正 

行政院農業委會員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技佐 陳水心 

 

參、行程概要 
活動日程 

行 程 內 容 地點 
日期 時間 

7月 1
日(一) 

上午 桃園中正機場→福州 桃園 

下午 參訪大陸茉莉花茶企業-福州春倫茶業有限公司 福州 

7月 2
日(二) 

上午 

           山東濟南機場 
(組 1：大蒜、茶，2人) 

福州 

(分組)     湖南長沙機場 
(組 2：金針 2人) 

航、車程 

下午 

組 1：山東濟南市(批發市場參訪、取樣) 
山東 
濟南市 

組 2：湖南長沙市(物流行銷點參訪-紅星大市場、長
沙高橋大市場) 

湖南 
長沙市 

7月 3
日(三) 

上午 

組 1：濟寧市金鄉縣 (車程及大蒜產地參訪取樣) 金鄉縣 

組 2：長沙市邵陽市邵東縣(車程) 邵陽市 

下午 

組 1：金鄉縣蒼山縣(車程及大蒜產地參訪取樣) 蒼山縣 

組 2：邵陽市邵東縣(精華農產食品公司生產基地、
精華農產食品公司)  

邵東縣 
邵陽市 

7月 4
日(四) 

上午 

組 1：徐州市廈門機場(航程) 徐州市 

組 2：邵陽市衡陽市祁東縣蔣家橋鎮車程(車程) 祁東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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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組 1：廈門機場龍巖市永福鎮(車程) 永福鎮 

組 2：黃花菜栽培品種觀察及採樣(湖南祁東簪岭農
業專業合作社) 

衡陽市 

7月 5
日(五) 

上午 

組 1：永福鎮茶區參訪與採樣 永福鎮 

組 2：衡陽市長沙市黃花機場(車程) 長沙 

下午 

組 1：永福鎮茶區參訪與採樣，龍巖市廈門(車程) 

廈門 

組 2：長沙機場廈門(航程) 

7月 6
日(六) 

上午 
厦門傳統市場採樣(厦商農產品批發市場、浦南食品

批發交易市場) 
廈門 

下午 廈門台北松山機場(航程) 台北 

 

肆、工作紀要 

本參訪行程自 102 年 7 月 1 日起至 7 月 6 日止，小組成員 4 人，行前各

成員先透過茶商、宜蘭大學、農友公司及台灣金針協會等機關團體協助蒐集

大陸地區金針、茶及大蒜等產業資訊並進行聯繫參訪點，並擇定山東省濟南

市、金鄉縣、蒼山縣等大蒜產區，福建省福州市、漳平市永福鎮等茶產區，

湖南省長沙市、邵東縣、祁東縣、福建省厦門市等金針產區及集散地為參訪

地點。由於此行預定蒐集樣本包括大蒜、茶及金針等 3 項作物，產區遍及山

東省、湖南省及福建省計 9 縣市，為於 6 天行程內完成相關採樣與參訪與任

務，依工作內容分為 2 小組，第 1 天及第 6 天為集體行動，第 2 至第 5 天則

採分組方式進行。大蒜品項主要為山東縣傳統批發市場、集貨市場、大陸蒜

商及產地之參訪與採樣，金針品項包括至傳統批發市場、產地、大陸金針商

(菁華農產品公司)之參訪與採樣，茶品項主要為產地、茶城、大陸茶企業及

台商茶企業之參訪。以下為主要參訪據點之工作內容： 

一、參訪陸商--福州春倫茶業有限公司 

本參訪行程透過桃園縣茶商業同業公會張連發理事長聯繫安排，主要為

了解福州花茶產業之發展現況，另透過參訪該茶業有限公司了解其經營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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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該公司成立於 1985 年，營運主體及精緻茶廠位處於閩江沿岸城門經

濟開發區，其精緻茶廠共約 3.3 萬多平方公尺，在福州地區共有 7000 畝之

茉莉花生產契作區，另在閩東、閩北等地區則有 3.5 萬多畝之契作茶園生產

區。其運作方式係透過下游九個初製茶加工廠進行委託加工，該公司主要產

品為茉莉花茶，又叫茉莉香片，花茶係屬於再加工之茶茶，而茉莉花茶又屬

眾多花茶種類中的大宗。茉莉花茶之再加工係將茶葉和茉莉鮮花進行拼和、

窨製，使茶葉吸收花香而成的。製造茉莉花茶的茶葉一般以綠茶居多，而該

公司亦發展出以紅茶和烏龍茶進行窨製花茶。其產品係以「春倫」為品牌之

茉莉花茶、綠茶、鐵觀音、大紅袍、紅茶、白茶、茶飲料、保健茶以及高、

中檔禮品茶等，年生產量約 330 多萬公斤。 

在台灣亦有少數茶企業選用本土生產之茉莉花進行花茶之窨製，惟國內

茉莉花生產量十分有限，尚無法商用生產，僅能少量加工，製成精品化之花

茶產品，由於茉莉花茶之製造必需於茉莉花含苞未開花前即採摘窨製，需精

確掌握開花時效，並需大量人工進行採摘，在我國茉莉花之產製成本相對於

大陸或東南亞國家十分高昂，故國內茉莉花茶產量十分稀少。由於茉莉花經

貯運後即不利茶葉之窨製，故亦有國內茶企業直接將國內產製之烏龍茶出口

至越南等國進行茉莉花窨製後，再將花茶進口至國內後行內銷或復出口，其

相對成本相當高。因此，思考經貿自由化之發展，為提升國內產業附加價值，

強化出口效益，未來在自由貿易示範區之推動下，如何使用國外低成本之原

料，配合國產優質原料與加工技術，發展我國高附加價值之農產業，值得我

們思考。 

行程中參訪該公司設置之茶文化展覽館，由該公司專責人員進行導覽解

說，讓消費者或客戶了解其福州茉莉花茶產業發展及其公司營運情形，並打

造茶莊形象，該值得我國茶企業觀摩學習，另公司近年來亦著手強化品牌、

形象與包裝之改善，開發多元化之茶商品，拓展年輕喝茶族群，如以 12 星

座為主題之茶品包裝，吸引年輕人選購。該行銷經營策略目前亦為我國茶產

業輔導推動策略之一，惟仍思考聚焦於在地茶歷史、文化、人文與地理景觀

等主題之結合，以創造市場區隔。(圖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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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福州市春倫茶業有限公司 圖 1-2 由該公司進行品牌解說導覽 

  

圖 1-3 該公司茉莉花茶藝、文化展示區 圖 1-4.展示多元化之茉莉花茶相關商品 

  

圖 1-5 該公司之茉莉花茶商品 圖 1-6.台灣茶團體亦曾至該公司參訪 

二、參訪濟南市七里堡綜合批發市場、七里堡茶城及廣友茶城 

因行程規劃因素，考察小組於前往中國大蒜主要產地即金鄉縣之路程

中，路經山東省濟南市，即規劃至該市主要農產綜合批發市場-七里堡綜合

批發市場、茶城等進行參訪與大蒜及茶等產品取樣。山東省包括金鄉縣、蒼

山縣為中國大蒜主要產業，亦為中國茶產業重要發展城市之一，相關產品多

集貨於濟南市進行銷售。當地人民喝茶風氣十分盛行，經查於 1950 年 代開

始即在中國官方主導下自南方省分引進茶樹栽培，於 70 年擴大推廣，至 2012

年，該省茶園面積約有 31 萬畝，茶葉總產量 1.3 萬公噸。山東為中國緯度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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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面積最大的北方茶區，山東省茶葉生產的主要特性為產區集中，該省目

前計有 10 個市 40 多個縣種植茶樹，主要分布在東南沿海、魯中南、山東半

島等地區，如日照市、青島市等。 

而濟南市之主要茶葉批發市場包括：濟南市茶葉批發市場、廣友茶城、

老屯茶城、七里堡茶城、黃台集團茶葉市場、北辛茶葉市場茶城、全福立交

茶城等，該市茶葉年營業額約達十七、八億人民幣，其中亦不乏有台灣茶商、

企業進駐，行銷台灣名茶，本次行程即針對大陸市售的茶品進行採購取樣，

分別採了日照市所產之綠茶計 4 樣。在市場訪察過程也恰好查到一款大陸茶

商所販售茶品包裝標誌與國內茶企業已註冊登記之標誌雷同，疑遭仿冒，相

關資訊亦提高國內茶企業參考。(圖 2-1～7) 

 

  

圖 2-1、濟南市七里堡綜合批發市場 圖 2-2 進行大蒜生產戶訪察與採樣 

  

圖 2-3 濟南市七里堡市場批售白蒜 圖 2-4 濟南市七里堡市場販售紫皮蒜溼

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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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七里堡批發市場內的茶城門市 圖 2-6 茶城販售的日照綠茶 

 

圖 2-7 廣友茶城入口意象及市門 

三、參訪金針物流中心--長沙市紅星大市場 

湖南長沙紅星大市場成立於 1977 年，地處長沙市的南大門，市場占地

1,300 畝（約 86.7 公頃），是大陸中南地區規模最大、設施最完整、產品最

豐富的大型農產品綜合交易市場，為中陸綜合市場排名中則屬第 8 位。紅星

集團目前旗下包括蔬菜、水果、花卉、畜禽、水產、糧油、副食、食雜及百

貨等九大經營項目，（圖 3-1～6），建有定點屠宰廠、長沙紅星園林綠化有限

公司、紅星農產品物流配送有限公司等加工流通企業，形成一個完善的產製

儲銷的產業集團，現有市場經營戶 1 萬 3 千餘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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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湖南長沙紅星大市場的入口 圖 3-2 紅星大市場的食用油批發店面 

  
圖 3-3 紅星大市場販售雜糧的店面 圖 3-4 紅星大市場販售乾貨的區域 

  

圖 3-5 紅星蔬菜二級批發經營區 圖 3-6 紅星大市場販售之乾金針 

四、參訪金針物流中心--長沙市高橋大市場 

長沙市高橋大市場成立於 1996 年 9 月，雖然西靠二環線，南臨長沙大

道，距長沙火車站僅千米，形成了高速公路、鐵路、空運相輔的“黃金碼

頭”，但初始並不為人看好，因為當時長沙最紅火的是下河街，直到兩年後，

下河街很多商家才慢慢轉移重心，紛紛從下河街遷到高橋，高橋大市場成為

昔日繁華下河街的延續，帶動高橋大市場及物流產業的發展。目前，長沙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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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擔物流主要集中在以高橋為中心的零擔市場，絕大多數企業都是夫妻店或

家族式經營，已經有 1,000 家左右專線物流公司進駐。高橋大市場計劃在 5

至 8 年內，投資 150 億元完成 300 萬平方公尺的建設任務，其中商場 100

萬平方公尺、寫字樓 80 萬平方公尺、酒店 20 萬平方公尺、地下停車場 100

萬平方公尺，把高橋大市場建成一個集商品展示交易、電子商務、金融結算

為一體的城市綜合體。屆時，它將變為商品展示交易市場，買家來高橋大市

場，將只能看樣本、展示交易，而不是當場提貨，貨物則將由專業的物流公

司在黎托統一配貨運送（圖 4-1～6）。 

 

  

圖 4-1 湖南長沙高橋大市場的入口之一 圖 4-2 高橋市場的乾貨批發店面 

  

圖 4-3 高橋市場販售辣椒乾料的店面 圖 4-4 高橋大市場販售金針乾貨的店家 



 

 12 

  

圖 4-5 高橋大市場販售各式乾品的店面 圖 4-6 高橋大市場販售之乾金針 

五、參訪精華農產品公司生產基地－菁洲黃花菜生產合作社 

搭乘計程車至長沙汽車南站，轉乘長途巴士到達湖南邵東縣汽車站，精

華農產品公司供銷部曾經理前來接送至其生產基地－菁洲黃花菜生產合作

社（位於邵東縣廉橋鎮黃泥沖村）參觀，由謝銀芝書記負責接待及解說。該

社計有農戶 400 多戶(2,000 人)，黃泥沖村土地約 1,000 畝，盛產期該村金針

鮮蕾年產量高達 100 公噸，近 3 年平均產量 70 公噸。近 10 年黃泥沖村金針

栽培品種以白花品種為主，種在旱地，金針含水量較低，利於加工。白花品

種顏色屬黃綠色，較台灣品種淺，花苔較高，花梗較長（圖 5-1～3）。台灣

品種顏色偏橘，花梗及花苔均較短，據大陸農民表示，花苔長至肩膀高度時

較適合採摘（圖 5-4），另據謝書記表示，「白花」品種產量雖略低於湖南盛

行的品種，但製成乾品的比重較高，一般 10 公斤鮮蕾可製成 1 公斤乾品，

而白花品種 6 公斤鮮蕾可製成 1 公斤乾品，所以相對乾品製成率較高，而且

白花品種花蕾大、殺菁乾燥後顏色較白，價錢較高。 

  

圖 5-1 大陸湖南的金針品種「白花」 圖 5-2 大陸金針品種花苔較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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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與謝書記合影，花苔高度約為

150 公分 

圖 5-4 大陸農民認為位於肩膀之花苔高

度較適合採摘(攝於湖南祁東縣) 

一般農戶於金針採集後，若天氣晴朗，則將鮮蕾裝入竹籃，置於已盛水

之大型鍋具上方，並以塑膠布封住（圖 5-5～6），使用木材作為燃料，利用

沸水產生之蒸氣高溫殺菁，第一鍋約需 1 小時，第二鍋起約 30 分鐘即可完

成殺菁，殺菁後進行日曬，3 天後即可貯藏（圖 5-7～8），此為十分古老的

殺菁方式（圖 5-9～10），加工廠則以大型機器進行烘乾作業，產製乾金針。 

  

圖 5-5 在傳統鍋爐中蒸氣殺菁 圖 5-6 殺菁後的金針鮮蕾 

  

圖 5-7 曝曬第一天的金針鮮蕾 圖 5-8 曝曬第二天的金針鮮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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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 曝曬第三天的金針鮮蕾 圖 5-10傳統的柴火加熱鍋爐蒸氣殺菁

方式 

該社謝書記表示，精華農產公司成立前，金針加工制度不健全，個體農

戶在金針加工過程因通風設備不良，會添加硫化物防止發霉。目前該社供應

之乾金針均為無硫及無其他添加物。菁洲黃花菜生產合作社供應精華農產品

公司之乾金針訂有產製合作契約，公司以保證價格收購合作農戶乾金針，如

市價上漲，公司即配合調漲收購價格，如市價下跌，仍維持原訂保證價格（去

年最高達 15 元人民幣/1 市斤)。只要農戶遵照公司的規定進行金針乾製品加

工，公司便會以合約價格收購，公司不定期抽驗農藥及化學藥品殘留量，確

保產品品質，金針乾品於收購後由公司運回處理及包裝。 

路程上詢及該縣黃花映武集團為何倒閉?據悉其產品曾被驗出二氧化硫

超標致產品下架，所有出資銀行陸續撤資，造成公司周轉不靈而倒閉，中國

大陸政策之嚴厲可見一斑，值得國內借鏡。 

六、參訪精華農產品公司 

湖南省黃花菜栽培面積約 50 萬畝(約 3 萬 3,331 公頃)，祁東縣栽培面積

約 16 萬畝(約 1 萬 666 公頃)，邵東縣栽培面積約 8 萬畝(約 5,330 公頃)，遍

及 10 鄉鎮，年產量約 1,000 公噸，黃花菜乾製品產量占全世界 70%。目前栽

培品種約 20 餘種，產量約 200 公斤/畝(3,000 公斤/公頃)，但每 15 年需更新

品種，主要採收時間為 7 至 8 月，每日採收時間為 5~16 時。 

參訪菁洲黃花菜生產合作社及採樣後，隨即赴精華農產公司參觀，由於

湖南地區金針才剛開始開花兩週，尚未大量生產，因此機器尚在準備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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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公司金針乾燥設備為一貫化作業整合型大型機械，從進料、清洗、殺菁、

烘乾到出料均為一貫化作業 (圖 6-1～2)，另有金針真空包裝機(圖 6-3～4)，

內有微波殺菌機，在真空包裝前使用微波可以殺菌並去除多餘水分，接著進

行真空保裝，據說可以保存 1 年以上。精華農產品公司位於湖南邵東縣兩塘

路 199 號，創立於 2002 年，主要從事黃花菜(金針菜)基地建設、產品加工

和市場開發，還有養豬事業及有機蔬菜種植與銷售。註冊資金 3,000 萬人民

幣，總資產約 1 億 4,000 萬人民幣，在創立期間，已經建立一套農產品保鮮、

物流配送及檢測檢驗系統，形成科技研發→基地生產→產品加工→物流配送

→終端銷售的完整產業鏈，該公司生產的農產品是以「菁洲」為名的品牌，

許多農產品也通過許多國際的認證，包含美國 FDA 食品藥物安全認證，該

公司展示廳內有許多的獎牌（圖 6-5～6）。 

  

圖 6-1 精華農產品公司金針殺菁烘乾

一貫化作業 

圖 6-2 精華農產品公司金針殺菁烘乾一

貫化作業 

  

圖 6-3 精華農產品公司的真空微波殺

菌包裝機 

圖 6-4 精華農產品公司的真空微波殺菌

包裝機的操作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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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 精華農產品公司的展示廳 圖 6-6 精華農產品公司所獲得的獎牌 

該公司黃花菜產品由農民自行加工部分，含水率約 15~18%，均不含硫 

(中國黃花菜產品二氧化硫殘留量標準為 200 ppm)，由於個體農戶未使用乾

燥設備，完全靠日曬，因此產品易受天候影響。乾金針特級品收購價格約人

民幣 14 元/市斤，次級品 10 元，鮮蕾收購價 3 元。該公司成立加工廠推動

集中產製，將採收之金針經蒸汽殺菁處理後日曬乾燥，產製為無硫產品，目

前上市乾金針除大包裝(散裝)外，計有 4 種包裝，分別為 400 公克極品裝（市

價 60 元人民幣）、400 公克禮品裝(72 元人民幣)、200 公克普通裝、200 公

克精品裝(25 元人民幣)，85 公克裝目前停產，其包裝商品價格略高於臺灣。

除乾金針外，該公司亦銷售金針鮮蕾，採用真空預冷技術後進行冷藏，平均

保鮮時間約 20 天。 

該公司的大型金針菜加工廠建於 2006 年，加工廠經營項目除金針菜乾

品（圖 6-7～7）之外，還有從事水晶粉絲、荸薺、肉類的加工，主要原因為

該公司雖以生產黃花菜(金針乾品)起家，但金針盛產期只有兩個月，其他期

間員工沒事做，因此，加工廠必須從事其他農產加工品開發。該公司為湖南

省最大的金針菜加工廠，擁有年產量 4,000 公噸金針乾品，及 2,000 公噸的

金針鮮蕾(保鮮品蜜餞)生產線，該公司也同時進行研發，其中「降低鮮黃花

菜中秋水仙鹼含量的方法」獲得中國的國家發明專利。為了物流鏈之完整

性，該公司也成立了農夫山莊超市的子公司，目前已經在湖南建立了 16 家

連鎖生鮮超市（邵東 11 家、長沙 5 家、邵陽預定 5 家），因此該公司從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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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行銷已經建立了一完整的產銷鏈，對該公司的經營十分有幫助。 

 

 

圖 6-7 精華農產品公司的各式金針乾品包裝 圖 6-8 精華農產品公司的舊式金

針乾品包裝 

七、湖南祁東縣簪岭農業專業合作社-產地觀摩及鮮蕾樣本蒐集 

進入祁東縣內放眼望去是一大片的金針田，首先到胡坪坳村觀察附近的

金針品種性狀，與前一天在紹東縣所看的金針品種相似（圖 7-1～2），之後

參觀一家位於蔣家橋鎮葉家村內的現代化的簡易蒸氣殺菁處理場，內設小型

蒸氣殺菁室，該殺菁室可以容納 1 台車（約放置 24 籃的金針鮮蕾)（圖 7-3

～4），利用煤氣(瓦斯)將水點火加熱，蒸氣殺菁約 30 分鐘後即可移出至室外

日曬（圖 7-5），日曬 3 天後用塑膠袋密封裝好避免受潮，若天氣不好，陰天

或下雨，則將殺菁好的金針鮮蕾送進鍋爐室烘乾（圖 7-6）。殺菁室是由外部

天然氣燃燒加熱外部鍋爐，使水份蒸發（圖 7-7），烘乾室則在後方有加熱設

施，配合內部風扇使熱均勻（圖 7-8）。金針烘乾後便可以裝袋，當地農民拿

曬乾與烘乾的金針乾品比較，日曬的品質較佳，顏色較漂亮，烘乾的金針乾

品則顏色較暗（圖 7-9～10），根據推測烘乾品可能是因為沒有紫外線抑制酵

素褐變，加上烘乾機內通風不良無法均勻受熱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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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 位於祁東縣內的金針田 圖 7-2 位於祁東縣內的金針田 

  

圖 7-3 殺菁用多層架台車 圖 7-4 小型殺菁箱 

  

圖 7-5 祁東縣蔣家橋的曝曬方式 圖 7-6 烘乾室 

  

圖 7-7 殺菁室的外接蒸氣鍋爐 圖 7-8 烘乾室加熱的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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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9 天然曬乾後的金針乾品 圖 7-10 機器烘乾後的金針乾品 

 

接著到周忠義村長家附近參觀及取樣（圖 7-11～12），周村長表示簪岭

農業專業合作社由祁東縣蔣家橋鎮 15個村所組成的，金針田面積共 3萬畝

（約 2,000公頃），依不同土壤肥力及栽培技術，可日產 50到 100公斤鮮重，

若以鮮乾重 10:1計算，兩個月產季每畝地可採收金針達 300公斤乾重。所

銷售的金針大多是外地的金針商人過來批售，銷售地點據說都是沿海一帶的

大城市。在祁東地區金針主要的品種有兩種，被當地人稱為「猛子花」及「沖

裡花」，還有邵東的「白花」品種也可以見到，「猛子花」及「沖裡花」產量

較「白花」高，但「白花」乾重較高，水分含量少，這三種外表性狀類似，

花苔都在 150-160公分之間，花梗較長（圖 7-13～14）。 

  

圖 7-11 祁東縣蔣家橋鎮扎岭村村長周

先生(左) 

圖 7-12 周村長家附近的金針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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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3 金針「猛子花」外觀 圖 7-14 翻拍自湖南祁東之金針攝影集 

八、參訪中國大蒜主要產地並取樣-金鄉縣、蒼山縣 

中國大陸幅員遼闊，大蒜栽培地區遍及全國，各大蒜產區一般都有適應

該地區生態條件的優良品種，本次行程主要透過農友種苗公司協助至中國大

陸主要大蒜產區即山東省的金鄉縣及蒼山縣進行考察，其種植歷史已逾千

年，二縣之大蒜年均產量超過 400 萬公噸，除大蒜外，該地區亦為棉花主要

產地，本次行程到訪時節恰好為採收末期，田間之大蒜多已採收完畢，並種

植棉花。經向當地蒜商查訪，金鄉縣共有 22 個大蒜專業批發市場和數百個

金鄉大蒜批發點，行程參訪金鄉縣最大的大蒜批發市場—國際大蒜商貿城，

並參訪當地經營大蒜調理包裝冷藏及外銷業者--茂森冷藏有限公司，參觀其

冷凍庫與加工作業廠，並進行取樣。蒜商表示，山東省的大蒜出口合格率在

90%以上，其出口量佔全國的 70%以上，外銷日本、美國等三十八個國家和

地區及國內各大市場。(圖 8-1～12) 

  

圖 8-1 金鄉大蒜國際交易市場 圖 8-2 金鄉大蒜國際交易市場待批售的

大蒜數量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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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3 金鄉大蒜國際交易市場內工人進

行大蒜調理 

圖 8-4 金鄉大蒜國際交易市場內白蒜外

觀 

  

圖 8-5 參訪大蒜調理包裝冷藏及外銷業

者--茂森冷藏有限公司 

圖 8-6 茂森公司大型冷藏庫 

  

圖 8-7 冷藏庫內蒐集其外銷樣品 圖 8-8 該公司大蒜調理及包裝集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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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9 該公司依不同市場需求進行不同規格之包裝-1 

  

圖 8-10 該公司依不同市場需求進行不同規格之包裝-2 

  

圖 8-11 採樣田區之大蒜已完成穫，種植

棉花 

圖 8-12 進行水、土取樣與登載作業 

九、參訪福建省漳平市永福農民創業園 

漳平市永福鎮台灣農民創業園於 2006 年 7 月成立，並於 2008 年 2 月

27 日升格為國家級台灣農民創業園，是福建省第二個國家級台灣農民創業

園，創業園核心區永福鎮位於漳平市西南部，平均海拔約 780 公尺，因為地

理區位與我國阿里山茶區相近，被當地投資茶產業的台商譽為「大陸阿里

山」，其「大陸阿里山」該創業園區茶產業的品牌之一。在大陸官方對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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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大力協助下，包括山區道路之開闢，提供低利貸款、協助土地取得、人

力供應等，複製出與台灣茶區相近之茶區、相關之製茶環境、機具與設備(圖

9-1～4)， 

  

圖 9-1 位於永福鎮之台灣農民創業園一

隅 

圖 9-2 位於永福鎮之台灣農民創業園一

隅 

  

圖 9-3 台商投資之製茶廠現況 圖 9-4 利用當地大量、成本低之人工 

目前園區已發展茶葉、花卉、水果、蔬菜等四大產業，總面積約 12.5

萬畝。其中，茶葉種植面積 5.5 萬畝，是大陸最大青心烏龍茶種生產區，另

外花卉約 2.5 萬畝、蔬菜約 4 萬畝、水果約 0.5 萬畝。目前園區已入駐台資

企業 59 家，其中從事茶葉生產之企業計 48 家，投資總額超過 5 億元人民幣，

年產值約 6 億多元人民幣。另核心區永福鎮常住台商約 500 多人，已成為台

商在大陸投資最密集的鄉鎮。本次考察行程中主要參訪了包括台品茶業有限

公司、鴻鼎農場開發有限公司、尚順農場開發有限公司、勇福茶業有限公司

等台資企業，並進一步了解台資企業在大陸投資情形，並進一步進行樣品蒐

集。(圖 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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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福建厦門市傳統批發零售市場採樣 

本日行程把握僅剩的半天空檔，一行人前往福建省廈門市的夏商農產品

批發市場及浦南食品批發交易市場參觀及採樣（圖 10-1～2）。此行共規劃湖

南省長沙市及福建省厦門市計 4 個市場蒐集樣本，其中湖南長沙的紅星大市

場及高橋大市場偏重於批發商採購的市場，而福建的兩個市場雖名為批發市

場，但實地觀察則類似國內傳統菜市場。此行所蒐集的金針樣本多以乾貨為

主，在福建夏商市場則蒐集到金針鮮蕾，外觀類似台灣的金針品種，另亦進

行大蒜取樣（圖 10-3～6）。 

 

 

圖 9-5 圖：永福鎮台灣農民創業園台資企業分佈圖（資料來源:台灣農民創業園網

站 http://www.zpcyy.com） 

  

圖 9-6 進行水、土取樣與登載作業 

http://www.zpcy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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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1 夏商農產品批發市場入口 圖 10-2 浦南食品批發交易市場入口 

  

圖 10-3 福建夏商市場販售的金針鮮蕾 圖 10-4 福建夏商市場販售的金針鮮蕾 

 

 

圖 10-5 福建廈門夏商批發市場販售紫

皮蒜 

圖 10-6 福建廈門浦南批發市場販售大

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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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心得與建議 

一、大陸湖南地區金針農戶考量金針乾製品製成率等因素，以栽種花色偏綠黃

之品種為主，國內消費者則偏好顏色鮮艶之金針乾製品，種植品種多為偏

橘黃色之金針，惟台灣目前栽種之金針品種產量較低，病蟲害較高，花藥

顏色黑，影響金針料理外觀。近年台東區農業改良場已育成台東 7 號金針

品種並推廣中，由於該品種具適合平地栽培、產量高、花梗高挺、花朵橙

黃等特性，且其鮮蕾可利用物理殺菁(冷或熱風乾燥脫水)，不須以硫化物

處理，所產製之無硫金針顏色橙黃、食用風味佳，未來如推廣成功，應可

降低超硫金針於市面流通數量，對金針產業發展具正面意義。 

二、台灣目前已有直接烘乾的無硫加工技術，但保存期限只有 6 個月，亦有透

過青熏法等加工技術產製符合國家標準之安全金針，加工技術水準高。相

較於中國大陸多由農民自行產製，品質易受天候影響，且製作、包裝過程

衛生堪慮，但由於大陸法規限制二氧化硫殘留容許量在 200ppm 以下，致

大陸市售乾金針產品多為無硫或低硫產品。然而近年海巡、海防單位查緝

走私進口之乾金針二氧化硫含量大多超過 10,000ppm，甚至高達 30,000ppm

以上，推測極可能是為配合海上運輸及長期儲存需求之故。走私進口低成

本、超硫金針產品混充國產金針，對國內金針產業造成嚴重衝擊，惟有透

過海關逐批檢驗及加強查緝走私，方能杜絶不法產品進入台灣，保障消費

者食用安全，確保台灣金針產業之發展。 

三、台灣金針產品約 7 至 8 成經盤商銷售至南北貨及傳統市場，加工業者往往

在盤商要求下，產製顏色鮮艶、口感較佳、耐儲存之超硫乾金針，多數消

費者選購金針常識缺乏，因此，除透過安全金針宣導活動，加強消費者辨

識及選購貼有「台灣金針」標章之安全產品，拒絶色澤鮮艶之超硫金針產

品，期透過消費者導向，引導業者產製安全金針。另辦理二氧化硫抽查及

聯合緝查，對部分不肖盤商及慣行產製不合格產品之針農、加工業者，已

產生嚇阻及壓力。為落實不合格產品管制，建議衛生單位擴大小吃店、攤

販、餐廳等零售業者金針乾製品二氧化硫含量抽驗，要求業者出具檢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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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證明，以促使該等業者購買符合規定之金針產品。 

四、中國大陸大蒜栽培地區遍及全國，各大蒜產區一般都有適應該地區生態條

件的品種，其產量龐大，白蒜為中國大陸主要外銷蒜種，主要產區為山東

省及河南省。由於外觀賣相佳且單位產量高，生產成本相對較低，因此在

各主要大蒜市場均隨處可見山東白蒜及河南白蒜。為提昇對大蒜之鑑定準

確度，以防止非法矇混進口，保障農民權益，本次蒐集相關品種與水土，

對於鑑定準確度之提昇頗具成效。惟大陸北蒜及韓國北蒜因蒜種來源相

同，外觀性狀極為相近。另越南、泰國生產之紅蒜與大陸四川、雲南、廣

西之地方品種均屬紅皮蒜系統，外觀上不易區別，仍需持續蒐集完整之產

業與產品資訊。 

五、大陸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其內需市場廣大，台商於創業園從事農產品生產，

惟經訪相關台商茶企業，近年來大陸亦面臨工資與工人意識上漲等問題，

常遇缺工或相關經營刁難等情事，在相關因素影響下，其生產成本已較當

時設立時相對提高很多，後續經營應再審慎規劃與判斷。 

六、經創業園投資之茶企業表示，因長期飲茶習慣因素，大陸人民對台式烏龍

茶口味尚不適應，故在大陸市場推廣應需加強，相關預測後市雖看好，但

仍應針對其適合之茶品風味進行研發與製造，而在台灣在地生產之茶品部

分，則應針對相關標章標示部分予以保護，如產銷履歷標章、產地證明標

章應立即至大陸進行註冊保護，輔導出口至大陸之茶品均能完整標示並張

貼相關標章，以區隔市場，確保台灣在地生產製造之茶農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