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綠色金條
園藝作物

部
落
裡
的
綠
色
金
條
︱
淺
談
原
住
民
種
植
菜
豆
栽
培
問
題
與
改
進
方
式

10 －農業試驗所技術服務季刊．2020年3月．121期－

農試所農化組 谷婉萍  農場組 吳錫家

一、前言

根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有關「原住民地區」具體範圍，已由行政院同意核

定，包括30個山地鄉(區)及25個平地鄉(鎮、市、區)，共55個鄉(鎮、市、區)(表一)，現

有原住民保留地二十七萬餘公頃，其中農牧用地七萬餘公頃，主要分布在中高海拔，

因此發展出特有的高山農業。本所原住民農業研究室，近年整理及調查原住民地區農

業發展狀況，今將訪查原鄉部落種植菜

豆遭遇問題整理為文，期以提供原住民

農民進一步探討精進措施。

二、原鄉種植短期作物類別

原鄉地區分布廣泛，由中央山脈向

外延伸，栽種之作物類別依不同區域、

氣候及海拔高度等環境條件而異，以蔬

菜類為例，根據本所原住民農業研究室

調查，春作以豆類(如菜豆)、茄果類(大

果番茄及甜椒)、瓜果類(南瓜、胡瓜及夏

南瓜)、葉菜類(甘藍及龍鬚菜)及根莖類

(芋頭)；秋作則以茄果類(如大果番茄)、

豆科(醜豆、豌豆、豆苗及甜豌豆)、葉菜

類(甘藍、結球白菜、菠菜及萵苣等)、根

莖類(芋頭)及青蒜等作物為主，其他尚

包含長期作物例如竹筍及山蘇等。原鄉

地區整體蔬菜作物以經濟型作物為主，

耕地面積有限，原鄉農友需重複利用土

地，造成土壤與病害問題日益嚴重，生

產力降低。

部落裡的 

－淺談原住民種植菜豆栽培問題 與 改進方式

表一、台灣原住民55個鄉鎮市區

縣市 山地原住民鄉 平地原住民鄉

新北市 烏來區  

桃園市 復興區  

新竹縣 五峰鄉、尖石鄉 關西鎮

苗栗縣 泰安鄉 南庄鄉、獅潭鄉

台中市 和平區  

南投縣 仁愛鄉、信義鄉 魚池鄉

嘉義縣 阿里山鄉  

高雄市
那瑪夏區、桃源
區、茂林區

 

屏東縣

三地門鄉、霧台
鄉、瑪家鄉、泰
武鄉、來義鄉、
春日鄉、獅子
鄉、牡丹鄉

滿州鄉

宜蘭縣 大同鄉、南澳鄉  

花蓮縣
秀林鄉、萬榮
鄉、卓溪鄉

壽豐鄉、光復鄉、豐濱
鄉、瑞穗鄉、富里鄉、吉
安鄉、花蓮市、新城鄉、
鳳林鎮、玉里鎮

台東縣
海端鄉、延平
鄉、金峰鄉、達
仁鄉、蘭嶼鄉

成功鎮、大武鄉、太麻里
鄉、東河鄉、長濱鄉、鹿
野鄉、池上鄉、卑南鄉、
關山鎮、台東市

合計 30個 25個

資料來源:原住民族委員會。

作      者：谷婉萍助理研究員

連絡電話：04-23317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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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鄉地區之菜豆栽培問題

菜豆( Phaseolus vulgaris L. )俗稱

四季豆、敏豆(圖一)，為一年生豆科作

物，以鮮食用為主。台灣107年主要產區

為南投縣信義鄉、高雄市美濃區及屏東

縣高樹鄉，分別佔全台種植面積17%、

16%、10%，其他原住民地區，如南投

縣仁愛鄉及苗栗縣泰安鄉種植面積各佔

約5%(農情報告資源網)。由農產品交易

行情網資料顯示，近五年(104-108年)之

菜豆拍賣價，每年7月至11月價格，每公

斤大多高於80元(圖二)，相較於其他蔬

菜類，其單價高且價格平穩、市場風險

率低，故為原鄉農民喜好栽培之作物之

一。

菜豆喜好冷涼氣候，原鄉部落海拔

高度較高，夏季平均溫度較低，可以供

應夏季因平地氣溫高生產不易之優勢。

加上菜豆栽培期短(約50-55天)、投資門

檻低，因此成為原鄉部落重要的現金作

物。然而菜豆特性生長速度快，夏季進

入採收期需要每天採收，勞動力相當吃

緊，因此，農友以分批種植策略調整栽

培時程，配合採收期人力需求，以達穩

定生產目的。因豆莢外觀及成熟度決定

市場價格，適時採收菜豆為農產品品

質之關鍵原則，有時候差價每公斤可達

10-40元，由此可知菜豆產品品質與人力

安排對原鄉農業經濟效益有顯著影響。

據本研究調查，原住民地區在栽培

上常見的問題如下：

(1)如何精進病蟲害防治技術：菜豆

屬於連續型採收作物，需特別注意安全

採收期，尤其初期的防治與管理，配合

採收期前之非農藥資材使用，有效減緩

病蟲害危害。

本所自100年起，針對菜豆健康管理

生產技術舉辦多次觀摩會，宣導農友建

立健康管理觀念。輔導原鄉農友評估栽

培環境特點(如雨量、溫濕度變化等)，選

擇適當品種，配合合適之栽培密度及選

用採收期前之非農藥資材，以達成植株

健康管理目的。

(2)如何提升植物營養管理技術：過

去慣行施肥容易發生氮肥施用過度，尤

其在高溫條件下，氮肥利用效率高，使

得葉片大而薄、葉片生長茂盛、自然落

花嚴重及結莢率低等情況。

此部份本研究室已加強宣導農友，

每年可將栽培地點之土壤依照土壤肥力

診斷採樣方式，將土壤樣本送請試驗改

圖一、原鄉部落栽培之菜豆品質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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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場所進行土壤肥力診斷。同時透過教

育訓練方式，以合理化施肥，配合灌溉

水調整，改善養分不均衡問題，強化原

鄉農友對植物營養管理的知能與技能。

(3)如何改善高溫生理障礙：近年來

極端氣候發生頻率似乎有增加的現象，

夏季連續多日高溫，影響菜豆生長與發

育。主要係溫度超過35℃，將不利於菜

豆正常授粉，外觀容易出現畸形豆(莢長

縮短或扁塌等)或未授粉自然落花，植株

提早老化，採收期縮短等現象。

本研究團隊建議原鄉農友可利用水

分管理及營養管理、田間植株空間配置

調整等技術，減緩高溫生理障礙問題。

若是仍無法改善問題症狀，或許就要考

慮變換種植地點或轉種其他作物。

(4)田間植株配置規劃：有些田區

因種植密度過高，葉片相互遮陰造成陽

光透射率低、通風不佳，更容易影響病

蟲害防治效率。栽培密度通常會依不同

支架架設方式而異，以原鄉部落常見的

人字籬支架為例，建議株距1.6-1.8尺(圖

三)，每穴2-3粒，提供作物充足

生長空間，並可提升管理效率。

四、結語

隨著全球氣候暖化問題日益

嚴重，原住民地區綠色金條雖然

種植越來越具挑戰性，加上勞動

力需求密集，限制農家栽培面積

量，在市場供貨量少，反而有價

格穩定之優勢。菜豆是部落可以

在短期內快速回收現金的作物，

其管理上投資風險低、報酬率

高。有效率地規劃分批種植，管

理上結合安全用藥及合理化施肥

穩定生產，配合適時採收，著重

菜豆外觀品質，不但價格穩定，

也提供在地就業機會，維繫家庭

生活開銷。然而，現有菜豆栽培

資料尚無法完全滿足原鄉農友的

需求，應考量地理環境與栽培習

慣之不同，持續開發適合原鄉地

區農友的農業專業知能與技能。圖三、 原鄉部落常用的人字犁支架之菜豆栽培模式。

圖二、菜豆近5年(104-108年)平均價格走勢圖。資料來
源：農產品批發市場交易行情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