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
術搭台，文化唱戲。」工研院產業服務中心地區

產業組副組長李士畦用這八個字，為工研院協助

推展臺灣特有的族群產業定調。近幾年，工研院協助屏

東原鄉與東部客家庄發展族群產業，以群聚串聯模式，

打造產銷互惠，也活絡了在地的經濟。 

農業六級化 創造加乘綜效

臺灣特有種紅藜，已正名為「臺灣藜」，是原住民族

使用百年以上的傳統作物，在南部及東部的排灣及魯凱

族領域栽種數量較多。紅藜的營養價值及抗氧化力相當

豐富，含高量優質蛋白質、膳食纖維及有機礦物質硒、

屏東原鄉紅藜、東客米庄高值化

技術搭台 文化唱戲
走出族群產業新路
工研院推動在地產業，積極參與「原住民族產業示範區推動計畫」與「客家產業群聚創新推動計畫」，

以文化意涵為主軸，運用農業科技，在屏東原鄉打造紅藜產業，在花蓮客家庄開發創新米食，協助在地

小農群聚化，走出族群產業新路，增加就業機會，吸引青年回流。
撰文／陳婉箐　圖片提供／工研院

紅藜是臺灣原住民耕作幾百年的營養主食，為五穀雜糧的一種，但過去並未大量栽種，更無產業化可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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鋅及鍺等，有「穀類紅寶石」之稱。與紅藜有近親關係

的藜麥，曾因高營養價值，在 2013年被聯合國糧農組

織訂為「國際藜麥年」，成了國際間熱門養生食物。

過去原住民種植紅藜，屬於「配角」作物，並未大量

栽種，更無產業化可言。為發展原鄉特色產業，工研院

於 2015年 8月加入原民會三年計畫，在屏東縣原鄉導

入「農業六級化」，以「農業種植（一級）X加工製造（二

級）X 物流販售（三級）」的模式，希冀創造加乘綜效，

建立產銷平台，讓農村生產者的收益增加、讓農村產業

升級。

李士畦指出，紅藜去殼粉末化後，可以添加在不同種

類的產品中，市場機會廣泛，包括食品、美妝、藥妝、

飲品等都有機會發展，但原住民缺乏資源與技術使其產

業化，這是工研院加入的主因。而產業化的前提是產量

要夠多且穩定，因此，工研院分三階段進行，首先以生

態技術增加產量，其次協助原住民成立組織，成為紅藜

原料的直接供應商；再引薦二／三級廠商加工成各式產

品，省去盤商低價收購，對原鄉農民產生剝削。

生態農法 紅藜產量倍增

李士畦說，為了取得當地原住民的信任，必須在三個

月內看到產量增加的成效，他們才會相信工研院是有能

力幫忙的。工研院團隊在屏東縣三地門鄉馬兒部落建置

IoT智慧示範場域，架設特用作物栽植管理系統，檢測

後發現該處山坡地土質 pH值偏酸，地力相當貧瘠，不

利紅藜生長，決定採用「生物炭技術」，將炭化後的漂

流木或稻殼添加不同比例的天然礦肥後施入土壤中，利

用炭材超強吸附力留住作物所需的礦物質與營養元素，

並且調節土壤酸鹼度與含水量，僅花六天左右的時間，

pH值就變成六至七，趨近中性，剛好適合紅藜生長。

有了肥沃的土壤滋養，2016年 3月首次收成，每分地

產量增加二至三倍，紅藜品質也明顯變好，葉寬、株高

與穗長都增加，空包彈明顯減少，不施任何化學藥劑的

生態農法，成本比慣行農法低，收益也明顯增加，讓農

民有了信心，要和工研院走下一步。

工研院從馬兒部落逐步推廣，自屏北的三地門、霧台、

瑪家鄉，到屏南的獅子鄉，都可見紅藜的蹤跡，種植面

積約 30公頃，占全臺紅藜種植區域逾 30％。「不打團

體戰絕對贏不了，對原住民最直接的幫助就是增加紅藜

產量，再幫他們組織起來，成為唯一供應商，搶回價格

主導權。」李士畦說，目前屏東約有 160戶農家生產紅

藜，屏東縣政府去年 10月協助成立「屏東原住民特色

農業推動協會」後，已有三分之二加入協會。

媒合廠商 提升附加價值

李士畦認為，協會要壯大一定要做二級加工，現在原

住民還缺乏資金做這些事，於是工研院幫忙媒合可靠的

夥伴，像是曾獲工研院技轉的高屏地區生技、化妝品廠

商，協助生產品質良好的化妝品、飲品、酵素等原料，

也因為業者應用工研院的技術，就必須同意向原住民購

買原料並提供簡易的生產技術指導，這種產銷機制建立

後，未來就交由協會自行與廠商接洽，工研院從旁協助

即可。將生態化植物健康管理條件數據資訊取得，並與

區域農業改良場進行農工合作，提供原住民紅藜生產

SOP手冊，培訓出來的原鄉種子新農民，就成為了屏東

原住民紅藜產業發展的原動力。

中心輔導團隊接下來的重大任務就是協助原住民擴大

部落種植面積，2017年要達 100公頃以上，長期目標為

150至 200公頃。因屏東原鄉部落的田地分散，仰賴行

工研院產服中心副組長李士畦協助紅藜產業發展，成本比慣行農法

低，收益也明顯增加，讓農民有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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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載具串連，正著手開發簡易型萃取設備與機動去殼機

等設施，方便小發財車載運。

「除了商業化，更重要的是背後的文化意涵，這是想

從市面上眾多紅藜產品中脫穎而出的關鍵。」李士畦說，

對原住民而言，原鄉文化與環境是最佳賣點，協會日後

無論是成立合作社或公司，甚至是發展電子商務行銷，

朝國際化發展，都必須從文化角度去包裝產品，才有辦

法吸引生意上門。

工研院也與原鄉國小洽談，在課外讀物或教材中加入

紅藜元素，從小培養原民小朋友對原鄉文化的認同，從

技術端、產品端到教育端，全面鋪陳紅藜產業在原鄉的

深根，待所有「武器」都準備好了，李士畦研擬在下一

期三年計畫中，推動紅藜生態科技莊園，結合屏東生態

旅遊，提升觀光產值，進而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如同紅

藜成熟時閃耀著絢爛色彩，原鄉紅藜產業正迎接著美麗

的蛻變。

技術加值 融入客家精神

翻越中央山脈，花東縱谷裡也悄悄進行著「東客米庄」

產業創新。客委會委託工研院執行「客家產業群聚創新

推動計畫」，以產業技術升級為目標，透過群聚輔導方

式，協助相關業者融入客家文化意涵，完成開發「好客

米」系列加值產品。

李士畦觀察到，東部客家庄的區域性並不像西部集

中，客家人、原住民、新住民各占三分之一，彼此和睦

相處。而在花蓮縣富里鄉一群 20、30歲出頭的年輕小

農，因相同理念而群聚，他們留在東部的原因各異，有

人始終不曾離家、有人返鄉協助家業、也有人來做研究

論文就此留下，或是在海外闖蕩後率性移居。

青農（青年農民）眼見作物價格操之在盤商手上，決

心走自己的路，透過新世代擅長的電子商務自產自銷。

但單靠販售稻米，獲利實在有限，經工研院協助後，形

塑出稻米亮點，做出市場區隔，大幅提升產值，預估單

一產品一年可增加上千萬元營收。

客家傳統飲食文化給大家的印象是「吃重鹹」，李士

畦說，團隊為了扭轉這個觀點，主打「健康」元素來吸

引消費者，不過，有機米已經在市場上推很久，必須有

更特殊的產品，才能引起注意。由於客家人自古即是尊

天敬地的民族，又以米為主食，對稻米有著深厚的情感，

工研院結合兩者概念，衍生出「五行米」的靈感。

東部區域性並不像西部集中，作物價格操之在盤商手上，經工研院協助後，形塑出稻米亮點，做出市場區隔，大幅提升產值。

36

Focus 產業焦點



善用在地食材 發揮群聚效應

李士畦打開一盒色彩繽紛的五行米說，五

行中有金木水火土，小農們共同決定相對應

的自然素材，包括在地生產的火龍果、薑黃、

芝麻與綠茶粉等，添加進白米中，形成獨樹

一幟的五行米，外觀討喜、內在營養，送禮

自用兩相宜。

有別於一般高溫萃取易破壞營養，工研院採

用的「多重壓差超音波萃取」技術，利用不同

壓力控制去破（植物細胞）壁，萃取出高濃度

的天然養分，因為技術早已純熟，可以快速組

合衍生出新產品，2016年 5月開始構想，8月

即推出五行米。

「年輕小農行銷能力很強，缺的是創新產

品。」李士畦說，除了五行米之外，工研院還

幫忙想出「舒服米」與「高纖米」兩種混搭式

產品，以「冷凍乾燥」技術，將在地天然素材

如金針菇、南瓜、地瓜、香菇、紅豆、高麗菜等，

和白米、糙米搭配在一起，不僅豐富了米飯口

感與營養，也能發揮產業群聚的效應。

此外，工研院還利用米的廢棄物米糠或稻殼

來做萃取，開發出米糠皂、面膜及精華液等產

品，提升稻米的附加價值。2016年 10月間，在富里鄉

永豐社區舊糖廠舉辦的「穀稻秋聲」草地音樂會，湧進

三、四千名西部遊客，小農試賣創新米食與產品，反應

熱烈，順利打響第一炮。

本計畫還有一項特殊產品──富里鄉羅山村著名的泥

火山豆腐，取用泥火山水作為凝固劑，口感綿密，但保

存期限約三天，不利觀光客購買回家，經工研院導入「常

溫天然保鮮」配方技術後，協助業者將保存期限延長 10

到 15天，風味不減，更有利於宅配銷售。

文化行銷 族群產業利器

除了技轉，考量東部資源較少，工研院去年初在花蓮

美崙成立約 100坪的「自造者空間 OMEGA ZONE」，備

有各式機具，可供當地業者試量產，縮短送至外地試量

產的交通往返成本，減輕小農的資金負擔，又可快速看

到成果，突顯以科技改善農業的實力。

「東客米庄是找出創新亮點，紅藜產業則是從無到

有的過程，快速的技術導入與組合是工研院最大貢

獻。」李士畦表示，相關技術在工研院既有的科技專

案計畫，或是院方自發性研究計畫中早已開發出來，

過去主要應用在藥物或健康食品上，我們思考的方向

是如何協助族群產業，能夠像電子業或生技業得到技

術支援，也就是讓工研院的技術可以多元運用，成為

推動科技農業的重要手段，從這個角度出發，工研院

的貢獻就擴大了。

李士畦重申，「技術對工研院而言不是問題，如何用

文化包裝產品，才是重點。」不管是原鄉紅藜產業或是

東部客庄米食，導入工研院技術後，還是得由在地農民

為產品說一個打動人心的好故事，增加行銷利器，族群

產業方能永續經營。 

小農們共同決定相對應的自然素材，包括在地生產的火龍果、薑黃、芝麻與綠

茶粉等，添加進白米中，形成獨樹一幟的五行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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