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蕉在屏東的歷史裡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從日治時代開始就是最重要的出口果品，

而且產量凌駕高雄地區，是臺灣香蕉最主要的產地。1950年中華民國政府與日本簽訂

中日貿易協定後，臺灣香蕉快速恢復對日出口，從1951年到1959年間，臺灣香蕉九成

出口均集中在日本，而日本香蕉進口市場也幾乎為臺灣所壟斷，而帶來了臺灣香蕉的榮

景。在急需香蕉出口所帶來的外匯下，政府支持青果合作社進行與日方的貿易往來，

並且也容許蕉商廣泛地和在日臺商以及日本商社自由進行貿易。然而民國52年（1963

年）日本推動貿易自由化，廣泛地允許進口各國香蕉，在此背景下，外貿協會設立了

「香蕉產銷輔導小組」，欲將香蕉貿易重新收歸國家控制，同時規定蕉農所得比例下

限，提高產地價格以提高蕉農收入。收入增加後香蕉種植面積大幅增加，同時以旗山為

首的香蕉產地也出現一片榮景，從1963年到1967年香蕉產地面積擴充7倍。194民國61年

（1972年）屏東縣被劃為香蕉生產專區後，更強化香蕉的發展，最高峰時種植面積高

達1萬1千公頃。

然而另一方面，屏東雖然從日治時期開始就常是國內香蕉最大產地，但是香蕉的貿

易網絡大抵上掌握在高雄都會地區的青果合作社與蕉商手中，屏東主要是生產基地，因

此雖然蕉農收入提高後也為屏東帶來一片榮景，然而未形成香蕉交易。香蕉的榮景受到

兩個因素的打擊，首先是國內青果合作社爆發疑雲重重的「金蕉案」，重創了國內香蕉

的產銷秩序。另一方面，民國57年（1968年）之後中南美及菲律賓的香蕉大舉進入日

本市場，臺灣香蕉出口受到史無前例的衝擊後，香蕉的產量大幅減少。在國內龐大需求

下，近年栽種面積又大幅回升，民國75年（1986年）左右栽種面積一度跌到1500公頃

左右，近年還緩步回升，到民國95年（2006年）創下4000公頃的水準，目前仍是國內

主要的香蕉產地。然而由於香蕉價格不穩定，因此收益不若蓮霧以及芒果那麼醒目，但

仍是屏東平原上不可忽視的果品作物。

蓮霧的發展歷程

屏東最著名的高附加價值果品就是黑珍珠蓮霧。黑珍珠的誕生過程，充分與屏東

地方的社會結構、地區文化、農民網絡有密切的關係。同時黑珍珠也是臺灣農民在面臨

WTO巨大衝擊過程中，少數被認為具獨特競爭力的作物。更特別的是，臺灣許多作物的

改良是透過引進國外品種或經驗，但由於蓮霧是原產自印尼爪哇地區，國外並沒有品種

改良及品質提升的經驗，因此完全是由在地農民與技術人員開發傳播。臺灣的蓮霧栽種

始自日治時期，但當時全國只有數百公頃的規模。即使到民國39年，根據統計也只有

173公頃195，不但規模不大，同時品種也以較不美味的土蓮霧與南洋蓮霧為主。

194 劉淑靚，《臺日蕉貿網絡與臺灣的經濟精英（1945-1971）》，（臺北：稻鄉出版社，2001）。
195 楊弘任，《社區如何動起來？黑珍珠之鄉的派系、在地師傅與社區總體營造》，（台北：左岸文化，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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