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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拓全球市場，農產外銷創新局

壹、前言

臺灣農業具有優良栽培管理及品
種育成等技術優勢，可生產高品質農
產品，惟考量我國農業形態及限制，
面對其他國家的價格戰及跨國企業之
規模化生產競爭，外銷出口無法以價
格與之競爭，而必須著重於發揮品質
及風味之優勢，創造差異性。

近年輸澳鳳梨及輸美番石榴等
外銷准入突破，為開拓我國新興外銷
市場一大利基，惟為符合輸出國檢疫
條件，實際輸出時仍必須克服檢疫障
礙。以輸美番石榴為例，其檢疫條件
為1℃以下連續17天之冷藏處理，因
番石榴為亞熱帶水果，連續低溫容易
產生寒害現象，加上貿易商為避免運
輸期間升溫而不符檢疫規定，有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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櫃前預冷及運輸貨櫃溫度設定過低情
形，導致凍害發生。由於生鮮農產品
具不易保存特性，若無法確保到貨品
質及提供優質消費體驗，面對國際市
場價格競爭，可能降低進口我國農產
品意願。因此，如何透過建立冷鏈技
術標準化管理流程改善外銷農產品品
質，已是刻不容緩的課題。

貳、預冷及低溫貯運為農產品保鮮關鍵

目前臺灣農產外銷雖已有許多
貿易商努力經營，然而外銷果品受到
產季、檢疫規定及外銷訂單不穩定等
因素影響，常有不同品項併櫃出口情
形，易發生供貨品質不穩定情形，究
其原因，去除極端氣候等不可抗拒之
因素，可發現其缺乏良好採後處理標
準化處理流程，例如：高溫下採收、
採收後未進行預冷作業或於集貨場長
時間堆置或貯運條件不當等。

由於生鮮農產品採收後仍具有生
命力，高溫會加速呼吸、蒸散及老化

等生理作用加速，導致
外觀發生皺縮或萎凋等
品質劣化現象。因此，
利用預冷在採收後快速
移除田間熱，是維持品
質的關鍵技術，再搭配
低溫環境運輸及貯藏，
可有效降低產品劣變速
率，維持產品新鮮度。

隨著消費習性改變及電商通路
蓬勃發展，低溫調理食品冷鏈物流技
術已相當成熟，配送網絡甚至已發展
至全球配送；但生鮮農產品之生理特
性畢竟與食品不同，運銷過程中的溫
度、氣體組成及濕度變化都會對其品
質產生影響，從採收、集貨、包裝、
運輸到批發零售的環節都需要予以考
量，以建立最適化的作業流程。

農產品冷鏈的概念是將各個低溫
技術結合在低溫物流的架構下，減少
運輸過程損耗，將優質農產品陳列於
貨架上供消費者選購，同時也確保生
產者、物流業者及通路業者的利益。
因此，農產品冷鏈需依照不同農產品
種類及消費地遠近不同發展出適合之
保鮮技術，並考量運輸成本及所需時
間，進行溫濕度管理及避免混裝併櫃
所造成溫度不適或異味等問題，較工
業上的冷鏈物流技術複雜許多。

參、 長程貯運技術為外銷成功關鍵因素

一般供應國內消費及短程外銷市

輸美番石榴集貨包裝場分級作業情形。
照片提供：國立中興大學林慧玲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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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成本甚高且有裝載空間限制，初期
海運歐美，須在黑暗下運輸25∼30
日，出口初期，腐損率高達30%以
上，良率亦低。後經由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簡稱農委會）農業試驗所黃肇
家博士研發海運外銷技術，從貯運前
苗株乾旱處理（水苔含量10%∼15%
以下），到研發頂吸式壓差預冷技術
（搭配上下打洞專利通氣紙箱，可於
2小時內將棧板中間層紙箱心部溫度
降到20℃），以及找出海運最適溫度
18∼20℃及濕度低（90% RH以下）
環境，成功建立蝴蝶蘭海運外銷作業
模式，其運費成本較空運節省約70%
且海運可大量裝載，腐損率從30%以

場的農產品因運輸距離短，產地集貨
包裝場普遍未重視預冷作業，但隨著
短程外銷市場逐漸飽和，亟需開發遠
程市場及其配套貯運技術。

一項成功的農產品長程貯運技術
開發，對國內產業帶來的影響與效益
甚鉅。以我國蝴蝶蘭產業為例，94年
美國允許我國外銷蝴蝶蘭可帶栽培介
質出口，從95年海運開始後大幅提
升（至今增加3倍以上），108年蝴蝶
蘭出口值占總花卉出口值之53%，
並以美國為主要外銷國家，其外銷歐
美可快速擴增，研發及應用蝴蝶蘭海
運採後處理及貯運技術為重要成功關
鍵。因蝴蝶蘭成熟株體積大，空運運

輸美番石榴產品。
照片提供：國立中興大學林慧玲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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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降至3%以下，且良率提升，外銷
量大幅成長，並陸續開拓美國以外的
歐洲市場，迄今蝴蝶蘭仍是我國最重
要外銷花卉。

肆、結合場域實證，聚焦開發農產品

冷鏈保鮮核心技術

由於國內蘭花產業的外銷特性，
業者規模較大且蘭花產值較高，業者
較願意投資於生產及採後處理設施設
備升級，其作業環境及產銷作業流程
均已建立標準化模式。相較之下，國
產水果外銷供應鏈各位階之業者間資
訊流通度低，猶如多頭馬車各自為
營，造成許多關鍵資訊如冷藏時間及
溫度等參數，常為各家廠商各自摸索
測試所得之know-how，若到貨品質
不良或損耗率過高，易引發後續履約
糾紛，影響國外買家下單意願。

為優化國內農產品冷鏈保鮮核心
技術，農委會自本（109）年起整合國
內大專校院及所屬試驗改良場所研究
人員之科研量能，針對具有外銷潛力
之農產品標的品項（如番石榴、鳳梨
等）開發預冷及長程貯運技術，期針
對外銷市場建立適切採後處理流程，
以維持我國外銷農產品到貨品質，減
少運輸過程之損耗，拓展外銷市場供
應量。優先選擇之標的品項係依產業
現況分析，包括採前生產端、到採後
處理、集貨、包裝、加工、配銷及營
運等各個節點之產業需求，並配合各

輸美番石榴冰水預冷模擬試驗。
照片提供：國立中興大學林慧玲教授。

冷鏈專家輔導團至科研計畫合作場域輔導訪視。

節點之技術價值鏈現況進行先期技術
缺口盤點，對應找出關鍵品項及技術
需求。由於冷鏈技術研發及前期設備
導入均需要資源投入，產業端應用時
亦需要對應投入資金及人力，必然導
致成本增加，業者投入前亦會評估其
投資報酬率及誘因，因此必須選擇具
產業規模及競爭力之業者，才有後續
技術擴散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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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農產品冷鏈科研計畫以發
展具產業應用性之技術為目標，研究
人員於研發期間需與合作社場密切合
作，瞭解產業現況及業者需求，並針
對外銷市場開發適合之冷鏈技術標準
化作業流程，例如：最佳採收成熟
度、採收時間、採收方式、預冷方
式、集貨、包裝資材及貯運條件之建
立等，必須同時加入外銷檢疫條件作
為關鍵技術開發研究之可行性評估並
進行模擬海運及實際試銷，優先於場
域進行實證以確保技術可行性。同
時，農委會邀集採後處理、農產運
銷、預冷機械及冷鏈物流之專家學者
組成專家輔導團，實地訪視計畫執行
情形及場域作業現況，提出改善建
議，不僅可促成產學研技術交流，亦
可培育國內採後處理人才。依本年場
域訪視結果發現，國內集貨社場環境
及作業方式普遍有待改善，部分場域
即使有預冷設備或冷藏設備，但因缺
乏農產品冷鏈觀念及操作知識，未能
使設備發揮其最佳效益。

伍、結語

本年農委會除投入研發農產品冷
鏈技術外，亦初步分析美國、日本、
韓國及香港等主要外銷市場進行法規
等出口關鍵要素，同時盤點新南向國
家（印尼、越南及馬來西亞）等新興
市場需求，蒐集我國農產品出口所需
相關法規（包括對口國家及貿易商）、
冷鏈條件、通路現況及供應鏈實際操
作方式，期搭配穩定品質之手段，逐
一改善供貨量不足等商業貿易疑慮。

面對新興市場的檢疫要求及長程
運輸之挑戰，仍有賴產官學研密切合
作，針對產業痛點進行場域改善，確實
考量實務上之可行性，協助建立農產品
外銷冷鏈技術標準化作業流程，以全鏈
角度思考技術應用場域及各節點條件之
建立，系統性整合讓冷鏈科技成果落實
到產業應用，並輔以合作場域預冷及冷
藏設備升級及產銷輔導誘因，形塑產業
導入冷鏈技術之拉力，共同攜手產業提
升我國農產外銷競爭力，達到拓展新興
外銷市場之目標。

冷鏈科研團隊及專家輔導團產地參訪及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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