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洋蔥的發展

屏東洋蔥主要分布在車城、恆春一帶，總種植面積並不大，低於包括芋頭、胡瓜、

茄子與菜豆等許多蔬菜作物。然而由於洋蔥已然成為恆春地區的代表性產業，因此特別

以專節介紹。洋蔥一般生長在溫帶地區，傳統經驗上並不適合亞熱帶以及熱帶氣候的臺

灣栽種。臺灣洋蔥引入始自昭和8年（1933年）由臺北州農事試驗場引進，但直到殖民

統治結束都沒有應用推廣的紀錄。民國41年在農復會經費支援下，鳳山熱帶園藝試驗分

所試驗成功，培育出適合臺灣栽種品種，並從民國43年（1954年）開始推廣種植。有

趣的是現今成為恆春代表性作物的洋蔥由於是北方的作物，一開始農政單位並沒有規劃

在屏東推廣。民國40年代洋蔥產業發展初期以中部為主，其後產地逐漸南移，到了民

國59年（1970年）屏東恆春地區由於冬季乾燥且涼爽，一躍成為臺灣洋蔥的最重要產

地，而從此洋蔥也成為恆春半島的特色農產之一，從民國64年（1975年）之後，屏東

更幾乎獨佔了國內洋蔥的生產。在民國45年洋蔥產業剛發展之際，屏東種植面積只占全

國0.8%，到了民國74年屏東洋蔥種植面積占全國高達77.55%188。

洋蔥產業的初期動力主要來自外銷，特別是日本的需求佔80%以上。民國45年起，

由於日本發展出調理包等「工業化」的飲食方式，需要大量、廉價的食材供應，而洋蔥

由於為許多調理食品所必須，就成為日本商社推廣契作的重要商品，因此從單純內需開

始出口，產量大增。民國53年左右洋蔥外銷日本高速成長的紀錄，189民國57年政府相關

單位更直接與日本貿易商接觸舉辦座談會，以建立產銷秩序。民國62年日商世界通商公

司與屏東縣合作，於車城鄉建立農產品脫水工廠，以協助農民將洋蔥加工外銷。民國66

年中央政府標準檢驗局在屏東車城成立洋蔥報驗中心，更強化洋蔥外銷的體制。由於洋

蔥外銷的盛況，民國78年屏東縣農會放寬洋蔥外銷貿易商資格，但因登記過量且外銷分

配不均，引發屏東縣農會、蔬果輸出業公會的「洋蔥戰爭」。目前恆春地區為臺灣最主

要洋蔥產區，總栽種面積約750公頃，產量約48000公噸，產值約3億元。其中車城鄉約

300公頃，恆春鎮約220公頃，枋山則約80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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