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的盆花產業的發展，1970 年代，李叡明老師在埔里的蜈蚣里落腳，先後有中華
農園、光華花卉與台光園藝的設立，隨著市場的成熟與人才的聚集，1970 年到 1990 年
期間，埔里地區逐漸成為臺灣重要盆花產區，並對臺灣的盆花產業有重大影響，此期間

南投、彰化與桃園成為主要盆花產區，這個時期的盆花以仙客來、荷包花、茶花與多肉

植物為主，產業界較少品種權意識。

對於品種權的掌握與尊重，是臺灣盆花產業立足國際市場的根基，重視智慧財產與

品種權是盆花產業的永續發展的基石，可以創造出產品的差異化、避免惡性競爭，延長

產品的壽命，如此，生產技術得以精進、產品價值可以延續，甚至可與國外業者合作開

發國外市場，不受到經銷場域的限制。

大部分臺灣的盆花業者到目前為止，維持著早期的習慣，在國內市場或是到國外的

花卉市場尋找品種，在未經與育種者溝通的狀況下，自行繁殖生產與銷售，這樣的做法

不但會在國內市場造成殺傷力，對於進入國際市場有著負面的影響。隨著國際資訊來往

的頻繁，這樣的不重視智慧財產權的行為，會被國際市場所唾棄，更遑論要在國際市場

立足，智慧財產權的觀念在農業界的應用包括了植物品種的保護、相關設備與製程技術

的專利管理、新技術的轉移合作等，這些遊戲規則若未能落實於花卉產業界，將會逐漸

減少臺灣花卉業新產品的開發，而這些新產品在國際市場上也就沒辦法強力推展。

1990 年前後，隨著中國開放的腳步，眾多的盆花業者前往中國投資發展尋求發展機
會，大量的人才與資金西進中國市場，兩岸的盆花產業往來密切，臺灣的盆花栽培技術

與品種大量往中國移動，由於產業資源的轉動，臺灣盆花產業的發展受到很大的影響，

雖然臺灣盆花類生產面積在這段時間已達 800 公頃，但 1990 年後臺灣盆花產業擴張能
量卻漸漸減少。

2010 年以後隨著中國盆花市場的蓬勃發展，對於臺灣的盆花產業依舊有重大影響，
盆花的品種透過國際交流與兩岸交流大量流入臺灣市場，國際花卉業者對於兩岸也有輕

重不同的看待，前往中國的投資的業者經過這幾年的經營，在無法看到前景而開始思考

在臺灣的長遠發展，逐漸有在地化與全球化結合的想法與作法。

臺灣盆花的發展脈絡

臺灣盆花立足國際市場的根基在於對品種的掌握

臺灣盆花產業
立足國際市場之評析

陽昇園藝有限公司 楊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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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臺灣的社會與人文原本多元，產業創新能力一向是我們的優勢，體現在盆花產

業也是如此，這是在國際上競爭的重要資源；盆花產業的發展歷史悠久與臺灣教育資源

相對充沛，優質而成本合理的人力資源是發展優勢之二。交通基礎建設與海空運通往國

際的便捷，也是適合國際業務的運作的優勢；近幾年科技業運用發展的優勢跨入農業領

域，對於未來自動化與智能化的發展也多有助益。

缺乏自有品種是臺灣盆花產業長期發展上不易突破的劣勢，除了蝴蝶蘭產業，盆花

產業不習慣開發自有品種，即便政府與學術單位有自有品種的開發，業者頂多以捧場的

心態處理，基本上，還是看重國外品種，這其中當然有種苗質量上的問題，不過具有國

際競爭力的自有品種還是相對不足。近幾年隨著中國與東協市場的熱絡，許多國外大型

花卉公司在亞洲設立銷售或是研發單位，但是臺灣區域內卻是乏人問津，其中植物材料

進入臺灣的門檻管理過嚴是重要的劣勢條件之一，當然，管理嚴格的邊境管制確實對於

區域內的病蟲害降低與農產品出口幫助，但是缺乏彈性的作法也會抑制盆花產業的正常

發展，並成為負面發展因素，必須為產業發展提供相對的彈性做法，開拓發展的活路。

至於經常被產業討論的規模化不夠、缺乏自動化等產業企業化能力不足的問題，因這些

議題與市場的規模牽連較多，並非絕對性的劣勢，以蝴蝶蘭產業為例，如果市場夠大，

人才與設備的投資自然會增加，企業化經營模式自然容易形成。

品種權是一種對育種者的尊重，是使用者與育種者之間的互信、產業合作的基礎，

也是現代花卉產業的基本共識，如同其他產業對智慧財產的重視，是臺灣社會的主流意

識，也是進行國際合作的基礎。

經常在日本的菊花或是洋桔梗商業品種展示會上看到有些好而新的品種，只做日本

限定，當然這是日本種苗業者呼應日本生產者的做法，但是何嘗不是對外國生產者的歧

視！除了擔心產品回銷日本，影響日本農民的權益，也是表示他們對於品種外流的不信

任感，其實日本業者可以限定外國經銷對於這些的品種只進行當地生產而不外銷，如此

就可以互蒙其利，當然前提必須要能互相信任。

近幾年開始有值得鼓舞的案例，例如日本的玫瑰在育種者授權的狀況下臺灣有正式

代理與銷售，引起玫瑰花業界的關注，而陽昇園藝代理日本的大理花品種也是一個育種

者與生產者能夠互信的案例，為了這個項目曾多次前往日本秋田，經過友人的介紹後了

解秋田大理花的不平凡的魅力，秋田大理花是育種家鷲澤理事長花了一生心血，育出在

日本市場佔據六成的大理花品種，鷲澤理事長有很崇高的理想，希望秋田大理花推廣到

全日本甚至國際上，但是許多在海外的銷售者卻沒有受到他們的認可並且給他們合理回

饋，由於臺灣的朱槿與麒麟花品種在日本已經有相當的互信基礎與信譽，鷲澤理事長希

望能在臺灣也能幫他們延續他的大理花理想，這是陽昇園藝受到育種者信任的一種肯定。

當然，盆花產業的國際化，未必只是以往產品生產後出口的模式，盆花雖不像切花

為國際貿易的主要產品，但看看臺灣的出口再研究國際間盆花產業的流通項目，舉凡種

苗、品種權利、生產與管理技術甚至盆花相關的資材與生產設備，都是進行國際盆花業

務的項目內容，這是我們值得努力的向。

盆花產業的 SWOT 分析

60



透過上述 SWOT 分析，可以清楚我們要前進的方向，陽昇園藝以此方向進行了一
些業務，產生的經驗提供給業界了解與參考。

陽昇園藝早期以種苗代工業務為主，經過與中興大學品種授權與合作獲得朱建鏞教

授研發的盆花品種，包含長壽花、朱槿與聖誕紅等進行生產銷售，了解這些品種的特性

後更於 2010 年開始與中興大學園藝系以產學合作的方式進行長壽花品種育種，發展至
今，算是跨入開發與掌握品種的門檻，產銷的過程中因為業務上的需求，於 2018 年申
請了農委會的業界科專計畫，除了長壽花育種的升級，也加入麒麟花、聖誕紅育種與植

物材料的去病毒種苗生產技術，除了品種的增加，也促進種苗品質的提升與國際交流的

機會。

在考慮自身研發資源的不足，需要更多的合作夥伴協助走更長遠的路，以品種權利

分享的精神，發展出與育種者的合作模式，這種商業模式，類似書籍創作者與出版公司

的合作關係，育種者創作出的新項目或新品種，希望進入商業化的產銷體系，陽昇園藝

以產業的技術基礎提供少數打樣、商業量產與提供銷售平台，運用與國際合作的關係，

進行品種的測試與合作行銷，目前具體的合作項目包含：與台南改良場產學合作的水晶

花，與臺灣育種者育種包含朱槿、垂筒花、彩葉草、非洲菫等項目，與國外育種者包含

秋田大理花、加州的耐熱玫瑰等項目。

然而國際上對於花卉開發能力進展神速，項目與品種的改變也是日新月異，特別是

受到國際市場青睞的盆花項目，不管是歐美或是亞洲 (日本、以色列 )的花卉公司或集團，
都可以在很短的時間推出與趕上，或是透過併購的模式增加競爭力道，這是在國際市場

進行品種競爭上面臨的巨大挑戰。

中國花卉市場，特別是盆花產業的蓬勃發展，近 20 年來對臺灣發生重大影響，雖然
產品的往來沒有其他農產品多，但是在人才、資金、品種的交流與往來上卻是頻繁且深

遠，隨著國際級花卉公司陸續進入中國市場，臺灣業者早期在中國市場扮演的角色也在

改變，甚至有邊緣化情形，是機會或是挑戰 ? 見仁見智！同樣的，東協區域的迅速發展，
特別是發展迅速的越南、泰國與馬來西亞等國家，花卉產業隨著經濟而成長，對於臺灣

是機會也是挑戰！

蝴蝶蘭產業因為育種者眾多，所以育種能量充沛而多元化，有很強的國際競爭力，

完整的產業分工體系，業者在溫室設備上的投資，加上政府的全力支持，所以可以持續

經營海內外的市場立足於國際，是其他盆花產業值得借鏡。

業界合作的育種商業模式

氣候的暖化給全球的盆花生產者帶來困擾，但對於地處炎熱區域的臺灣卻也提供了

機會，相對於歐美與日本等盆花產業先進國家，臺灣的環境原本存在耐熱基因或是容易

淬鍊出耐熱的遺傳因子，許多熱帶與亞熱帶的花卉在臺灣容易生存，也容易進行耐熱性

狀的育種，國際間積極尋找耐熱品種的這個趨勢對於臺灣盆花產業的發展提供了絕佳的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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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可以掌控的品種，接著是開拓市場的工作，要做好國外市場的生意，必須先有

競爭熱絡的國內市場，就像打國際賽事，先要在國內進行暖身賽一樣，經過長期的觀察，

商業品種展覽是目前國際上流行又有效的作法，有鑑於臺灣商業品種展示平台缺乏，我

們透過學習國外辦理 Flower Trials 的模式，在 2019 年 4 月辦理了陽昇園藝的春季新
品種花卉展覽，希望拋磚引玉，吸引業界共同參與，在獲得業界與政府的支持，同年 10
月與埔里鎮公所在農糧署的協助下與花卉業者合作辦理了埔里地區的秋季花卉展，期間

也辦立了 2019 年臺灣盆花產業的論壇，藉由這樣的機會增加業界對話與交流並建立共
識，這類的平台交流，業者可以彼此觀摩、良性競爭，甚至找到合作的夥伴或可結盟的

異業，培養生產者尊重育種者權益的觀念。

品種權的保護固然可以透過法律來進行，但是要在產業落實，業者的尊重與共識才

是基本盤，如果對於臺灣未來有期許的盆花業者越來越多，對於品種權的尊重也如同現

代人對於遵守交通規則一樣自然，臺灣盆花產業絕對有立足國際市場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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