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湾咖啡种植情况介绍 
 

台湾咖啡豆年产量约 453 公吨，种植面积以嘉义县及南投县最多。 

 

咖啡于 9世纪在东非洲被发现，11 世纪左右人类开始用水煮咖啡作为饮料，

并逐渐传播到亚洲、欧洲等地，随着历史演进，咖啡在社会文化中扮演重要角色。

目前咖啡是全球第二大的交易商品，2007 年交易量为 1.4 兆美元。 

 

台湾由于自然环境特色，适于咖啡生长，1884 年传入台湾后，先后于当时的

台北、恒春、台中、台东、花莲、嘉义等地种植，由日治时代配合殖民政策而产

生的热带栽培作物、战后得到政府补助经营的潜力作物，到今天与地方文化结合

的地方文化产业，咖啡产业的角色随著台湾农业经济与社会发展而转变。 

 

根据行政院农业委员会统计，目前台湾有 16 个县市种植咖啡，2007 年种植

面积为561.0公顷（8415亩），以嘉义县及南投县最多，分别有180.5公顷（2707.5

亩）、101.6 公顷（1524 亩），其他依序为屏东县 72.3 公顷、云林县 44.3 公顷、

台东县 44.1 公顷，五大县共计 442.8 公顷，合占台湾咖啡种植面积的 78.9%。

以乡镇别来看，嘉义县阿里山乡、中埔乡、梅山乡、南投县国姓乡以及云林县古

坑乡为台湾前五大咖啡种植乡镇，均在 40 公顷以上，合计 220.1 公顷，合占台

湾咖啡种植面积的 39.2%；另外，屏东县泰武乡、三地乡、台南县东山乡、南投

县仁爱乡、嘉义县番路乡及花莲县瑞穗乡等种植面积亦各为 20 公顷以上。前十

大乡镇的种植面积合占台湾咖啡种植面积的 64.3%。 

 

在产量方面，2007 年台湾共生产咖啡豆 452.7 公吨，以嘉义县及南投县最

多，各为 100 公吨以上，其他依序为台东县、云林县、台南县，五大县共计 397.6

公吨，合占台湾咖啡豆产量的 87.8%。屏东县与花莲县产量亦在 10 公吨以上。

以乡镇别来看，南投县国姓乡、云林县古坑乡、嘉义县梅山乡、台南县东山乡、

南投县仁爱乡为台湾前五大咖啡产地，合计 206.1 公吨，合占台湾咖啡豆产量的

45.5%；另外，嘉义县中埔乡、阿里山乡、番路乡、屏东县三地乡及南投县鹿谷

乡等产量各为 15 公吨以上。前十大乡镇产量合占台湾咖啡豆产量的 71.8%。 

 

台湾加工及饮用咖啡豆依赖进口 

台湾加工及饮用的主要原料全系依赖进口。根据海关统计资料，2007 年台

湾共进口咖啡豆（含未焙制及已焙制）13，871 公吨，较 2006 年增加 28.9%，平

均进口单价为每公斤 20.71 元。依 2007 年进口量统计，主要进口来源为印尼（占

38.1%）、巴西（16.7%）、越南（11.4%）、瓜地马拉（10.2%）；在进口单价方

面，越南产咖啡豆较具价格竞争力，每公斤未税金额 11.70 元，瓜地马拉产咖啡

豆单价相对较高，为 20.43 元。观察近年进口量，呈现成长趋势，预期未来仍将

持续增加。 

 

在出口方面，2007 年共出口 183.8 公吨，平均出口单价为每公斤 30.88 元。

主要出口到香港（占 66.5%）与大陆地区（占 21.0%）。 

 



依生产与进出口资料估计，台湾一年咖啡豆市场约有 14,140.7 公吨，平均

每人消费量 0.85 公斤。 

 

本土咖啡豆有待分级制度以提升水准 

随着人们休闲品味的改变，咖啡需求量大增，本土咖啡预期将成为台湾的新

兴农业。强调咖啡品牌，并结合文化及观光资源行销做后盾，吸引民众深入产地，

亲近及体验与咖啡相关的活动，预期将形成特有的咖啡文化产业。此外，由于从

业者在商品、服务与业态的创新，也带动台湾咖啡产业的发展。 

 

有鉴于台湾咖啡相关产业持续扩大，虽然台湾之咖啡原料多依赖进口，市场

上仅有少部分咖啡加工品使用本土原料。但是本土咖啡的种植陆续有 16 个县市

投入，在人们饮用咖啡风气日益盛行的情形下，有必要对于本土咖啡豆进行品质

认定与分级制度，提升本土咖啡之品质与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