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民國54年開始，蓮霧逐漸在林邊受到地層下陷影響、土質鹽份較高區域栽種。

在一群在地農民不斷的改良下，林邊的蓮霧品質逐漸改善，市場上打出口碑，而有「鹹

水蓮霧」之稱。在蓮霧收益遠勝稻米、以及香蕉開始走下坡情況下，越來越多農民轉植

蓮霧。在民國63年時，屏東蓮霧種植面積上只佔全國一半，全國亦僅有數百公頃。但到

了民國70年時，可謂是屏東蓮霧種植的轉捩點。一方面在種植技術上，開始從粗放式種

植轉變成為專業式管理，另一方面蓮霧種植在屏東快速擴散，同時種植的位置也從散布

在整個屏東平原逐漸集中到沿海鄉鎮。到了民國70年代蓮霧種植面積已經高達一萬公頃

左右，其中屏東就佔了八成，逼近了稻米的耕作面積，成為屏東乃至臺灣最具代表性的

經濟作物之一。

                        

                                                       

照7-3 : 林邊蓮霧街 （林伊辰攝）
資料說明 : 圖為位於林邊鄉內之蓮霧大街，

蓮霧為林邊鄉重要經濟作物，其帶來之際濟

效益，可見一斑。

圖7-10：蓮霧栽種面積圖
資料來源：台灣農業年報（1970-1999）以及農業統計年報（1999-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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