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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奇異果之栽培與行銷 

前  言 
紐西蘭位處南半球，土地面積 27萬平方公里，區分為

要集中在北島。由於地廣人稀，景色秀麗，有名的電影「

景拍攝的，也成為近來當地宣導觀光旅遊的話題重點。不

水果產業也是獨樹一格，以最有名的紐西蘭奇異果為例，

100年已經發展成為享譽全球的重要產業，產品行銷 60餘

考學習。而為能實地瞭解紐西蘭奇異果之產銷狀況，筆者於

的實地考察，以下就是考察心得簡單報告。 
 
 
 
 
 
 
 
 
 
 
 
 
 
 
 
 
 

紐西蘭奇異果產業發展歷史 

奇異果原產於亞洲東南部，特別是在中國的秦嶺、長

猴桃。1903 年被引進紐西蘭種植，直到 1930 年代才開始

模逐漸擴大，在 1952年試銷英國，開啟外銷之門。由於當

接受度不高，並且當時的名稱「中國鵝莓」也並不怎麼吸引

類似紐西蘭國鳥「奇異鳥」( kiwi bird )之故，改稱為「奇

的拓展，紐西蘭奇異果的銷售整合工作亦隨之展開，並且

在 1970年即開始結合奇異果生產者、出口商與政府之力量

續重整，功能也從原來的產品促銷擴展至市場規劃。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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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其中的發展過程，值得我們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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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行銷公司，負責奇異果產品的品質管理與國際行銷工作迄今。此外，隨著紐西蘭觀光產

業的興起，結合觀光休閒與奇異果生產之休閒果園也開始出現，相關週邊產品也應運而起。

目前紐西蘭全國奇異果的栽培面積為 10,750 公頃，栽培農戶數超過 2249 戶，全年奇異果產

量 27萬公噸，最主要的栽培地區為北島的多灣區(Bay of Plenty)。 
 

▲奇異果觀光果園四層樓高的醒目招牌 ▲紐西蘭奇異果產業的重心－Zespri公司
 

▲琳瑯滿目的奇異果週邊產品 

紐西蘭奇異果的栽培生產 
雖然紐西蘭沒有颱風侵襲危害，但當地氣候多風，仍舊會造成植株枝葉破損、落花落果

以及果皮擦碰傷的傷害，因此紐西蘭的奇異果園普遍設置有防風設施；其中又以防風林的使

用為主，人工搭設之尼龍網等防風設施則非常少見。由於奇異果具蔓性生長之特性，栽培時

需搭設棚架或支柱，早期利用棚架式栽培，但目前則以 T-bar式栽培為主，主要是為了便利果

園內農業機械的操作，以減少人力的支出與提昇作業效率。奇異果為雌雄異株果樹，定植時

須注意授粉樹的配置，一般雌株與雄株的比例為 7：1∼8：1，並且在開花期需利用蜜蜂協助

授粉，又因為奇異果的花不具香氣或花蜜，必須在花朵噴施糖液以吸引蜜蜂造訪。 

果園栽培的肥培管理作業並非每年固定，而是綜合當年的土壤與植體營養分析的結果，

以及去年植株產量的多寡來決定。病蟲害防治部分則是採行病蟲害綜合防治之作業方式，以

每一個奇異果包裝場為作業單位，設置病蟲害族群數量監測點，當病蟲害密度超越臨界值時

則發佈通知，由包裝場作業範圍內的各果園同時進行病蟲害防治作業，用以盡量減少田間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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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的次數以及確保每次噴藥的效果。 

紐西蘭奇異果產業亦非常重視栽培技術與品種的研究改進，設有一個占地 40公頃的試驗

場，廣泛蒐集同屬植物進行全世界最大規模的奇異果育種工作，並也積極進行各類栽培管理

的研究改進。近年來新推出的黃金奇異果就是一個明顯例子，其他如栽培管理、採收後處理

技術等等也都有詳細的資料提供農民參考。 
  

▲紐西蘭奇異果果園普遍設置防風林 ▲奇異果採用 T-bar式栽培 
  

▲奇異果的花 ▲奇異果開花期間利用蜜蜂授粉 
紐西蘭奇異果的銷售 
除了能夠生產好品質的奇異果，如何讓消費者也能在市場上選購到好品質的產品也一樣

重要，也才能有效擴展並維持市場，因此紐西蘭奇異果產業十分重視產品品質控制工作，推

動「全面品質管理系統」，將生產消費體系中最初的生產者至最終的顧客均納入此一系統中。

在生產方面，盡量減少噴藥次數並注意用藥安全，也有完全不用化學藥品與肥料之有機栽培

模式。在果實採收後至消費地之間的通路流程中，則盡力尋找例如農藥殘留量與產品食用安

全性、貯存環境溫濕度與氣體成分之控制、產品包裝材料與貨品之堆疊數量與方式等等，各

個可能會影響從果品生產或通路成敗的影響因子，皆實施監測與修正，並且對於所有的問題

與解決方式、過程及結果進行紀錄，並保留相關文件以供檢討與參考。在逐漸累積系統運作

與問題解決的經驗與能力之後，不僅可以有效的控制產品品質，也將可形成最珍貴的企業精

神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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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奇異果的銷售是以 Zespri 公司為主體，在採收分級之後，所有奇異果果實會被送

至合作簽約的包裝場包裝與冷藏，再由簽約的供應商負責貨品輸送，而 Zespri 公司負責海外

市場規劃與行銷。雖然奇異果是由 Zespri 公司銷售，但是奇異果產地銷售價格的形成並非採

收交貨時就決定的，也不是完全由 Zespri 公司所主導決定，其運作情形為在奇異果將屆採收

期之時，由 Zespri公司以每盤 2∼2.5元紐幣的售價向農民購買奇異果，該筆費用可供果農用

以支付採收工資與包裝材料、運輸費用等果實採收期間之支出，不過尚無法涵蓋果農在奇異

果栽培期間肥料用藥工資等等的生產成本。而在奇異果果實交付 Zespri公司之後，則由 Zespri

公司販售，之後每月結算，將當月的銷售金額扣除 Zespri 公司的固定支出之後，再將所得之

利潤依據供貨量的多寡，平均分配給每一個供貨的果農。因此，果農會在每年 3∼4月開始採

收奇異果之後，除最早的每盤 2∼2.5元紐幣的收入以外，將會在該季所產之奇異果銷售結束

之前，每個月由 Zespri公司獲得每盤幾毛至一元多紐幣不等的收入。而由於 Zespri公司股份

屬 2249位奇異果果農所有，因此每年 Zespri公司的營收股利，還會再分配給奇異果果農。 

紐西蘭水果的國內銷售型態 
紐西蘭國內人口主要集中在北島的奧克蘭城市，該區水果的銷售以超級市場為主要消費

管道，並且水果產品的陳列位置通常都放置在超級市場的入口處，顯示出紐西蘭人民對於水

果的消費習慣。早期紐西蘭水果銷售以果園現地銷售方式為主，但隨著人口集中與生活形態

的改變，超級市場的興起，提供了消費者距離居住場所較近、可全年提供各類水果選購的消

費場所，較之特定季節生產特定種類水果的果園，自是方便甚多，也因此自 2001年後奧克蘭

市附近已經沒有現地銷售果園的存在。這樣的轉變，是一種自然轉變的結果，當地果農也認

知是無法改變的事實，必須調整銷售方式甚至轉變生產地點以為因應。 

結語與建議 

紐西蘭因國內人口較少，消費市場有限，因此產業的發展策略一向以外銷市場為導向，

為求有效拓展與維持外銷市場，集中資源與力量，對內以合作發展為重點，致力於各成員之

間的溝通協調與形成共識；對外則以公司型態或產業組織方式行銷世界；這對於我國果樹產

業中各個水果產業策略聯盟的運作，可能是一個可以思考的方向。而在紐西蘭果樹產業中，

產業組織與生產果農間的良好互動，亦值得我們參考，因為生產者與銷售者的雙贏與共同合

作，是產業能否永續發展的重要根基。此外，奇異果產地價格的形成模式，雖有其獨特的產

業條件之配合方能運作，但或許仍值得我們深思。 

而果樹產業之發展，產品的品質與安全性是最根本的關鍵與利基，未來市場對於產品安

全性與相關管制作業之要求將會日趨嚴格，甚至可能出現若無法提供相關品管文件紀錄者，

將面臨無法進入歐盟、日本等重要市場銷售的現象。紐西蘭奇異果的全面品質管理系統與我

國目前推動之作物生產履歷制度，皆是因應未來市場的演變所採行的措施。紐西蘭奇異果產

業對於病蟲害防治時機的決定與小區共同防治的作法，管見以為可以對產品的安全性提供基

礎與重要的保障，畢竟一旦產品安全性遭受市場的質疑，則其對整體產業造成的傷害將會是

短期內難以彌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