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區農改場執掌高雄市、屏東縣及澎湖縣農作物之品種、栽培技術改良及農業推

廣工作。高雄區農改場並非單純的研究機構，而是將試驗、研究、教學結合在一處的綜

合性機構，所以目的在於很快地利用教育的方式，包括農民教育、學校教育或學術界的

宣導，將試驗及研究結果推廣出去。農改場的運作相當重視與在地產業結合，依照地方

產業的需求使農民種植的作物更具有經濟效益。由於農改場研究人員常與農民接觸，所

以建立穩定的聯絡管道，農民當作物發生問題的時候，常常親自與農改場詢問或透過地

方農會轉介到農改場。農改場也會針對部分常見的問題，將整套解決方式提供給地方農

會以方便農民。農改場主要推廣的方式有三：一、透過正式出版品書刊，包括高雄區農

業改良場年報、農業專訊、農技報導及農情月刊等刊物，以及網路。這部分主要影響教

育程度較高的農民以及農業教育機構的工作者。第二個方式則是農民教育，透過定期與

不定期招集農民上課，依據農民需要辦理農民專業訓練、產銷班幹部訓練、農業推廣人

員的在職訓練等訓練班隊，通常有興趣的農民和產銷班的班長都會主動參與，專業的研

究人員會親自授課，將研究的成果發表。第三則是作物示範：研究人員選定合適地點直

接試驗作物栽培，並請農會通知農民參觀。以屏東代表性的水果蓮霧為例，農改場的責

任就是進行包括蓮霧的品種改良、苗木適應性觀察、催花效果及生產力試驗等研究，等

到一定的研究成果出現，通知並指導農民作技術的轉移。

高雄區農業改良場的組織編制業務單位包括作物改良課、作物環境課、農業推廣

課、旗南分場及澎湖分場。作物改良課負責水稻、雜糧、果樹、花卉等作物的品種改良及

栽培技術、農產加工、採後處理等技術研發與改進，作物環境課則負責植物保護、土壤肥

料及農業機械等研究改良，農業推廣課負責農業經營輔導、推廣教育、及農業資訊教材

製作等業務。旗南分場負責絲瓜、茄子等蔬菜作物品種與栽培技術改良及有機栽培技術研

發，澎湖分場則負責澎湖地區主要農作物如西瓜、稜角絲瓜等支試驗改良與推廣。

高雄區農改場在帶動屏東高附加價值農業的工作上有相當卓著的績效，尤其是採

取研究員與現場農民高度緊密互動的模式，成功克服理論知識與栽種現場實作需求間

的鴻溝。在紅豆、毛豆以及各式蔬菜，以及蓮霧、木瓜以及各式果品，高雄區農改場

的研究員都扮演著開發新品種並提供農民普及教育的關鍵角色。以紅豆為例，民國38

年（1949年）從屏東高農畢業、民國47年（1958年）投入農改場的徐錦泉，成功開發

出「高雄3號」、「高雄5號」以及高雄6號三個新品種，開發出品質不遜於日本，且適

合於屏東地區發展的紅豆品種，在民國72年（1983年）、民國76年（1987年）以及民

國82年（1993年）獲得省農林廳註冊。158臺灣毛豆產業在歷經中國東南亞的價格競爭

後，也是在高雄區農改場開發出各式具特殊口味的毛豆，並成功帶領農民量產成功後得

以翻身一躍成為媒體報導絡繹不絕的明星產業。159

158 豐年雜誌，1994年5月16日。
159〈茶豆 五葉黑豆 有芋頭香〉，《聯合報》，2000年05月19日，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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