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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臺灣，黃豆、小麥及玉米是主要的進口糧食，然而，伴隨著極端氣候的

頻繁發生以及國際局勢的不確定，糧食安全成為相當重要議題。若持續高度仰賴

雜糧進口，將容易受國際穀物價格波動而影響臺灣民生物價指數。另一方面，由

於雜糧作物素有節水特性，隨著近年的降雨量越發不穩定，為能有效運用水資源，

雜糧作物逐漸成為受注目的栽培選項。 

玉米，原產自美洲，因對環境選擇不嚴且具有節水耐旱的特性，是個良好

的栽培選擇。又玉米為我國進口雜糧第一大宗，特別為硬質玉米，應用產業領域

除以飼料用途外，也可做為玉米加工食品使用。自 109年以來，在新冠疫情影響

下，全球穀物類玉米供應短缺，造成飼料或油品廠商需停止供貨或調漲價格，進

而導致畜牧業成本大漲，除衝擊業者收益，長期下更將對民生供應造成不利影

響。 

為強化臺灣國產硬質玉米產業並尋找拓展潛力，本文先利用 SWOT方法，

針對國產硬質玉米的產業現況進行優勢與劣勢、機會與威脅等四個面向的分析，

進一步擬定硬質玉米產業目標及科技策略，針對目前困境提出對應解決之道，以

期未來對硬質玉米產業的發展能有更深入的幫助。 

二、硬質玉米產業現況分析 

在臺灣，玉米依用途可區分為硬質玉米、食用玉米及青割玉米等 3種主要類

型。依據農產品進出口統計資料，109年自國外進口硬質玉米約 451萬公噸，其

中以巴西進口的 253萬公噸為最多，其次為美國進口的 82萬公噸及阿根廷進口

的 74萬公噸位居第二與第三(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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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109年玉米(穀物類)進口量統計資料 (資料來源:農產品進出口統計) 

 

在臺灣，自民國 97年起，政府為活絡農地利用效率且提高糧食自給率，先

後推行「小地主大佃農」、「活化休耕地」等政策，並明顯提升硬質玉米栽培面積。

觀察 102年的硬質玉米栽培面積為 8,350公頃，而至 109年的栽培面積已成長到

16,212公頃，增加幅度達 48%，可見推行成效。其中，硬質玉米的栽培以臺南市、

嘉義縣為主要產區，分別占全國栽培面積的 52%及 35%。 

為瞭解硬質玉米產業現況發展的優劣勢，我們透過 SWOT 分析進一步說明

並整理於表二： 

（一） 優勢（Strength） 

1. 碳足跡短 

臺灣所進口硬質玉米的主要來自美洲，約 57%來自巴西，19%來自美國，16%

來自阿根廷，船運到貨約需一個月以上，不僅碳足跡較長，易因保存不當導致發

霉、變質之風險亦較高。 

2. 全面機械化作業 

目前硬質玉米的栽培，從整地、播種、中耕培土、噴藥到後期採收，均可全

面機械化作業，可以減輕農村老化問題的困境(圖一)。 

 

（二） 劣勢（Weakness） 

1. 利潤低使農民契作意願低 



玉米種植成本逐年提升，然契作收購價仍與 10年前相同，硬質玉米僅 9元，

生產利潤低，在目前土地成本攀升，可耕地減少的情況下，農民偏向栽培利潤回

收更高之作物，使玉米契作意願仍低。 

2.  缺乏適合春季栽種的硬質玉米品種 

在臺灣，由於 5-6月份梅雨季節及 7-8月的颱風季，帶來的強風與豪雨容易使目

前硬質玉米品種出現倒伏倒折、穗上發芽等問題，而使產量、子粒品質嚴重受損，

因此不利春作栽培 (圖二)。 

 

（三） 機會（Opportunity） 

1. 多樣化產品的開發 

硬質玉米除了做為飼料使用外，也具有多面向的用途。例如，玉米餅、玉米

棒等零食類玉米產品便是以此為原料製成。另外，嘉義縣義竹鄉農會更是輔導農

民通過硬質玉米產銷履歷驗證後，做為寵物飼料的原料，開創新的「毛小孩」商

機。 

2.  非基因改造且具產銷履歷可溯源 

國產硬質玉米為非基因改造產品，能明顯與現有市場做區隔。此外，非基改

硬質玉米可與有機畜牧業媒合，成為其飼料來源，並導入產銷履歷或與履歷畜牧

業媒合，提供消費者全程安心之產品。 

 

（四） 威脅（Threat） 

1. 秋行軍蟲入侵 

秋行軍蟲於 108年入侵我國，為國內新興蟲害，目前具危害紀錄之寄主植物高達

353種，臺灣常見者包括小米、落花生、玉米等，又以玉米危害最為嚴重，全株

含果穗皆可能遭其啃食，導致植株倒伏或嚴重減產。 



在過去，農友栽培硬質玉米或青割玉米時，習慣採粗放式管理，以降低生產成本。

但自 108年秋行軍蟲入侵臺灣後，由於該蟲啃食能力強，且若疏於防治，對玉米

生長及收穫產量將造成極大影響 (圖三)。為確保玉米產量的穩定，農友勢必增

加防治該害蟲的成本，導致影響農友栽培意願。 

2. 進口玉米價格具競爭優勢 

進口硬質玉米價格約臺幣 6～7元，較國產硬質玉米收購價 9元低 2～3元，

對於需大宗採購之飼料或加工廠而言已具相當差距，加上目前國產玉米生產量能

不足，尚無法全年穩定供應，亦為國內廠商較無偏好選擇國產玉米的原因之一 

 

表二、國內硬質玉米產業現況 SWOT分析表 

優勢（Strength） 劣勢（Weakness） 

1.新鮮、碳足跡短 

2.全面機械化作業 

1.利潤低使農民契作意願低 

2.缺乏適合春季栽種的硬質玉米品種 

機會（Opportunity） 威脅（Threat） 

1.多樣化產品開發 

2.非基因改造且具產銷履歷可溯源 

1.秋行軍蟲入侵 

2.進口玉米價格具競爭優勢 

 

三、硬質玉米產業策略建議 

經由上述分析，可了解國產玉米當前面臨之主要問題有收益偏低、病蟲害管

理不易等問題，然國產玉米亦具非基因改造及擁有適合臺灣氣候環境栽培的品種

等優勢，可作為相關科技策略研擬之基礎。 

針對防治秋行軍蟲的危害策略上，可從預防、監測及治療等不同面向著手。預防

方面，包含選育抗秋行軍蟲品種、耕作模式調整等方式。監測方面，可建立性費

洛蒙的監測機制。治療方面則可開發天敵、微生物製劑等方式做防治。另外，利

用無人機精準噴藥技術，減少施藥次數與用量，降低整體防治成本。 



由於第一期作水稻栽培常需大量用水，為因應逐年降雨不穩引發乾旱缺水問

題並配合政府政策推行，可以選育適合春作栽種，具有抗倒伏倒折且耐濕的硬質

玉米品種，增加春作適栽雜糧的選擇品項。 

 充分利用國產玉米非基因改造、碳足跡短、具產銷履歷可溯源之優勢，國產

硬質玉米除媒合有機、履歷畜產品市場，做為飼料來源，更可開發成食用加工品，

如玉米粉等，與傳統原料（小麥粉、米粉）混製成新興食品，除提升產品終端價

格，亦可提升國人食用量，深化對玉米之食用習慣。而政府單位可協助建立國產

玉米產銷整合平台，以完整生產、銷售至次級品處理間之鏈結，於生產端可穩定

收益，於加工銷售端可穩定產品來源，進而提升整體產業之發展。 

 

四、結語 

國產硬質玉米因對環境選擇不嚴、適應性佳且具節水特性，適合搭配政府活化休

耕地等農業政策做推廣工作。根據 109年農情資料統計，國產硬質玉米收穫量約

為 76,889公噸，其自給率約占 1.67%，仍有許多進步空間。未來在硬質玉米的挑

戰目標上，可以著眼在推動其耕作面積達 2萬公頃以上，以提高國產硬質玉米的

自給率。本文透過 SWOT分析，針對硬質玉米產業現況做優劣勢的剖判，並進

一步提出相對應的策略建議，以期對該產業在未來發展上，能有更具體幫助。 



圖一、透過四行式玉米聯合收
穫機進行硬質玉米採收作業。

圖三、秋行軍蟲藏匿於心葉
內，不易防治。

圖二、春作栽培硬質
玉米容易有倒伏情況
發生，進而影響產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