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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前往日本主要針對洋桔梗外銷儲運後品質進行試驗研究，並且實際外銷

到港調查開箱品質及不同保鮮劑差異。同時也參訪了東京大田花市，蒐集日本花

卉市場資訊，另一方面也訪查了涉谷區高級花店及中等價位連鎖花店之販售商品，

了解不同消費群之購買商品類型以及價位範圍等消費習性，並與日本頂尖育種公

司 SAKATA種苗公司以及日本農研機構花卉研究所等研究人員進行意見交流與

討論。 

    日本洋桔梗消費市場以粉色花系為主要流行花色，其次為白色系，此兩種色

系市占率達 5成以上，因此臺灣洋桔梗外銷日本品種也以這兩種色系居多。日本

國產洋桔梗產量最少的時期是在 1月初至 3月中，此時期是臺灣洋桔梗外銷日本

價格最好的時間點。但最為日本人在意的問題是「鮮度」，臺灣洋桔梗因採收後

經過空運或海運再送至消費者，其時間已比日本當地生產之洋桔梗多出至少 1

周以上，價格始終不敵日本洋桔梗。另一方面，日本當地栽培的頂級洋桔梗每一

分枝留 1朵花，花莖粗壯且花頸硬挺，花苞大，此栽培技術門檻高，且栽培時間

長。臺灣洋桔梗農民配合貿易商已逐漸學習留蕾技術提高品質，但仍需考量栽培

時間成本與人工成本。而本次洋桔梗儲運試驗開箱品質調查發現部分洋桔梗花朵

出現發霉或花瓣皺損的情形，損耗率約佔總花數之 28%，接近 3成，比例不低。

推測原因為臺灣洋桔梗於 9月定植後 11月花朵發育，溫度仍未低溫，以致切花

生育速度較快，植體營養蓄積不易且田間呼吸熱高，導致外銷儲運品質不佳。洋

桔梗儲運保鮮劑試驗結果顯示純水運輸的洋桔梗切花於到港開箱後瓶插第 3 日

即垂頸失水，但採用本場研發之洋桔梗保鮮劑的洋桔梗花蕾開放度較佳，且瓶插

天數亦優於荷蘭可利鮮公司保鮮劑，蕾徑開放大且呈色明顯。 

    日本消費者用花習性則可由當地花店略窺一斑。不論是高級花店或是一般連

鎖花店均陳設許多小花束、小花籃以及配合特殊節慶之應景商品，且擺設明亮，

設計清新，吸引民眾經過時可隨手購買回家擺飾或送禮。對於推動臺灣國內花卉

消費市場，或許在花店經營上可以參考國外花店經營方式，應可刺激國內花卉市

場的消費，提高國產花的內需量。期能將這些市場資訊以及洋桔梗外銷儲運品質

探討等資訊回饋臺灣花卉產業，提供相關資訊予產官學界參考。 

 

 



3 

 

目次 

一、 目的 ............................................................................................... 4 

二、 行程 ............................................................................................... 5 

三、 研究內容 ....................................................................................... 6 

四、 心得與建議 ................................................................................. 11 

五、 照片及說明 ................................................................................. 12 

 

 

 

 

 

 

 

 

 

 

 

 

 

 

 

 

 

 

 

 

 



4 

 

一、 目的 

    日本為臺灣主要外銷花卉市場，佔臺灣花卉外銷產值比例 9成以上。洋桔梗

為臺灣目前重要切花，2014年外銷產值約達 1億 3,071萬元新臺幣，僅次於文心

蘭切花，在國內花卉市場亦深受消費者喜愛。因此，如何提升洋桔梗外銷競爭力，

並且瞭解日本消費市場趨勢及需求是洋桔梗產業能否再精進的關鍵要素之一。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執行 103年科發基金計畫「提升花卉外銷產業價值鏈整合

─洋桔梗及火鶴」，本次前往日本主要針對洋桔梗外銷儲運後品質進行試驗研究，

並且實際外銷到港調查開箱品質及不同保鮮劑差異。同時也進行日本花卉市場資

訊蒐集及消費習性訪查，並與日本頂尖育種公司 SAKATA 種苗公司以及日本農

研機構花卉研究所等進行意見交流與討論。期能將這些市場資訊以及洋桔梗外銷

儲運品質探討等資訊回饋臺灣花卉產業，供業者及農民參考，使產業日益精進，

發展欣欣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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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程 

本次研究期間自民國103年12月14日至12月19日止，共6天，行程日期、地點及研

究內容等簡列如下表所示： 

日期 參訪地點 行程安排 

12/14 

(日) 
東京 

搭機，由台灣飛往日本東京，班機時間：0915 桃園國際

機場-1310東京成田機場。下午 4點抵達飯店，傍晚於東

京市花店調查花材利用喜好等資訊。 

12/15 

(一) 
東京 

前往日本農研機構的花卉試驗所參訪，與花卉研究人員

交流洋桔梗栽培技術、採後處理、育種以及其他切花相

關研究等學術經驗。並實地參觀當地研究機構的試驗設

施與設備等。 

12/16 

(二) 
東京 

資訊蒐集與訪查日本連鎖花店 Aoyama Flower Market、涉

谷區高級花店 FUGA 以及車站小花店等不同消費群之消

費喜好與花材利用情形。 

12/17 

(三) 
東京 

拍賣市場參訪與銷售情形等資訊交流，並與大田花市討

論調查臺灣洋桔梗到貨品質及瓶插品質紀錄等。 

12/18 

(四) 
東京 

前往 SAKATA種苗公司參訪，瞭解日本洋桔梗最新品種

趨勢、洋桔梗品種栽培特性以及其他花卉育種研發等資

訊交流。 

12/19 

(五) 
東京 

午餐後前往機場，離開日本返回臺灣。 

(班機時間：1740東京成田機場-2055桃園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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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內容 

（一） 農研機構花卉研究所 

� 農研機構介紹 

    日本農研機構(National Agricultural Research Organization, NARO) 是獨

立行政法人農業食品産業技術綜合研究機構，成立於 2001年，由 12個國立

研究機構整合重組。花卉研究所是由「野菜茶業試驗場」中再分立出來的研

究機構，目前位於茨城縣。農研機構全體員工共 2,629名，包括研究人員 1,516

名、技術專門職員 510名、一般人員 594名以及指定職員 9名。2014年度決

算經費為 58,022百萬日圓，約新臺幣 174億 660萬。其中農業技術研究經費

為 46,672百萬日圓，約新臺幣 140億 160萬，佔總經費 80%。 

農研機構主要研究範疇如下： 

1. 研究農業和食品工業科技，食品穩定供應研究，稻田輪作，提高糧食生

產效率，生產牲畜自給飼料，牲畜疾病和傳染病控制，高利潤園藝發展。

全球暖化適應研究、生質生產和利用系統的發展和新需求創造研究、農

產品和食品功能綜合利用技術，高品質農產品和食品，先進加工和配送

技術發展，區域資源利用研究。維修設施農業，核電事故之資源保護管

理技術研究，淨化放射性物質和農作物。 

2. 建立和引領種苗開發新技術研究，研究實用化並接受民營企業委託，合

作試驗新種苗生產技術。 

3. 提高生產率和降低工作負擔，發展農業機械和設備，高效利用，減少農

業生產資源環境的影響。 

� 花卉研究所之研究現況 

    花卉研究所是日本國內唯一設立的國家花卉研究機構，主要推動 1.開花

生理機制研究，提高花卉生產效率，栽培技術開發等。2.運用分子生物技術

研發創新品種。3.農園產品品質提升及保鮮技術開發。花卉研究所目前已研

發的成果包括百合香味抑制技術、菊花新花色育成、洋桔梗周年生產技術、

切花老化生理及品質保鮮技術、菊花電照技術研發等栽培研究，另外花卉研

究所也進行了石竹類、菊科、茶花等花卉種源蒐集與建立種原庫。此次參訪

花卉研究所，與中山真義博士、湯本弘子博士等研究員進行花卉研究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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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介紹臺灣花卉產業與臺中場花卉研究現況。也參觀花卉研究所內部實驗

室、品種圃等研究場所，收穫良多。 

（二） 大田花市 

� 大田花市銷售方式介紹 

    大田花市為日本東京花卉拍賣市場，也是全日本最大的拍賣花市，約佔

日本花卉市場總銷售額的十分之一。主要拍賣商品包括切花、盆花以及切葉

苗木類。於拍賣市場內有十幾間盤商，將花市批發來的商品直接展示，銷售

給中間商，如花店業者、超市業者等，銷售商品除了拍賣市場購入的切花、

盆花、苗木等，另外也販售周邊插花資材、盆器等。拍賣商品由品質好的先

開始銷售，拍賣鐘類似臺灣花卉拍賣市場，由高價開始往下降，由買家自行

決定於何種價格下訂數量。而同一商品不同等級的，花市都會制訂一個公定

價，供買家參考。買家可以親至花卉市場進行貨品檢視以及列席下訂，或是

於自家公司或居家以電腦連線方式，針對所需商品規格下訂數量，對於不方

便至大田花市下訂商品之買家是非常方便的方法。買家下訂後，下訂之商品

即會貼上標籤，送至買家貨車出貨。買家的付款也是於下單後由花市進行扣

款。大田花市除了透過拍賣系統販售商品，也透過 B2B的方式，由買家直接

要求需要的商品與數量，由大田花市藉由貿易商或經銷商之人脈網絡，向賣

家訂貨以轉交給買家。 

� 台灣洋桔梗於日本花卉市場銷售情形 

    臺灣洋桔梗從 11 月開始出貨，但此時品質非極佳且量多，加上日本國

內此時仍有洋桔梗生產，以致外銷價格不佳。日本國內洋桔梗產量最少的時

期是在 1月初至 3月中，此時期是臺灣洋桔梗外銷日本價格最好的時間點，

大田花市建議臺灣洋桔梗銷售要從 1月開始且高品質，才能拉高價格。但臺

灣洋桔梗的價格始終不敵日本洋桔梗，最大原因在於「新鮮度」。採收後經

過空運或海運再送至消費者，其時間已比日本當地生產之洋桔梗多出至少 1

周以上，儘管臺灣洋桔梗部分品質優於日本當地洋桔梗次級品，價格仍然不

會比較佳。 

（二） 實體花店銷售情形 

� 東京青山涉谷 FUGA高級花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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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GA花店為東京高級花店，營業額於東京排名可擠進前 3名，且僅此

一家店，無其他分店。每日營業額為 400萬日幣。銷售商品非常多，包括居

家插花的切花、盆栽或是公司行號送禮用的大型組合盆栽、苗木類或是花束

等。銷售對象主要是公司行號以及金字塔頂端的消費群。不同季節熱銷商品

不同，切花的基本要求就是瓶插壽命要長，例如蘭花類的。過年喜歡使用蘭

花、文心蘭、蝴蝶蘭、萬代蘭等。切葉是以蕨類為主，孤挺花是由荷蘭進口

的。送禮花束內都有洋桔梗，因為日本人喜歡洋桔梗的 “優雅溫婉”。洋桔

梗流行的花色主要是白色、粉色以及紫色，在 1月至 3月洋桔梗是供不應求

的，參訪當日，洋桔梗 1枝是 800日圓。每周一、三、五進貨，2日內商品

就賣完了，商品流動量大，生意非常好。而一般花店是周一、周五進貨，販

售時間較久，所以後期品質較差。此花店的花瓶內均有添加荷蘭可利鮮

Chrysal公司的保鮮劑，2天就更換一次。花店業者認為良好的採前栽培管理

非常重要，好品質的切花是不太需要保鮮劑的。 

� Aoyama Flower Market 

    Aoyama Flower Market是連鎖花店，約有 70間分店。販售商品約中上

價位，洋桔梗 1枝 756日圓，非洲菊 1枝 216日圓，玫瑰 1枝 324日圓，康

乃馨 1枝 270日圓，小蒼蘭 1枝 210日圓，百合 1枝 756日圓。有趣的是，

同一切花不同顏色或品種的價格並無差異，皆統一價位。因此粉色、紅色、

橘色、紫色玫瑰等的價格都一樣，洋桔梗也是如此。康乃馨日本當地業者主

要栽種的是白色、紅色以及粉色，其他如橘色或黃色，是由哥倫比亞進口的。

在花店常見小花束，將短枝花朵包裝成一束販售的商品形式，價格也不便宜，

卻能夠提高掉落的切花切葉利用率，增加收入。此花店銷售的對象主要是家

庭主婦、一般上班族以及逛街的消費者。 

（三） SAKATA 種苗公司 

� SAKATA種苗公司介紹 

    SAKATA種苗公司為日本主要育種公司，在日本員工人數約 600人，包

括苗圃農場的管理人員。於美國、歐洲、巴西等均有分公司，事業版圖為全

世界。公司著重於蔬菜育種，為公司主要業務。花卉育種成果也不遑多讓，

花卉育種作物包括向日葵、雞冠花、洋桔梗、金魚草等約 8-10 種，共有 7

位育種研究員，1人負責 2~3種花卉。其中洋桔梗是 SAKATA公司花卉育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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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營收來源，銷售量占花卉部門的 70%，銷售額佔花卉總銷售額的 50~60%。

在歐洲的洋桔梗市場種苗銷售市佔率達 75%。 

� 洋桔梗育種及產業分析 

    日本洋桔梗育種約於 50年前開始有農民自行採種，當時多為開放授粉。

SAKATA公司約於 35~40年前開始進行雜交育種，並於 2006年劃下育種的

里程碑，洋桔梗品種成功育成重瓣大花且蕾絲波浪邊，例如順風系列。目前

在歐洲洋桔梗種苗市占率 75%，亞洲洋桔梗種苗市佔率 40~60%。其中日本

為第一消費市場，中國為第二，其次是臺灣與越南，然後是南韓。日本消費

市場喜好白色、粉色以及雙色滾邊，銷售量約占洋桔梗花色四分之三。白色

洋桔梗主要品種是 Reina White以及 Bolero White，雙色滾邊品種主要是海之

波。粉色品種則不勝枚舉。在日本 10月~12月，花卉拍賣市場銷售洋桔梗中

僅有 5.8%來自進口，但 1 月~3 月進口比率提高至 48.7%。因此臺灣洋桔梗

主要外銷季應為 1月~3月。但目前臺灣洋桔梗外銷至日本仍有 15%燻蒸率，

如何降低燻蒸率是當前課題。SAKATA公司目前洋桔梗的育種目標除了追求

新花形花色外，在栽培上也著重好種植好管理。抗病、抗蟲或者是耐燻蒸皆

為可能之育種方向。如同金字塔般，高級洋桔梗切花單價不菲，但僅供應金

字塔頂端少數消費者。一般普羅大眾是不會去購買單價不菲的高級洋桔梗，

因此 SAKATA 公司建議臺灣業者應把心力放在一般普羅大眾會購買的商品

形式，也就是普通等級的洋桔梗，以量取勝。以荷蘭種植洋桔梗之業者為例，

約有 10位農民種植洋桔梗，以大苗 6行植，一年 5作配合蒸汽消毒及加溫，

年產量高達 2億枝洋桔梗切花，品質規格當然不及日本頂級洋桔梗切花，但

是創造出規模經濟，營收仍然驚人。 

（四） 洋桔梗儲運品質調查 

� 洋桔梗到港開箱品質 

    洋桔梗切花品種‘可羅粉’及’可羅亮粉’於臺灣當地採收後經整理包裝冷

藏 4日後出貨，經空運於 4日後抵達大田花市進行開箱拍賣。開箱情形由大

田花市工作人員協助調查，部分洋桔梗花朵出現發霉或花瓣皺損的情形。經

調查損耗率，因發霉摘除的花朵數約佔總花數之 28%，接近 3成，比例不低! 

本次外銷品質不甚理想，推測與臺灣栽培環境有關。2014年冬季偏暖，洋桔

梗於 9 月定植後 11 月花朵發育，溫度仍未低溫，以致切花生育速度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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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體營養蓄積不易且田間呼吸熱高，導致外銷儲運品質不佳。此兩品種的花

頸長度也較長，出現垂頸的問題也較明顯。 

� 洋桔梗開箱後瓶插保鮮劑比較 

    洋桔梗為含水運送，因此儲運試驗使用 3種不同藥劑處理。第一種為純

水，第二種為荷蘭 Chrysal 公司保鮮劑商品，第三種為本場研發洋桔梗儲運

保鮮劑(洋保)。3 種處理中，純水運輸的洋桔梗切花於到港開箱後瓶插第 3

日即垂頸失水，開箱後瓶插第 7天花蕾開放率約 29%。但採用可利鮮及本場

研發之洋保處理過的洋桔梗，花蕾開放度較佳。洋桔梗開箱後瓶插可利鮮第

7日之花蕾開放率約 56%，洋保處理之洋桔梗第 7日花蕾開放度約 58%。洋

保處理之洋桔梗瓶插天數亦優於可利鮮，蕾徑開放大且呈色明顯。本次參訪

大田花市，工作人員將這批儲運試驗經洋保處理的臺灣外銷洋桔梗予我們察

看瓶插情形。當日已是洋桔梗到港開箱後瓶插第 16 日，除了葉片有些失水

以及花頸部分垂軟之外，其他外觀性狀看起來整體開放度良好，花蕾轉色程

度也佳，可作為業者儲運外銷之參考。至於純水或可利鮮處理之洋桔梗已結

束瓶插觀賞期，所以當日並未能看到實際切花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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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心得與建議 

1. 在日本當地栽培的頂級洋桔梗，花莖粗壯、花頸硬挺、花苞大且花朵開放度

佳，每一分枝僅留 1 朵花，專供應高級客戶。此栽培技術門檻極高，但是相

對的商品價值也高於一般洋桔梗切花。臺灣洋桔梗栽培品質尚無法做到此程

度，且最為日本人在意的問題是「鮮度」。外銷洋桔梗的鮮度取決於採前的栽

培管理以及採後儲運處理。栽培時期的田間管理與施肥等影響切花營養累積

以及花序外觀、植株硬挺度等，須注意通風，良好的採前栽培技術培育優質

切花，在後續外銷儲運可維持較佳的採後品質。另一方面，採收後處理須注

意田間熱與呼吸熱的移除，尤其是 11月中下旬採收之切花，較易有田間熱與

呼吸熱累積，在儲運過程中產生水霧，導致發黴或皺爛等問題。其次，延長

瓶插壽命是日方考量臺灣洋桔梗鮮度的另一重點。因此配合適當的保鮮處理

可以延長瓶插壽命，並且增加花蕾開放度，提高觀賞價值。 

2. 日本洋桔梗消費市場以粉色花系為主要流行花色，其次為白色系，此兩種色

系市占率達 5 成以上，因此臺灣洋桔梗品種若以外銷日本為主，也以這兩種

色系之洋桔梗居多。此次參訪日本頂尖育種公司 SAKATA種苗公司，該公司

進行洋桔梗育種多年，而從這家公司的企業精神學習到的是細心、耐心與創

新。育種不僅僅是細心與耐心的工作，同時也是開創新世界的起點。目前日

本洋桔梗大花波浪蕾絲重瓣品種也以這間公司育成的品種居多。另一方面，

該公司不僅是專精於洋桔梗育種，同時也十分了解洋桔梗的栽培技術，除了

可以和栽培者討論栽培上的問題，也可針對問題瓶頸進行新品種研發。台灣

洋桔梗育種目前以耐熱品種選育為育種目標，雖投入育種時間不及日本種苗

公司深遠，但藉由觀摩學習，相互交流與啟發，相信未來仍大有利基。 

3. 藉由訪查日本當地花店可看出，日本民眾用花習慣以及商品喜好。與台灣花

店相比，日本當地花店不論是高級花店或是一般連鎖花店均陳設許多小花束、

小花籃以及配合特殊節慶之應景商品，且擺設明亮，設計清新，吸引民眾經

過時可隨手購買回家擺飾或送禮。而臺灣除了高級花店外，一般花店均擺設

花材，較少已搭配好的小花束、小花籃或其他商品可供民眾直接購買，大多

還是接訂單插花。對於推動國內花卉消費市場，或許在花店經營上可以參考

國外花店經營方式，應可刺激國內花卉市場的消費，提高國產花的內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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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照片及說明 

  

農研機構花卉研究所研究人員交流提問 花卉研究所進行採後處理試驗的瓶插室 

  

花卉研究所種原保存溫室 菊花種原保存品種圃 

  

大田花市拍賣現場 大田花市拍賣鐘 



 

 

貨品輸送帶 

 

拍賣市場各家批發商整理拍賣取得的商品

 

大田花市內展示葉牡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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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賣運送商品之自走式推車

 

各家批發商整理拍賣取得的商品 大田花市倉儲區 

 

日本當地生產的洋桔梗 

拍賣運送商品之自走式推車。 

 



 

 

花店販售的小型插花禮盒 

 

購物中心內花店的擺設陳列，

 

東京涉谷 FUGA高級花店內部陳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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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店銷售已包裝好的小型花束

 

，應景耶誕節 迷你雞冠花盆栽設計為蛋糕造型

 

高級花店內部陳列 FUGA花店銷售的洋桔梗

花店銷售已包裝好的小型花束 

迷你雞冠花盆栽設計為蛋糕造型 

花店銷售的洋桔梗 



 

 

SAKATA公司育成品種之種子販售部

 

可羅亮粉儲運後瓶插本場研發保鮮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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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育成品種之種子販售部 SAKATA種苗公司設置的園藝賣場

 

可羅亮粉儲運後瓶插本場研發保鮮劑 16天 可羅粉儲運後瓶插本場研發保鮮劑

種苗公司設置的園藝賣場 

可羅粉儲運後瓶插本場研發保鮮劑 16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