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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地區果樹產業發展方向 

前  言 
宜蘭位於台灣東北角，鄰近大台北都會區，受中央山脈高山的阻隔，形成獨特的蘭陽平

原農業生產區，農業耕地面積 27,742公頃，佔全縣土地總面積 13%，農業人口數佔總人口數

30%，農產以稻米為主，其次為蔬菜、果樹、葉樹，農產總價值超過 37億元，全縣果樹種植

面積 2,664公頃，約佔農業耕地面積 9.7%，果樹種類多樣性，計有 30多種不同果樹種類。為

因應北宜高速公路通車對蘭陽地區的發展具有相當大的助益，應就現有果樹產業妥為規劃，

發展前景看好。 

宜蘭地區果樹產業發展重點 

宜蘭縣擁有山明水秀、低污染且豐富多樣的自然景觀，是充滿藍與綠的美麗天地，創造

了具特色的城鄉風貌，從 95年起，宜蘭擁有北宜高速公路，將湧入大量遊客，為未雨綢繆，

宜儘速妥為規劃發展屬於宜蘭人所擁有的農業觀光休閒景點，發展園藝作物經濟果樹產品多

樣化、品質高級化，全面開放觀光果園，以迎合休閒旅遊業者之需求，以達資源共享，讓果

農與龐大的消費者共同創造雙贏的目標。其發展重點如下： 

1.規劃具有發展潛力之熱帶或亞熱帶水果種類，提升栽培技術與生產品質，

如番石榴、金柑、鮮食鳳梨、蓮霧、甜蜜桃、高接梨、楊桃、柑桔類等，

選拔優良品種，應用準有機栽培、套袋技術、設施栽培、產期調節及整枝

修剪技術，申請吉園圃認証標章。 

 

 

 

 

 

 

 

 

▲高品質的「三

星上將梨」具

有品牌優勢

及商品價值 

2.輔導鄉鎮地區農會建立水果品牌，宜蘭縣已有三星地區農會申請通過「三

星上將梨」優質品牌之建立，另有冬山鄉農會推出「山水園」品牌，尚未

辦理申請註冊，員山鄉農會亦積極辦理品牌建立之規劃。 

3.各種經濟果樹應健全產銷班之組訓教育，培育幹部領導人才，強化產品市

場行銷之功能，並責成鄉鎮地區農會，召開果樹栽培技術訓練講習及前往

先進地區觀摩研習，以吸收新技術，提高栽培技能與生產品質，才能提升

產業競爭力，以達長期果樹永續經營與生產高品質產品之理想境界。 

4.以適地適作為原則，輔導果樹發展少量多樣化，以配合週休二日不斷湧入宜蘭地區旅遊觀

光人潮及消費大眾之需求。各鄉鎮地區農會宜妥善長期加以規劃，積極設立不同果樹類別、

不同季節所生產之水果觀光果園，開放遊客採果購買及辦理認養果樹方式，長期不斷的給

予輔導，於適當時間利用多媒體電視行銷廣告或配合地方產業文化活動，引入消費大眾前

往觀光果園，讓都會區前來之大批遊客，真正體驗宜蘭鄉村美麗的田園風光，融合所謂三

生「生態、生產、生活」一體，互補共享共榮，以達宜蘭地區果樹產業發展之長遠目標。 

5.逐年縮減文旦果園面積，宜蘭地區目前文旦栽培面積 546 公頃，為加速淘汰粗放果園，減

少品質低劣之果實流入市面，宜更積極推動文旦廢園更新其他具栽培價值之果樹如紅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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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柚、蜜柚、台農甜蜜桃等，分年減少，預期維持 400 公頃文旦面積。其次，缺乏管理

之蓮霧果園，潛伏東方果實蠅的孳生，增加防治之困難，均應早日執行蓮霧廢園更新其他

作物。 

6.應規劃選擇適當地點，建構休閒水果市場（集貨販賣水果中心），號召以新鮮直接銷售，定

期辦理水果促銷活動，便利消費大眾購用，減少中間商之剝削，形成一個水果銷售活動地

方，增加在地就業機會及水果產業振興的事業，活絡農村經濟。 

7.加強金柑無毒化健康種苗生產檢疫與繁殖體系之建立，金柑為宜蘭地區特有之經濟果樹，

栽培面積約 280 公頃，為謀求長遠發展需要，本項工作目前由本場蘭陽分場進行無毒苗芽

體嫁接繁殖，於溫室內培育健康株母樹，可供應青果社或種苗業者嫁接繁殖用接穗材料，

以加速金柑果農種苗更新，提升產業競爭力。 
 

▲蘭陽黃金柑對人體健康好處多多
，本場選育 HF-1-15號無病毒健康
芽系具粒大豐產之特性，適合鮮果

利用 

8.由鄉鎮地區農會共同籌組製造水果酒工廠之可行

性，將宜蘭地區所生產之多樣化水果利用加工釀

酒，以提升附加價值，可由基本生產面經由初級產

業，提升至二級、三級產業，讓農民不僅能獲取田

間的利潤，也能從加工釀酒方向增加收益，惟釀酒

技術與安全性應有專業技術人才參與品管檢測分

析工作，以確保消費者健康。 
 

9.應用生物科技，結合醫藥保健，將本地區所生產之水果，提煉萃取對人體健康有益之成分，

開發經濟加值之副產品，以期造福消費大眾，更能提高水果產品的經濟價值。 

未來發展展望與潛力 
1.為配合政府農業施政目標，朝向優質、安全、休閒、生態的四大農業施政理念，經由宜蘭

地區果樹產業發展之規劃，確實可以建構一個純為農業生產之農村景象，創造具有特色之

城鄉風貌，且宜蘭地區山坡地保育良好、無土石流危害現象，奠定了適合居住美好的生活

品質與環境。 

2.規劃全縣之觀光果園、配合休閒產業之發展，是週末假日的主要休閒去處，為了本地區園

藝作物果樹之永續發展，農民必須改變觀念，朝向栽培技術領先、品種多樣化、生產優質

且包裝精緻化，以及配合農業休閒化來發展，以因應整體消費環境改變及國人對休閒旅遊

的殷切需求，應結合果樹產業、民俗文化活動、大自然體驗以及遊憩的休閒農業經營模式

發展。 

3.95 年開始，北宜高速公路（全長 30.8 公里，台北到宜蘭 40 分鐘可抵達）通車，宜蘭更是

台北都會區的後花園，根據交通部觀光局的統計，目前湧入宜蘭旅遊之遊客，一年已超過

400萬人之鉅，其中 70%來自重視生活品質的大台北都會區。且每年縣政府及地方又辦理很

多活動，如綠色博覽會、童玩節、哈密瓜節、葱蒜節、鯖魚節等，童玩公園之規劃、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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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北宜高速公路礁溪交流道銜接山邊連結鄉鎮之快速道路也納入規劃中，未來這些鄉鎮

的果樹生產更具有交通便利性及旅客市場潛力。如能緊密配合大量遊客對觀光景點之需

求，全力發展及妥善規劃理想好去處之水果觀光果園，引導龐大的遊客湧入果園區賞花、

摘果品嚐，享受田園樂趣，並促銷果樹認養，必能真正活絡農村經濟之繁榮，達成預期之

經濟效益目標。 
  

▲積極研發高品質蓮霧品種之栽培 ▲柑桔應朝向早、中、晚生品種多樣化
  

▲鮮食鳳梨已具有遊客摘食之吸引力 ▲5~6月季節，配合周休二日好去處，
甜桃品嚐好時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