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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光華、張聖顯、施清田、葉育哲、黃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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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恢復原鄉部落特色作

物復耕與建立農產業，花蓮區農業改良場以部

落原民農業文化為出發點，將原鄉農業輔導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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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103 年起

正式成立原住民農產業輔導專案，針對各部落

不同狀況進行盤點檢視、籌組團隊、以及現地

輔導。科技計畫研提則是以原鄉部落主要作物

進行研究，也針對未來二、三級產業進行潛力

評估與研究，作為未來輔導重要的參考依據 (
圖 1)。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原住民農產業
輔導研發成果

專案 103 年成立後，整合全場資源，於短

短一年半的時間針對原住民農產業各面向的研

究與輔導成果亮眼 ( 表一 )。為了強化原鄉農

業推動能量，本場更於 104 年 8 月新成立原住

民農業研究室，相關部落農業輔導策略與成果

由本文作介紹。

輔導沿革

本場早自民國 70 年代中期開始即針對原

住民部落的農業生產輔導，從 1997 年起在原

住民委員會經費支援下針對原住民所應用的特

色作物例如山蘇、山苦瓜、野菜、箭竹筍等原

生植物進行研究及示範推廣。以山蘇栽培為

例，山蘇為原住民廣泛採集食用之原鄉部落特

色食材，本場輔導原住民進行專業栽培及有機

轉作，輔導成立 22 個山蘇產銷班，促成山蘇

產業策略聯盟及山蘇產銷履歷的產生。為解決

原住民箭竹筍剝殼及採後處理加工儲存問

題，本場也研發箭竹筍剝殼機與示範及採後

處理加工儲存技術。另外，本場也利用原住

民食用的特色植物山苦瓜與苦瓜雜交育種，

目前已選育具保健功效之花蓮苦瓜 1-5 號並

取得品種權，同時陸續授權業者生產。這些

具有原住民特色作物的推廣，不但增加原鄉

達成項目 量　化 單　位

輔導原鄉部落新增有機栽培面積 121.72 公頃

輔導原鄉部落慣行栽培面積 505.7 公頃

辦理原鄉部落客製化栽培技術講習 36 場

辦理原鄉田間示範觀摩會 13 場

發表原鄉部落農產業推廣文章 36 篇

出版原住民專刊 4 本

發表原鄉部落農業學術研究文章 8 篇

開發原鄉專屬作物栽培技術 12 項

表一、原住民農產業輔導專案成立達成任務與量
化績效 (103 年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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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農作物品項曝光度，進而協助部落農產行

銷及增加原住民收益。本場近年來配合政策積

極輔導轄區原鄉部落，盤點出具農產業發展潛

力部落，並選定重點輔導部落以「一部落一窗

口」之快速到位的輔導方式，使原鄉同樣享有

高品質輔導資源。

原住民農產業輔導方向與成果

一、有機栽培

本場首先盤點各部落農產業類型與資源，

若具備先天優良耕作環境，取得部落共識以及

意願後，以有機生產為方向，積極輔導原住民

農友復耕轉型有機栽培，不僅就各部落設立溝

通窗口並籌組輔導團隊，協同農業經營管理顧

問專家至原住民農業產銷班進行診斷輔導，積

極辦理相關教育訓練課程，促進原住民農產業

發展。另外也輔導原住民結合部落的自然生態

與有機農業，發展更具特色的有機部落休閒產

業，例如崙山、邦查、樂水英士、奇美及港口

等部落已先後申請並取得有機驗證，不僅維持

部落傳統尊重土地環境的耕作方法外，更可以

兼顧品質與產量。

除了部落一般作物的有機栽培技術輔導

外，也建立了適宜部落栽植品項以及特色作物

的有機栽培技術，如中草藥、油茶、雜糧及原

住民野菜的有機栽培技術，並以研發成果直接

帶入部落試作，增加部落環境適宜之栽培技術

品項選擇，同時為解決部落有機栽培依賴人力

1 原住民農產業專案架構圖

2 箭竹筍剝殼機大幅提升部落箭竹筍加工處理效率

3 本場輔導原住民進行山蘇專業栽培及有機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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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開發專屬農機設備舒緩大量人力成本

投入。自 103 年本場成立原住民農產業專案

以來，輔導原鄉部落轉作有機及取得有機驗證

面積已達 121.72 公頃，不僅達到維護原鄉優

質生產環境及生態多樣性外，更使原鄉農產業

大幅提升附加價值，進而增加部落農業人口收

益。

二、客製化原鄉農產業發展策略

除了將有機技術導入具有機發展潛力的部

落以外，本場也針對各部落發展條件與潛力，

配合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政策輔導有機大豆

以及硬質玉米等雜糧的復耕，例如佳民部落首

度嘗試種植硬質玉米，以及邦查農場發展有機

大豆促進鄰近田區復耕；而在吉哈拉桿及吉拉

卡樣部落針對其先天優良的環境及傳統友善環

境的栽培模式，輔導發展綠籬及有機栽培生態

工法。不僅貼近部落傳統耕作智慧，更可維持

部落原有豐富的生態多樣性，提升部落農業附

加價值及觀光產業發展；一級產業逐漸穩定的

同時，本場也預先考量未來產業發展的可能

性，進而從加工的開發與改良，乃至後端的行

銷進行輔導規劃，例如港口部落的舒米茶和大

葉田香米香開發等等；同時因應部落環境的狀

況，導入可以立即改善產業轉型的潛力品項，

例如在四季南山部落輔導高冷蔬菜轉型高單價

的花卉，利用高冷環境調整花期，大幅提升部

落收益與產值。

三、原鄉專屬農業科技研發

為解決原住民農業人口老化與發展部落特

殊農產業提升競爭力，藉由研究與發展原鄉特

色作物有機栽培技術，例如紅糯米、中草藥、

野菜有機栽培技術，開發穩定部落一級產業發

展，並針對花蓮原住民農夫市集及原住民地區

休閒旅遊等二、三級產業進行社會科學研究，

建構及串連部落六級化產業發展，針對建構原

住民特色作物產業價值鏈進行研究與輔導，以

活絡原住民部落經濟，提高原住民之收入。

本場近幾年選育原鄉專屬優良品種，包括

紅糯米、山苦瓜等品質穩定優良品種，同時也

成功建立原鄉野菜、當歸、丹蔘及薑黃有機栽

培最佳模式。在四季南山部落試種伯利恆之星

品質極佳深具發展潛力，並在豐南吉拉米代部

落針對原鄉旅遊及部落有機農業與旅客關係進

行分析，歸納推薦之部落專屬旅遊策略模式，

期能帶動部落六級化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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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場輔導團隊親自到部落針對有機驗證進行解說

5 本場開發有機大豆播種機，解決原鄉農場人力不足

之問題

6 本場親自到部落舉辦客製化有機栽培教育訓練課程

7 在部落與本場努力下，越來越多部落選擇愛護環境

的有機栽培模式，共同投入復耕行列

8 本場輔導佳民部落復耕硬質玉米品質優良

9 新社部落田埂植被操作技術是台灣首創友善環境的

生態工法

10本場針對原民野菜黃藤種苗繁殖技術進行研究與推

廣

11 太巴塱部落紅糯米是重要的文化祭典作物，本場積

極致力於選種與有機栽培技術研究，大幅改善紅糯

米混雜的問題

結　語

本場詳細盤點部落農產業現況、耕作意願

及發展潛力，並以宜花地區原住民部落為輔導

及研究目標，依照部落農產業發展潛力盤點結

果進行分析，針對各部落農業發展所需缺口設

計解決方案，並依不同方案擬定及籌組客製化

輔導團隊至部落進行操作與輔導。經過多年努

力，所輔導的各個部落已開始發光發熱，並行

成亮點進而帶動週遭部落發展。這也印證本場

輔導原鄉農產業發展之策略成功，更期能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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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