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切花產業
立足國際市場之評析
福爾摩莎園藝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彭福全

前言

花與生活，開啟了切花產業的發展，不論是出生慶賀、生日祝福、情人的追求、寺

廟的祈福、清明掃墓、畢業祝賀、會場佈置、餐廳旅館美化、住家妝點…等，切花都是

必要的選擇；然而她美麗的身影，高貴氣質，優雅呈現，是經過無數有耐心的育種家、

管理細心的種苗生產專家、切花生產專業職人、市場運銷業者，  共同努力之下的成果。
接下來 ~ 讓我們一起回顧臺灣的切花產業發展，看看目前面對的問題，想想未來的挑戰。

從菊花、劍蘭、玫瑰開始了商業生產的初始，花農從農藝作物或蔬菜轉作切花，自

己繁殖種苗、也自己種植切花，農民還自己販售。1971 年生產面積達 234 公頃，開始
外銷香港；1973 年能源危機後，日本人也到臺灣來採購菊花。

1980 年到 1999 年這 20 年當中，生產面積從 898 公頃增加到 3,352 公頃，成長了
2.7 倍；產值從 3.3 億增加到 13.8 億，成長了 3.1 倍。

由於切花進口商進口許多新興花卉，帶動了臺灣切花產業新的轉變，不只是菊花、

劍蘭及玫瑰；市場上充滿著各式各樣的新花種、新品種、種類繁多。如鬱金香、非洲菊、

水仙百合、小蒼蘭、百合花、火鶴花及各類蘭屬…等。然而並非每項新興花卉都能持續

發展，新興切花的產值是菊花、百合、火鶴、玫瑰、劍蘭、洋桔梗開始嶄露頭角。

臺灣進口業者每年前往參觀荷蘭園藝資材展，從中選購新花種、引進品種及資材，

加快了臺灣切花產業與國際接軌的重要關鍵。只是臺灣花卉產業、此時還未有智慧財產

權保護的觀念，影響了後續新品種採購與是否能同步的關卡。這個時期也是臺灣花卉產

這是一個臺灣切花產業奠基的時代、一切都是自己摸索，當時會說日文的種子行，

靠提供日本的種子公司生產的自交系的種子及簡單的栽培資料，開啟了切花生產的時期。

臺灣切花產業的萌芽期 1960 年 ~1979 年

臺灣切花產業的成長期 1980 年 ~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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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學習成長活動的與盛年代，經常有研討會的舉行、觀摩會的舉辦，甚至有由專家學者

組成的產業輔導團隊，進入產業、走進花園，直接給予現場的健檢與指導，也舉辦國際花

卉展暨國際研討會，當時的產業充滿著活力，應該可說是臺灣切花產業的黃金年代吧！

這個階段 ~ 臺灣切花的品質與數量，已經滿足了臺灣市場的需求，具有進軍提供海
外市場的服務條件。在臺灣區花卉輸出公會 - 老理事長李仍亮老先生的帶領之下及農業
試驗所黃肇家博士等重要研究人員的協助下，讓臺灣切花可以突破海運運輸的瓶頸，以

冷藏貨櫃輸入日本，大大提升競爭力與獲利率。

從 1980 年切花產業的成長期到 2020 年，經歷了 40 年，目前已經走到了第二代接
班的時期。由於臺灣的切花生產者，在過去 40 年辛勤經營當中除蝴蝶蘭切花業者之外，
因為種種原因而沒有走向企業化的經營。因此，第二代接班的意願並不熱絡，又加上沒

有引進機械設備也沒有投資設施，仍然處在勞力密集的經營模式，又加上勞力取得不易

的情況之下，更讓接班意願望之怯步。

這幾年來全球暖化造成的氣候異常，切花生產面對了質量不穩定度、天候風險嚴峻

的挑戰。我們的重要切花市場日本，花卉消費也開始有了改變。截至目前花店與通路的

銷售並駕齊驅、各佔 35% 與 36%，日本經濟發展的困境，也深深影響著切花的消費。

年輕世代的生活習慣與文化，挑戰花卉消費的未來發展前景。看臺灣與日本花卉消

費市場的發展趨勢差異不大，值得關注並提出長遠及有效的解決方案。

當時李理事長帶領著輸出業者，前往日本推廣臺灣切花不遺餘力，奠定了臺灣目前

文心蘭、火鶴花在日本市場幾乎完全佔有，更奠定了臺灣切花在日本市場的良好基礎。

因此，後續的洋桔梗、蝴蝶蘭切花也都能迅速地在日本市場佔有最重要的地位。

2000 年開始，日本花卉的消費開始下滑，花店的家數也開始縮減，進口種球、種苗
的數量也同時減少，而臺灣切花出口日本的數量、仍不斷的攀升，是由於日本人口結構

老化的影響、退休的切花生產人數多於新進或接班的人數，此時日本產業已經走向後成

熟期。

從日本切花產業的狀況，我們了解到一個國家的產業如果只依賴國內的市場，必須

面對人口結構老化的衝擊，在數十年的成長期之後就面臨產業衰退的挑戰，值得我們深

思啊！

臺灣切花產業的成熟期 2000 年 ~2019 年

臺灣切花產業的挑戰期 2020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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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想 ~ 這是臺中區農業改良場舉辦這次的研討會，邀請產業的先進，一起回想過
去、看看現在、探索未來的目的吧！

臺灣切花目前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項目，如火鶴花、文心蘭、蝴蝶蘭切花，一直以來

都以日本為目標市場，因為在臺灣生產這些切花具有氣候條件的優勢，而地理位置更贏

得了運輸的競爭力，海運運輸更是我們獨霸日本市場的關鍵因素之一。

所有產業的發展，人才是一個關鍵的因素。談到這個命題就想到荷蘭花卉產業有亮

眼的發展，產業人才的培育、學校教育與產業接軌，學生走進產業、課程規劃跟上新商

業模式、貼近市場需求的研究、運用科技技術打造高效即時的供應鏈、重視產業永續、

著眼國際市場經營人才培育，才能有如此的成果。

但是火鶴切花逐年萎縮、文心蘭已經觸頂、僅蝴蝶蘭切花逐年成長。探究原因不難

發現，火鶴花長久以來以生產導向思維，供應鏈成員能以「國際市場作為長期經營規劃」

的探討有限，僅就海外市場與臺灣市場的價格好壞作為出貨的安排，沒有清楚發展的目

標與定位，二代接班意願不高、是目前火鶴切花產業的瓶頸；文心蘭切花除面臨上述問

題外，品種開發的持續性、多元性不足，也限制了持續發展的機會。

目前尚未看見具有前瞻性的項目及探究臺灣切花進入國際市場發展的規劃；很期待

透過本次研討會能形成共識，產、官、學、研密切合作、以貼近目標市場、整合供應鏈

的資源、進行現有切花作物的國際競爭力盤點，作為持續拓展國際市場為目標的發展規

劃；同時快速進行臺灣切花產業發展新項目開發的計劃，但希望要以市場導向的思維來

進行。

臺灣切花立足國際市場的瓶頸

臺灣切花立足國際市場的準備

在花卉產業工作這段時間，經常有一個想法浮現在腦海「臺灣花卉產業怎麼會走到

這？」，「未來又要走向何處？」，「產業的發展是沿著過去的路、一直走下去」，「還

是依循著環境的改變、消費行為的不同、商業模式的創新、科技的研發，走向轉型升級、

價值創新」，但務實來看、眼前產業的現況，我們不得不承認的事實，就是除了蝴蝶蘭外、

其他花卉都是屬於低資本投入、高勞力密集，靠天吃飯的產業。再看看我們的供應鏈，

許多切花的品種來自於荷蘭、日本、美國、以色列，種苗及種球也是來自於臺灣以外的

其他國家。

臺灣生產的切花、可說九成以上，進入了臺灣的五個拍賣市場，這種單一的通路、

回顧過去 30年來至今，都沒有什麼改變。這種一成不變的產業供應鏈，讓我們擔心的是，
新的商業模式以及消費行為的改變，如果切花產業沒有即時的轉型、提升服務的量能，

未來整個產業會面臨非常重大的挑戰與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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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花卉產業發展定位更以人類生存面臨的挑戰，天然資源沒有節制的使用、甚至

浪費而開發的精準耕作、作為產業發展定位與人類責任。如此的高度與長遠的目標其實

是臺灣這個島國在思考切花產業發展時的重要核心理念。

所有產業的發展、找到明確的定位，是產業發展規劃的第一步。臺灣切花產業也不

例外，我們是要從切花的育種，還是種苗的生產供應，或者是切花商品的生產，或者是

開發切花國際交易平台 . . . 等等方向，作為臺灣切花產業發展的定位呢？也期待透過這一
次的研討會及在座先進前輩們的睿智、共同找到清楚明確的發展定位。

產業的發展需要完整的產業資源整合，產、官、學、研合作、擬定具國際市場競爭

的清楚目標，依據目標設定並展開年度計劃，更需要有百分百的執行力來推動，計劃年

限以計劃完成目標所需時間為依據。目前切花產業的產官學研資源運用效益有限，會是

未來產業發展很大隱憂，尤其是各切花項目社團組織，更需要擔任起永續發展的責任，

協會領導人要登高望遠、帶領產業看見即將面對的問題與挑戰，共同找出發展的途徑，

並帶領二代接班，一起走向學習成長的道路。

大家可能會問到底臺灣切花產業要在世界地圖上、還是亞洲地圖上找到自己的定位

呢？在研討會當天，一起來聽聽大家意見 ~ 我們共同努力來找答案，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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