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前言

國內盆花生產概況

臺灣生產的盆花種類繁多，惟品種多為國外引進，缺少臺灣自有品種，使得在臺灣

盆花在國際市場競爭力較弱，國內盆花產業要長期發展，在生產上需要從健康種苗、生

產設施、自有品種等多方面探討，而在產品銷售可朝品牌化、精品化發展，加強產品分

級，以拉抬盆花售價，生產與銷售需有產業共榮共識始能讓盆花產業長久發展。

關鍵字：盆花、觀葉植物、開花類盆花、小品盆栽

盆花泛指利用各種介質栽種在容器內的觀賞植物，簡單而言就是帶介質、帶根的觀

賞植物，廣泛的來說，小從花壇草花，大至景觀樹木都屬盆花範疇，此篇僅就室內觀賞

盆花 ( 不含蘭花 ) 為探討主軸。國內主要生產的盆花有馬拉巴栗、粗肋草、多肉植物、聖
誕紅、長壽花、火鶴等各種觀賞植物，以產區分布來說，桃園市、苗栗縣、南投縣以開

花類盆花為主，彰化縣、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等以觀葉植物為大宗，宜蘭縣則以生

產各種小品盆栽及吊盆為主。

臺灣盆花產業約從 1965 年開始發展，迄今已有 50 餘年的歷史，臺灣盆花生產種類
繁多，橫跨溫、熱帶植物，依農業委員會 2019 年農業統計年報統計，盆花類生產面積
達 1,056 公頃、產值達 1,164,343 千元，近幾年盆花生產面積呈緩慢成長趨勢。

臺灣的氣候條件屬亞熱帶氣候及熱帶氣候，盆花的生產依不同的氣候條件大致可分

為北部地區栽培溫帶花卉為主，而南部地區則生產熱帶植物為多，國內重要盆花產區及

生產種類如表一，國內盆花的生產設施多屬簡易塑膠布溫室設施，部分地區以網室栽培

熱帶觀葉盆花，受全球極端氣候影響，僅以簡易設施生產盆花將越來越困難。

國內盆花市場現況
與未來發展趨勢
社團法人中華盆花發展協會 黃國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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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花銷售通路

現階段國內盆花生產最重要的種苗來源主要有二，開花類盆花、蕨類植物等多仰賴

國外進口種苗、種子，部分種類生產業者會自育母本採穗生產，觀葉植物多為生產業者

自行留種繁殖插穗，由於我國的蝴蝶蘭產業蓬勃發展，造成排擠效應，使得國內目前無

組培廠專業量產盆花種苗，生產業者若有組培苗需求，僅能委託組培廠生產，致使組織

培養苗成本偏高，目前僅少數盆花種類利用組織培養苗生產。

臺灣盆花產業剛開始發展時期，盆花專業運輸車隊尚未成形，僅能倚靠生產業者親

自送貨或是店家至農場載貨，故初期銷售通路較為單一，主要銷往田尾公路花園的店家，

隨著盆花產業聚落成型且逐漸壯

大，以及集中花卉市場的設立，於

是在盆花生產聚落發展出專業花卉

運輸，相較國內切花銷售僅透過批

發市場交易，國內盆花銷售通路較

為多元，主要分有批發市場及批發

兼零售園藝店，北部主要銷售通路

有臺北花市、臺北花木批發市場、

大臺北花園廣場、聯合花市、建國

假日花市等，中、南部銷售通路則

有臺中花市、高雄花市、田尾公路

花園、七甲花卉園區等集中市場及

零星批發兼零售園藝店，隨著花卉

運輸的方便性提升，部分地區花卉

運輸車可直送零售園藝店。

表 1、臺灣重要盆花產區、生產種類及所代表盆花

表 2、臺北花市 2 0 1 9 年盆花
交易量年度排行

表 3、高雄花市 2 0 1 9 年盆花　　　
交易量年度排行

產  區 盆  花  種  類 代    表    花   種

宜蘭
觀葉類、吊盆類

開花類
小品盆栽、常春藤、食蟲植物、蕨類、麗格海棠

桃園 開花類、多肉植物 聖誕紅、長壽花、日日春、繡球花、多肉植物

苗栗
開花類、室外盆花

多肉植物
聖誕紅、木本香花植物、多肉植物

彰化 觀葉類、開花類
小品盆栽、粗肋草、馬拉巴栗、金錢樹、蕨類、盆菊

火鶴等

南投
開花類、香草類

多肉植物

小品盆栽、聖誕紅、繡球花、長壽花、盆菊、火鶴

香草植物、金錢樹、蕨類、多肉植物

臺南 觀葉類 小品盆栽、粗肋草、黛粉葉、蔓綠絨

高雄 觀葉類
小品盆栽、粗肋草、黛粉葉、蔓綠絨、金錢樹、火鶴

觀賞鳳梨

屏東 觀葉類
小品盆栽、粗肋草、黛粉葉、蔓綠絨、觀賞鳳梨

金錢樹、火鶴、蕨類

排名 種類

1 蝴蝶蘭

2 金錢樹

3 開運竹

4 香料植物

5 福祿桐

6 多肉植物

7 聖誕紅

8 進財樹

9 蔓綠絨

10 馬拉巴栗

排名 種類

1 蝴蝶蘭

2 長壽花

3 開運竹

4 聖誕紅

5 香料植物

6 常春藤

7 多肉植物

8 黃金葛

9 黛粉葉類

10 粗肋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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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盆花未來發展趨勢

健康的種苗

選育國內自有品種及尊重品種權

臺灣盆花產業受限於國內花卉消費規模小，屬淺盤市場，常因國內經濟活動力減弱

而影響盆花銷售，目前國內產銷狀態偏向供過於銷，造成在盆花售價上幾乎無波動，國

內批發市場也因供略過於銷的緣故尚無建立完善的盆花拍賣制度，目前國內盆花銷售的

價格由供、銷雙方議定之，國內盆花價格長久以來多以盆器規格為供、銷雙方訂價標準，

由於現為買方市場，故售價較無法實際的反應生產成本，因此盆花產業要長久經營，首

要在盆花的售價上需能確實的反應生產成本，打破盆器規格與價格關聯的不成文規定，

才能創造供、銷雙贏，如此才是產業的良性互動。

國內盆花生產以 3 吋盆、5 吋盆為大宗，要生產品質優良的盆花首要有品質好且健
康的種苗，國內現階段開花類、蕨類等盆花種苗或種子多仰賴國外進口，成本高，又因

國內盆花售價多以盆器規格為訂價標準，長期小品盆栽售價維持平盤，使得部分種類小

品盆栽的生產，因成本考量而捨棄品質佳的組培苗或進口種苗而採用扦插或分株繁殖。

花卉新品種永遠有市場需求，品種更新程度影響花卉產業發展，臺灣盆花品種多依

賴國外品種，國內花卉市場規模較其他國家小，國外種苗商在商業考量下，臺灣在新品

種的取得較無法排在優先的序位，或種苗引進成本較高，而在國內，盆花新品種開發過

去多仰賴學研單位，近幾年國內興起許多盆花趣味玩家風潮，如朱槿、孤挺花、雨林植

物、多肉植物、食蟲植物、鹿角蕨等種類，許多趣味栽培者投入特殊品種生產，過程中

也進行育種工作，臺灣蝴蝶蘭產業之所以能居世界領先地位就是因為民間有許多蘭花育

種家持續從事育種工作，在品種開發領先各國，目前國內盆花新品種開發已有成績的有

朱槿 ( 扶桑 )、沙漠玫瑰、聖誕紅、長壽花、孤挺花、火鶴等，臺灣的花卉育種發展較晚，
新品種選育可能不及荷蘭、日本等花卉種苗輸出大國，只要開始永遠不嫌晚，臺灣盆花

品種在國際市場要保有競爭優勢，就須開發自我品種，利用臺灣特有原生種花卉進行育

種，植入臺灣特有種基因才能讓臺灣花卉新品種保有市場競爭力。

就國產盆花組培苗成本而言，平均售價約為 15 元 / 株，約佔 3 吋盆平均售價 6 成，
而中國大陸組培苗平均售價僅約 5 元 / 株，與臺灣價差 3 倍，若是用國產組培苗來栽種 3
吋盆，對生產者來說幾無獲利空間可言，因此生產者使用組培苗意願低，另外造成國內組

培苗成本居高不下主因是國內盆花市場規模不夠大，組培業者無法大量生產盆花組培苗，

也因此無專業組培廠願意量產盆花組培苗，目前國內盆花組培苗皆由生產業者委託組培場

特別生產，也因此無法壓低售價，因此為了生產品質好又有獲利空間的盆花，首要降低種

苗的成本，二要打破以盆器規格訂定售價的迷思，確實將生產成本反映在售價上。

國內觀葉植物多以扦插繁殖生產，國內目前尚無生產盆花插穗的專業種苗廠商，插

穗來源全倚靠生產者自行培育母本繁殖，為能生產健康的插穗，在母本的健康管控須嚴

加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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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花品質分級

精進生產設施

盆花品牌化精品化

多元銷售通路發展

國內盆花的銷售北部市場約佔 3~4 成，田尾公路花園約佔 5 成，因應北、中、南市
場消費特性不同，在開花類盆花出貨的成熟度、品質要求也略有不同，以聖誕紅為例，

北部市場要求苞片著色須達 7 成以上，而中、南部市場為了能有較長的銷售期，著色 3
成即能出貨，另外不同的產地所生產出來的品質規格也會不同，使得盆花的品質分級遲

無法有統一標準，未來盆花的市場售價，朝向依品質定價，產地落實品質分級，在運輸

上亦需改變為節省運費而塞好塞滿的方式，朝維持產品品質方向改善，唯有良好的品質

才能讓消費者願意掏錢消費。  

受全球氣候暖化影響，天然的環境越來越不利盆花生產，為能生產品質穩定的產品，

就須仰賴設施，國內盆花生產設施多屬簡易型溫網室，雖盆花生產尚不需精密的溫控設

施，但夏季溫度越來越高易造成盆花的生理障礙，對此設施通風要求相形的重要，除溫

室設施的改善，運用科技導入智慧化生產，如監控設備遠端監控溫室內各項環境因子，

掌握花卉生長狀況，建立施肥、用藥等各項紀錄資料庫，作為精進栽培技術基礎，另外

農業普遍缺工的狀況下，尋求自動化設備來節省人力需求亦是一門課題。

長期以來盆花業者專注生產，鮮少注意品牌的建立，致使產品在市場上無識別度，

近年生產業者接觸到許多的各國花卉產銷資訊，開始有了品牌概念，開發專屬盆器、套

袋、標籤等行銷包裝品牌，生產者願意建立品牌即是對於自己生產的產品有信心，經得

起市場的考驗，亦是對消費者負責的一種態度，另在生產上亦不再一昧追求產量，而是

朝專一化、高品質、精品化生產，以求能有較高的獲利率。另外盆花品種更新受限種苗

供應、品種研發等因素，無法快速的更替，可利用創意栽培塑造新形態商品，讓市場舊

有品種創造新商機，例如水耕栽培即開發出不同族群的消費者，因應市場變化，盆器的

規格、材質、型態也可算是一種創新栽培。

盆花銷售傳統通路以批發市場及園藝店為主，花店及假日花市為輔，隨著時代的潮

流，智慧型手機及網路普及化，社群網站及網路購物電商平台蓬勃發展，開始有業者透

過社群網站、電商平台等網路管道銷售盆花產品，開發不同客群市場，近年多肉植物浪

潮初期即是透過社群網站引起消費者關注而蓬勃發展而起。另外市集風潮正逐漸席捲全

除選育自有品種外，引進國外品種可促進消費市場活絡及競爭力，唯種苗成本較高，

話說如此，種苗成本需實際的反應在產品售價上，對產業才是良性的發展，另對於引進

新品種的品種權，生產者須予以尊重及遵守，才不枉費育種家對於品種開發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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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銷資訊透明化

臺，近年多肉植物、雨林植物、食蟲植物甚至最近興起的鹿角蕨，玩趣型消費者持續成

長，瘋狂的追求特殊品種，促成愛好者定時舉辦市集活動交流栽培心得及新育成品種，

雖市集偏向玩趣性質，目前所販售商品亦多屬非市場主流品種，不過透過市集交流，生

產者可從中挖掘盆花明日之星，可讓稀有品種逐漸量產成為市場主流。

 早期盆花市場競爭，生產者為保有市場佔有率，封閉產業交流，盲目地生產，造成
產銷失衡的風險，現在部分生產者為了方便通路商有多元產品可選購而多樣化生產，易

造成生產管理不易的困擾。臺灣盆花生產多屬小農經營，因應銷售通路多元及消費者需

求多變化，產業不再是單打獨鬥式的經營，應加強同業間的資訊交流，建立完整的產銷

資訊，才能掌握市場動態及時因應市場變化，近年日本盆花批發市場依季節辦理產品展

示媒合會，即是為讓零售商方便掌握產品生產資訊，以研擬市場行銷策略，臺灣理應可

以仿效定期辦理產業交流展示會。

外銷通路拓展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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