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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臺灣蘆筍罐頭產銷體系的建立與推動

（1950-196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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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說明戰後臺灣蘆筍罐頭產銷體系的建立與推動過程，藉此檢視「新興作

物」蘆筍的引進栽培，對於臺灣農業史的意義以及拓展臺灣食品罐頭外銷的多元

市場。臺灣引進蘆筍栽培，一方面影響臺灣對於國際農業科學知識、技術的採納

及交流，但是在重要農業技術的突破上，則出現被視為臺灣特色的「留母莖栽培

法」，此方法乃倣傚臺灣「竹筍」生產經驗而得，故臺灣蘆筍栽培採收的關鍵技術

實奠基於既有的本土農業生產知識。 

臺灣產製的蘆筍罐頭，進入 1960 年代中後期，超越美國，一舉出口到當時國

際重要的蘆筍罐頭消費市場西德，爾後並在蘆筍罐頭的外銷成績上躍為世界首位。

政府以競爭國際貿易市場為由，亦同步介入蘆筍罐頭的產銷體系，參照主要競爭

對手美國與日本的標準，制定臺灣筍罐及原料檢收的規格，藉由官方政策的落實，

使得國際市場的標準，深刻影響臺灣本土農村社會與農民。至於官方推動產銷體

系的結果，更加強化筍農與農會的紐帶，大體建構起農民—農會系統—食品罐頭

廠—臺灣聯合蘆筍罐頭廠出口公司（罐頭公會）—西德進口商的產銷體系。要言

之，在民間與政府、本土農村社會與國際貿易市場不斷互動的過程中，促使 1960
年代中後期臺灣蘆筍罐頭在國際市場上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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