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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60 年代末期，國產茶葉外銷衰

退，桃園縣蘆竹鄉茶農轉型精緻路線，引

進優良新品種，致力提升製茶技術，產製

銷一手包辦，並訂定絕不混茶公約規範，

多年的努力，奠立「蘆峰茶」品牌堅實的

形象，面對低價進口茶步步進逼，低海拔

的蘆峰茶以高品質、「原汁原味」應戰，

身價依然堅挺。

外銷低迷雒產業衰退

蘆竹鄉曾是茶園遍布的茶葉之鄉，但

目前茶園面積約僅 40 公頃，主要分布於

林口台地上坑子、外社一帶，而茶農組織

也僅茶葉產銷班第 1 班單一班隊。

蘆竹鄉茶園面積的萎縮，民國 60 年

代是關鍵點。探究萎縮的原因，大環境的

因素是台灣經濟起飛、蓬勃的工商業吸納

文圖｜徐清銘發現台灣農業競爭力

桃園縣蘆竹鄉曾是茶園遍布的茶葉之鄉，面對進口茶低價競爭，茶農力圖轉

型因應，以技術本位配合嚴謹分級、品質管控，確立品牌信譽，證明低海拔茶區

也可以掙得一片天；茶農並挾鄰近都會之利，發展休閒農業，延伸經營觸角，製

茶本業外，開茶館、辦講座、製茶 DIY、茶鄉生態教學等，均為著力重點。走過

百年的蘆竹鄉茶產業，規模、產量雖節節走低，產業面貌反而更為繽紛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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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葉精緻化．茶園休閒化
蛻變中的百年茶鄉
─桃園縣蘆竹鄉茶葉產銷班第 1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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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農村人力，而茶葉外銷低迷不振，

則加速茶產業的衰退。

早年，台灣一度是茶葉大國，清朝、

日治時代台灣茶風行世界各地，北部山區

丘陵盡是茶園。蘆竹鄉茶葉產銷 1 班資深

班員陳振慶回憶，年少時，蘆竹鄉觸目可

見蒼翠茶樹，茶區範圍延伸至林口、龜

山、泰山鄉一帶山坡地，茶葉產量相當可

觀。

面對競爭雒轉型因應

陳振慶出身茶葉世家，祖父輩就是製

茶大家，產製茶葉主要外銷日本，茶品以

綠茶為主，綠茶加工較簡易，外銷鼎盛時

期，陳振慶一天一夜即可趕工出貨 1 個貨

櫃量，效率驚人。

蘆竹鄉茶葉外銷盛景，在民國 60 年

代中期走軟。陳振慶說，當時台灣經濟飛

躍成長，工廠需才殷切，蘆竹鄉鄰近工商

都會，農村人力流失尤其嚴重，工資也隨

著經濟發展水漲船高，墊高了茶葉生產成

本，價格拼不過低成本國家，外銷日本市

場漸漸被取代。

面對困境，蘆竹鄉堅守茶產業的農友

致力轉型，轉以內銷導向，為迎合國人品

茶的口味，訂定量少、高品質的目標。由

於外銷導向時，蘆竹鄉走的是大眾茶路

線，以近乎工業化的方式大量生產，風味

較差，如今走向精緻路線，由更新茶種起

步，提升製茶技術，則是努力的重點。

參與競賽雒屢創佳績

外銷時期，蘆竹鄉栽培茶種以大葉烏

龍、青心大冇為主，如今則有 6、7 種之

多，除金萱、翠玉、青心烏龍等傳統茶

種，也引進國內培育的優良新品種。而製

作的茶品，則由外銷導向時的綠茶，轉向

半球狀的高級包種茶，亦即國內習稱的烏

龍茶。

烏龍茶屬半發酵茶，茶菁採收後，須

經萎凋、發酵、殺菁、揉捻、乾燥等過

程，製作繁複，技術層次高，不過，對於

多半世代製茶的蘆竹鄉茶農而言，由綠茶

轉製烏龍茶，技術轉換並不困難，在茶葉

改良場指導下，製茶技術快速精進，參與

各項技術競賽屢創佳績。

民國 92 年全國製茶技術競賽中，蘆

竹鄉茶葉 1 班包辦前兩名，年輕班員許日

昌勇奪第一，甫退下第一線的現任班長曾

志強的父親曾文鑑則拿下第 2 名，成績耀

眼，尤其該班班員技術水平整齊，班長曾

志強自豪地說，任一個班員出賽，得獎機

率都在 8 成以上。一般製茶技術競賽，鄉

內前 5 名才能參加桃園縣比賽，全縣前 5

封
面
故
事

蘆竹茶葉 1 班獲獎無數

茶葉 1 班製茶高手



28 豐年第57卷　第21期

牌地位，也發揮明顯的作用。

「蘆峰茶」於民國 85 年由李登輝總

統親自命名，有別於多數茶葉品牌，蘆

峰茶強調的是「原汁原味」，每片茶葉

都出自蘆竹鄉茶區，絕無混茶。茶葉 1

班的班公約更明文規範不得調茶，以確

立品牌信用度。蘆峰茶由蘆竹鄉茶農自

產、自製，行銷方面，除部分經由鄉農

會通路外，也由茶農主控。透過精心

規劃管控，建立只要掛上「蘆峰茶」

商標，不必擔心喝到來路不明茶

葉的堅實形象，蘆峰茶迅速打

響名號。

分級嚴謹雒技術取勝

蘆竹鄉茶區海拔不到

200 公尺，近幾年來，進

口茶挾低廉價格步步進

逼，低海拔茶區首當其

衝，備受打擊，蘆峰茶仍

得過全國製茶競賽第 1 名的許日昌

名方能參加全國競賽，而該班全部班員均

曾參加全國競賽。

總統命名雒打響名號

茶葉 1 班技術水平高，除了得力於世

代傳承的深厚根底，以及班員之間學習認

真、切磋交流緊密，自產、自製、自銷的

產業型態也是要點。相對於中部茶區面積

遼闊，產業規模大而發展出精細的專業分

工，蘆竹鄉茶農則是「校長兼敲鐘」，從

茶園管理到銷售事宜一手包辦，整個生產

栽培、製茶環節都必須專精，觀照面面俱

到，當然有助於技術面的掌握。另一方

面，產製銷合一，對於奠立「蘆峰茶」品

製茶作業十分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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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昂然挺立，維持不錯行情，以今年的春

茶而言，被評定為特等獎的蘆峰茶每斤身

價達 2,500 元，頭等、二等獎的價格也近

2,000 元。

班長曾志強說，蘆竹鄉海拔低，先天

條件不如他地，但技術可不輸人，蘆峰茶

耐泡性可能比不上高山茶，不過入口回

甘，韻味足以令人回味再三，以技術取

勝，配合嚴謹分級、品質管控，確立品牌

信譽，低海拔茶區同樣可以掙得一片天。

班員邱振平品評，蘆峰茶特色在於不

苦不澀、入口平順、不傷胃，即使腸胃不

佳也容易接受，冷泡時間短、出味快，風

味不減，且因茶區近海、風勢強勁，葉面

纖維厚實，別具清香。　

機器採茶雒品質更好

茶葉 1  班採茶作業多數由機器協

助，機器採收茶菁葉形較不完整，比起

手採茶，外觀雖較吃虧，但品質未必遜

色，事實上，班員普遍認為，機器採茶

便於時間掌控，茶葉品質反而更好。

陳振慶說，茶菁離樹就開始氧化反

應，手採速度慢，從茶園頭採到尾，一

趟下來少說 2、3 小時，茶菁採收時間

差距拉長，氧化程度不一，常需分段發

酵，變化不易控制；同樣的面積，機器

剪茶只需 20 分鐘，製茶時間集中，整

個過程的變化容易掌控，更能確保品

質。

機器採茶還有擇定最佳採收時間點

的好處，邱振平說，香花不經陽光照射

不會散發香氣，茶菁同樣需經過光合作

用以催化化學反應，因此該班茶園多半

在中午過後才剪菁，手採茶因費時，加

上需編排人力，時間點不易控制。

反應成本雒降低售價

便於採製茶葉時程管控外，機器採

茶的最大優勢，在於精簡人力成本，降

低的成本直接反應在售價上，回饋消費

者。不過，機器採茶雖有諸多優點，唯

國人品茶向來講究精緻的「一心兩

葉」，蘆竹鄉採茶仰賴機器幫忙，其實

也反映農業人力不足的問題，如邱振平

所說，現今別說採茶姑娘，連採茶阿婆

也難找，鄰近都會區多少制約了農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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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峰茶商標

蘆竹鄉茶葉 1 班茶園隃生機蓬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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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但是也相對提供茶葉 1

班多角化經營的機會。

不過，挾地近都會之利，

蘆竹鄉發展休閒農業則潛力十

足，比起貓空、坪林茶區，蘆竹

鄉可觀山觀海、別有風情，茶區

所在的坑子、外社遠離市區，保有

良好的自然生態，又是一大利多，茶葉

1 班經營觸角多方延伸，製茶本業外，

開設休閒茶館、安排茶藝講座、製茶

DIY 體驗、茶鄉生態教學、古厝探訪等

活動推展，均為產銷班當前著力重點；

茶葉枕、苦茶油、茶仔粕等相關產品銷

售，又有附加收益。走過百年的蘆竹鄉

茶產業，規模、產量雖節節走低，產業

面貌反而繽紛多彩。

蘆竹鄉茶葉 1  班目

前有 13 位班員，年齡 2

字頭的春風少年兄有 2

位、3 字頭則有 3  位，

成員組合十分年輕，年

輕一輩樂於接棒，顯示

面對低價進口茶大軍壓

境，低海拔茶區同樣具

有發展利基。

研究推動雒產銷履歷

因應消費市場口味的

多樣化走向，茶葉 1 班有

意配合桃園縣政府推展特色茶計畫，嘗試

培育白毫烏龍茶。白毫烏龍另有「東方美

人茶」、「膨風茶」、「椪風茶」等名稱，

稱號雖不同，但都是茶樹嫩芽經小綠葉蟬

吸食後所製成。

曾志強班長說，白毫烏龍茶芽有蟲咬

食，意味不用藥，極受重視安全性的消費

者歡迎，北部茶區小綠葉蟬的密度高，製

作條件較佳，只是白毫烏龍只採一心一

葉，甚或只取心芽，因此僅能以手採作

業，農業人力不足，將是推展障礙，不

過，只要合乎經濟效益，問題總能解決。

另外，對於預期維護農產品安全性極

具作用的產銷履歷制度，

茶葉 1 班也有很高意願導

入，不過因茶葉涉及層面

比一般農作物複雜，目前

仍在觀望中。

曾志強班長表示，製

茶牽涉食品加工問題，管

制特別嚴苛，如依「茶葉

不落地」的高標準規劃，

多數製茶廠房環境、設施

均需大幅改善，投入成本

相當可觀，在進口茶的競

爭壓力下，對茶農將是沉

重負擔，尤其茶產業產銷

生態特殊，從生產到終端銷售，上、中、

下游全盤掌控並非易事，建議作業規範的

擬定，宜多觀照茶產業的生態以及其特殊

性，才能更符合茶農現況及產業發展的需

求。

蘆竹鄉茶葉產銷班第 1 班：03-324-2238

茶藝競賽獎牌

茶菁室內萎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