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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4 月 

5:00AM，天色未亮，埔里的茭白筍農已開始農作。茭白筍是一種禾本科的多年生水生植

物，農友每天都需要早起巡田水，從田梗岸上觀察茭白筍的生長狀況、田間水的流動、棄置的

茭白筍殼及田間的福壽螺的狀況。

9:00AM，茭白筍田梗旁站著 2 個人，一位是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後面簡稱暨大）的阿其老

師，一位是埔里鎮珠格里蔬菜產銷班第 25 班班長劉宗賢，田裡 3 位大學生穿著蛙裝，拿著量

測儀器測量茭白筍的生長狀況數據，三月份團隊才為劉班長這超過 1.5 公頃的田地架設 60 支

LED 燈。此時，阿其老師的手機響起。

「是，我是…議員好，是...現在十公頃都滿了，不是我們不補助，真的是因為經費都分配

完了，拍謝啦！真的有困難…明年政府如果還有補助我們一定會繼續推的！今年就沒有辦法

了…抱歉啦，如果有下一期的補助再請他記得早點來申請，好好，謝謝您。」

劉班長看著阿其笑問：「又來拜託？去年拜託大家來申請都不願意？現在才來拜託，好家

在，我把全部的田都拿來申請，我就是相信你們嘛！這節能減碳一定要做的嘛！」50 出頭歲

的劉宗賢種植茭白筍二十多年，他為自己的先見之明顯得有些得意。埔里大多數的筍農都超過

60 歲，劉宗賢在農民中算年輕，他在埔里是生產品質及績效相當傑出的農友，他很勇於創新，

投入不少經費蓋了一個鐵皮屋活動廣場，在假日舉辦茭白筍親子體驗活動。

阿其老師：「劉大哥，我們先走，還要去琮龍那裡施工，也看一下新的苗種的情況。」

1 本個案摘錄自《中山管理評論》第 31 卷第 1 期，P.47~76，原題目為「埔里的茭白筍農們—智慧 LED 
燈照系統」，著作財產權屬於財團法人光華管理策進基金會所有。

2 作者楊智其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土木工程系專案助理教授；陳小芬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資訊管理系教

授；蔡勇斌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土木工程系特聘教授；陳谷汎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土木工程系特聘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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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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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AM，日正當中，劉宗賢走入田間開始剝除田間老化的茭白筍葉、觀察與割除明顯矮

化的茭白筍植株及補充不足的筍苗、去除福壽螺蛋。 

埔里的茭白筍種植面積高達 1,800 公頃，面積和產量均占全台 90％以上。跟其他農作物相

比，茭白筍的種植過程需要高度的人力，育苗、巡田水、除葉、除草，施肥、噴農藥及最後的

採收、剝殼與裝袋皆為人工操作，十分辛苦並消耗體力，筍農一天的工作經常超過 10 小時。

筍農的收入相當微薄，茭白筍的保存需要專業大冰箱，加上農業機具及田地整理等費用，需投

入數百萬元，青年多半不願留在家鄉務農，現有筍農的年紀普遍超過 60 歲。 

一、緣起：大學的社會責任 

2017 年暨大科技學院執行行政院之大學社會責任實踐示範計畫（簡稱 USR）3，主要課題

是關注在水沙連區域（埔里）內的水資源保育及地方發展，計畫團隊人員在前導調查中發現茭

白筍農不太關注用水的情況，反而很在意影響茭白筍成長的日照因素。近年不穩定的氣候導致

茭白筍的種植不易、產量大減。冬季時因日照不足，茭白筍在冬末春初常發生植株生長不良、

提早結筍、矮化叢生的「矮化症」，於是 10 多年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試驗所（農試所）黃晉興

博士發現，藉由長時間的燈照，能促進茭白筍生長，於是農民開始用高壓鈉燈於夜間進行燈照，

協助茭白筍成功跨越矮化現象後再停止夜間光照讓植株順利結筍。大部份的茭白筍一年種植

2 期，一期 120 天，其中燈照天氣長達 60-70 天，每天 7-11 小時，筍子長高期光照不能中斷，

2 期合計約 3-4 個月。傳統的高壓鈉燈瓦數高、光照遠、耗電量高。一分地 4的農田每一期的

電費約 1 萬元，1 甲地 10 萬元電費。筍農設置高壓鈉燈採土法練鋼，到了需要照光的秋冬季

節，農友深怕茭白筍會有光照不足影響到茭白筍的產量，便於夜晚巡視筍田，觀察光照的燈具

位置是否正常，由於田埂長期受到雨水沖刷及重機具進入田間時的破壞，造成燈柱位移，使得

照光不均，農友也只能以肉眼判斷，農民使用鋁梯調整高達 3 公尺的燈柱，再根據自身的經驗

調整燈的角度、方向與高度，這一期生長不佳的區域，再依經驗於下一期做調整。 

許多不規則的田地地形使燈架的位置擺設不易，鈉燈光線強，直射、斜射區域因照明差異

導致茭白筍成長速度不一，收割期拉長，收割的臨時工的工作天數增加，拉高成本。夜間鈉燈

的光線也危害生態，如櫻花因此而沒有了花季，夜間出沒的蛙類因為刺眼的燈光造成數量減少。

埔里冬季晚上呈現一片刺眼的黃白光，光害嚴重，無法進行專業的觀星活動。 

  

 
3 教育部 USR 計畫目的是讓大學能更了解地方發展脈絡，暨大科技學院的 USR 計畫希望運用科技學院

專業技術與學養，進行 LED 照明系統的研發與改良，落實教育部在地連結與陪伴，亦產生思維與技術

創新。 
4 1 甲 = 10 分 = 2,934 坪 = 0.96992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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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暨大團隊開始查詢文獻尋求解決之道，發現農試所黃博士過去曾以鹵素燈對茭白筍進行夜

間光照以解決矮化障礙及產期調控。多年前工研院曾經對埔里的茭白筍田實驗並證實可以使

用 LED 燈來取代高壓鈉燈，然而工研院採用的第一代 LED 燈的安裝方式是吊掛式，設置時線

路將影響重型農機具進出田區整地翻土，且防水係數低，當時採用的 LED 燈一顆 600 元，一

分地的設施費用近 20 萬元，農民使用意願低 5。許多田地地形不規則，因此，在工研院的實驗

中，LED 燈同樣也因為光照度分布不均導致筍葉生長速度不一的問題。 

詳細研究後，團隊開始評估並尋求巿面上的 LED 燈，結合多個系所教師，在 USR 計畫的

補助下投入許多的專業人力，花費數個月改良 LED 燈具，評選茭白筍需要的紅藍光 LED 燈的

各別效果，採用直立式 LED 燈以不影響重型農機具進出田地，同時解決防水及安裝問題。團

隊四處尋找海內外 LED 廠商，尋求價格能讓農友長期負擔的燈具廠商，終於找到一家陸商，

使燈具及燈柱的花費壓到可以接受的程度。原有的高壓鈉燈 1 盞 1~2 千多元，LED 燈 1 盞約

4-5 千元（當時臺灣巿面的 LED 燈則需要 8-9 千元），相較於高壓鈉燈，LED 燈的瓦數較低，

因此需要架設的數量較多，每分地若採用高壓鈉燈約需 2-4 盞（視地形），而 LED 燈約需設置

6 盞。但支撐鈉燈的燈柱較粗，費用較 LED 燈柱高。光衰率方面，LED 的光衰率較高 6，使

用壽命較鈉燈短，約 2 年。 

三、2017 年，從實驗室到田地的試驗 

費盡千辛萬苦的暨大團隊興奮的開始尋求實驗的田地，團隊提出的方案是費用包括燈具、

燈架、電線及安裝完全由大學方負擔，架設亦由暨大團隊負責，農友只需提供田地做試驗。 

「如果產量減少怎麼辦？誰負責？我還是用原本的就好。」、「LED？你敢保證筍子的品質

不會變嗎？不會長的不好？不好吃？我還是用原本的就好了啦！」、「我現在種的好好的，這樣

就好囉！你找別人啦！」、「唉哟，太麻煩了，謝謝啦！我不用！」 

暨大團隊前前後後尋求 20 多位農友，沒有人願意提供農地做為試驗。最後透過學校一位

在地的兼任教師介紹農友彭登業，為了減少彭農友的疑慮，暨大團隊承諾除了所有設備、測量

及架設都有暨大團隊提供及負責外，若收成時產量減少，將以巿價無償補貼短少的產量金額，

彭農友終於願意把名下 1 甲地中的 1.4 分田地提供暨大做實驗。 

 
5 自由時報報導題目：LED 夜照茭白筍 淡紅燈光添浪漫，2014 年 12 月。 
6 光衰是指經過一段時間的點亮後，燈具的照度會比原來的照度要低，減少的部分就是光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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