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蘭及花蓮地區為台灣重要的原住民地區，具備天然環境、完整

的部落文化保留以及豐富的原住民特色作物，然而隨著時間轉

變，原鄉漢化與青年人口外移情形日益嚴重，導致部落特色農產

業逐漸凋零，為恢復原鄉特色作物耕作技術與建立農產業，花蓮

區農業改良場以部落特有原民農業文化為出發點，早自民國 70

年代便開始針對原住民特色作物進行研究及示範推廣，並將花蓮

及宜蘭原鄉農業輔導列為首要任務推動，由點至線至面的方式串

起宜花地區原住民部落農產業發展。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場長         　　      謹誌黃鵬

序

宜花地區原鄉特色作物種類豐富且工商業開發較少，恰適合有機農業發展，

因此花蓮農改場以部落特色作物轉作有機生產為方向，積極發展針對原鄉環

境之作物栽培技術，輔導原住民農友復耕並轉型有機栽培，包含有機水稻、

特色野菜、雜糧及果樹等等，並在有機基礎上發展維護部落自然環境與生態

的農法。同時根據各原住民部落條件及農產業發展需求，發展改善部落收益

的農產業轉型，例如四季南山的彩色海芋以及休耕地活化轉作等等，並配合

辦理相關教育訓練課程，發展更具原鄉特色的多元化產業。

花蓮農改場近幾年在花蓮及宜蘭縣的積極輔導，除了盤點部落農產業現況及

發展潛力，更針對各部落農業發展缺口設計解決方案，擬定及籌組團隊至部

落客製化操作與輔導。本書以宜花地區具有潛力發展的原鄉作物栽培技術為

主軸，以及在本場團隊以產業技術輔導部落建立農產業成功的案例進行分享，

期能做為未來各原鄉農產業發展之參考，共同創造原鄉農產業振興與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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