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入歷史的瓊麻

瓊麻是另一個徹底衰退的屏東的代表性特用作物。屏東特別是恆春地區麻的生產可

回溯到日治時代，在田代安定所主持的熱帶植物殖育場開始試植，並大量推廣成為經濟

作物，引入日資成立臺灣製麻株式會社。民國51年（1962年）台灣省府通過改善瓊麻

產銷示範計劃，並在恆春選地栽培，更進一步開啟了恆春瓊麻的黃金時代，被稱為恆春

三寶之一而帶動了恆春地區的繁華。民國60年至民國70年間，作為製繩原料的瓊麻更

進一步大量栽植，使屏東成為臺灣主要瓊麻生產地，後來因製繩原料為化學纖維所取代

而沒落。由下圖可以看出，民國54年（1965年）達到9000公頃以上的種植高峰之後，

屏東地區的瓊麻種植面積就一路下滑，到了民國68年開始受到尼龍繩的影響，種植面積

快速下降，到了民國80年左右就接近消失而走入歷史。目前的產量趨近於零，僅留下墾

丁國家公園的瓊麻工業歷史展示區，供後人憑弔，成為歷史記憶的一部分。

                                                                                                                   

圖7-5：紅豆栽種面積
資料來源：台灣農業年報（1970-1999）以及農業統計年報（1999-2012）

圖7-6：屏東栽種瓊麻面積（公頃）
資料來源：台灣農業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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