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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政府補助計畫之角度建構蘭花產

業價值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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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回顧蘭花產業相關之政府補助計畫及相關產業價值鏈文獻，從中萃取各計畫

之價值創新類型來建構台灣蘭花產業價值鏈，並利用對應分析比較不同類型申請者及不

同時期，藉此瞭解政府在推動蘭花相關研究之科技資源分配趨勢及分布情形。研究樣本

為 1991 至 2020 年「政府研究資訊系統研究計畫」、「科技部補助研究計畫」及「農委

會農業計畫管理系統」等三大資料庫共 2,809 筆計畫，最終建構蘭花產業價值鏈六大主要

價值活動及六大支援價值活動，更進一步提出各主題架構下的創新細節。對應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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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以研究機構之價值創新活動最為廣泛，教育系統著重在「基因工程研究」、「生產

技術」及「蘭花萃取加值應用」等價值活動創新，而政府單位及非營利事業推廣組織則

以在「行銷管理」及「產業結構改善」等管理知識上的創新為主，產業界則申請「基因

工程研究」及「蘭花萃取加值應用」之創新。另透過跨期比較，主要價值創新活動早期

著重在「基因工程研究」，到中後期則偏重「品種改良與繁殖」、「行銷管理」及「生

產技術」，而支援價值活動近期才開始重視，以「產業結構改善」及「蘭花萃取加值應

用」為創新主軸。本研究所建構之蘭花產業價值鏈，可供政府政策制定、計畫補助及企

業實務管理上參考。 

 

關鍵詞：蘭花產業、產業價值鏈、政府補助計畫、對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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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政府補助計畫之角度建構蘭花產

業價值鏈 

薛招治、王俊傑、陳佳玟 

壹、緒論 

蘭花是高經濟花卉生產作物，為全球花卉市場最重要的盆花項目之一，在荷蘭及日

本花卉盆花市場為銷售排名第一，在美國則僅次於聖誕紅。世界主要蘭花生產國為荷蘭、

台灣、泰國…等，2016 年全球市場所供應的 3 億多株蝴蝶蘭苗中，有五成產自荷蘭、三

成來自台灣，其餘兩成來自東南亞國 (尹俞歡，2017)。 

從中華民國財政部關務署統計資料 1 (圖 1)，台灣蘭花出口額呈逐年攀升趨勢，且遠

大於進口額，2019 年達台灣蘭花出口之顛峰，2003-2020 年間的台灣蘭花前十大主要出

口國之產值 (圖 2)，以蝴蝶蘭盆花出口至美國及日本合計達六成最高，早期第三名為荷

蘭，主要自台灣購買種苗，進行育苗催花後銷售至美國市場，近年則大量投資品種研發，

逐漸不需依賴台灣的品種與種苗 (楊玉婷，2010；羅竹平，2011；黃靖嵐等，2018)，因

此為越南所超越成為第三名。 

回顧台灣蘭花產業的發展可追溯至日據時期，早期只侷限於小規模的栽培，自 1988

年台糖公司投資現代化溫室方帶動台灣蝴蝶蘭的企業化栽培模式 (劉昭吟，2005)，因此

台灣蘭花產業能夠轉型成國際性產業，台糖公司扮演著關鍵角色 (黃瀚諄，2013)。2003 

                                                                                                                                                         
1 財政部關務署資料庫查詢系統，取自 https://portal.sw.nat.gov.tw/APGA/GA30，檢索日

期：2021/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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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政府規劃設立「蘭花生物科技園區」以相關政策扶持蘭花產業，並整合技術服務團輔

導改進蝴蝶蘭生產與銷售技術問題。2004 年我國與美國談判達成附帶栽培介質蝴蝶蘭輸

美檢疫協定，自此台灣蝴蝶蘭產業開始蓬勃發展，成為帶動花卉外銷之主力品項。2016

年農委會更配合《生產力 4.0 產業與技術發展策略－農業生產力推動策略》將蘭花列為十

大領航產業之一。再者，台灣蘭花產業具有合適的生長環境與氣候、長期育種經驗及品

種多樣性、地理位置佳能降低運輸成本，以及蘭花生技園區設置而形成產業群聚等優勢

(王惠正等，2008；李易航等，2011)，因而成為世界蘭花主要出口國家之一。 

 
圖1  2003-2020 年台灣蘭花進出口貿易總額 

 
圖2  2003-2020 台灣蘭花前 10 大主要出口國出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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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花產業是台灣具國際競爭力的農業項目，透過一系列的創新積累，由趣味栽培轉

化為專業栽培，因台糖工業化量產引領整體產業發展，在多個推廣協會的支援、產學研

合作的創新系統、產業分工的開放性創新，以及政策的引導下構築台灣成為具全球競爭

力的蘭花王國 (蔡漢生與吳連賞，2015)。然目前台灣蘭花產業面臨諸多產業經營問題，

包含巿場導向育種栽培不易 (楊玉婷，2010；謝祖光等，2011；朱建鏞，2016)、生產栽

培無標準化 (郝岫音，2004；陳世賢，2007；林咸嘉，2008；謝祖光等，2011)、缺乏制

定國際行銷策略能力 (陳世賢，2007；林咸嘉，2008) 及全球化布局營運不足 (林咸嘉，

2008；楊玉婷，2010；李易航等，2011；謝廷芳等，2016) 等，產業發展遭遇嚴峻挑戰。

反觀荷蘭自 2000 年快速崛起成為全球蝴蝶蘭領導國，歸因於其國家級園藝產業供應鏈支

持、龐大的歐盟區消費市場，及技術、流程與管理上的創新，透過生產過程所需之組織

培養與溫控等技術創新等，促使產品一致性高並能長年穩定供應不間斷，除了藉由不同

價值鏈環節之間的合作流程創新，來形成競合關係以促進產業知識互動外，更利用既有

拍賣市場及運輸銷售設施作為行銷管理之創新，來建立荷蘭蘭花產業的全球競爭力 

(Grosscurt, 2017)。 

對於蘭花產業的成長與延續，「價值創新」實為一切的根本，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

2013 年推行新價值鏈農業政策，推動農業從「生產型農業」轉型為「新價值鏈農業」，

以價值鏈理論之實踐，將以「生產」為核心思考的農業，轉變為以「價值鏈」的概念來

擴大農業的價值 (陳祈睿，2014)。在農委會政策的引導下，已有相關研究從價值鏈觀點

探討農產業的發展策略，如孫智麗等 (2013) 整理美國香吉士、日本夕張甜瓜、韓國高麗

人參、紐西蘭乳品，以及澳洲牛肉等在農業價值鏈整合發展之國際成功案例，各國如何

透過產業整合及品牌建立提升農產業之競爭力；劉祥熹等 (2017) 進一步探討台灣石斑魚

產業價值鏈關鍵成功因素，發現影響產業營運的關鍵成功因素依序為人力資源管理、行

銷銷售、進貨運籌、出貨運籌、生產營運、技術發展、採購及服務等，顯示產業成功需

透過多面向價值活動的連結與發展。 

而欲進行產業價值創新則需先分析產業價值鏈。就策略而言，產業價值鏈應進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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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拆解出個別價值活動方能有助於辨識出價值附加的程序、發掘所需關鍵資源、以及

獲取相關資源的管道 (Dekker, 2003)。企業透過產業價值鏈可深入瞭解附加價值創造的過

程及來源，以利企業產生正確的策略來投入價值鏈活動，並增加自身在整體價值鏈中的

重要性與不可替代性，從而建立競爭優勢 (Porter, 1990；司徒達賢，1994；孫智麗，2013)；

此外，政府針對產業需求所支援的基礎建設、研發補助、人才培育等價值活動，同樣可

增加產業競爭力 (林咸嘉，2008；劉耀中等，2011)。 

對於蘭花產業相關價值鏈文獻，有些學者依據 Porter (1990) 定義價值鏈構面，認為

蘭花產業價值鏈應分為主要活動及支援活動 (劉耀中等，2011)，而黃靖嵐等 (2018) 則

是以技術需求將蝴蝶蘭產業技術鏈區分為品種研發、組織培養、生產管理、包裝貯運及

產品行銷等五階段。更有學者從蘭花生產過程來定義產業價值鏈 (夏鑄九與劉昭吟，

2003；彭作奎等，2006；楊玉婷，2010)，蘭花產業在上游需進行品種收集、品種選拔、

雜交育苗、實生苗培育繁殖，再透過中游的催花馴化及量產栽培技術的標準化生產，以

及下游花期調節、溫室栽培、以及控制病蟲害與病毒害等技術，培育出不同型態的蘭花

產品銷售至全球 (李易航等，2011)。價值鏈的建構方法可採用廠商訪談法，如 Taylor (2005)

根據供應鏈的成員進行個別訪談分析，建構農食品產業從原物料端到顧客端的產業價值

鏈，並透過價值鏈分析來改善供應鏈的績效和成員間合作關係；黃靖嵐等 (2018) 亦利用

訪談廠商對於蝴蝶蘭產業的技術需求，建構產業技術價值鏈包含品種研發、組織培養、

生產管理、包裝貯運及產品行銷等，並進一步提出相應的細部技術項目以作為未來產業

創新研發投入與技術開發之參考。而 Haggblade et al. (2012) 則是透過現有文獻回顧及次

級資料蒐集建構泰國絲綢產業價值鏈架構，再根據欲探討議題的差異來量化各種分析構

面，如各價值鏈階段的產量、產值與相應的成本，藉以辨識不同價值鏈參與者如何創造

價值，及如何透過改善價值鏈活動而提高競爭力。 

本研究盤點歷年政府補助計畫，從中萃取各計畫之價值創新類型來建構台灣蘭花產

業價值鏈，藉此瞭解政府在推動蘭花相關研究之科技資源分配趨勢及分布情形，可作為

政府規劃產業政策之策略性決策。另透過盤點不同產業鏈角色如研究機構、教育單位及



 應用經濟論叢， 112 期，民國 111 年 12 月  −7−  

(7) 
 

產業界等，在政府補助計畫案中價值創新的能量，則有助於企業尋求產學研合作時的依

據，或企業進行價值鏈分析診斷與進行價值創新時的參考依據。由於農產業知識創新以

農民或農企業為知識應用核心，銜接研究人員、教育人員及推廣人員的知識創造與合作，

並強調農產業發展過程中政府政策支持的重要性 (World Bank, 2006; Rudman, 2010; 

Dockès et al., 2011)。台灣在面對全球化的挑戰時，更需以政府介入與政策工具的使用來

提升產業競爭力 (Weiss, 2000；王葳等，2019；林祖嘉等，2020)，欲觀察台灣政府在蘭

花產業的涉入情形，則可從歷年農業發展國家型計畫中，掌握蘭花產業所投入的經費與

政策提升產業成長能量。台灣農業科技研究經費雖有增加趨勢，但中下游農企業的研發

與技轉能力仍嫌薄弱，而政府補助衍生技術對農業競爭力之影響亦尚不明確，因此制度

面的創新與研究機關朝實務化研究將更顯重要且急迫 (廖一久等，2013)，故我國政府投

入大量科研補助經費所開發研發成果，透過技術移轉模式提供給產業界進行商品化開發

路徑，已然成為提升我國產業競爭力之重要政策方案。 

綜整上述，本研究目的透過分析蘭花產業相關政府補助計畫，盤點價值創新類型，

初步建構出台灣蘭花產業價值鏈雛型，並比較不同時期各價值活動及不同計畫申請人類

型的資源分配差異，提供各界掌握台灣蘭花產業價值創新活動，可作為後續產業發展改

善依據，進而適當分配資源以因應當前產業發展所面臨之困境。 

貳、文獻回顧 

一、台灣蘭花產業發展歷程及相關政策 

台灣蘭花產業發展最早在日據時期就設有蘭園，受「工業日本，農業台灣」政策影

響，日本在台陸續成立農學院及各地的改良場，為台灣農業研究開啟先河。光復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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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日據時期的研究基礎，蘭花產業開始萌芽，主要以民間個人趣味種植者居多。1963 年

後隨著經濟起飛，育種者開始嘗試自國外引進不同的蘭花進行雜交育種，加上蝴蝶蘭生

產規模化，專業蘭園的產生，1988 年台灣糖業公司、金車飲料公司開始投入相關品種培

育、生產技術等研發，逐步發展外銷市場 (夏鑄九與劉昭吟，2003；黃瀚諄，2013；蔡

漢生與吳連賞，2015)。 

回溯蘭花產業發展，政府政策的規劃與推動早於 1995 年之《加強生物技術產業推動

方案》及 2002 年之《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產業高值化》兩政策即提及欲針對

台灣優勢生物科技產業設立專業園區。於 2001 年成立台灣蘭花產銷發展協會，成為蝴蝶

蘭業者與政府對話之統一窗口。於 2003 年設立集生產、育種、貿易、研發、推廣等多功

能於一身之「蘭花生物科技園區」，2004 年更推動《加強農產品國際行銷方案》，仿照

一般企業設立旗艦產業的模式，建立以外銷為導向的產品供應鏈，將蝴蝶蘭列為四大外

銷旗艦產品之一，並輔以技術指導讓蘭花輸出檢疫技術有所突破，促使蝴蝶蘭可附帶介

質輸銷美國，自此蝴蝶蘭產業開始蓬勃發展，成為花卉外銷之主力品項。 

2009 年之《精緻農業健康卓越方案》，針對蝴蝶蘭、文心蘭等九項具外銷潛力花卉

成立花卉研究團隊，建立無病毒繁殖體系及標準化作業流程，將蘭花列為六大重點發展

產業之一。2012 年台灣蘭花生物科技園區正式落成啟用，截至 2017 年 12 月底，共計 83

家廠商進駐，其中 77 家已完成設施興建並生產營運，整體營業額累計已超過 190 億 (經

濟部工業局，2018；臺灣蘭花生物科技園區，2021)。2016 年農委會更配合《生產力 4.0

產業與技術發展策略－農業生產力推動策略》將蘭花列為十大領航產業之一。由此可見

政策對於台灣蘭花產業發展之重要性。 

二、蘭花產業價值鏈 

Porter (1985) 首先提出價值鏈 (value chain) 概念，並且定義價值鏈為組織內一連串

可以增加產品或公司附加價值之功能與活動，其可分為主要活動及支援活動，主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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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涉及產品實體生產、銷售過程以及後續的服務等活動；而支援活動係指基礎架構或基

礎資源或能力之支援，作為主要活動於從事價值創造時的後盾。Porter (1990) 進一步認

為企業的價值鏈並非單獨存在，而是包含在一個由供應商價值鏈、企業價值鏈、通路價

值鏈及顧客價值鏈共同構成的價值鏈系統 (value system)。司徒達賢 (1994) 認為從產業

的角度，價值系統就是產業價值鏈，係指從原物料、供應商、以及將最終產品傳遞到顧

客手中所形成的一個由不同廠商組成的完整鏈條關係，鏈中各環節價值創造活動的總合

為產業價值鏈。而在建構產業價值鏈上，司徒達賢 (1994) 認為即使同一個產業中的各個

企業，其所認知的價值鏈也不盡相同，雖可粗略地劃分為原料、加工、運輸、行銷等主

要活動，但為獲得更詳細的產業資訊做更深入的策略分析時，則應將產業價值鏈再做細

部切割。 

台灣蘭花產業為出口導向，即台灣蘭花業者篩選適合品種，透過組織培養進行量化

生產，輔以環境控制給予最佳生長條件，以生成各式尺寸種苗，包含瓶苗、小苗、中苗

及大苗等，再將各式種苗外銷至國外。台灣蘭花出口的外銷特性在於種苗出口後，在當

地經過催花過程將開花株供應給最終消費者，因此台灣蘭花業者大多屬於產業生產鏈前

端之品種開發及苗株栽培，透過接力栽培方式，與國內貿易商、國外蘭花進口商或國外

業者進行產銷合作，使台灣蘭花產品得以進入當地花卉及園藝消費市場銷售，特別是美

國及日本銷售市場 (溫芳宜，2010)。為進一步建構台灣蘭花產業價值鏈的主要價值活動

與支援價值活動，本研究綜觀過去相關研究，發現蘭花產業價值鏈研究主要分為兩大類：

一則著重蘭花生產流程，將產業鏈區分為上游育種繁殖、中游育苗催花、以及下游運銷

階段 (夏鑄九與劉昭吟，2003；彭作奎等，2004、2006；楊玉婷，2010)；二則依據 Porter 

(1990) 定義，除品種、生產、銷售流程外，尚包含支援價值活動 (王惠正等，2008；林

咸嘉，2008；劉耀中等，2011；周瑛琪等，2016；黃靖嵐等，2018)。 

王惠正等 (2008) 探討蝴蝶蘭產業發展關鍵因素，分為生產面包含自然條件、人力資

源、技術與知識資源等；市場面包含需求、產業關聯、市場結構等；以及運銷面包含集

貨與分級包裝、儲藏運輸與通路、行銷組織等，並強調總體環境建構亦包含法令、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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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投資與產業發展環境等。其結果顯示在短期發展策略應著重生產面及總體環境面

的改善，包含改善植株品質、提升種苗開花品質、加強輔導與協助優良品種註冊等，以

確保台灣育種優勢，而在中長期發展需加強品種改良及分子生物育種等技術導入，並透

過建構國內外市場資訊分析中心及蘭花品系與產銷履歷等制度，來提升與維持國際市場

競爭優勢。 

林咸嘉 (2008) 則提出蘭花產業鏈主要透過整體產業結構進行劃分，可分為上游的育

種繁殖包含研發、鑑定、育種及瓶苗；中游的育苗包含馴化、小苗、中苗、大苗、催花

及成花場；下游則有物流通路和行銷等。然而在面對國際化競爭下，除維持現有價值鏈

外，若能進行中上游企業價值整合，並結合智慧資源規劃來解決品種權布局與管理、智

慧財產的交易與行銷等問題，將能提升產業營運規模與效率。 

劉耀中等 (2011) 認為蘭花產業價值鏈應分為主要活動及支援活動，前者包含生產管

理、後勤系統、行銷管理及顧客管理，後者則涵蓋人力資源管理、研究發展及產業結構

等活動，除了考量產業的發展需要整體上下游產業鏈結，更應納入思考政府產業政策，

學研機構關鍵技術研發及人才培育對產業創新轉型的支援。 

周瑛琪等 (2016) 從供給及需求兩大面向進行探究，前者將產業鏈區分為上游育種繁

殖、中游育苗及下游物流與行銷，後者則是根據不同市場需求提供各式產品，包含瓶苗、

中苗、大苗及抽花梗株，其中對歐洲提供瓶苗及中大苗，對日本及美國提供中大苗及抽

花梗株，並提出應針對各銷售市場之消費喜好、環境特色等巿場分析，作為品種選擇之

依據，以品種智財權保護來有效提升產品競爭力。 

黃靖嵐等 (2018) 將蝴蝶蘭產業鏈區分為品種研發、組織培養、生產管理、包裝貯運

及產品行銷五階段，並根據技術需求進一步提出各階段內相對應的技術活動項目，如種

原、花香及花外觀調控、抗病機制調控、品種權保護、病毒鑑別與檢測、量產模式、生

產管理標準、環境控制、栽培介質及換盆、花期調節、短中長途運輸、品牌國際化及消

費市場分析等內容，以作為未來研發投入與技術開發的參考。 

綜整前述文獻，本研究提出蘭花產業價值鏈初步架構及其相關定義，並標示各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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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著重之價值活動探討主題如表 1，其中上游為育種繁殖，可透過雜交育種、基因轉殖及

組織培養來達到品種改良或品種鑑定或種苗繁殖；中游為育苗催花，透過各種蘭花苗之

生產與品質管理活動，最後透過催花技術將種苗轉化為最終產品；下游則是運輸行銷，

包含產品的倉儲與配送、吸引顧客購買的相關活動及對產品形象的總體規劃等，這些為

涵蓋蘭花生產及銷售流程的主要價值活動；而其他價值活動包含種原保存、智慧財產權

推廣/保護、市場研究及產業結構改善等其他活動，則屬於支援價值活動之範疇。然上述

蘭花產業鏈各價值活動的相關文獻仍不足以一系統架構方式呈現，無法詳細羅列各價值

鏈之個別活動特徵及細節，因此本研究後續透過盤點政府相關補助計畫主題，根據表 1

定義，萃取各計畫的價值創新內涵並歸類到各價值活動主構面，而未包含於表 1 的價值

活動則進一步提出新的價值活動構面，以逐步建構蘭花產業價值鏈系統架構。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目的主要透過文獻回顧初步建構蘭花產業價值活動要素，再輔以歷年政府補

助計畫的盤點，萃取產業鏈價值活動創新類型，藉此建構蘭花產業價值鏈，並比較不同

類型之計畫申請者及不同的申請期間所重視的產業價值鏈活動差異。以下依序說明政府

補助計畫檢索策略以及資料分析流程與分析方法。 

一、政府補助計畫檢索策略 

根據國際商品統一分類代碼 (harmonized system code, HS Code)，我國關稅署依蘭花

生產階段將蘭花相關產品分為三大種類，分別是瓶苗、盆花及切花。而此三大種類包含

各種我國蘭花主要進出口品項：蝴蝶蘭、文心蘭、石斛蘭、蕙蘭、嘉德麗雅蘭及朵麗蝶

蘭等品項，本研究即根據此六大品項，另加上「蘭花」、「蘭科」、「蘭屬」、「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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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蘭花產業價值構面、價值活動與文獻來源 

階段 價值活動 定義 A B C D E F G 

上游 
(育種繁殖) 

組織培養 利用有性生殖之果莢無菌播種或

無性繁殖之切片組織培養進行種

苗繁殖 

v v v v v v v 

基因轉殖 以蘭花基因轉殖方法進行品種改

良 
 v v  v v v 

中游 
(育苗催花) 

蘭花苗生產 
(小苗、中苗、大苗) 

自組培苗或小苗生產至中苗或大

苗之生產與品質管理 
v v v v v v v 

抽梗苗或開花株生產 成熟大苗或成熟株透過催花技術

轉化成最終產品之生產與品質管

理 

v v v v v v v 

下游 
(運輸行銷) 

運輸物流 產品的倉儲與配送 v v v  v  v 

行銷推廣 吸引顧客購買的相關活動 v v v v v v v 

品牌經營 對於產品形象、識別系統、理念、

產品組合的總體規劃與經營 
 v   v   

其他價值活動 種原保存 蒐集蘭花原生種/優生品種進行保

存及管理 
    v   

智慧財產權推廣/保護 推廣智財權保護概念及智財權保

護與管理 
  v v v v v 

市場研究 產業預測分析與消費需求評估   v  v v v 

產業結構改善 提升產業經營效率的相關法規制

度、補助措施及基礎建設等外在

環境改善 

  v v v  v 

註：A-夏鑄九與劉昭吟 (2003)；B-彭作奎等 (2006)；C-王惠正等 (2008)；D-林咸嘉 

(2008)；E-劉耀中等 (2011)；F-周瑛琪等 (2016)；G-黃靖嵐等 (2018)。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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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及「一葉蘭」等蘭花相關字彙，檢索政府研究資訊系統 2 (Government Research Bulletin, 

GRB) 之計畫標題及摘要，資料範圍為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資料，檢索結果共計 2,260

筆、檢索科技部學術補助獎勵系統共計 1,353 筆 3、以及檢索農委會農業計畫管理系統共

計 2,815 筆 4，三者資料進行整併，剔除非蘭花及重複計畫，總計 2,809 筆計畫作為本研

究樣本資料。 

二、資料分析流程與分析方法 

本研究在資料分析上，先針對計畫資料進行整理並判別各計畫之創新類型，接著比

較申請人類型及不同申請期間在計畫創新類型上的差異。因申請人類型、申請期別與計

畫價值創新類型均為類別變數，本研究採用對應分析量化類別資料，將複雜的資料矩陣

轉換成視覺化的空間圖，呈現類別資料的相對位置，藉此探索類別變數間彼此關聯性 

(Doré et al., 1996; Greenacre and Blasius, 2006)。資料分析流程依據 Clausen (1998) 所提出

之三階段分析法如圖 3 所示，步驟 (1) 分別計算計畫價值活動創新類型與計畫申請人類

別、及計畫申請期間所形成之價值創新活動矩陣頻率表，如創新類型 (列) 與申請人/期

間 (行) 的數據頻率表，再輔以卡方事後檢定，驗證類別間的統計差異；步驟 (2) 計算

在空間中類別變數間以及點與質心間的卡方距離；步驟 (3) 最終在 n 維空間中尋找一個

軸線與所有的變數間的距離為最接近者，形成類別變數間關聯性的視覺化空間圖。 

 

                                                                                                                                                         
2 政府研究資訊系統，取自 https://www.grb.gov.tw/index，檢索日期：2017/09/05。 
3 科技部學術補助獎勵查詢系統，取自 https://statistics.most.gov.tw//award/，檢索日期：

2017/09/05。 
4 農業計畫管理系統，取自 https://project.coa.gov.tw/coa/p#/P01，檢索日期：2017/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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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之價值活動創新類別判讀及歸納方法 

本研究採用專家逐篇閱讀內容並萃取主題關鍵字，利用 Strauss (1987) 提出的質性資

料編碼過程，將每筆計畫之計畫書內容及摘要採用三階段編碼萃取價值活動關鍵字，利

用 Excel 逐筆標記各計畫之三階段主題關鍵字，並以此檔案作為專家討論依據。首先由

研究者及一位技術專家為主要內容閱讀者，各自進行初次主題節錄，於內文找出有意義

的句子或段落，如從「…証實在阿拉伯芥中大量表現 AP2/ERF 類型的轉錄因子 AF9 基因，

可以誘導調控植物抗病機制以提昇轉殖株對軟腐病的抗性…(No. 1608)」摘要中節錄出

「AF9 基因可以誘導調控植物抗病機制以提昇轉殖株對軟腐病的抗性」之主題句；其次

將主題句標籤化為「抗病毒/病害基因研究」之關鍵詞；再根據前一步驟產生的相似概念

關鍵詞進行辨識並歸類為二階價值活動構面，如將「抗病毒/病害基因研究」、「延緩採

收後老化基因研究」、「花形花色基因研究」、「花香基因研究」、「耐逆境基因研究」

及「控制開花基因研究」等關鍵詞歸類為「功能性基因應用研究」二階價值活動構面，

再根據先前文獻回顧所建立的價值鏈定義，判斷其屬於「基因工程研究」一階價值活動

構面。倘若二階價值活動構面無法以先前建構之產業價值鏈定義，則針對其性質進行新

的一階價值活動構面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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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資料分析流程圖 

透過自行建立蘭花產業之技術分類表，即研究者逐篇閱讀政府補助計畫書及其摘要

後提出初步的分類，為確保前述所萃取之關鍵活動名詞適宜性，則將初步分類結果再與

蘭花產業之技術專家與產業專家討論，最後歸納出最終產業價值活動分類表。其中各專

家背景如表 2 所示，是以研究者及一位技術專家為主要內容閱讀者進行關鍵詞判讀，透

過上述流程將每筆計畫進行分類後，初步建構蘭花產業價值活動，當主要閱讀者之判斷

結果不一致時，則需先進行共識討論，再將初步分類後的細項價值活動 Excel 表，委由

技術專家及產業專家進行價值活動名詞確認，最後召開小組討論會議商榷價值活動名詞

之適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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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之申請人類別與申請期間劃分 

影響農業創新的利害關係人包含政府單位、研究單位、教育單位及農民等各種參與

者 (World Bank, 2006; Rudman, 2010; Dockès et al., 2011)，因此本研究參照上述分類除包

含政府單位、研究機構、教育系統外，將農民視為產業界，並根據台灣蘭花產業發展特

性將非營利事業推廣組織在產業發展的重要性 (夏鑄九與劉昭吟，2003；蔡漢生與吳連

賞，2015；陸怡蕙等，2021) 增為第五類，形成蘭花產業創新利害關係人五大類型，各

成員組織如表 3 所示。 

本研究收集 1991-2020 年間共 2,809 筆蘭花相關政府補助計畫，其中 1991 年至 2001

年為政府補助蘭花計畫的開端，而我國蘭花相關政策則始於 2002 年後密集出現，因此本

研究將政策密集出現前 11 年 (1991-2001 年) 劃分為第一階段，2002 年起的 19 年採平均

分配每五年 1 期，由於資料期間至 2020 年，故最後一期僅以四年作計算，最後將蘭花產

業發展區分為五期：1991 至 2001 年、2002 至 2006 年、2007 至 2011 年、2012 至 2016

年、及 2017 至 2020 年。 

表 2  專家背景介紹 

編號 來源 任務 任職單位 專長領域 

1 學術界 主要判讀者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

播暨發展學系助理教授 
農業智財管理、植物品種權保

護、資訊計量學、競爭情報 
2 學術界 主要判讀者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園生

產學系碩士生 
園藝作物產期調節、植物組織培

養 
3 學術界 協助確認主題

關鍵詞正確性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園生

產學系副教授 
園產品之採後生理、貯藏、包裝

處理及檢疫處理等技術開發與應

用 
4 產業界 協助確認主題

關鍵詞正確性 
文心蘭業者 蘭花栽培管理及運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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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申請人類型成員及申請計畫之件數 

申請人類型 成員 計畫件數 

政府單位 (G) 行政院所轄各部會、縣市政府等。 67 

研究機構 (R) 財團法人研究機構、農業改良場、種苗繁殖場、農

業試驗所等。 
1,205 

教育系統 (E) 大專院校、各學校所設立之研究中心。 1,223 

產業界 (I) 企業及企業研究中心。 51 

非營利事業推廣組織 (NP) 協會、公會、各鄉鎮市農會、產銷班、合作社等。 263 

 

(三)計畫申請人及計畫時期價值創新矩陣分析 

本研究針對不同計畫申請人類別或計畫時期，搭配價值活動類型以二維分類矩陣以

交叉分析表顯示不同類型申請者之創新重點，並輔以卡方事後檢定來驗證不同計畫申請

人與不同計畫時期的價值創新重點。 

本研究整理創新類型 (列) 與申請人/期間 (行) 的數據頻率表成 I 個橫列和 J 個縱行

的表格，稱為「交叉表」或「列聯表 (contingency table)」，運用「百分比同質性考驗」

進行卡方值檢測，如本研究中不同的計畫申請人 (分為 J 個類別：政府單位、研究機構、

教育系統、產業界、非營利事業推廣組織)，在不同的價值創新類別 (分為 I 個類別：品

種改良與繁殖、基因工程研究、生產技術…等) 是否有類似的分佈模式？檢驗不同的計

畫申請類型在各價值活動創新所申請之計畫案百分比是否相同，若卡方檢定結果達到顯

著，則須進一步進行百分比同質性考驗的事後比較 (a posteriori comparisons)。 

(四)對應分析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CA)  

本研究依據交叉分析表事後檢定結果輔以對應分析，比較不同類別計畫申請人及不

同時期蘭花產業價值活動的創新重點「空間視覺圖」。此一研究方法最早由 Benzécri (1973) 

所提出，並被廣泛應用於許多實證研究分析上，其主要功能在於量化類別資料，是一種



−18−  以政府補助計畫之角度建構蘭花產業價值鏈 

(18) 
 

將高維度資料簡化為低維度資料的統計方法 (張紹勳與林秀娟，2018)，透過將複雜的類

別資料矩陣轉換成視覺化的空間圖，呈現類別資料的相對位置，藉此探索類別變數間彼

此關聯性 (Doré et al., 1996; Greenacre and Blasius, 2006)。 

本研究採用之對應分析其分析原理與主成分分析相符，由於主成分分析僅能針對變

數或樣本進行分析，而對應分析則能使特徵值相同的變數和樣本在同一座標平面上同時

標示出樣本和變數的散佈圖，並同時表達兩者之間的相互關聯性。對應分析可依據不同

的變數組合揭露出不同的分析資訊，具體指出列變數與行變數中的哪些類別具有最強的

關聯性，對應分析主要透過卡方統計量求算特徵值分析，故也可用卡方值呈現整個列聯

表的相關性 (林繼文，1998；呂秀英，2006；張紹勳與林秀娟，2018)。當提取兩類別變

數而形成一雙標圖時，卡方統計量會顯示數據中各類別的點距離，任何行點或列點之間

的距離反映出各點之間的相似性 (或不相似性)，相互靠近的點具有相似性，而遠離彼此

的點則具有不相似性 (Doey and Kurta, 2011)。當類別變數越多，彼此之間關係越複雜，

則分析結果解釋力會越差，二維圖中的兩軸解釋力應至少高於 50%，方能達解釋水平 (陳

盈宏，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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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蘭花產業價值鏈建構與價值活動創新類

型計畫補助分布分析 

一、蘭花產業價值活動創新類型申請概況 

本研究依據文獻回顧所建立的蘭花產業價值鏈定義表，研究者進一步逐篇閱讀政府

補助計畫書及其摘要後增修定義表，再經由技術專家與產業專家討論，最後歸納出最終

產業價值活動分類表，共可區分為主要及次要價值活動如圖 4 所示。 

由於 2,809 筆蘭花補助計畫可以複分一至多個不同價值活動範疇，故最終分析計畫件

數為六大主要價值活動共 2,925 筆佔 86.26%，以及六大支援活動共 466 筆計畫佔 13.74%，

其中支援價值活動之計畫件數相對於主要價值活動較少。 

從主要價值活動觀察，以「M01 品種改良與繁殖」(720 件，21.23%)、「M02 基因

工程研究」(663 件，19.55%) 及「M03 生產技術」(711 件，20.97%) 為主要申請項目。

台灣蘭花產業擁有豐富種原，為維持品種優勢，持續增強品種研發為不可或缺的動能 (夏

鑄九與劉昭吟，2003；楊玉婷，2010；李易航等，2011)，因此從政府補助資料亦可以發

現政府在育種能力上投入大量 M01 及 M02 共 40.78% 計畫案，再輔以 M03 生產技術類

型計畫的補助，掌握各種蘭花栽培環境生理條件，逐漸建立蘭花產業發展的利基。 

另從支援價值活動來觀察，則以「S01 種原之蒐集與保存」154 件 (4.54%) 與「S06

產業結構改善」155 件 (4.57%) 為最多。台灣豐富種原可以透過種原的蒐集與保存，將

有助於栽培更多元的新品種蘭花，進而維持產業之競爭優勢，產業結構改善則是利用包

含建構產業聚落、規劃生產專區及培養專業人才進行市場資訊蒐集等改善蘭花產業環

境，而其他支援活動類別件數則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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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台灣蘭花價值鏈創新類型以主要價值活動為主，偏重上、中游價值活動

創新，包含「M01 品種改良與繁殖」、「M02 基因工程研究」、「M03 生產技術」及「M04

病蟲害技術」等技術類型創新，而屬於下游的「M05 加工運銷技術」與「M06 行銷管理」

的補助案相對較少，而支援價值活動中，關於「S02 農業智慧財產權推廣/保護」、「S04

蘭花美學設計應用」及「S05 產業經營管理能力輔導」之研究則相對更少，顯示政府對

於台灣蘭花產業資源投入著重於生產相關技術的研發。 

二、蘭花產業價值鏈價值活動比較 

(一)計畫申請人在產業價值鏈價值活動比較 

不同類別計畫申請人在主要及支援價值活動的創新重點差異比較如表 4 與表 5 所

示，整體卡方檢定結果 2X = 1878.698 及 238.625，P 值均為 0.000 具顯著差異，接續輔

以事後比較檢定五類計畫申請人之間的價值活動創新差異是否到顯著水準。若橫列於各

組別個數的右下角英文代號相同者，表示兩組之間申請件數無顯著差異，反之則表示具

顯著差異。以表 4 中「M06 行銷管理」之橫列為例，出現「a」、「b」、「c」及「d」

四種英文代碼表示其所代表之組別申請件數具顯著差異，分別為「a」出現在政府單位 

(G)、「b」表示研究機構 (R) 及產業界 (I)、「c」為教育系統 (E) 及「d」為非營利事

業推廣組織 (NP)。進一步利用百分比比較，結果顯示 d a bNP G R> > , b cI E> ，即在「M06

行銷管理」中，非營利事業推廣組織 (NP) 申請件數大於政府單位 (G)，大於研究機構 (R) 

及產業界 (I)，再大於教育系統 (E)，後續事後比較結果均以此為檢定判讀方式。 

從表 4 可發現在主要價值活動中，計畫申請者多為研究機構與教育系統，兩者主要

著重在產業價值鏈之育種階段。其中各類型組織的顯著性差異比較，研究機構價值活動

偏重「M01 品種改良與繁殖」(30.8%)、「M03 生產技術」(25.1%)及「M04 病蟲害技術」

(18.3%)；教育系統以「M01 品種改良與繁殖」(22.5%)、「M02 基因工程研究」(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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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M03生產技術」 (26.3%) 為主要申請項目；而產業界則以「M02基因工程研究」 (33.9%) 

及「M03 生產技術」(33.9%) 為研發重點；政府單位著重於「M03 生產技術」(20.4%) 及

「M06 行銷管理」(53.1%) 之創新活動；最後非營利事業推廣組織重視「M06 行銷管理」

(88.4%)。而「M05 加工運銷技術」為六大主要價值活動中申請件數最低的創新類型，五

類型申請人均有申請，但比例都不高且未達顯著差異。 

表 4  不同計畫申請人類別之蘭花價值鏈主要價值活動交叉分析表事後檢定 

 G R E I NP 總計 事後比較 

M01 5a 419b 286a 8a, b 2c 720 R > E,G > NP；I > NP 
 10.2% 30.8% 22.5% 14.3% 1.1% 24.6%  
M02 1a, b 216b 426c 19c 1a 663 E, I > G；E, I > R > NP 
 2.0% 15.9% 33.5% 33.9% 0.5% 22.7%  
M03 10a 341a 334a 19a 7b 711 G, E, R, I > NP 
 20.4% 25.1% 26.3% 33.9% 3.7% 24.3%  
M04 6a, b 249b 144a 4a, b, c 2c 405 G > NP；R > E > NP 
 12.2% 18.3% 11.3% 7.1% 1.1% 13.8%  
M05 1a 88a 62a 2a 10a 163 - 
 2.0% 6.5% 4.9% 3.6% 5.3% 5.6%  
M06 26a 46b 19c 4b 168d 263 NP > G > R, I > E 
 53.1% 3.4% 1.5% 7.1% 88.4% 9.0%  
總計 49 1,359 1,271 56 190 2,925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註：1.  G-「政府單位」；R-「研究機構」；E-「教育系統」；I-「產業界」；NP-「非營

利事業推廣組織」。 

    2.  每一個下標字母都表示「計畫申請人」種類的子集，只要代號有重覆的部分，在

0.05 水準上其行比例彼此之間沒有明顯的不同，代表該兩組並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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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利用表 5 說明支援價值活動之各申請者概況，研究機構創新偏重「S01 種原之蒐

集與保存」 (49.8%) 及「S02 農業智慧財產權推廣/保護 (6.2%)；教育系統及產業界以「S03

蘭花萃取加值應用」(40.6% 及 87.5%) 為創新重點；而政府單位與非營利事業推廣組織

則重視「S06 產業結構改善」(58.6% 及 82.4%)。其它如「S04 蘭花美學設計應用」及「S05

產業經營管理能力輔導」為支援價值活動申請件數最低的創新類型，五類型申請人未達

顯著差異。 

表 5  不同計畫申請人類別之蘭花價值鏈支援價值活動交叉分析表事後檢定 

 G R E I NP 總計 事後比較 

S01 8a, b 105b 40a 1a, b 0c 154 R > E > NP；G , I > NP 
 27.6% 49.8% 30.1% 12.5% 0.0% 33.0%  
S02 1a, b 13b 0a 0a, b 2a, b 16 R > E 
 3.4% 6.2% 0.0% 0.0% 2.4% 3.4%  
S03 2a, b 22b 54c 7c 0a 85 E, I > R > NP；E, I > G 
 6.9% 10.4% 40.6% 87.5% 0.0% 18.2%  
S04 1a 8a 3a 0a 0a 12 - 
 3.4% 3.8% 2.3% 0.0% 0.0% 2.6%  
S05 0a 19a 12a 0a 13a 44 - 
 0.0% 9.0% 9.0% 0.0% 15.3% 9.4%  
S06 17a 44b 24b 0b 70a 155 NP,G>R,E,I 
 58.6% 20.9% 18.0% 0.0% 82.4% 33.3%  
總計 29 211 133 8 85 466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註：1.   G-「政府單位」；R-「研究機構」；E-「教育系統」；I-「產業界」；NP-「非營

利事業推廣組織」。 

    2.  每一個下標字母都表示「計畫申請人」種類的子集，只要代號有重覆的部分，在

0.05 水準上其行比例彼此之間沒有明顯的不同，代表該兩組並無顯著差異。 



−24−  以政府補助計畫之角度建構蘭花產業價值鏈 

(24) 
 

(二)不同時期之產業價值鏈價值活動比較 

不同時期之產業價值鏈價值活動比較，整體卡方檢定結果分別為 2X = 119.125 及

70.391，P 值均為 0.000 具顯著差異，輔以事後比較檢定五期創新差異是否具顯著水準，

研究結果如表 6 及表 7 所示。 

表 6  不同時期之蘭花價值鏈主要價值活動交叉分析表事後檢定 

 一 二 三 四 五 總計 事後比較 

M01 45a 129a, b 211a, b 220c 115b, c 720 四>一,二,三；五>一 
 17.2% 20.4% 23.8% 30.9% 26.6% 24.6%  
M02 90a 190a 192b 121b 70b 663 一,二>三,四,五 
 34.5% 30.1% 21.6% 17.0% 16.2% 22.7%  
M03 77a, b 133b 205b 161b 135a 711 五>二,三,四 
 29.5% 21.0% 23.1% 22.6% 31.3% 24.3%  
M04 34a 91a 135a 91a 54a 405 - 
 13.0% 14.4% 15.2% 12.8% 12.5% 13.8%  
M05 11a 40a 47a 39a 26a 163 - 
 4.2% 6.3% 5.3% 5.5% 6.0% 5.6%  
M06 4a 49b 97b 81b 32b 263 二,三,四,五>一 
 1.5% 7.8% 10.9% 11.4% 7.4% 9.0%  
總計 261 632 887 713 432 2925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註：1.  一-「1991-2001 年」；二-「2002-2006 年」；三-「2007-2011 年」；四-「2012-2016

年」；五-「2017-2020 年」。 

    2.  每一個下標字母都表示「期間」種類的子集，只要代號有重覆的部分，在 0.05 水

準上其行比例彼此之間沒有明顯的不同，代表該兩組並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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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不同時期之蘭花價值鏈主要價值活動交叉分析表事後檢定 

 一 二 三 四 五 總計 事後比較 

S01 11a 33a 53a 37a 20a 154 - 
 31.4% 40.2% 38.4% 28.0% 25.3% 33.0%  
S02 0a 0a 6a 9a 1a 16 - 
 0.0% 0.0% 4.3% 6.8% 1.3% 3.4%  
S03 12a 10b 22b, c 10c 31a 85 一>四；五>二,三,四 
 34.3% 12.2% 15.9% 7.6% 39.2% 18.2%  
S04 1a 1a 2a 7a 1a 12 - 
 2.9% 1.2% 1.4% 5.3% 1.3% 2.6%  
S05 6a 12a 10a 11a 5a 44 - 
 17.1% 14.6% 7.2% 8.3% 6.3% 9.4%  
S06 5a 26a, b 45a, b 58b 21a, b 155 四>一 
 14.3% 31.7% 32.6% 43.9% 26.6% 33.3%  
總計 35 82 138 132 79 466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註：1. 一-「1991-2001 年」；二-「2002-2006 年」；三-「2007-2011 年」；四-「2012-2016

年」；五-「2017-2020 年」。 

    2. 每一個下標字母都表示「期間」種類的子集，只要代號有重覆的部分，在 0.05 水

準上其行比例彼此之間沒有明顯的不同，代表該兩組並無顯著差異。 

 
就主要價值活動來看，整體研究結果顯示「M01 品種改良與繁殖」、「M02 基因工

程研究」及「M03 生產技術」在各期的申請比例均高於 15%，表示在不同時期對於 M01

至 M03 的創新均高於 M04 至 M06 的創新活動。進一步比較各期的創新重點，第一期創

新重點以「M02 基因工程研究」(34.5%) 為主；第四期以「M01 品種改良與繁殖」(30.9%) 

為創新主軸；第五期則以「M03 生產技術」(31.3%) 為主要創新，其主要歸因於 2016 年

起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推動智慧農業 4.0 政策，導入各式自動化生產系統如換盆、灑水等設

備，以降低人力需求，更透過智慧化生理感測裝置進行生產環境監測，以穩定蘭花生產

品質(楊智凱等，2016)，而「M06 行銷管理」則呈現逐年重視的趨勢；「M04 病蟲害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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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及「M05 加工運銷技術」則因各期均有申請案，但比例都不高而未達顯著差異。 

在支援價值活動上，因支援價值活動計畫申請比例僅占整體的 13.74%，從事後檢定

結果亦可以發現各期創新大多呈現無顯著差異。其中「S03 蘭花萃取加值應用」僅在第

一期 (34.3%) 申請量明顯高於第四期，而在第五期 (39.2%) 申請量則高於第二、三、四

期；在第四期是以「S06 產業結構改善」(43.9%) 之申請量明顯高於第一期。 

(三)產業價值鏈活動之對應分析結果 

本研究依據上述事後檢定結果，另輔以對應分析進行資料說明，綜整不同計畫申請

人及不同時期的主要價值活動及支援價值活動之創新差異「空間視覺圖」，分析結果如

表 8、圖 5 及圖 6 所示。 

對應分析結果如表 8，可發現「產業價值鏈活動」與「計畫申請人」( 2
(44) 2063.720X = ，

.000p = )及「計畫時期」( 2
(44) 200.802X = ， .000p = ) 之對應關係均達顯著，而對應分析

中的慣性 (inertia) 為奇異值 (singular value) 的平方，相當於因素分析中的特徵值，說明

每個維度能解釋列聯表中兩變異數關係的程度，值的大小無法像因素分析中能代表解釋

多少變異數，但所有維度慣性總和則可以用來表示總變異量的大小。結果發現產業價值

鏈活動類型在第二維度時與「計畫申請人」的慣性 0.064 為最高，對應右側之慣性比例，

累積解釋達 98.1%，其次則為「計畫時期」的 0.019，累積解釋則有 90.5%，本研究兩維

累積解釋力均高達 90% 以上，能充分解釋類別變數間的關係 (陳盈宏，2014)。 

根據圖 5 不同計畫申請人類別之蘭花價值活動對應分析，分析結果二維累積解釋力

達 98.1%，表示能有效呈現變數之間的關聯性。整體而言「M05 加工運銷技術」在空間

視覺圖中，位於研究機構、政府單位及非營利事業推廣組織的中間，表示此三類機構均

有申請但無顯著差異；「S04 蘭花美學設計應用」及「S05 產業經營管理能力輔導」則因

申請件數太少，在事後檢定比較上無顯著差異，由此可知此三類價值活動為較不受重視

的創新價值活動。 

研究機構相較於其它類型申請單位所申請之價值創新活動更加廣泛，除了主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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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M01 品種改良與繁殖」、「M03 生產技術」及「M04 病蟲害技術」外，亦重視支

援價值活動上的創新如「S01 種原之蒐集與保存」及「S02 農業智慧財產權推廣/保護」

等；教育系統創新重點為主要價值活動的「M01 品種改良與繁殖」、「M02 基因工程研

究」、「M03 生產技術」及「S03 蘭花萃取加值應用」；產業界主要申請「M02 基因工

程研究」、「M03 生產技術」及「S03 蘭花萃取加值應用」，而政府單位及非營利事業

推廣單位較著重在「M06 行銷管理」及「S06 產業結構改善」等管理知識上的創新，不

同類型申請者在蘭花產業價值活動創新類型上有所不同。 

表 8  對應分析摘要表 

對應變項 維度 奇異值 慣性 2X  df p 
慣性比例 信賴奇異值 

佔比 累積 SD 相關 
計畫申請人 1 .730 .533 2063.720 44 .000*** .876 .876 .017 .040 
 2 .252 .064    .105 .981 .016  
計畫時期 1 .186 .035 200.802 44 .000*** .584 .584 .016 .017 
 2 .138 .019    .321 .905 .019  

註：***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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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不同計畫申請人類別之蘭花產業價值活動對應分析 

不同時期之主要價值及支援活動的創新差異「空間視覺圖」如圖 6 所示，分析結果

二維累積解釋力達 90.5%。整體而言「M04 病蟲害技術」、「M05 加工運銷技術」及「S01

種原之蒐集與保存」在空間視覺圖中位於各期中間，表示各期均有一定比例的申請案，

但各期申請比例無顯著差異；而「S02 農業智慧財產權推廣/保護」(16 件) 及「S04 蘭花

美學設計應用」(12 件) 則因其申請件數太少，且 M04、M05 及 S01、S02、S04 等創新

活動在事後檢定結果無顯著差異，因此空間視覺圖中不繪入為各期研發重點。此外，由

於第三期相較於其他期間沒有明顯突出的創新類型申請，因此在空間視覺圖中沒有匡列

研發重點。 

進一步比較各期創新差異，第一期重視「M02 基因工程研究」之產業價值鏈前端創

新及「S03 蘭花萃取加值應用」之加值應用創新；第二期至四期則鄰近於主要價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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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01 至 M06 以及支援價值活動 S01、S05 及 S06，表示第二期至四期均鼓勵各類型主要

價值活動申請，且開始著墨於產業經營管理能力輔導及產業結構改善，但在第二期更加

重視「M02 基因工程研究」之研發，第三期則因多元發展無明顯的創新類型突出，而第

四期則強調「M01 品種改良與繁殖」之技術創新與「M06 行銷管理」之管理創新，此外

更包含「S06 產業結構改善」之支援價值活動，而「S02 農業智慧財產權推廣/保護」及

「S04 蘭花美學設計應用」相較於各期亦較鄰近第四期；第五期則因政策影響而著重於

「M03 生產技術」及「S03 蘭花萃取加值應用」之創新。綜整上述分析結果，蘭花產業

價值活動創新類型隨著時間推移及當時的政策影響而有所不同，且相較於早期偏重於技

術類型創新，後期則開始逐漸重視管理類型上的創新。 

 
圖 6  不同時期之蘭花產業價值活動對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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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台灣蘭花產業憑藉著豐富的蘭花種原與優良的育種能力 (楊玉婷，2010；李易航等，

2011)，加上國家研發資源的投入，政策輔導與技術擴散後產業技術提升、垂直分工生產

網絡的綜效，加上適時全球市場擴張的支撐，而促使台灣建立蘭花產業全球競爭優勢 (夏

鑄九與劉昭吟，2003)。本研究透過相關文獻回顧初步建構蘭花產業價值活動要素，再輔

以歷年政府補助計畫盤點，以萃取產業鏈價值活動創新類型而建構蘭花產業價值鏈，研

究成果呈現六個主要價值活動，即「品種改良與繁殖」、「基因工程研究」、「生產技

術」、「病蟲害技術」、「加工運銷技術」及「行銷管理」；以及六個支援價值活動，

即「種原之蒐集與保存」、「農業智慧財產權推廣/保護」、「蘭花萃取加值應用」、「蘭

花美學設計應用」、「產業經營管理能力輔導」及「產業結構改善」，除了包含主體架

構之外，更進一步提出各主題架構下的創新細節及構面定義，如表 9 所示。 

與先前回顧過去文獻所得之蘭花產業價值鏈 (表 1) 進行比較，可發現本研究同樣以

蘭花生產流程作為主要價值活動，而其他價值活動則為支援價值活動。在區分一階價值

活動及二階價值活動內容後，在主要活動部分，將原本的上游的育種繁殖階段之「組織

培養」增修為「品種改良與繁殖」；在「基因轉殖」部分，本研究在進行政府補助計畫

內容價值創新判讀後，發現關於基因技術之研發計畫，包含功能性基因應用研究、基因

定序、分子標誌技術、基因轉殖技術等類型，根據王強生 (2005) 指出基因工程育種主要

利用遺傳工程技術進行特定基因分離或改造，再利用基因轉移技術導入缺乏此特定基因

之目標作物，其技術內容包含 1.利用基因標記、功能選殖等各種分子生物技術方法篩選

目標基因、2.進行基因轉殖載體構築、3.將目標基因轉殖至目標作物、4.轉基因植株之基

因表現與遺傳分析及 5.轉基因品種育成，對此在價值活動命名上，也將「基因轉殖」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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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基因工程研究」，以涵蓋所有與基因研究相關之價值活動；而育苗催花階段則從原

本的各種蘭花產品名稱，修正成為產出各種蘭花產品的生產及品質管理價值活動，即「生

產技術」與「病蟲害技術」；對於運輸行銷階段則調整「運輸物流」為「加工運銷技術」，

亦整合原有的「行銷推廣」、「品牌經營」及「市場研究」等而改為「行銷管理」價值

活動。至於在支援價值活動部分，則新增關於提高蘭花附加價值的衍生性產品相關研發

活動，包含「蘭花萃取加值應用」及「蘭花美學設計應用」，以及透過技術診斷服務團

形式舉辦相關教育推廣及專業研習課程、實地訪視與輔導等活動之「產業經營管理能力

輔導」價值活動。 

表 9  蘭花產業價值鏈一、二階段價值活動與定義 

類型 階段 一階價值活動 定義 二階價值活動 

主 
要 
活 
動 

上游- 
育種繁殖 

品種改良與繁

殖 
利用有性生殖之果莢無

菌播種或無性繁殖之切

片組織培養進行種苗繁

殖 

新品種開發培育策略、品種改良

及育成、種苗繁殖技術、組培繁

殖技術、花生理調節技術 

基因工程研究 針對特定基因進行研

究，並利用分子標誌與

基因轉殖方法進行蘭花

品種改良 

功能性基因應用研究、基因定

序、分子標誌技術、基因轉殖技

術 

中游- 
育苗催花 

生產技術 針對蘭花產品(各式種

苗)之生產管理 
栽培環境生理研究、栽培環境控

制設備、栽培介質開發及應用、

栽培容器及設備、生產流程標準

化、品質一致性能力、自動化生

產系統 

病蟲害技術 針對蘭花產品(各式種

苗)之品質管理 
病理研究調查、建立病毒/病蟲害

資訊系統、病毒/病蟲害檢測技

術、病毒/病蟲害鑑定技術、病毒

/病蟲害處理程序、病毒/病蟲害

防治、自動化檢疫防治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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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蘭花產業價值鏈一、二階段價值活動與定義 (續) 

類型 階段 一階價值活動 定義 二階價值活動 

主 
要 
活 
動 

下游- 
運輸行銷 

加工運銷技術 產品的倉儲與配送 採後處理技術、低溫保鮮儲運技

術、產品包裝材料改良、自動化

分級包裝系統、保鮮儲運環境生

理研究、低溫保鮮儲運設備、產

品包裝處理流程標準化 

行銷管理 吸引顧客購買的相關活

動 
協助優良品種參展及比賽、拓展

全球行銷通路、產業及跨國消費

行為分析、建立蘭花市場資訊資

料庫 

支 
援 
活 
動 

其他價值

活動 
種原之蒐集與

保存 
蒐集蘭花原生種 /優生

品種進行保存及管理 
建構品種資料庫、建立原生蘭花

保育區 

農業智慧財產

權推廣/保護 
推廣智財權保護概念及

智財權保護與管理 
舉辦教育推廣及專業研習課程 

蘭花萃取加值

應用 
萃取蘭花特殊成分進行

相關生技醫藥產品研發 
抗凝血因子、眼部疾病、抗肝炎、

心血管疾病、抗腫瘤、化妝品、

健康食品 

蘭花美學設計

應用 
利用意象進行蘭花相關

藝術產品開發 
文創商品設計、景觀綠化設計 

產業經營管理

能力輔導 
針對蘭花業者之組織結

構、經營管理能力及技

術瓶頸等進行輔導改善 

舉辦教育推廣及專業研習課程、

實地訪視與輔導 

產業結構改善 提升產業經營效率的相

關法規制度、補助措施

及基礎建設等外在環境

改善 

產業聚落形成、建立企業間共同

研發機制、農業發展政策、規劃

訓練專業/多能工、政府獎勵措施 

蘭花的生產過程是時間連續性的生物生長控制過程，而不是零件組裝過程，每個價

值活動皆可以商品化，上游育種技術「品種改良與繁殖」及「基因工程研究」必須掌控

生物資訊與市場資訊的鏈結，透過育種的準確度以符合巿場需求。中游的「生產技術」、

及「病蟲害技術」，透過標準化生產流程及病蟲害檢測與防治技術有效控管蘭花生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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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最後藉由「加工運銷技術」及末端銷售之「行銷管理」，以支援蘭花產業形成全球

垂直分工產業網絡，除此之外，支援價值活動的概念，強調如「種原蒐集與保存」、「農

業智慧財產權管理」、「蘭花加值應用」、「產業經營管理輔導」及「產業結構改善」

等在管理上的創新，而台灣蘭花產業競爭力來自於這些技術與創新所形成之產銷網絡綜

合效果。整體產業價值鏈創新中，較偏重育種繁殖的技術創新，以及生產技術及病蟲害

技術之流程創新，而對於下游之加工運銷技術、行銷管理及支援價值活動之管理創新則

較為缺乏。對此，若能增加對於產業價值鏈之下游及支援價值活動之關注，定能更加有

利於台灣蘭花產業之發展，而從各期申請結果來看，確實已逐漸改善此一現象，各方角

色開始進入價值鏈之下游管理創新及支援價值活動創新。 

表 10 比較不同利害關係人之價值活動創新類型差異，發現政府機關及非營利事業推

廣單位較著重在「行銷管理」及「產業結構改善」等管理知識上的創新；教育系統以主

要價值活動之「基因工程研究」及「生產技術」及支援活動之「蘭花萃取加值應用」等

技術創新為主，而研究機構所申請之創新活動最為廣泛，除了主要價值活動外，亦重視

支援價值活動上的創新，包含「種原之蒐集與保存」、「農業智慧財產權推廣/保護」等

創新；產業界則申請「基因工程研究」及「蘭花萃取加值應用」之創新，此兩類創新活

動亦屬於產業發展早期補助重點，可發現各創新系統成員各司其職。 

進一步比較台灣蘭花產業價值鏈在不同時期所關注之創新活動焦點，早期 

(1991-2006 年) 重視「基因工程研究」及「蘭花萃取加值應用」等技術創新，中期 

(2007-2011 年) 由於產業發展穩定各式創新活動平均發展，因此無明顯突出者。中後期 

(2012-2016 年) 除「品種改良與繁殖」之技術創新外，亦開始強調「行銷管理」及「產業

結構改善」之管理創新，到了後期 (2012-2017 年) 則擴充至智慧化「生產技術」及更多

元的「蘭花萃取加值應用」等創新。呼應蘭花產業的發展，在蘭花產業發展早期，由於

豐富的蘭花種原與優良的育種能力是台灣蘭花產業最大優勢 (楊玉婷，2010；李易航等，

2011)，為使蘭花在新品種育種上達到快速、精準度高且具有特定效用，加上 1990 年代

後期產業結構的轉型 (夏鑄九與劉昭吟，2003；林德福與劉昭吟，2004)，可發現就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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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活動而言，以「品種改良與繁殖」、「基因工程研究」及「生產技術」為主要申請

項目。台灣蘭花產業擁有豐富種原而成為產業發展的利基，為維持品種優勢持續增強品

種研發為不可或缺的動能 (楊玉婷，2010)。蘭花產業在發展初期，政府政策規劃能帶動

生產活動中關鍵技術的研發及提升，因增加產量進而使得產值增加，而台灣蘭花產業也

因早期產業結構的改變，到中後期政府政策的輔導、生產或保鮮或貯運技術的研發等，

使其出口產值不斷增加。然在產業發展過程中，影響產值的因素不單只有國內政策輔導

及技術提升，國際間的市場趨勢變化、生產基地成本、消費者喜好及競爭者崛起等亦是

影響因素之一 (溫芳宜，2010；台灣農業科技資源運籌管理學會，2012)，因此在中後期

「行銷管理」及「產業結構改善」之管理創新類型計畫開始被重視，而近期智慧業農業

為政府政策的發展重點，亦可發現相關補助計畫以智慧化「生產技術」及更多元的「蘭

花萃取加值應用」等創新為主，政府研發補助計畫於不同時期均因應產業困境而適時提

出解決方案。 

二、理論意涵與實務建議 

為瞭解產業價值鏈全貌必須先建構其架構，建構價值鏈之方法可透過訪談價值鏈利

害關係人 (Taylor, 2005；彭作奎等，2006；黃靖嵐等，2018)，或是回顧相關文獻及次級

資料的蒐集與整理 (Haggblade et al., 2012)等方法，而本研究提出透過相關文獻回顧初步

建構蘭花產業價值活動要素，再輔以歷年政府補助計畫盤點，以萃取產業鏈價值活動創

新類型來建構蘭花產業價值鏈。相較於過去相關研究從產業角度或從文獻回顧來進行產

業價值的建構，本研究從盤點政府計畫建構蘭花產業價值鏈主要有以下幾大效益：(1) 系

統性呈現研發成果在不同產業價值鏈的布局與應用情形；(2) 盤點研發資源投入對產業效

益與科技發展差異，探尋研發缺口並及早調整資源配置；(3) 有助於比對產業技術需求與

學研之研究現況，相應於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國內蘭花產業不僅須對於產業價值鏈有

所調整，更應提升學、研技術研發資源投入有效性，以提供產業發展所需技術之適切性 

(黃靖嵐等，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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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務應用上，台灣為發展型國家在面對全球化挑戰，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

重要的角色 (Weiss, 2000；王葳等，2019；林祖嘉等，2020)。在國家資源有限狀況下，

透過選擇與聚焦深耕，因應產業所遭遇的根本問題，嘗試找出國內所欠缺的關鍵基礎技

術項目，進行研發與技術深耕。本研究所提出的台灣蘭花產業之創新價值活動分類表，

將創新類型進行階層定義及細分，有助於蘭花產業成員於資源聚焦深耕選擇及更加清楚

整體蘭花產業發展脈絡，透過掌握產業發展困境導致之問題本質，方能有效提出解決方

案。本研究盤點政府的成果若能進一步與廠商的創新缺口需求比較，更能提升學、研技

術研發資源投入有效性，以提供產業發展所需技術之適切性，例如：將本研究成果與黃

靖嵐等 (2018) 之發現進行比較，黃靖嵐等 (2018) 亦以產業鏈為研究架構，訪談蘭花業

者瞭解其在產業價值鏈不同的階段的創新需求缺口，作為研擬蝴蝶蘭產業發展因應對策

之參考依據，在育種繁殖階段，廠商認為組培為目前蝴蝶蘭生產最耗費人力的生產步驟

之一，如何自動化、標準化生產是重要技術需求；病毒檢測技術已相對發達，但缺乏有

效且低成本的去病毒技術；在運輸階段雖已可達成長程運輸，但目前缺乏可妥善包覆蝴

蝶蘭盆花的包裝技術，而本研究盤點的政府計畫已有相應技術存在，如：「生產技術-生

產流程標準化/自動化生產系統」、「病蟲害技術-病毒/病蟲害鑑定技術」與「加工運銷

技術-產品包裝材料改良」等，農政機構可進一步建立相關知識擴散機制或進行產業合作

橋接，從而擴散學研機構創新能量至產業界，或是評估學研研發成果是否符合廠商需求，

建立農產業未來發展之研究方向與技術實用性。 

三、研究限制及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以政府補助計畫作為建構蘭花產業價值鏈架構的數據基礎，然而屬於企業價

值活動創新如行銷推廣或品牌經營方面的行為，或是屬於營業秘密類型的價值創新等，

可能較難由政府補助計畫內容中窺視其價值活動之細節。此外，即使同一個產業供應鏈

參與者所認知的價值鏈也不盡相同 (司徒達賢，1994)，因此本研究未來研究建議可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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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訪談瞭解業者之價值活動創新，建立更完整的蘭花產業價值鏈架構。 

由於政府研發補助主要有「由上而下」及「由下而上」兩種來源，就蘭花產業而言，

為因應產業需求及政策發展方向，由政府各農業機構不定期公告研發主題，公開徵求提

案，鼓勵開發符合主題研發內容之技術、產品或服務，另一方面政府亦鼓勵產學研機構

自行提出研究創新構想，而本研究所盤點近 30 年政府蘭花相關的補助計畫，無法判斷各

研究計畫之創新構想與驅動力，因此無法釐清不同計畫補助時期或計畫申請人在價值活

動創新類型分布差異之背後影響因素，實為本研究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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