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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蔬菜種子市場之動態與我國競爭力簡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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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摘 要 

  植物種子是農作物生產的基礎，其市場需求可直接反映出該地區的農業規模

與生產型態，而種子品質與品種的好壞則會直接影響作物的生長與收穫，攸關農

作物的產量與農民生計。近年來氣候變遷對農業影響的規模逐年擴大，加上全球

人口持續增加以及可耕地逐漸減少的情況下，種子產業的重要性也因此受到更多

關注，對於能持續提供可適應各種不同氣候環境、易於栽種、抗病和豐產的新品

種種子給農民，以及確保全球種子貿易的充分流通，皆是促進全球糧食安全與滿

足消費者需求的重要議題。除了提供基本熱量來源的糧食作物之外，能提供人類

重要營養來源，且易於栽種、栽培期短的蔬菜作物更是備受關注，因此國際上對

於蔬菜育種與種子貿易的發展也更加蓬勃。本文即針對全球蔬菜種子市場之動態，

以及我國在蔬菜種子產業的競爭力進行簡要的探討與分析。 

 

二、全球市場趨勢與動態 

  依據國際市調機構 MarketsandMarkets 的統計，2012 年全球蔬果種子市場總

值為 62.8 億美元，預估 2013-2018 的年複合成長率(CAGR)為 12.8%，至 2018年

市場值可達約 129.6 億美元。目前蔬果種子的主要市場位於歐洲約 22 億美元(占

全球 35%，其中法國占歐洲市場的 25.9%)，其次為北美占 27% (美國占其中的 7

2%)以及亞太地區占 23%；拉丁美洲則是市場發展最快的地區(CAGR 13.4%)，其

中巴西為增長最快國家，2012 年的市場規模約 5.3 億美元 1。此外，由於中國和

印度的人口分居全球前兩位，可耕地面積也是全球的第二、第三名，因此未來在

蔬果種子的需求以及市場規模的發展上也是不容忽視的地區。 

  在國際貿易部分，全球種子市場交易從 1970 年不到 10 億美元，至 2012 年

已成長為 105.4 億美元，40 年間成長超過 10 倍。其中 2012 年蔬菜種子出口值約

34.5億美元，以荷蘭 12.6 億美元(36.4%)為最高，其次為美國 5.3 億美元(15.3%)、

法國 3.5 億美元(10.1%)、中國 1.6 億美元(4.6%)以及智利 1.5 億美元(4.4%)。蔬菜

種子進口需求的部分，前四國為荷蘭(3.73 億美元)、美國(3.69 億美元)、墨西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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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億美元)以及西班牙(1.97 億美元)，年複合成長率皆超過 12.5% 
2。由各國種子

進出口值的統計資料顯示，歐洲及美洲為蔬菜種子貿易較為活絡的區域(圖 1)，

在銷售通路及貿易規範上較為完備，屬於相對成熟的市場。 

  在產品種類方面，全球蔬菜種子市場最主要的種類為茄科種子，2012 年占比

高達 40.4% (約 25.5 億美元，歐洲與北美分別占 35.4%與 29.7%)，其中番茄種子

占 63.4%，市場值超過 16億美元，預計 2018 年達到 34.5 億美元(CAGR 13.4%)，

主要需求國為中國占 21% (35 萬公斤)、印度占 18% (30 萬公斤)與土耳其占 6% 

(10 萬公斤)；其次為番椒種子約 6.5 億美元，年複合成長率約 13%，主要需求在

亞太地區(占全球 64.4%)。另外，葫蘆科的西瓜與黃瓜，以及十字花科蕓薹屬的

甘藍、花椰菜，都是國際上重要的蔬菜(圖 2)，其中西瓜種子 2012 年市場值約 3.

7 億美元，市場需求最高的為中國占全球 52% (635 萬公斤)，其次為土耳其占 5

% (58 萬公斤)；甘藍種子 2012 年的市場值約 4.7 億美元，最大市場為中國占 41

% (64 萬公斤)，其次為印度占 16% (24 萬公斤)；花椰菜種子最大需求國為中國

占 37% (17 萬公斤)，其次為印度占 32% (14 萬公斤)
 3，這些蔬菜種子市場值的

年複合成長率皆超過 12.5%，顯示全球重要蔬菜的種子需求仍處於高度成長狀態，

且中國和印度為最主要的需求國。目前全球蔬菜種子產業的發展包括幾個現象：

1.採種基地的集中化、規模化與安全化管理，降低生產成本與品種外流的風險。2.

利用高端的育種選種技術，加快優良新品種的產生。3.貿易流通普及化，對種子

檢測與品質安全的需求增加。4.財團化的大型種子跨國企業持續整併中小型種子

公司，導致重要蔬菜作物的種原更加集中於少數幾家企業之中，全球蔬菜品種的

流通也逐漸趨於單一化。面對當前蔬菜種子產業朝向科技化與規模化的發展趨勢，

對於缺乏大量資金及關鍵技術的中小型種子公司來說，未來將會是個嚴峻的考驗

1, 2, 4。 

三、我國技術發展與競爭力分析 

  臺灣商用種子的總市場規模約 3 億美元，全球排名第 22 名，占全球市場 0.

7%；蔬菜種子出口值約 1,200 萬美元，全球排名第 42 名。由於產業規模受限於

我國土地與人力資源成本較高，因此目前除了農友種苗公司以外，國內蔬菜種子

的業者皆為中小型公司，從產業發展與技術盤點的資料顯示，育種技術及新品種

的開發是我國蔬菜種子產業較具優勢的部分，建議公部門可協助業者了解目標市

場的產品需求與適地品種的開發，提升外銷競爭力與全球市場的佔有率 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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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國蔬菜種子出口值最高的國家是日本與中國，分別為 143.3 萬美元以及 113.

3萬美元；而葫蘆科的西瓜種子為最主要的項目，2014 年的總出口值約 259萬美

元，但比 2013 年減少了 23.1%，主要出口國為新加坡 23.5% (60.8 萬美元)、荷蘭

16.4% (42.4 萬美元)與印度 16.1% (41.6 萬美元)；其次為茄科蔬菜的番茄種子出

口值約 132 萬美元，比 2013 年增加了 2.2%，主要出口國為中國 52.3% (68.8 萬

美元)、美國 9.8% (12.9 萬美元)與日本 7.9% (10.4 萬美元)。從資料顯示，我國蔬

菜種子主要的出口市場以日本、中國、印度及東南亞為主，且出口總值有逐年增

加的趨勢，其中出口至中國的年成長率高達 80%以上，出口至印度與泰國的年成

長率也超過 40%；此外，出口至香港與埃及的總額雖然各僅有 20 多萬美元，但

年成長率高達 145%與 98%，顯示我國蔬菜種子的產業發展與產品競爭力仍有充

分的市場空間 5。 

四、技術強化及產業發展策略 

  從業者訪談、問卷調查結果、學研技術盤點及市場發展趨勢來看，蔬菜種子

當中的番茄、番椒、甘藍、花椰菜及西瓜等項目，有機會成為我國重要的競爭性

產品。從技術面來看，包括：1.育種效率的提升；2.健康種子栽培生產與採種技

術的改善；3.種子處理與快速精準的檢測技術，都是需要學研單位協助業者深入

強化的議題。另外在外部資源需求的部分，包括：1.優良親本品種的取得；2.品

種權與技術專利布局；3.國際認可的種子檢測認證機構；4.目標市場法規制度；5.

目標市場的需求特性；6.市場行銷通路的整合與拓展等面向，則是需要公部門、

法人機構與業者共同努力完備的課題。藉由策略合作與產學研聯盟的交流方式，

將產業問題或技術需求，經由學研單位的共同研究參與，配合各目標市場檢疫法

規、銷售與標示制度以及品種需求的釐清，將是強化我國蔬菜種子產業發展的關

鍵要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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