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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屏東農業轉型概論

到民國60年代（1970年代）由於台灣稻米產量過剩，因此展開稻田轉作的政

策。在農業縣中屏東轉作速度相當快，從民國40年代稻米產量全國第二，到民國70年

（1981年）時屏東的稻米產量已經低於雲林、彰化與嘉義，182並呈現出快速減少的趨

勢。屏東耕地約7萬5千公頃，在稻田以及蔗田快速消失的同時，取而代之的是蔬菜與

水果。其中蔬菜從民國76年達到27703公頃的高峰後緩步下降，目前約1萬5千公頃。取

而代之的主要是果品，從民國63年的谷底持續往上攀升，近來更突破了4萬公頃，占了

屏東耕地的半數以上。目前屏東縣農業生產分區可分為水稻區、蔬菜區、果樹區、養殖

區、農牧區、水稻豆類區、雜糧區等以及各式混和等幾個類別。

屏東的農業轉型主要特徵是農民對作物的選擇高度市場化，作物的變動相當快速，

一旦作物獲利豐碩，栽種面積迅速成長，一但市況變差就快速減少。從民國70年代大量

從稻米轉作至今，已可以看到許多作物的興衰。因此，從早期蘆筍與香蕉的大量外銷，

民國50年代開始日本商社契作紅豆以及洋蔥。首先是日本市場的需求，帶動了第一波

的轉作風潮。之後隨著臺灣生產成本提高，日商轉而找尋其他較便宜來源。各個作物有

182 重修臺灣省通志，經濟志農業篇，頁370。

圖7-1：屏東主要作物面積圖（單位：公頃）
資料來源 : 台灣農業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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