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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國紅龍果及百香果近年發展面臨瓶頸，紅龍果種植面積逐年增加，供需不平衡造成產

銷失序；百香果種苗外銷以供應越南為主，產業蓬勃，惟該國近期反映我國種苗品質不穩，

且越南已著手培育本土種苗，可能影響國內種苗產業發展。為規劃紅龍果外銷事業，瞭解越

南紅龍果外銷產業運作，及百香果種苗供應情形，本次越南考察 5 天行程，主要範圍集中在

南越一帶，包括胡志明市、平順省、隆安省、林同省等地，走訪百香果及紅龍果產地、集貨

包裝場、食品公司(加工廠)、零售市場通路與果樹研究機構等，瞭解該國百香果及紅龍果產業

概況與產業推動方向，蒐集該國相關資訊，可提供未來產業因應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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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越南為農產品出口大國，2017 年稻米出口量為 580 萬公噸，出口值 26 億美元，

除稻米外，蔬果產品亦是出口大宗，且持續成長，2017 年出口值達 35 億美元，創歷

史新高(資料來源:駐越南代表處網站)。 

我國紅龍果與百香果產業近五年(2013 至 2017 年)變化劇烈，紅龍果種植面積從

1,191公頃成長至 2,846公頃(增加 238%)，產量從27,600公噸增加至 66,100公噸(239%)。

國內屬淺碟型消費市場，越來越高的供應量無法與相對固定的消費端形成正向循環，

易致產銷失序。外銷可擴大需求面，有效舒緩產銷問題，惟紅龍果外銷量年僅 100 餘

公噸，須尋求突破外銷的改善之道；國內百香果種苗因品種、品質及不帶特定病毒

等特性，深受東南亞國家歡迎，近五年種苗外銷數量從 88 萬株成長至逾 800 萬株，

外銷值近 2 億台幣，以供應越南為主，近期越南反映我國百香果種苗品質不穩，部

分種苗帶有病害，另越南、中國大陸等國亦積極發展本土種苗產業，對我國百香果

種苗產業造成威脅。 

為瞭解該國紅龍果及百香果等果樹產業發展現況，協助國內產業因應及規劃未

來方向，藉由本次考察，瞭解越南百香果及紅龍果產業運作模式與後端集運及加工

處理作法，另走訪越南蔬果零售及消費市場，觀察當地各類蔬果種類、銷售與消費

模式，期從越南果樹生產、栽培、加工至消費市場端產業鏈的串聯，建構越南果樹

產業背景基礎，有利引導與輔導相關產業推動新南向政策。 

本次國外考察由公部門行政單位、產業界與果樹專家等成員組成，期以不同角

度觀察越南農業面向，透過成員間的互動討論與意見交流，讓本次參訪能有更深刻

的印象及學習，與提供不同視野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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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出國行程 

出國期間：107 年 06 月 12 日至 06 月 16 日 

時 間 行 程 內    容 

6 月 12 日 

（星期二） 
桃園→胡志明市 

 桃園機場出發赴越南胡志明市新山一

機場 

 拜訪越南南方農業研究院 

6 月 13 日 

（星期三） 
胡志明市─隆安省 

 考察濱城市場及鄰近零售通路 

 參訪 Glavico 國際食品公司 

 參訪南方園藝研究院 

6 月 14 日 

（星期四） 
胡志明市─平順省 

 參訪協進紅龍果包裝場. 

 拜訪潘切市臺商與參觀鄰近紅龍果園 

6 月 15 日 

（星期五） 
胡志明市→大叻 

 從胡志明市搭國內線航班至大叻 

 參觀當地百香果園 

 參訪 AN VAN THINH 公司食品加工廠 

 與 LAVIFOOD 食品公司業者會談 

6 月 16 日 

（星期六） 
大叻→胡志明市→桃園 

 參觀大叻蔬果集貨行口 

 從大叻搭國內線航班至胡志明市 

 胡志明市搭機返臺 

出國人員 

單位 職稱 姓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組長 方怡丹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技正 吳國政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鳳山熱帶園藝試驗分所  副研究員 劉碧鵑 

品利農場 執行長 謝明樹伉儷 

綠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黃敏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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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訪紀要 

一、 越南南方農業科學院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For Southern Vietnam, IAS) 

    本行程由越南南方農業科學研究院副院長 LE QUY KHA 博士率院內同仁接待，該

院成立於 1925 年(前身為 Institut des Recherches Agronomiques de l’Indochine)，為越南歷

史最悠久之研究機構之一，現隸屬越南農業及農村發展部(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的政府機構。該院主要負責植物品種和動物品種選育及育種研究、病

蟲害防治及開發生產技術等，相關研究產出也有辦理技術轉移，另有研究市場經濟，

農業和農村基礎設施等項目。該院研究之果樹種類包括腰果、可可、百香果、紅龍果

等，為配合我方需求，特別簡報越南紅龍果與百香果產業概況(詳附件)。 

紅龍果：越南紅龍果以白肉為主，約 70%，紅肉與粉紅種面積逐年成長，全越南

均可種植紅龍果，主要集中在南越地區，2014 年全國種植面積 35,665 公頃(以平順省及

隆安省為主)，2015 年為 39,925 公頃，2017 年增加至 41,164 公頃，產量 68.6 萬公噸。

越南 2015 年水果出口值為 9.1 億美元，紅龍果占了 60%，計 5.2 億元，約 9 成輸往中

國大陸為(2018 年 1 至 5 月統計，越南紅龍果出口值為 4.3 億美元)。 

越南紅龍果農戶平均耕作面積約 0.8 公頃，屬小農制，近年向臺灣學習以電照調節

周年生產，主產期 4-9 月，10 月至翌年 3 月採用電照。 

百香果：1970 年代開始有人種植，但在 2000 年以前僅零星分布，2000 至 2006 年

研究單位始投入研究，百香果一般單位產量約 15-25 公噸/公頃，特殊栽培條件下可達 

70-90 公噸/公頃。越南百香果主要種植區域在嘉萊(Đắc Nông)、得農(Đaቿc Nông)、山羅

(Sơn La)、多樂(Đaቿc Laቿc)、乂安(Nghệ An)及林同(Lâm Đoቹng)等省分，大多為高原地區，

合計為 5,876 公頃。目前生產面遇到的問題主要是百香果種苗來源不穩定，部分帶有病

原、農民過量使用肥料及農藥、栽培成本增加、新興果樹欠缺良好栽培模式等，近期

也到鄰近寮國生產百香果。整體來說，該國缺乏品牌，價格波動大等為主要問題，因

主要銷售至中國大陸，議價能力(籌碼)少，對農民而言，每公斤 1 美元就有利潤，價格

好時可到 1.5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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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 副院長表示，近年因國外市場需求及當地知識水平提升，越來越重視安全用藥

議題，但越南栽培技術與農民觀念仍待提升，瞭解我國農業技術先進，也具有熱帶果

樹栽培能力，希望能與我方有更密切的技術交流。 

二、 濱城市場及其他零售通路 

    濱城市場(Chợ Bến Thành)位於胡志明市的市中心(第一郡)，為大型零售綜合市場，

主要販售產品包括紡織、手工藝、花卉、水果及各式小吃等，當地人潮眾多，是觀光客

常造訪景點之一，因此，據瞭解該市場產品售價較其他地方高。該處販售水果種類包括

釋迦、芒果、荔枝、香蕉、柑橘類、酪梨、鳳梨等熱帶水果，品種與臺灣不同，另有臺

灣少見之山竹、紅毛丹、龍貢、紅毛榴槤(刺果番荔枝)、人心果、羅望子等，整體水果

外觀賣相不差，但產品售價偏高，如白肉紅龍果、紅毛丹每公斤 6 萬越南盾(79 元台幣，

以下以台幣表示)、榴槤 171 元、山竹 132 元、酪梨 66-158 元、獼猴桃 153 元、西洋梨

162 元、楊桃 51 元、刺果番荔枝 55 元、香蕉 21-38 元不等，甚至黃皮紅龍果每公斤高達

1,044 元 (79 萬盾) ，胡志明市雖為越南高物價地區，但以越南法定最低月薪約 5,270 元

台幣 (400 萬盾)來看，水果仍屬高價消費。 

    另本團於行程空檔或途中休息期間也實地瞭解周遭攤販、休息站或店家水果販售情

形，整體來說，當地水果消費並不便宜，另越南常見水果切片販售型式，並大多附上蝦

鹽等調味品，據當地人表示添加後可增加水果甜味。 

三、 Giavico 國際食品公司 

    Giavico 公司為臺灣佳美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的海外投資公司，Giavico 一詞即是

佳美公司在越南之意，本次參訪由游明達總經理接待，該公司於 1992 及 1995 年在胡志

明市建立 1 廠與 2 廠，由於該國內消費及外銷出口大幅成長，為了強化公司的產業競

爭力，必須要貼近原料產地，以快速取得原料，因此該公司 2008 年於隆安省建立生產

基地，目前工廠面積 12 公頃，員工 1,000 餘人，每日處理及加工的蔬果原料逾 600 公

噸，採用的水果種類金桔、紅毛榴槤、西瓜、鳳梨、西印度櫻桃、木虌果、紅龍果、

百香果、蘆薈等，生產品項包括果汁、果粒、罐頭、椰果、快速冷凍(IQF)、生技類開

發(面膜、人工皮)等。除自主生產外，另提供 ODM 及 OEM 服務。 

    游總經理表示，該公司約 16-17 年前從臺灣引進百香果到越南(林同省)種植，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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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年推廣，面積擴大至 1,000 公頃，隨後陸續發生病毒病害問題，導致產區逐漸北

移，甚至移到鄰近寮國等地。該公司重心仍放在鮮果收購，但已另評估從源頭種植開

始掌控，規劃設置種苗場與建立病毒檢測技術，以維持百香果質與量的穩定，但有幾

點仍待克服，包括具規模之種苗場投資金額約 200 至 300 萬美元，即便投資仍無法確

認後續生產健康種苗之成功率；另越南農民大多對「臺灣」品牌的種苗比較有信心，

甚至有假冒臺灣的品牌對外販售的情形。目前該公司擬導入臺灣的技術與品種生產供

應種苗，期建構農民的信任，但農民的栽培觀念也需要進一步的提升，例如對於病原

株的處理、果園植株的更新頻率等，另外生產總部需要農業管理人才，整合當地農民

的栽培田區與一貫化的模式，如此才能有效的控制病原的蔓延。 

    目前健康種苗的取得仍是該公司的當務之急，越南政府採用審批制度管理百香果種

苗輸入，對於我國近期種苗品質不穩傳聞已有所聞，已評估採取較嚴格的進口管理作

為。方組長向業者表示，我國已於 2016 年底公告百香果健康種苗三級生產繁殖制度，

持續輔導業者取得驗證，屆時將公布通過名單讓有意購苗者參考，未來也將配合產地

到邊境的抽檢方式，保障購苗者的權益，持續維持臺灣百香果種苗安全、良好的形

象。 

    越南百香果以一級果品質最高，為鮮果用途，產地收購價 1 公斤約 26-39 元 (2 萬

至 3 萬越南盾)，三級果品質最差，做加工用，目前當地生產的種苗，果實較不耐貯

運，加工果比例高，臺灣產的種苗果實品質優良，鮮果比例最高可達 85-90%，所以越

南農民對臺灣的種苗依賴程度相當高。  

    另外本團成員詢問紅龍果汁是否具有市場規模，游總經理說明，該公司每年均有生

產紅龍果汁，但該產品並非主流，本身果汁含量不高，風味不明顯，較適合作為果汁

基底，搭配其他水果，目前只有因應客戶的需求才會生產。 

    近年臺越農業議題如茶葉疑似種植在落葉劑使用過的地區、百香果種苗問題等，業

者無法直接與越南官方溝通，駐越代表處也缺乏農業背景人員協助與越方對話，造成

業者諸多困擾，游總經理建議農委會應於越南派駐農業專責人員，負責與越南農業部

門的對話，減少溝通上的落差，也可以執行新南向政策的相關業務。 

    該公司每日處理食品原料非常多，另外請教該公司如何處理農業廢棄物，是否另有

再利用，游總經理表示，目前食品原料加工後的殘渣，因每日產出種類、數量各有差

異，無法「穩定產出」某項廢棄產物，仍暫時當成一般廢棄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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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南方園藝研究院(South Hort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SOFRI) 

    該院前身為南方果樹研究院(Southern Fruit Research Institute, SOFRI)，本次參訪與該

院 NGUYEN VAN HOA 院長、副院長與院內植病及栽培管理專家座談，院長提到國立

中興大學與該院有長期的合作關係，該院百香果種苗栽培、病毒檢測均由該校協助導

入與改善。 

    該院於 2005 年及 2012 年育成 Long Dinh 1 號與 5 號品種紅龍果，均為紅肉種，目

前栽培面積逾 5,000 公頃，其中 LD1 品種特性為容易開花，每公頃產量 40-50 公噸，3

至 8 月為自然花期，9 月至 2 月可電照催花。該品種現場試吃口感不錯、無異味、甜度

頗高，具競爭力。 

    針對導入 GLOBALG.A.P.標準，NGUYEN 院長表示美國及澳洲有投入相關計畫協

助該國建置 G.G.A.P.標準(含前身 EUREPGAP)，該院有人員通過訓練成為稽核員，惟目

前紅龍果通過驗證面積不到總面積 1 成(2017 年面積為 41,164 公頃)，主要銷售市場為

歐盟。 

    越南雨季明顯且長，導致紅龍果病蟲害嚴重，採用套袋處理可以改善，但成本較

高且費工，當地農村有缺工問題，年青人大多選擇到市區工作，農民套袋的意願不

高，越南紅龍果多採用單柱栽培方式，也是基於可減少人工修剪的困擾。本團產業代

表表示臺灣紅龍果部分已採用網室栽培，可免去套袋的困擾，NGUYEN 院長表示當地

農民也知曉該等栽培模式，但成本過高，農民大多不願意投資。 

五、 協進紅龍果包裝場 

    該包裝場位於平順省，現場設有配置圖，標示冷藏庫、包裝材料庫、集貨區、選

別區、清洗區、員工休息室等區域，盥洗室另於包裝場區外，動線布置明確，另有勞

動公約看板明訂員工作業規定。業者表示該公司只負責包裝與運輸，未涉及種植生產

及未與農民契作。由於越南未建立批發市場模式，農民種植面積小，銷售管道有限，

缺乏議價空間，因此大多直接交貨給包裝場，業者表示近年紅龍果面積快速增加，該

省就超過 400 間類似的包裝場，競爭激烈，彼此間也有互相喊價收購的現象。該公司

紅龍果主要銷往中國大陸，每年出貨可達 1,000 貨櫃，每貨櫃獲利逾 1 萬元。 

    現場作業人員約 30 人，紅龍果從田區採收後至包裝場，作業模式為：以外觀及大

小先進行人工分級(分 4 級)、利用紅龍果清洗機進行清洗、單果套入塑膠袋並放入紙箱



9 
 

(每箱約 18 至 21 果)，最後放置於冷藏庫貯存、整櫃出貨。紅龍果清洗機主要為去除蟲

卵與表面髒污，流程最後會利用高壓空氣去除表皮水分，但無法完全去除，工人包裝

時果皮表面尚存水分，推測清洗用水可能添加殺菌劑以避免潮濕導致果實腐爛。現場 6

座冷藏庫溫度從 2.6 至 6.2˚C 不等，業者表示俟果實貯放完畢後會統一降至 0˚C，整體

來看，該包裝場從採收至出貨之冷鏈系統尚未完善，應有改善空間。 

    國內紅龍果於乾旱季節易發生煤煙病(俗稱黑煙)，造成果皮表面污黑，影響賣相與

品質，隨團成員觀察紅龍果清洗機整體清洗效能不錯，評估引進使用。 

六、 潘切市臺商張興邦果園與鄰近紅龍果園  

    張興邦先生果園是向越南政府租借，期限為 50 年，面積逾 200 公頃，早年種植紅

龍果，因人力、檢疫問題致獲利不易，近年改植波蘿蜜與檳榔。張先生表示越南人力

短缺問題嚴重，特別是他的果園地處偏遠，人力需求不易填滿，所以選擇栽培省工的

果樹類，近年檳榔售價良好，主要銷往印尼、菲律賓等地，漸以改植檳榔為主力。 

    平順省紅龍果產地價格，紅肉品種每公斤 9 元至 35 元(7,000 至 27,000 越南盾)不

等，白肉品種 4 元到 17 元(3,000 至 13,000 越南盾)之間，主要依品質而定。越南紅龍果

常見種類為紅皮綠鱗片，為增加賣相，通常會進行荷爾蒙處理將鱗片拉長，當地農民

表示，鱗片處理分別於開花後 20 天與接近成熟期處理 2 次，須逐果每個鱗片塗抹，已

知使用兩種藥劑，一種為 GA3，另一種包裝標示不明(如圖 25)，使用倍率為 0.5 公升水

加入 1 包。 

七、 大叻地區百香果園 

    該行程由 LAVIFOODS 食品公司丁副總經理(DINH HUNG DUNG)與員工陪同導

覽，該處果園約 2 公頃，使用臺灣種苗，該區的產地價格每公斤約 18 元(1.4 萬越南

盾)，消費者實際消費約 52 元(4 萬越南盾)。現場觀察部分百香果病害嚴重，農民因百

香果種苗價格高(每株 1 美金以上)，通常會收到無果可收為止，即便因此導致病害蔓

延，無法判斷是否與臺灣種苗有關。 

八、 AN VAN THINH 冷凍食品公司 

    本行程由 LAM NGUYEN CONG 總經理接待，該公司成立 11 年，年營業額約 400

萬美元，目前員工約 150 人，主要業務包含蔬果加工、冷凍(IQF)、濃縮果汁等，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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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陸為最大市場，另外亞洲、歐洲或非洲均有銷售。該公司直接與供應商簽約購買

原料，全年訂定單一價格，為維持品質，該公司派員至供應據點駐點檢測。LAM 總經

理帶領本團參訪該公司生產動線，大致流程與國內冷凍食品加工廠類似，另觀察到該

公司部分加工設備是向彰化縣埔心鄉某機械公司購買。 

九、 與 LAVIFOOD 食品公司業者座談  

    LAVIFOODS 食品公司成立於 2014 年，主要生產項目與 AN VAN THINH 公司相

近，為維持品質，該公司自主生產 16 種水果，及引進臺灣品種，台農 17 號鳳梨及芒

果，總面積達 1,172 公頃，其中 500 公頃與農民契作。該公司近年也受百香果種苗品質

問題困擾，為了解決問題，已與臺灣百香果種苗業者合作，於胡志明市西邊的西寧省

種植 2 公頃的百香果苗示範園，從栽培模式、種苗引進與技術指導，均採用臺灣模

式。該示範果園 6 月剛種植，預定 12 月辦理觀摩，邀請當地農民參與，倘若可行，將

擴大生產面積。該公司丁副總表示對我國紅肉種及加工用品種之番石榴品質非常肯

定，希望能引進種植，方組長表示番石榴屬管制品項，輸出前應檢附農委會同意文

件，倘所需品種在臺灣無品種權或較久遠之品種，在雙方權益合理情形下，建議可透

過臺越農業合作會議向我方提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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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一、 越南近年盛行臺灣茶飲文化，國內知名品牌如貢茶、都可茶飲(COCO)等紛紛駐點開張，

本次行程觀察到胡志明市茶飲販售價格約與臺灣相當，人潮眾多，部分店家原料強調

來自臺灣，消費者認同度高，並可進一步瞭解該等茶飲店原料取得方式，與國內農產

品加工業者結合，除可減少檢疫障礙，並增加農產品銷售管道。 

二、 越南政府於 2008 年推動越南版的良好農業規範(VietGAP)，本次參觀各式零售通路，僅

在茶葉產品上看到印有 VietGAP 標章，陪同本次參訪行程之當地人員對該標章也不甚

瞭解，顯示 VietGAP 標章推廣仍有成長空間。 

三、 本次拜訪臺商均有反映、建議駐越代表處增設農業駐點人力之需求，評估為加速推動

新南向政策目標，以及建立臺越農業順暢之溝通管道，本建議建請相關單位參採。 

四、 越南近年引進臺灣百香果種苗繁殖技術、研究人員、種原及病毒檢測技術，試圖建立

該國的健康種苗生產模式，取代進口依賴，對國內種苗產業已造成威脅。我方應思考

如何持續保有臺灣百香果健康種苗競爭力，目前主流品種為臺農一號，該品種於 60 年

代期間育成，無品種權，至今仍難以被取代，國內仍應積極育成新品種及申請越南品

種權，以取得領先，另也應持續輔導業者參與百香果種苗病害驗證作業，建構完整健

康種苗生產及檢監測模式等，維護出口品質。  

五、 越南紅龍果近年生產面積快速增加，已成為該國最重要的外銷水果品項，該國對紅龍

果產業之戰略思維以外銷導向為主，針對目標國家需求開發對應產品，如針對中國大

陸市場對於果實外觀以紅皮綠鱗片的喜好，使用藥劑處理，提高鱗片的鮮度及長度(鮮

綠硬挺)、櫥架壽命與賣相；對歐美市場則參與 GLOBALG.A.P.驗證，目前面積達 400 公

頃，持續成長中。臺灣近年在食安認知上，對於果品採後處理已少用化學資材(如生長

調節劑)來延長櫥架壽命，易導致採後處理病害比率增加，且櫥架壽命較短，加上我國

紅龍果生產成本較高，均不利於外銷市場的競爭，應思考如何提昇臺灣的紅龍果在國

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以往臺灣農民自傲的是果品品質、風味、安全性等優於其它國家，

但出口所講求的是外銷市場的需要價量及供應穩定，需根據外銷市場所喜愛的品種、

果重需求規格等來生產。臺灣須持續培育耐運輸、果皮厚、鱗片不易褐化、果皮美、外

觀佳的品種，與建立出口作業管理生產模式與採後處理技術，才有助於外銷事業的拓



12 
 

展，另我國紅龍果目前尚無通過 GLOBALG.A.P.驗證之業者，由於國內生產成本較高(約

18 元/公斤，設施栽培 22-26 元)，且部分外銷國家(日本)需通過檢疫處理，加上驗證費

高等理由，都將增加外銷成本，不利市場競爭，建議應先確認目標市場、分析市場後

再評估投入 GLOBALG.A.P.。 

六、 越南與臺灣的生產模式相似，兩國皆以小農(小面積)居多，如何整合小農的產能，有效

擴大外銷作業能量，關鍵應在於包裝集貨場的吞吐量與調節出貨的冷藏冷鏈貯藏技術。

就本次參訪的包裝場而言，收購商與包裝廠整合小農的果品，每日產能集中，成為供

應量能強大且穩定的供貨商，國內現階段較缺乏此類的集貨單位來處理小農的果品，

個體農戶生產的紅龍果品種繁多，其果形、鱗片樣態均不一，各家農戶的包裝方式、

裝箱技術也不相同，採後病害(如濕腐病)無法有效抑病與隔離，常有出口商發現出口到

國外的紅龍果一拆箱後滿是腐爛汁液溢出，造成出口商的損失，影響繼續出口的意願，

亟需建立大型理集貨包裝廠，統一進行果品採收後的選果及處理作業。 

七、 本次沿路途中所見紅龍果田區，栽培模式仍以傳統單柱式栽培為主，該方式較省工，

惟枝條層層堆疊，常見感病廢園。南方園藝研究院的試驗田區所見的 T-Bar 支架生產模

式與國內所用的連排式 A 字或 T 字相似，顯示其作法係參考國內作法再加以改良，該

院研究人員也表示，對於紅龍果與百香果的品種選育工作雖已有相關試驗投入，但選

擇臺灣的品種進行推廣是為較快速的做法，為免品種及技術流失，國內需有對應的防

範做法。 

八、 越南紅龍果為求鱗片鮮綠硬挺所使用的藥劑，有時因施用過量或是施用方法不當，而

有鱗片卷曲、萼端鱗片抽長、果皮不轉色、果實風味不佳等情況。此種外觀異常的特

性可做為越南產與國產品的指標，幫助一般消費者辨認。106 年 6 月起國內開放越南產

的白肉種可經蒸熱檢疫後輸入，可能對國內紅龍果產業造成衝擊，該國具生產成本低

的優勢，國內生產者除了提升自有果實品質以外，宜增加果品附加價值，如品牌化、

產銷履歷等驗證標章等市場區隔。  

九、 越南加工品(如果乾)種類繁多，但賣相、品質普遍不佳，且包裝精緻度有待提升，農委

會近年積極輔導業者開發加工品與包裝進化，加工品已成為強項產品，應可進一步評

估打入新南向市場。 

十、 過度單一市場的依賴會有問題：越南 2018 年 1 至 5 月出口值達 16.6 億元美元，其中中

國大陸就占 12 億美元，美國、日本、南韓與泰國分居第 2 到第 5 名，總計不過 1.7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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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資料來源:駐越代表處網站)。越南與中國陸運暢通，檢疫較不嚴謹，惟因過度依

賴，恐將提高越南農產品出口集中之風險，業者表示中國當局曾採行較嚴格的管控措

施來限制越南出口數量，影響頗深，目前該國仍在尋求開發其他市場以分散風險，該

等情事與我國狀況類同，值得觀察越南後續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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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照片 

 

圖 1、與越南農科院(IAS)座談 

 

圖 2、越南農科院(IAS)與參訪團合影 

 

圖 3、濱城市場水果攤商一隅 

 

圖 4、常見水果切片 

圖 5、水果切片搭配蝦鹽 圖 6、超市常見截切水果盒 

 

圖 7、東南亞特有熱帶水果-紅毛榴槤 

 

圖 8、黃皮紅龍果品種每公斤約 1,044 元臺

幣(79 萬越南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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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東南亞特有熱帶水果-龍貢 圖 10、越南水果常見堆放方式 

 

圖 11、胡志明市較高級的超市水果陳列情形 圖 12、拜訪 GIAVICO 公司 

 

圖 13、與 GIAVICO 公司人員合影 圖 14、於南方園藝研究院(SOFRI)試驗田

交流討論 

 

圖 15、南方園藝研究院(SOFRI)試驗田，測試

臺灣(左)與越南(右)栽培方式 

圖 16、果實蠅為害(紅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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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與南方園藝研究院(SOFRI)人員討論

交流 

 

圖 18、於南方園藝研究院(SOFRI)大樓合影 

 

圖 19、南方園藝研究院(SOFRI)育成紅龍果

品種(LD1 號) 

 

圖 20、協進紅龍果包裝場配置圖 

 

圖 21、人工選別分級 

 

圖 22、紅龍果清洗機 

 

圖 23、張興邦先生農場，員工進行檳榔分

級作業 

 

圖 24、與張興邦先生討論檳榔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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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紅龍果鱗片拉長使用的藥劑 

 

圖 26、越南紅龍果普遍採用單軸式栽培 

 

圖 27、與 AN VAN THINH 公司座談 

 

圖 28、參觀 AN VAN THINH 公司加工生產

作業 

 

圖 29、人工去除荔枝種籽 

 

圖 30、人工去除釋迦種籽及果皮 

 

圖 31、百香果急速冷凍(IQF)樣品(去籽) 

 

圖 32、冷凍紅龍果汁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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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與 LAVIFOODS 公司人員，於大叻百

香果園區合影 

 

圖 34、百香果染病情形 

 

圖 35、茶葉產品印有 VietGAP 標章(藍色圖

示) 

 

圖 36、越南果乾產品(一) 

 

圖 37、越南果乾產品(二) 

 

圖 38、大叻市場蔬果販售情形 

 

圖 39、大叻地區蔬果集貨行口(一) 
圖 40、大叻地區蔬果集貨行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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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茶飲店

販售的 檸檬綠

茶，售 價約 47

元臺幣(36,000 越南盾) 

 

圖 42、大叻地區生鮮超市 

 
圖 43、林同省大叻地區海拔 1500 公尺，全年均溫 17-25℃，為越南重要蔬菜及花卉產區，

多為設施栽培 

 
 圖 44、大叻地區設施大多採用簡易型塑膠布溫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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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 

越南當地媒體報導臺灣參訪團拜訪南方園藝研究院(SOFRI)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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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紅龍果產業概況-越南南方農業科學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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