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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環境 
去年最賣座的外國影片「侏羅紀公園」，故事即是發生

在盛產琥珀的多明尼加共和國。多國是位於加勒比海地區的

島國，西邊與海地為鄰，東隔莫那海峽(Mona Pass)與波多黎

各相望，南濱加勒比海，北臨大西洋。緯度相當於屏東與菲

律賓之間，屬於熱帶氣候。 

多國面積約 4萬 8千平方公里，人口 800萬。境內多山，

中央山脈自西北走向東南，將全國分為南北兩部分。北部沿海平

原及中部山谷為迎風面，全年高溫多雨，為農業精華區。中央山

脈南部是開闊的東部平原，地處背風面，氣候較乾燥，種植甘蔗

與油棕，靠灌溉為主；大部分地區是畜牧區，以乳牛與肉牛為主。

與海地為鄰的西部地區均為半乾旱型氣候，年雨量約 500公厘，

僅能生長銀合歡、仙人掌與蘆薈等耐旱性作物，畜牧以山羊為主。 

二、糧食作物生產 
當地民眾的主要糧食作物是水稻、食用大香蕉(platano)與薯

芋類等。稻米是生產不粘的長粒型秈稻，由於農技團多年來協助育

出不少豐產的水稻品種，如 Juma57、58、64 號，加上以色列協助

在西北部乾旱地區興修灌溉水圳，確實提高了水稻單位面積產量與

增加種稻面積，每公頃稻穀產量 5至 6公噸，由以往依賴進口轉變

到有已有餘糧外銷鄰國海地。食用大香蕉一直都是當地民眾的最

愛，香蕉為多年生作物，須選擇土層深厚的肥沃地區種植，產量亦

甚高，種蕉農戶收入一般均較高。食用時去皮水煮直接食用，或

加工蒸煮，亦有切片後油炸，均各有其獨特風味。而一般香蕉

(banana)或芭蕉則屬水果。薯芋類包括樹薯、甘藷和芋頭等，大

部分均是農民種植於住家附近，管理粗放，而產量甚高；由於纖

維含量低，肉質綿密，口感甚佳，為一般低收入者的主食。中、

上收入的家庭，日常是以一餐米飯與一餐大香蕉搭配食用。 

三、園藝作物生產 
蔬菜生產除少量零星栽培外，大部分均集中於中部小城康斯坦沙(Constanza)。康城與本

省梨山十分相似，位於海拔 1,000公尺左右的山區小城，以生產高冷地蔬菜如甘藍、胡蘿蔔、

蕃茄與大蒜為主。近年來農民在當地投資大量設施園藝、生產蘭花、火鶴等高價花卉。康城

風光十分優美，藍天綠野構成如世外桃源般的田園景觀。水果生產以柑橘類為最大宗，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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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家庭院均種有數棵，結實壘壘的柑橘，亦為最佳的觀賞果樹，以葡萄柚、柑橙、華盛頓臍

橙、溫州蜜柑與檸檬為主。其他水果如西瓜、鳳梨等採企業化經營，整批外銷；酪梨、芒果

與葡萄等當地品種甚多，均為零星栽培，供應國內市場。花卉市

場以蘭花、玫瑰、菊花、紫蘿蘭與滿天星為大宗，近年來積極引

進與推廣火鶴花，大朵且鮮艷多姿，為花卉界的新寵。 

四、特用作物生產 

在以往蔗糖的生產是多國最重要的經濟作物，近年來受國際

糖價大幅滑落的影響，種蔗面積已逐漸勢微。咖啡與可可是當地

民眾最主要的日常飲料，因此栽培亦相當廣泛；但由於不耐日

照，因此均種植於大型喬木之下。沿公路兩旁的紅樹，即是為此

而特地自外國引進專供遮蔭之用。由於民眾習慣於飲料中添加香

料，因此桂皮、丁香、茴香等香料作物種植亦甚普遍。菸草集中

種植於北部平原，菸田中均設有簡易烤菸設備，經初步加工後，

送煙廠統一調製；由於品質優良，香煙與雪茄為重要出口農產品。 

五、森林資源 

山，森林資源豐富，林木以杉類及桃花心木為主。

因重

積較台灣大三分之一，而人口密度僅及台灣人口 46

％，

由於境內多

視自然保育、山區及平地均禁止砍伐樹木，因此全國均保有

青翠景觀。公路兩旁與山坡地廣闊的椰林最具熱帶風情。 

六、結語 
多國面

屬於待開發之國家。由於幅員廣大，本身農業環境優越，資

源豐富，亟具發展潛力。多國政府長久以來與我國邦交深厚，自

民國 51年趙連芳博士開團，設立農技團至今已達 31年，現有團

員 11名；以往是以改良當地稻米品種為主要任務，目前工作方

面除水稻方面外，亦擴及發展園藝作物、養豬及竹工藝之推廣，

希能重點開發利用當地資源，協助農民提高提高農業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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