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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機
　　「農地就應該要生產，所謂的地盡其利，
土地動了，才留得住人，不希望看到新屋區
這麼多的良田，因休耕而逐漸荒蕪。」就是
這句他岳父且為全國模範農民 - 蘇順基常常
掛在嘴邊的話，從此讓他拋開辦公室生涯的
舒適圈，轉而投入非常具有挑戰性的務農工
作，具有新屋區稻米產銷班第 8 班副班長、
桃園市青農、新屋區巢農、「石磊社區合作
農場」場長及「北區非基改大豆雜糧集貨處
理中心」經營者等身分的桃園市新屋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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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地區大豆產業先行者 - 黃世宸

青農 - 黃世宸悠悠的說著。

職涯轉變，處處充滿挑戰
　　69 年次的黃世宸，國立宜蘭技術學院 ( 國
立宜蘭大學前身 ) 森林系畢業，退伍後至農藥
行服務 3 年，95 年考上桃園市大園區農會，
分別在農會推廣部及供銷部服務；102 年辭
去穩定的農會工作，投入第一線的農事生產，
從原本朝九晚五的上班族，轉變為每日與土
地為伍的專業農民。這身分的轉換，世宸在
初期確實有點難適應，但在活化農地、帶動

▲圖 2. 建構蓮花意象形塑成為居民日常生活
　的一部分。

▲圖 3.2017 年新竹縣關西鎮農業嘉年華產業
　文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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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黃世宸的大豆栽培田區，豆株整齊劃
　一，展現出扎實的田間管理功夫。

▲圖 2. 經過去雜、選別、分級等調製工序後，
　方能成為合格的商品豆 ( 黃世宸栽培的黃
　豆 - 花蓮 2 號 )。

地區農產業發展等使命感的督促之下，田間
工作的繁重，似乎就不再那麼的難以接受。
田願意耕了，那接下來就是要思考，如何讓
這產業能夠做得久、能夠永續。黃世宸的本
業為水稻，受限於北部地區自然環境的限制，
第 2 期水稻生育常因東北季風及秋、冬季低
溫的影響，導致產量不佳，因此，農民多選
擇休耕，如何改變這種情形，使土地能夠持
續進行糧食的生產，是世宸覺得應優先克服
的問題。

經營大豆產業，不遺餘力
　　世宸說，土地利用型作物的栽培一定要
與政策配合，剛投入農業生產時適逢政府為
提高糧食自給率推動一系列休耕地活化、稻
田轉作等政策輔導措施，經過仔細瞭解政策
內容並考量機械化栽培成熟度、後端利用性
等條件後發現，大豆似乎是可以投入的作物
種類。但由於沒有種過，102 年率先進行試
種，試種的結果不是很理想，每公頃產量不
到 1,000 公斤而且植株矮矮小小機械不好收，
想想這樣不行，隨後他求教本場研究人員，
並一同進行大豆機械化栽培管理方式的建立
及品種的篩選等研究。經過 4 年的努力，106
年每公頃實際產量已提升至 2,000 公斤以上，
雖還有成長空間，但相較於栽培初期不到
1,000 公斤的產量表現，已有大幅成長。回想
這過程，最重要的轉變就是調整耕作制度，
在以往水稻為主的思維下，大豆播種都等到
第 2 期稻作插秧完後才進行，導致播種時間
大都落在 9 月中、下旬；而 10 月之後東北季
風就來了，氣溫下降日長縮短，這樣的環境
豆子怎會長得好。所以當時在本場的建議下，
大豆播種時間提早到第 1 期作水稻收穫完立
即進行，最慢 8 月中旬前完成播種，讓豆子
有充分的生育時間，產量自然就提升上來了。

在這第 1 期水稻、第 2 期大豆的耕作模式下，
農民收益較傳統兩期水稻為高，願意投入生
產的農友多了，面積自然就會提升上來，有
一定的栽培規模，才能形成產業。

　　大豆栽培面積及產量的提升，接下來所
要面對的就是採收後調製處理的問題。以水
稻而言，各地區農會或在地碾米廠可替農民
進行碾製服務，但北部地區缺乏區域型的大
豆理集貨中心協助農民收穫後去雜、選別、
分級、包裝等工作。有鑑於此，在他岳父的
支持及農糧署、桃園市政府、新屋區農會等
協助下，於 106 年成立占地 1,000 坪、日處
理量約 20 公噸，貯藏量可達 800 公噸之「北
區非基改大豆雜糧集貨處理中心」，提供大
豆採收後調製的服務，以確保商品豆品質。
但產業經營不容易啊，大豆收穫量的增加，
看著一袋袋的豆子堆在冷藏庫裡，他想到後
續銷路問題頭都痛了，那時壓力大到晚上都
睡不著覺，還好 108 年農糧署、農糧署北區
分署與桃園市政府率全國之先，共同輔導桃
園市在地食品加工業者，採用桃園市新屋區、
觀音區生產的產銷履歷黑豆為原料，製成營
養滿分的黑豆奶，提供學童營養午餐飲用，
解決了一部分通路問題，除了政府單位的協
助外，他亦積極的建立自有品牌 -「豆穀濃家」
以拓展通路。

結語
　　隨著栽培技術的提升，北部地區 ( 新竹縣
市、桃園市 ) 大豆栽培面積由 104 年 59 公頃
增加至 107 年 530 公頃，成長近 9 倍， 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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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北區非基改大豆雜糧集貨處理中心」
　具備恆溫 (8℃ )、乾淨、整潔的冷藏空間，
　以確保送到消費者及契作廠商手上時均為
　質優且新鮮的商品大豆。

▲圖 5. 黃世宸 - 北部少數具有企業經營概念
　的專業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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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燈，還有沒有地瓜」、「阿燈、我
要米兩包」、「阿燈不在啦」，循著呼喚聲，
看到一位身穿黃衣的雲端農夫在田裡穿梭拔
草趕鴨。這裡是新竹縣竹東鎮三重埔，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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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創新六香田 - 莊正燈

國栽培面積 3,023 公頃之 17.5%；以縣市別
進行分析，桃園市 475.8 公頃為全國第 3 位，
僅次於屏東縣 614.7 公頃及臺南市 546.7 公
頃。專業豆農每公頃產量則由不足 1,000 公
斤提升至 2,000 公斤，栽培面積及產量的提
升，逐步扭轉北部地區不適合栽培雜糧 ( 大豆 )
的印象，這全賴各大豆農的投入方能達成。
黃世宸為北部地區大豆栽培先行者，或許是
以往職涯的經驗，對新事物均抱持著開放的
態度，再配合本場研究人員一同摸索，逐漸
建立自有的經營管理模式；現在每年栽培面
積約 70 公頃，並協助各地區農民大豆收穫後
調製作業，除第一線生產工作外，亦積極與
加工業者合作，建立自有品牌、經營通路，
是北部少數具有企業經營概念的專業農民。
北部大豆產業尚在起步階段，有許多的問題
待克服，期以團隊經營的概念，大家一起努
力，產業的發展將日趨成熟而穩健。

▲圖 3. 本場郭坤峯場長 ( 左 2) 率林孟輝課長
　( 右 2)、姜金龍課長 ( 左 1) 及林禎祥助理
　研究員 ( 右 1) 拜訪黃世宸先生 ( 右 3) 關心
　北部大豆產業發展情形並於「北區非基改
　大豆雜糧集貨處理中心」合影留念。

美麗的客家聚落，到處飄著稻香、烤甘藷的
甜香，這裡同時也是 108 年全國十大績優農
業產銷班 - 竹東鎮雜糧產銷班第 1 班的蛋黃
區，這位「阿燈」正是帶領第 1 班獲得全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