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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花文旦策略聯盟之推動與展望 

沈聰明 2003-06花蓮區農業專訊 44:2-5 
前 言 

文旦屬芸香科，早生種柚類，原產於褔建省

漳州，在清朝康熙 40年引入台灣種植，目前台灣

文旦種植面積約 6,478 公頃，年產量約 67,551 公

噸，花蓮區包括花蓮、宜蘭兩縣，種植面積約 2,779

公頃，佔全台灣總面積的 43％，是台灣最主要的

文旦產地；文旦為中秋節應景水果，且以鮮食為

主，這個傳統觀念不僅限制了消費大衆食用文旦

柚的方式，也使得文旦一過中秋就乏人問津，為

有效改變此消費觀念，減緩加入ＷＴＯ後對水果產業的衝擊，提升文旦產業之競爭力，90年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推動農業策略聯盟之施政理念，積極整合轄區內生

產文旦之農會與農民，成立「蘭花文旦策略聯盟」，以凝聚轄區內各主要文旦產地農民之共

識。 

蘭花文旦策略聯盟之緣起與組織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 90年度將文旦列為水果

產業策略聯盟優先推動產業之一，花蓮區農業改

良場即於 90年 3月下旬邀集花宜兩縣之縣政府及

農會召開會議，討論文旦產業未來發展方向及因

應策略，旋即與文旦主要產地之農會經多次溝通

協調，凝聚推動文旦策略聯盟之共識，並於 5 月

下旬邀集多位總幹事共同前往台南觀摩學習台南

區芒果策略聯盟之組織運作。於 90年 6月 1日成立「花宜兩縣文旦產業農會策略聯盟」，並

確立聯盟委員會之總召集人為瑞穗鄉農會饒欣奇總幹事與副總召集人為冬山鄉農會黃志耀總

幹事，而於委員會下設立生產管理、分級包裝及品牌建立、行銷、加工、產銷資訊、品質檢

核六組，各小組之召集人則依農會的專業由各農會之總幹事擔任，並訂定各小組之具體工作

內容；90年下半年聯盟之總召集人改由黃志耀總幹事擔任，副總召集人為瑞穗鄉農會劉塗枰

總幹事，加工組則改由壽豐鄉農會曾淑懿總幹事擔任。並於 91年下

半年將聯盟名稱改為「蘭花文旦策略聯盟」。 

蘭花文旦策略聯盟推動工作執行情形 

為因應文旦產業內外環境的衝擊與需求，蘭花文旦策略聯盟整

合宜蘭、花蓮縣內的文旦生產組織並強化其體質，以作為地區性生

產面整體運作的樞紐與對外單一窗口，逐步展開區域間的橫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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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協調各區的生產狀況與供貨情形，並以宜蘭與花蓮兩縣的縣名各取一字，建立「蘭花

文旦」做為整合後之共同品牌，另積極推動縱向的異業聯盟，透過聯盟組織的積極運作有效

紓解盛產期間的銷售壓力，並強化競爭優勢以解決文旦供需失衡的問題，確保果農的收益，

而奠定文旦產業之生存利基。經過兩年的運作與努力，聯盟在文旦栽培經營管理、加工副產

品研發及行銷通路拓展方面，積極推動各項工作以提升蘭花文旦之品質及附加價值，並以多

元化經營提高聯盟之經營績效。 

一、舉辦講習訓練及研習觀摩，充實農民整枝修

剪、土壤肥料及病蟲害管理之知識，並建立

生產標準作業流程，改善栽培管理，提升產

品品質，以提高聯盟蘭花文旦的品質均一性。  

二、舉辦分級包裝、品牌建立之講習訓練，並訂

定品質檢核標準及作業流程，由受過訓練之

檢核人員進行出貨前的檢測工作，落實分級

包裝，強化品質檢測工作，以建立優質「蘭

花文旦」之品牌。 

三、每年二至四月為文旦開花期，柚花之清香讓文旦果園成為春假旅遊的最佳景點，聯盟為

能延長文旦行銷期，並推展產業文化，乃進一步結合大型活動推出套裝旅遊行程以吸引

人潮，舉辦「柚香柚美麗」系列休閒旅遊活動，讓遊客於休閒旅遊之餘不但可以觀賞及

瞭解文旦之果實、柚皮、柚葉、柚花、柚根的用途，又能品嚐文旦花茶之甘香。 

四、為塑造並推廣蘭花文旦聯盟之品牌形象，透過報章雜誌之文宣及電台、電視多項媒體宣

傳，以提高品牌知名度；90、91年分別於台北褔華飯店長春名苑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舉

辦「蘭花文旦、柚惑中秋」全國記者會，除提供消費者如何選擇良質文旦的資訊外，會

中邀請縣政府、民意代表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各級長官共襄盛舉，為優質「蘭花文旦」

做見證，讓大眾認識蘭花文旦係產自好山好水的天然優質環境，擁有皮薄、肉細、多汁

味美的獨具風味，是中秋賞月不可錯過的應景水果。 

五、文旦因消費時間短，極易形成生產過剩及滯銷的情況，為謀求解決之道，進而開發文旦

的新用途，拓展其利用範圍，以提高經濟價值。經花蓮區農業改良場的研究，發現文旦

果實富含維生素 A、B1、B2、C及纖維質、果膠、檸檬酸、礦物質等成分，若將文旦花

及果皮製成精油產品，具有極高的商業潛力，因此輔導聯盟完成文旦醋、文旦精油、精

油香皂、果凍精油蠟燭、精油洗髮精、精油沐浴乳、精油護手霜及護膚霜、文旦柚茶等

加工系列產品之開發，並積極協助量產及商品化之推展，以提高文旦之利用率與附加價

值。 

六、為改變以往文旦的行銷通路及方式，以提高銷售利潤，90年聯盟與餐飲業者異業聯盟，

以美麗香甜的「蘭花文旦」為主要食材，設計推出「蘭花柚創意下午茶全席」，以提高

文旦利用率及經營多元化，並與經銷商合作，拓展新竹以北之機關學校及公司行號等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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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通路；91年聯盟首次突破傳統導入多元化的銷售通路，結合統一超商的物流體系，在

全台 7-eleven 便利商店內全面舖貨，以方便消費者就近選購蘭花文旦；而在柑桔產業資

訊網也提供快速便捷的網路訂購服務。 

七、為能於消費地推廣品牌，確保品質並維繫聯盟建立「蘭花文旦」品牌之信譽，聯盟積極

投入大都會區之展售促銷活動，90、91年聯盟於採收前即積極籌劃各項展售促銷活動，

除進駐台中市中友百貨公司販售，以服務中部地區民眾外，並在台北市榮星花園舉辦一

系列的大型展售促銷活動，會場內不僅安排了創意柚皮帽、彩繪臉譜及剝柚子大賽等多

項適合親子同樂的趣味活動，以提高民眾參與選購的氣氛與熱潮外，還展示了文旦精油、

文旦醋、文旦入菜等各種加工品的 DIY教學活動，尤其文旦醋、文旦精油及相關系列產

品更吸引許多民眾的好奇及喜愛。 

結論與檢討 

花宜兩縣文旦產業農會策略聯盟經過二年的學習與運

作，已由過去既競爭又對立的角色轉為合作的夥伴關係，不但

大大提升兩縣文旦的生產品質，亦打響了「蘭花文旦」品牌的

知名度，並透過許多創新的行銷策略拓展通路及銷售量，雖然

聯盟運作之銷售量只佔總產量的少數，但確因「蘭花文旦」的

品牌宣傳而普遍提升單位售價 1-2倍，以致 91年在台北榮星

花園、台中中友百貨之展售促銷及在網路訂購、7-eleven 之直銷通路，創造出近 590 萬元之

營業額，因此透過聯盟各項工作及活動之推展，已減緩許多往年文旦滯銷的壓力及情形，尤

其在文旦加工品之研發及商品化推廣，不但提升文旦加工產品的市場潛力，更創造了許多文

旦產業的商業契機。尤其為提升文旦整體產業競爭力，91、92年陸續與台南區、苗栗區聯盟

進一步整合為全國性之「台灣文旦聯盟」，不僅整合更多的優勢資源，建立全國文旦產業的

新里程埤外，整合後之聯盟在文旦栽培經營管理、加工副產品研發及行銷通路拓展等方面之

共同成長，更具成效。 

聯盟在未來的發展上，將繼續朝下列重點工作邁進：1.加強生產優質均一化，並強化落

實聯盟品質檢測的機制，以保障蘭花文旦的出貨品質；2.在文旦加工副產品的商品化及開發

上，將加速量產的脚步，拓展商品化之行銷通路 3.建立多元化的銷售管道，以增加果農的經

營收益，4.在外銷通路上強化台灣文旦聯盟整合運作功能，將台灣文旦推向國際市場，創造

國產水果的新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