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檳榔

臺灣種植檳榔歷史相當悠久，可回溯到16世紀。在日治時期檳榔也成為農業調

查項目之一，可見已有相當規模。然而大抵而言，檳榔的快速成長始自民國70年代

（1980年代），民國67年（1976年）全國檳榔種植面積僅有1878公頃，到1997年躍升

到56542公頃，成長30多倍。早期檳榔的功能是用以分隔稻田，後來才取代水稻成為客

家地區主要作物，其中屏東為全國最重要的產區，檳榔栽種面積高達14993公頃，為全

國之冠，近年則因檳榔格崩盤才開始略微減少。檳榔亦為一典型之水稻轉作作物，由於

其經濟利潤約為水稻之四倍，且為老年人口可進行之農業經濟活動，因此大量進行栽

種，目前多數栽植於屏東縣（市）之客家聚落。根據王貳瑞（2005年）的調查，屏東

的檳榔主要分布在萬巒、竹田、內埔、長治、麟洛、新埤、佳冬等鄉鎮，可以說是一個

聚集在客家鄉鎮的產業。根據估計，屏東客家六堆地區檳榔種植面積達12000公頃，年

產值56億元，佔全國檳榔產值42%，可說是舉足輕重的產業。進一步估計種植戶約3萬

戶，從業人員超過12萬以上。由於客家聚落普遍教育程度較高，子孫往往出外求學工

作，因此客家庄不容發展類似蓮霧等需要大量年輕勞動力的作物，因此種植檳榔成為一

個可以獲得穩定收入的選擇。但由於檳榔嚴重破壞水土，加上容易引發口腔癌，因此國

家政策傾向抑制檳榔的消費，加上民間吃檳榔習慣逐漸消失，檳榔之種植面積略有減

少，目前檳榔種植面積約為15000公頃，達稻作兩倍以上。191

屏東檳榔的產銷主要仰賴行口的體系。192檳榔農必須透過行口才能將作物流通到消

費的。行口決定了檳榔價位、品質等級、出貨數量。檳榔農將檳榔繳交到行口後，在行

口秤重、分級、篩選，以現金交易。另有一種制度為包銷制，檳榔農直接讓大盤進入採

收。整個屏東縣共計434家行口，由於檳榔農多為客家聚落，因此行口也多為客籍。行

口一般都自己有檳榔園以確保貨源，同時投下相當時間維繫交易網絡。由於產期與非產

期勞動力需求有很大落差，因此行口的勞動力以家庭勞動力為主，非產期各自從事自己

工作，到了產期則可全家動員加入生產或運銷的行列。在客家主導檳榔的產銷下，屏東

行口與農民往往形成內聚、團結的班底，而形塑了檳榔的產銷秩序。行口也在網絡的互

動中掌握市場行情以及各產地、各檳榔農的狀況。行口在創業初期多半是先透過親屬網

絡取得資金，並以標會和農會借貸的方式周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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