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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摘要 

植物纖維產業在臺灣仍處於發展初期，面臨從種植到應用的多重挑戰。種植端主
要挑戰包括種植面積有限、再利用比例不高和缺乏相關專業人才。多數農民仍以傳統
農業生產為主，僅少數會將鳳梨、香蕉的莖葉再利用，多數以現地腐爛方式處理。應
用端則面臨業者規模不一、技術待提升(如纖維品質不穩、後續處理技術不足)、市場
接受度有限和生產成本高昂等問題。整體而言，產業共同挑戰包括人才短缺、招募困
難和政策支持不足。 

為克服這些挑戰，需從多方面著手。人才培育方面，應建立完整體系、加強產學
合作、提供多元培訓課程(技術、管理、行銷、碳管理)、提供具競爭力的薪資福利、
建立明確職涯發展路徑。產業扶持與技術研發方面，應提供資金補助、建立產業鏈與
媒合平台、提供技術轉移與設備補助、支持技術研發(如脫膠、漂白、染色)、建立標
準化製程、協助建立品牌和開拓市場。市場開拓與推廣方面，應加強消費者教育、鼓
勵企業使用植物纖維、建立政府採購平台、參與國際展覽、強調產品優勢。政策支持
與法規調整方面，應提供人力成本補助、彈性化移工政策、推動農業轉型與創新、簡
化外勞申請流程、制定彈性勞動法規、建立碳足跡認證和碳權交易機制。 

短期建議著重解決人力短缺和基礎技術培訓，中期建立穩定產業鏈、提升產品品
質和競爭力，長期則擴大產業規模、提升國際競爭力。未來五年，種植端主要需求農
業技術、機械操作和纖維處理人才，初期需求人數較少，長期需求研發和管理人才。
應用端主要需求研發品管、行銷商業和經營管理人才，短期、中期、長期需求人數逐
年增加。種植端與應用端在人才類型、學經歷要求、薪資待遇和招募難易度等方面存
在差異，但都面臨人才短缺問題，尤其缺乏具備植物纖維專業知識的人才。 

植物纖維產業的近五年人力需求可分為種植端和產業應用端兩部分，且兩者的人
力需求類型和數量有所不同，以下針對每個場址需求分別說明： 

種植端人力需求 

• 短期(1-2 年)：主要需要具備農業背景的技術人員，負責田間作業和纖維處理，
包括操作農業設備和纖維處理設備的人員。初期人力需求約為 3-5 人/戶。 

• 中期(3-5 年)：需要更多具備農業背景的專業人員，包括具有相關學歷或實務經
驗的人，以及擴大生產線所需的技術人員、勞工管理人員。中期人力需求約為
10-12 人/戶。 

• 長期(5 年以上)：需要研發人員、碳盤查人員，以及建立完整的管理團隊。長期
人力需求約為 10-15 人/戶。 

• 關鍵人才類型： 
o 農業技術人員：熟悉農作物種植、採收和處理，了解在地作物特性。 
o 機械操作人員：能夠操作曳引機、纖維處理設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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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纖維處理技術人員：了解植物纖維特性，能夠進行纖維提取、加工等技
術操作。 

o 管理人員：負責勞工管理、生產計劃、成本控制，以及專案管理。 

產業應用端人力需求 

• 短期(一年內)：11 家業者需求總人數加總為 46 人，平均每家約 4.2 人。 
• 中期(一至三年)：11 家業者需求總人數加總為 84 人，平均每家約 7.6 人。 
• 長期(三至五年)：11 家業者需求總人數加總為 114 人，平均每家約 10.4 人。 

整體而言 

• 種植端的人力需求主要集中在農業生產和初級加工，需要熟悉農務操作和纖維
處理的技術人員。 

• 產業應用端的人力需求則更偏向於產品開發、市場行銷和企業管理，需要具備
研發、行銷和管理能力的專業人才。 

• 種植端和產業應用端都面臨人才短缺和招募困難的問題，特別是缺乏具備植物
纖維專業知識的人才。 

未來五年植物纖維產業的人力需求將會持續增加，但不同產業環節對人才的需求
類型有所不同。種植端的人力需求相對穩定，而產業應用端的人力需求則呈現逐年遞
增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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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緒論 

全球塑膠廢棄物問題對環境造成危害，具有生物降解和永續性特點的植物基複合
材料被視為可行的替代方案。此類綠色材料對環境友好，在使用後易於融入地球自然
循環物質流體系。 

植物纖維種類繁多，可從植物的不同部位取得。根據纖維來源，植物纖維可分為
韌皮纖維(Bast Fibers)從植物的韌皮部取得、莖纖維(Stem Fibers)從植物的莖部取得
(如香蕉假莖)、葉纖維(Leaf Fibers)從植物的葉部取得(如鳳梨)、種子纖維(Seed 
Fibers)從植物的種子取得(如木棉、棉花)、核心纖維(Core Fibers)從植物的莖或核心
部位取得、果實纖維(Fruit Fibers)從植物的果實取得、草纖維(Grass Fibers)從草本
植物取得(如竹子、稻米)、木質纖維(Wood Fibers)從木本植物取得等，這些植物纖維
的特性因其來源和組成而異，並可應用於不同的領域。 

植物纖維的歷史可追溯至人類文明的早期，其發展歷程可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早期應用:植物纖維是人類最早使用和種植的纖維之一，早在人類文明之初，就已

經開始利用植物纖維。最初，植物纖維主要用於製作紡織品、繩索和編織材料。這些
早期的應用主要依賴於植物纖維的天然特性，如強度、韌性和柔韌性。 

現代發展:隨著全球對環境問題的日益關注，植物基複合材料作為傳統合成材料的
替代品，越來越受到重視。 

植物纖維由於其可生物降解和永續的特性，被視為一種更環保的選擇，可用於取
代傳統的合成材料。當前由於更加嚴格的監管標準和氣候變遷的挑戰，研究人員和環
保人士積極尋求利用植物纖維來建立更清潔、安全的生態系統。相較於合成纖維(如玻
璃纖維、碳纖維和石化纖維)，植物纖維具有重量輕、可再生且成本較低的優勢。 

近年來，隨著技術的進步，植物纖維的加工和調整技術也有進一步的發展，經由
物理和化學調整技術來改善植物纖維的特性，例如降低其親水性、提高其與聚合物基
質的相容性。這些調整方法有助於提升植物纖維複合材料的機械性能和耐久性。 

植物纖維複合材料的應用領域也日益廣泛，包括汽車、航空航太、建築、運動器
材、醫療等領域，3D 列印也推動了植物纖維複合材料在複雜形狀零件中的應用。 

參、 作物種植現況與植物纖維產業發展現況 

臺灣作物種植中以莖纖維(如香蕉假莖)與葉纖維(如鳳梨)具再利用機會。農業部統
計資料顯示，臺灣於 2022 年生物性農業剩餘資材產生量約為 500 萬公噸，目前處理
方式以就地翻耕掩埋(35%)與堆肥(50%)為主。 
一、 鳳梨種植現況 

鳳梨從栽種到收成需時 18 個月，臺灣主要在台中以南地區栽培鳳梨，其中以高
屏地區的栽種面積為最大宗，約占全台產量的四成。鳳梨果實中，果皮所占比例約為
4 成，綜整全株剩餘物包含葉片所占比率約為八成，如直接丟棄實屬可惜。有鑑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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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以友善環境的循環農業方式處理鳳梨栽種所面臨的問題，期能藉由農業剩餘物的
加值應用，有效回收農業剩餘資材並再利用，將有助於農業的穩定生產與永續發展。 

鳳梨為臺灣產量最大、產值最高的水果，全台一年鳳梨總產量約為 55 萬公噸，
主要產地集中於南投、嘉義、台南、高雄、屏東等地，其中以屏東的產量最大。112
年臺灣鳳梨的收穫面積約 7,130 公頃，鳳梨年產量高達 38 萬公噸。(資料來源：農業
部農產統計資料) 

 
 

臺灣各縣市於民國 112 年的鳳梨結實面積與鳳梨葉重量預估數據中，鳳梨總結實
面積約為 7,130 公頃，鳳梨葉總產量估計約為 325,130 公噸。結實面積分佈中主要
產區以屏東縣為最大的鳳梨結實區，結實面積達 2,144 公頃。其次是台南市(1,008 公
頃)以及高雄市(976 公頃)、嘉義縣(955 公頃)。這四個縣市佔了臺灣鳳梨結實面積的
大部分。其他重要產區為南投縣(756 公頃)和雲林縣(554 公頃)也是鳳梨結實的重要地
區。 

屏東縣不僅結實面積最大，推估其葉產量也最高，達到 97,779 公噸。台南市、
高雄市和嘉義縣的推估葉產量也十分可觀，南投縣和雲林縣也是重要的鳳梨葉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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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香蕉種植現況 
近五年臺灣香蕉的統計中 112 年臺灣香蕉種植面積為 173,766 公頃、收穫面積

為 167,317 公頃，產量共 2,394,746 公噸(資料來源：農業部農產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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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度臺灣各縣市香蕉的結實面積與推估假莖重量。透過數據分析香蕉的結實

面積與產量主要集中在臺灣中南部地區，尤其是屏東縣、南投縣、高雄市、嘉義縣等
地。屏東縣的結實面積達 3,883 公頃，推估假莖重量高達 122,321 公噸，為全台之
冠。南投縣的結實面積為 2,712 公頃，推估假莖重量為 85,443 公噸，位居第二。高
雄市結實面積為 2,169 公頃，推估假莖重量為 68,309 公噸。嘉義縣結實面積為
2,281 公頃，推估假莖重量為 71,846 公噸。 

 
三、 植物纖維產業應用現況 

農業剩餘資材中含纖維素植體部分，透過物理、化學與生物處理方式，將植體上
之纖維分離與純化後，其植物纖維具有低環境衝擊、質輕、低熱傳、優良機械性質和
良好減震效果。植物纖維前瞻材料已應用於汽車工業、航太、建築、生醫、食品包
裝、人造皮革、紡織和休閒用品等領域。 

針對鳳梨葉與香蕉假莖的再利用，近年在國內外延生應用發展加速中，將作物果
實收成後的鳳梨葉與香蕉假莖從以往的堆肥處理，轉而分離出其中的纖維，並將其製
成紡織原料，用以製作各式日常用品，如服飾、包包等。此舉不僅能減少碳排放量，
更將農業剩餘資材轉化為黃金。這些天然植物纖維，除可製成高價值的紡織布料、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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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包袋外，還可用於生產高級書畫宣紙、環保餐具、3D 列印原料及奈米纖維等，甚至
可作為美妝面膜或農田用地膜等，充分展現出農作資源的再利用價值，不僅減少農作
物廢料，更對環境友善。 

臺灣鳳梨葉纖維的應用現況相當蓬勃，朝著多元且永續的方向發展。臺灣已建立
起從鳳梨葉採集、纖維提取、紡紗到織布的完整產業鏈，甚至有能力提供一站式製造
服務。「纖女鳳梨絲工坊」等台南市在地團體致力於鳳梨葉纖維工藝的推廣，透過工
作坊、課程等方式，將這項傳統工藝傳承下去，並結合地方文化特色，發展出獨特的
文創商品。鳳梨葉纖維經過手工處理後，可製成各種獨特的手工藝品，如包包、衣
服、飾品、繡片等。這些產品不僅具有天然環保的特性，更融入了在地文化元素，成
為獨具特色的伴手禮和文創商品。臺灣多加企業積極投入鳳梨葉纖維的研發與應用，
將其應用於服飾、鞋子、包包等產品。 

東南亞地區鳳梨葉纖維的提取過程大多仍依賴大量人工，缺乏高效率的自動化生
產設備，容易受到缺工影響，難以滿足市場需求。臺灣業者曾收到來自印度等七個國
家的業者寄送的鳳梨葉纖維樣本，進行研究和比較，顯示印度業者也關注鳳梨葉纖維
的發展，並尋求技術合作的機會。 

歐洲是全球時尚產業的中心之一，許多知名品牌和設計師開始探索和使用永續材
料，鳳梨葉纖維因此受到關注。一些歐洲公司和研究機構開始探索將鳳梨葉纖維應用
於紡織品，例如與其他天然纖維混紡製成服裝或家飾品。西班牙女企業家耶荷薩
(Carmen Hijosa)更是將鳳梨葉的纖維編織成紡織品，用以製作時尚服飾及鞋子。這
種以鳳梨葉製成的網布，期望能成為動物皮革的永續替代品，為環保與時尚提供新選
擇。 

香蕉假莖纖維可製成紗線，與棉或其他纖維混紡，用於製作衣物、包袋等紡織
品。研究顯示，香蕉纖維與棉混紡的布料觸感近似麻纖維製品，且比純棉布料更乾爽
順滑。然而，由於香蕉纖維強度較弱，通常需要與其他纖維混紡才能達到足夠的強
度。香蕉假莖纖維可製成再生紙，用於包裝、文具等產品。有團隊將香蕉假莖製成香
蕉纖維再生紙，並設計出兼具手機座功能的果乾脆片包裝，獲得國際獎項肯定。臺灣
原住民噶瑪蘭族有利用香蕉假莖纖維編織包袋、帽子、繩索的傳統應用。 

日本在香蕉纖維的研究開發方面具前瞻性，不僅有企業投入相關產品的開發，也
有研究機構進行技術研究。在日本以 MNInter-Fashion、SOTOH、貴志川工業等七家
企業為中心，成立了「BANANA-CLOTH」推動委員會，致力於推廣以香蕉廢棄物製
成的纖維材料「BANANA-CLOTH」。日本已有應用製紙技術，成功製得 100%香蕉
纖維的香蕉布，可用於製作咖啡包裝袋。除了紡織品外，香蕉纖維也被應用於製作香
蕉紙，可用於書寫、製作紙鈔、高強度或防水、防火紙與包裝袋或手提袋等環保要求
的日常用品。 

印度也嘗試將香蕉假莖纖維應用於紡織品生產，例如與棉或其他纖維混紡製成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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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家飾品等。也有應用於手工藝品、繩索、編織品等傳統應用。目前印度在香蕉假
莖纖維的提取技術和自動化生產設備方面可能仍處於發展初期，需要進一步的技術研
發和引進，以提高生產效率和降低成本。印度的研究機構和大學也開始投入香蕉假莖
纖維的相關研究，包括纖維提取技術的改良、纖維特性的分析、以及在不同領域的應
用開發等。 

在東南亞例如菲律賓、泰國、越南，使用香蕉纖維已有悠久的歷史，用於製作傳
統服飾、編織品、手工藝品、紙張等。東南亞在香蕉假莖纖維的應用上具有豐富的資
源和發展潛力。各國正積極探索不同的應用方向，並面臨著一些共同的挑戰。透過持
續的努力和合作。 

肆、 田間剩餘農質材處理現況 

一、 鳳梨植株處理現況 
臺灣鳳梨產季橫跨二月至十一月，鳳梨的果實在商業領域具有很高的經濟價值，

每次收成後，會產生大量鳳梨葉與鳳梨莖，其中鳳梨葉目前的處理情況主要在幾個方
面： 

農業剩餘資材：過去農民僅能將鳳梨葉與鳳梨莖回埋入田中做為肥料，此舉雖似
循環綠肥的概念，過程卻費時費工，且相較於微生物液肥，鳳梨葉與莖並非良好綠
肥；將採收後的作物廢棄物打入土裡當堆肥，這其實是造成土壤酸化原因之一，醱酵
未完全的廢棄物分解過程會產生有機酸，酸性在土壤中會抑制作物根系發育，破壞植
物根系，導致鳳梨的生長勢減弱，抗病能力差，因而增加各種病蟲害發生機率，不得
不增加農藥用量的惡性循環。若以目前種植鳳梨每公頃約 4 萬株鳳梨來粗估，每株葉
片數約 40 至 70 片，光處理廢棄鳳梨葉量就達 77 萬噸，此數字還不含尚未收穫面積
鳳梨及葉子以外的鳳梨廢棄物。作物廢棄物已經超過土壤的負荷量，如果可以解決廢
棄物問題，將可改善土壤健康程度(陳，2023)。 

纖維提取：近年來，鳳梨葉的纖維已被逐步重視，尤其是用於提取天然纖維。這
些纖維被認為具有潛在的商業價值，可以用於製作環保產品，如紡織品、工藝品和紙
張。鳳梨葉中的纖維具有高強度和可再生的特性，對環境友好。 

生物降解材料：一些研究和企業正在探索將鳳梨葉轉化為可生物降解的材料，如
生物塑料或可降解包裝材料。這些材料有助於減少塑料污染，符合當前全球對減碳和
環保的需求。 

飼料與堆肥：在某些地區，鳳梨葉也被用作動物飼料或堆肥原料。這樣的處理方
式雖然簡單，但可以促進農業循環，減少廢棄物的堆積。 

工業應用：部分公司已開始探索鳳梨葉在工業上的應用，如製造家具、建材等環
保建材，這類材料通常具有良好的機械性能，且比傳統材料更具可持續性。 

鳳梨葉目前的處理大多仍停留在傳統的廢棄物處理階段，但隨著技術的進步和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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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意識的提高，鳳梨葉的資源化利用正在逐步被開發和實施。 
二、 香蕉假莖處理現況 

香蕉樹幹的部分，俗稱為「假莖(正確名稱為葉鞘)」，所收集到的纖維則稱為香
蕉纖維。一株香蕉僅在結果一次期間會生長假莖，因此在香蕉園中，收成後的假莖會
砍除並丟棄，以利新芽生長。香蕉假莖為八至九層結構，去除外側三層褐色部分後，
將內側白色的莖部剝皮，經過剝皮機處理成細纖維狀，再經日曬乾燥並梳理成同一方
向。一根假莖(25 公斤)約可收集到 500~750 克的纖維。根據估計，臺灣每年香蕉收
成後殘留的假莖組織鮮重約為 152.4 萬噸，每株殘留假莖重約 60 公斤。雖然暫時儲
存於田間可藉由母株養分促進繼代吸芽(宿根)蕉株生長，但亦面臨腐爛及象鼻蟲孳生
等問題，然而切除殘段處理過程繁瑣，且影響田間作業進行及進出，因此如何有效利
用香蕉株收成後未被利用的資源，賦予其附加價值，值得積極探討。 

臺灣每年香蕉收成後，會產生大量未被利用的香蕉假莖與葉片，經過去除含水量
後，纖維原料年產量乾重約 26.6 萬噸。每株假莖(約 25 公斤)可收集 500～750 克纖
維。香蕉纖維屬於植物再生纖維中的「非木材系」產品，具有栽種與採收期程短、成
本低以及廢棄物利用等環境友好特性，尤其在強調環保與減碳的國際大趨勢下，相較
於石化衍生的合成纖維，香蕉纖維更具市場價值與環保意義(趙等，2015)。這種天然
的香蕉纖維不僅具備綠色環保特性，還能在約兩年內完成生物降解，對環境友善。每
年香蕉農戶需砍伐大量的香蕉假莖，這些假莖屬於廢棄物，因此開發香蕉纖維的應用
不僅能減輕農戶的負擔，還能減少對環境的影響，只要農戶可將廢棄的香蕉假莖出售
給加工廠，並將其轉化為香蕉纖維織物或材料，供服裝等產品製造商使用，最終流向
市場，將實現香蕉資源的最大化利用(王和李，2023)。 

伍、 植物纖維產業發展趨勢 

在循環永續的意識覺醒下，植物纖維成為最具有發展潛力的主角，因植物纖維具
有天然、有機、易分解的優勢，透過取纖技術不斷精進，纖維品質不斷提升的發展趨
勢，植物纖維將逐漸取代塑膠織物用品使用，並引領未來天然纖維的潮流。 

纖維素是植物細胞壁的主要結構成分，廣泛存在於各種天然來源中，包括棉花
(95%)、鳳梨葉纖維(82%)、黃麻(70%)、木材(50%)和亞麻(80%)，這些纖維素通過
β-1,4-糖苷鍵結合成長鏈，形成植物纖維的基本結構。纖維素鏈中的羥基平位結構促
進了氫鍵的形成，從而使纖維具有良好的強度和在大多數溶劑中的不溶性；其亦被視
為一種天然聚合物，具有良好的機械性能和生物相容性，並在各類奈米複合材料的開
發中發揮著重要作用(Sethupathi et al.,2024)。天然纖維的機械、化學和物理特性，
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包括植物的品種、氣候條件、土壤特性以及加工技術等。這些
特性對纖維的質量和應用性能至關重要，例如纖維的拉伸強度、耐用性以及可回收性
是其優秀性能的標誌。在纖維的細胞結構中，次生細胞壁的中間層決定其機械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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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由螺旋狀排列的纖維素分子組成，則賦予纖維良好的強度和穩定性。針對天然纖維
的深入理解，將會對其改進和應用具有重要的意義 (Sethupathi et al.,2024)。 
一、 鳳梨葉纖維 

鳳梨葉纖維(PALF)是一種被低估的鳳梨種植副產品，因其可再生、經濟高效和可
生物降解的特性，近年來逐漸受到關注。儘管 PALF 通常被視為農業廢料，但它在作
為複合材料增強劑方面具有極大的潛力，特別是在提高機械性能的應用中，能夠有效
替代純樹脂。PALF 目前已被應用於紡織品、化妝品、醫藥和生物聚合物塗料等領
域，隨著對 PALF 的深入研究應用在其他產品中的潛在也將進一步被開發。然而，如
何提高 PALF 與聚合物基質之間的相容性仍然是未來研究的一大挑戰。特別是在高溫
環境下，由於其較強的親水性，PALF 與疏水性材料的黏合性較差(Fukuda et 
al.,1998)。通過對 PALF 進行脫蠟化學處理(如氫氧化鈉處理)可以有效改善其與聚合
物之間的黏附力(Koskull-Doring et al.,2007)。 

生物複合材料的研究中，天然纖維增強的生物塑料是一個典型例子，這些材料具
有良好的可生物降解性，能夠被細菌和酶分解(Karthika et al.,2019)。目前的研究顯
示 PALF 的複合材料具有極好的機械強度，因此將 PALF 作為聚丙烯基體中的增強成
分，已經成為替代純樹脂以提高材料性能的一種有效方法。在多種應用中，輕質且價
格較低的天然纖維(如鳳梨葉纖維)正逐步取代合成纖維；除了紡織工業外，PALF 在醫
藥、化妝品和生物聚合物領域也有潛在應用價值。儘管 PALF 已經廣泛應用於紡織品
和日常生活用品中，但我們相信，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PALF 在其他市場領域的應
用將會更加廣泛。此外，木質纖維素複合材料的經濟前景也值得關注。天然纖維、生
物聚合物和生物複合材料在環境條件下的生物降解性，以及與木質纖維素纖維和
PALF 纖維素奈米纖維的表現也是目前的熱門研究之一。隨著對這些天然資源替代品
的研究不斷精進，植物廢棄物、生物質和纖維素纖維等天然材料逐漸被視為是石油的
替代產品(Jebadurai et al.,2019)。利用可生物降解且可再生的材料來提升當地資源
的附加價值，不僅能減輕環境壓力，還有助於創造就業機會，尤其對於邊緣化地區而
言，這樣的研究與應用具有重要意義(Selke et al.,2004)。 

為了製造完全可生物降解的生物複合材料，研究者已經開發出基於纖維素、澱粉
和乳酸衍生物的材料基質(Odusote et al.,2016)。在包裝、建築、汽車和運輸等行
業，天然纖維增強聚合物複合材料(NFRPC)已被證明是合成纖維增強聚合物複合材料
(SFRPC)的可行替代品。透過持續的研究已經發現多種天然纖維能顯著提高聚合物複
合材料的機械強度。與 SFRPC 相比，由天然纖維製成的複合材料不僅質量更輕，而
且在相同機械強度的情況下，不僅碳排放更少並且具可生物降解的優勢。PALF(鳳梨
葉纖維)主要由纖維素、木質素和灰分組成。由於鳳梨葉內的細絲狀結構，研究重點已
轉向利用其天然生物吸附特性來增強聚合物複合材料(Kumar et al.,2021)。根據
1991 年 TAPPI(製漿造紙工業技術協會)標準，對不同來源、年齡和氣候條件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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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F 進行化學元素分析，結果顯示萃取過程對 PALF 的化學成分具有一定影響
(Thamba et al.,2023)。此外，透射電子顯微鏡的研究可觀察到 PALF 細胞壁的多層
結構，包括初級層、次級層和第三層。根據 Asim 等人的報告，化學分析顯示 PALF
中的主要成分包括α-纖維素、木質素、蠟、果膠和灰分，其中α-纖維素的含量高達
82%(Reddy et al.,2005)。與油棕葉和香蕉假莖等天然纖維相比，PALF 含有較高的
纖維素含量，這也與鳳梨果實有較高重量相關(Wirawan et al.,2009)，而這些纖維的
化學成分更直接影響其性能(Kannojiya et al.,2013)。 

獲取纖維素的奈米纖維技術非常多樣，包括研磨、液態氮冷凍粉碎和高壓均質等
機械方法；在經過這些機械處理方法之前，化學處理(如鹼性處理和酵素水解)常常被
用來提高纖維的可提取性；儘管鳳梨纖維具有優異的機械強度，但這些纖維尚未被充
分開發，因此對其應用潛力的方向仍有所限制。先前研究指出這些纖維在多種領域具
有廣泛應用潛力，包括人造纖維、吸音材料(Yang et al.,2020)、隔熱材料和藥物傳輸
系統等。植物纖維的高拉伸強度主要源於細胞壁中的纖維素奈米纖維，從這些細胞壁
中提取奈米纖維對其特性評估至關重要，儘管此過程可能會造成化學或機械損傷，然
而一旦分離出奈米纖維，就可以對其在生物醫學領域的增強潛力進行評估；PALF 有
較高的纖維素含量，表現出較強的強度和剛度，但同時也具有較強的親水性，其萃取
方法可分為機械法和發酵腐熟法，鮮葉纖維的產量約為 2%至 3%，由於包含多種化學
成分，因此 PALF 成為各行業增強複合材料基質的理想替代原料(Banik et 
al.,2003)。從鳳梨葉中提取纖維的其中一種方法是使用刮削機進行處理，該機器的工
作原理是將葉片送入機器後，透過刮葉輥去除葉片表面的蠟質層，然後運用密集的刀
片鋸齒輥將葉片壓碎，形成可以讓發酵腐熟的微生物進入間隙，這個方法不僅能去除
頂層的蠟質層，還能有效讓纖維進行後續處理(Wisittanawat et al.,2014)。 

隨著環境問題的日益嚴重以及石油產品逐漸枯竭，開發環保、可持續且易於獲取
的材料變得越來越重要，從動植物和微生物等自然資源中提取纖維素，作為石油基聚
合物的替代品，不僅有助於保護環境，也為開發新型材料提供機會(Omran et 
al.,2021)。然而，天然纖維素聚合物的性能仍存在一定限制，為了評估這些改質對性
能的影響，常見的機械測試包括拉伸強度、彎曲強度、伸長率、剛度和拉伸模量等
(Asyraf et al.,2020)。學者為改善其性能進行了不同的改質處理，這不僅能增強其機
械性能，還有助於提升化學和熱性能(Elfaleh et al.,2023)；改質過程能夠提高纖維顆
粒的均勻性，進而強化纖維之間的化學鍵結，從而顯著提升材料的整體性能。由於纖
維素纖維和奈米纖維的物理化學性質對各種聚合物基質的表現至關重要，目前聚乙烯
醇、甘油和鳳梨葉纖維素奈米晶體的改良生物奈米複合薄膜配方已經在食品包裝應用
中得到了有效的模型驗證，並表現出良好的性能(Fitriani et al.,2024, Sukwijit et 
al.,2024)。這些複合材料能顯著提高澱粉基生物複合材料的機械性能，同時降低吸水
率。 



 

14 

 

傳統上，PALF 主要用於製作紡織品，但如今其潛在應用已經遍及各行各業，除
紡織品外還包括運動器材、汽車和電子等領域；由於其良好的化學加工性、染色性和
美觀的外觀，在機械零件方面，經過表面改質的 PALF 愈來愈常被應用於傳送帶繩、
傳動布和工業布等產品中；PALF 也非常適合用來製作地毯。除了傳統用途，PALF 在
造紙業也開始開發新的應用(Kampeer apappun et al.,2015)；此外，PALF 也在化妝
品、醫藥和生物聚合物塗料等領域也展示了強大的應用潛力。PALF 的高纖維素含量
(達 82%)、相對較低的密度和優異的彈性模量，使其在建築材料、汽車零件和家具製
造等領域具有很大的應用潛力。隨著研究開發 PALF 在各行業的多功能性和應用潛力
將會進一步發揮(Sethupathi et al.,2024)。近年來，學者和產業界越來越關注天然纖
維作為玻璃纖維的替代品。預計此一趨勢將在未來幾十年內加速天然纖維在各類應用
中的廣泛利用。 

綜合來看，PALF 作為一種天然纖維，在多種應用中的潛力已經得到廣泛認可。
進一步的研究和開發將有助於提高其在各行業中的應用效能，並對推動可持續發展作
出重要貢獻。 
二、 香蕉假莖纖維 

香蕉纖維的物理性能類似於麻類纖維，與亞麻和黃麻相比，香蕉纖維的單纖長度
較短，接近黃麻，因此香蕉纖維在進行紡紗前需要經過一定的加工處理(蔣和吳，
2003)；儘管如此，香蕉纖維仍具有許多優點，例如其涼爽挺拔的穿著感、輕薄的質
地以及優異的染色性能等(董等，2011)。與棉花混紡後香蕉纖維的紗線性能顯著提
升，織物穿著感更涼爽，吸濕性能也優於純棉織物；純香蕉纖維針織物的染色性能優
於與棉花混紡的針織物，且染整工藝簡便，其上染率可達約 70%(楊等，2010)染整後
的織物亮麗且色牢度好，並具有防蟲、防霉、抗菌、防靜電和防紫外線等特性(王和
李，2023)。 

香蕉纖維具有光澤、良好的吸水性和對人體較小的刺激性，因此它成為部分化學
纖維的替代品；隨著人們對環保的關注，香蕉纖維已被廣泛應用於紡織、服裝等領
域。儘管目前對香蕉纖維的研究仍處於初級階段，尤其是在紡織服裝領域應用面臨一
定侷限，尚有許多加工及製造技術仍需改進和優化，然而隨著「可持續發展」等理念
的普及，人們將更多精力投入到綠色環保產品的研發中，此一趨勢也將促進香蕉纖維
在各行業中的廣泛應用(王和李，2023)。 

香蕉纖維每年產量巨大，可成為一個可持續的資源，其擁有高的機械強度和抗微
生物性質，然而其剛性和粗糙的手感限制了在紡織品中的應用，透過將香蕉纖維與棉
花、再生纖維素纖維(如天絲)進行不同比例的混紡製作出的環保紗線和布料與基準的
棉花：天絲 50:50 混紡紗線相比，混紡香蕉纖維的紗線在機械性能上表現出顯著優
勢。20%香蕉纖維混紡的紗束強度和單根紗線強度分別比棉花：天絲 50:50 混紡紗線
高約 11%和 8.62%，在紗線質量指數分析中提升了 22.90%。這些紗線在工業織布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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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織成的布料表現出更高的撕裂強度(高 6.61%)、更好的透氣性(高 18.8%)、更長的
延伸性(高 20%)和更高的拉伸強度(高 12%)；這些結果顯示使用這種設計方法製造的
紡織品在性能上具有顯著優勢，同時也能帶來更多的環境和經濟效益(Khan et 
al.,2024)。 

在天然纖維的應用中，由於香蕉纖維的親水性質，暴露於濕氣中時容易膨脹和降
解，這會導致與聚合物基體之間的界面粘結差以及機械和熱性能的不佳，因此透由對
天然纖維進行表面化學處理，破壞纖維網絡中的氫鍵，將可以顯著改善其性能(Lai et 
al.,2023)。Lai 等人(2023)分別使用 5wt%的氫氧化鈉(NaOH)、5wt%的氫氧化鉀
(KOH)和 5wt%的碳酸鈣(CaCO3)處理香蕉纖維，並進行 24 小時的處理，其熱重分析
結果顯示，經過處理的香蕉纖維熱穩定性提高，特別是氫氧化鈉處理的香蕉纖維有最
好的熱穩定性，其質量損失僅為 48%，顯著低於其他處理方法。此外，其他研究探討
不同萃取方法對威廉香蕉花梗纖維的物理性質(如形態、密度、長度、顯示直徑和顏
色)以及機械性質(如拉伸強度和彎曲 KAWABATA 性質)的影響，使用的萃取方法包括
水浸法(WR)、露天浸法(DR)和機械滾壓法(ME)，結果顯示水浸法(WR)相比機械萃取
法(ME)獲得了較高的纖維產量(42.55%vs.23.40%)；水浸法萃取的纖維長度較機械萃
取法長，且水浸法處理的纖維束均勻性指數(UI)為 70.89%，顯示這些纖維束比其他兩
種萃取方法(露天浸法為 66.4%和機械滾壓法為 64.28%)更為均勻。在 Kawabata 彎
曲測試中，機械滾壓法萃取的纖維表現出較高的剛性，顯示不同萃取方法對纖維性能
的顯著影響；根據這些測試結果說明威廉香蕉纖維具有良好的應用潛力，尤其在紡織
品的開發中(Anafack et al.,2023)。 

從農業剩餘資材中萃取天然纖維是推動循環經濟的趨勢，植物纖維具替代合成纖
維，應用於生活各種產品具有應用潛力的纖維，從香蕉假莖中萃取纖維後，因纖維雜
質多較粗糙，生產紡出紗線品質較不佳，需再進一步精煉脫膠處理；利用機器輾壓打
擊取纖具速度快且產量大，但對纖維的損傷也大，未來量產時須進一步調整改善以降
低損耗；而香蕉假莖纖維兩側部分之纖維拉力較中間部分強大，可依織品用途與應用
選用不同部位；脫膠處理的時間與溫度掌控可避免纖維組織條件及強韌度受直接影響
(林，2022)。 

陸、 調查方法與對象 

一、 調查方法 
植物纖維的生產涉及多個生態系統流程，從植物的種植、纖維的提取到複合材料

的製造，植物纖維生產的生態系流程包含植物種植、纖維提取、纖維脫膠與切割、成
紗與紡織、渣料整備、複合材料製造。因此植物纖維產業人力供需以種植端(農會、合
作社及農戶)與產業應用端(紡織產業、人造皮革產業)進行調查。 

本研究藉由問卷及實地訪談方式，調查植物纖維產業人才應用現況與未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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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瞭解鳳梨葉及香蕉假莖處理現況等資訊。 
1. 問卷與內容建構 

問卷部分分為兩部分進行，一部分了解目前種植端(農會、合作社及農戶)種植後
之處理方式，另一部分了解目前植物纖維於產業界再利用。 

種植端問卷的結構可以分成幾個部分，涵蓋合作社/農會/農戶的基本資料、經營
概況、目前對鳳梨及香蕉莖葉的處理方式、未來的人才需求、以及對政府政策的期
望。問卷的目的是為了收集關於植物纖維產業的人力需求現況與未來展望，並提供政
府在制定相關政策時的參考依據。問卷涵蓋了從基本資料到產業前景的各個面向，以
期能全面了解產業的需求與挑戰。 

產業應用端問卷內容涵蓋公司基本資料、經營概況、人力結構、未來人才需求、
政策需求以及景氣預測等面向。問卷的目的是透過收集企業在植物纖維產業的人力運
用現況、未來需求以及對政府政策的期望，作為政府未來人力政策規劃的參考。 

2. 訪談與內容建構 

種植端訪談大綱主要分為六個部分，旨在全面了解農業單位在植物纖維產業的人
力需求、現況與未來發展方向。 

以下為各部分的重點概要與架構： 
(1). 基本資料與經營概況：此部分旨在了解受訪單位的基本背景，例如成立時

間、規模、主要業務等，重點包括：組織規模、員工數量、薪資待遇、銷售
管道、主要挑戰。同時洽詢鳳梨與香蕉的種植面積與管理方式。這些資料有
助於評估受訪單位在植物纖維原料供應方面的潛力，並評估其規模經濟與生
產力。 

(2). 鳳梨葉與香蕉假莖的處理與應用現況：此部分探討鳳梨葉與香蕉假莖的處理
方式，包括處理過程、應用現況、再製纖維的經驗，並會請受訪者說明現有
處理方式並提出改進意見。同時會評估植物纖維製成品的市場前景以及產業
鏈中的弱點，此部分旨在提供植物纖維再利用的現況與挑戰的背景資訊。 

(3). 人才現況與留任原因：此部分聚焦於植物纖維再利用的關鍵人才，包括其專
業技能、留任原因及培訓發展措施。探討受訪單位如何吸引與留住關鍵人
才，並分析人才流動的情況。此資訊有助於評估人力穩定性、招聘需求及專
業技術背景。 

(4). 未來人才需求與招募：此部分著重於未來植物纖維產業的人才需求預測，包
含短期、中期、長期的人才數量需求及學歷、經驗要求。並評估預期的薪
資、招募管道、人才招聘的難易度與影響因素。此部分資料為未來的人力資
源配置與招募策略提供具體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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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政策需求與建議：此部分邀請受訪者提出對政府政策的需求與建議，特別是
人才政策、技術支持、補助等方面的期望。同時探討受訪單位對政府資源使
用的規劃與建議，為政策制定提供參考。 

(6). 永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此部分探討農方在環境保護和社會責任方面的投入與
參與，特別是植物纖維再利用對環境保護的影響及對碳中和目標的貢獻。此
資訊有助於評估農方在永續發展中的角色及其產品的市場推廣。 

此訪談大綱的架構旨在全面了解農方在植物纖維產業的各個面向，從基本營運狀
況到人才需求、政策建議以及永續發展等議題，以利於推動植物纖維再利用產業的發
展。 

產業應用端訪談大綱主要從六個主要面向來探討相關議題。以下為各面向的內容
大綱與架構： 

(1). 公司基本資料、背景與產業定位:公司簡介，包括歷史沿革、規模和主要業
務，公司在植物纖維產業中的角色、定位與競爭優勢，公司在植物纖維產業
的發展狀況，以及與上下游企業的合作關係。 

(2). 植物纖維應用現況:公司產品是否使用鳳梨葉/香蕉假莖植物纖維，及其使用
比例與應用領域。公司如何取得植物纖維原料，以及對原料品質、前處理方
式和成本的考量。使用植物纖維對公司經營的影響，包括成本、產品競爭
力、環境影響等。植物纖維產業未來最具潛力的發展方向，公司在植物纖維
應用方面是否有進行相關的研發工作。公司在植物纖維應用方面遇到的技術
挑戰與解決方案。消費者對植物纖維產品的接受程度和反饋，以及推廣時遇
到的市場阻礙。公司未來五年是否有規劃投入植物纖維相關產品製作。公司
如何看待植物纖維與其他材料的複合應用，以及與傳統材料的競爭關係。公
司對植物纖維產業未來發展趨勢的看法與應對。 

(3). 人力資源現況:公司目前的員工組成和人才結構。各部門的人數和職務類別。
公司如何吸引和留住人才，以及關鍵人才留任的主要原因。公司如何進行員
工培訓，以及是否有針對植物纖維相關知識和技能的培訓。人才流動情況和
原因分析。 

(4). 未來人才需求:公司未來五年在植物纖維應用方面的發展規劃。為了實現這些
規劃，公司未來五年需要哪類人才與招募計劃。各職務類別的需求人數、學
歷要求和經驗要求。公司預期對未來人才需求願意支付的薪水。公司預期未
來對不同類型職務的人才招募難易度。公司預期人才招募困難的主要原因。
公司在招聘植物纖維相關人才時，最看重哪些方面的能力。目前植物纖維產
業人才市場上存在哪些缺口。公司如何吸引和留住優秀的植物纖維人才。 

(5). 政策需求，產業發展與政策建議:對植物纖維產業發展前景的看法，以及對產
業景氣的預估。影響植物纖維產業發展的主要因素。在植物纖維產業人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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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公司希望政府提供的政策協助。公司希望政府或學術機構辦理哪些課程
培訓人才。公司希望政府制定哪些政策以協助產業界解決人才供需問題。公
司希望政府可以採取哪些措施，促進植物纖維產業的發展。如果政府提供補
助金，公司會如何運用。 

(6). 永續發展與社會責任:企業在環境保護方面的投入和成果。對社會責任的參與
和相關社會公益活動。是否有制定相關的社會責任政策。植物纖維產品的環
保屬性與市場推廣。公司對植物纖維應用對環境的影響的看法，以及公司在
環境保護方面的努力。植物纖維產業在實現碳中和目標中可以發揮的作用。 

訪談大綱的設計，旨在全面了解植物纖維產業中企業的現況、挑戰、未來發展與
人才需求，並從企業的角度提供政策建議，以促進產業的發展。 

二、 調查對象 
植物纖維人力需求調查對象在種植端部分以國內種植鳳梨與香蕉之農會、合作社

及農戶為主。透過內政部合作事業入口網進行國內種植鳳梨與香蕉之合作社彙整。並
寄送 35 份問卷至臺灣種植鳳梨及香蕉產銷合作社。 

植物纖維人力需求調查對象在產業應用端(紡織產業、人造皮革產業)以國內紡織
業與人造皮革產業進行彙整。並寄送 53 份問卷至臺灣各大紡織及植物纖維、渣料再
利用企業。 

柒、 人才需求調查結果分析 

一、 問卷回覆結果 
1. 種植端部分 

植物纖維產業在種植端根據問卷回覆之資訊，全社員種植面積分別為 30、85、
185、260 及 200 公頃。其中有 3 間有契作鳳梨種植面積為 16、20 及 200 公頃，鳳
梨契作面積合計 236 公頃，當中有 1 間合作社與有機農場合作收取鳳梨葉做再利用。
僅有 1 間有契作香蕉，種植面積 0.4782 公頃，1 間業者目前正在規劃香蕉契作。 

鳳梨採收後再利用部分有 3 間業者會回收莖葉循環再利用，製作肥料、纖維及渣
料製作皮革等再應用。2 間業者無再利用，現地打碎與土混和於現地腐爛後整地再種
植。 



 

19 

 

 
香蕉採收後再利用部分目前僅 1 間業者有種植，但無再利用。1 間業者目前正在

規劃香蕉契作，未來會規劃回收莖葉進行纖維再利用。 

 
在關鍵人才留任之主要原因為何中大多數業者認為薪酬福利、工作氛圍、區位特

性及適才適所為相當重要的，其次為合作社/農會/農戶前景及文化，再者為合作社/農
會/農戶形象及訓練發展。 

 
再利用鳳梨/香蕉纖維，對短、中、長期對的人才需求：有 3 間業者對植物纖維未

來發展有人力的需求，短期需求約 3~5 個人力；中期需求約 10~12 個人力；長期需
求約 10~15 個人力。 

再利用鳳梨/香蕉纖維人才學經歷要求中，在學歷部分有 3 間業者希望具備學歷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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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而有 2 間業者不需要學歷的需求。在經驗部分有 4 間業者希望能夠有工作經驗，
而有 1 間業者不需要經歷的需求。 

 
對未來人力需求之薪資：2 間業者會給予每個月 27,470 之薪資，1 間業者會給予

每個月 27,471~30,000 之薪資，2 間業者會給予每個月 30,001~35,000 之薪資，平
均薪資約落在 30,000 左右。 

 
對未來人力招募難易度及原因中，對於未來人才招募難易度有 1 間業者覺得普

通，2 間業者覺得困難，2 間業者覺得非常困難。業者覺得原因可能為：求職者缺乏
敬業態度、求職者無法適應工作內容與環境及工作時間無法配合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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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政府可提供哪些政策協助產業界人力需求問題：5 家業者皆希望政府未來於

植物纖維產業中可提供產學合作之管道與獎勵機制，其次為開放引進農業移工、推動
農業設施建教合作管道與機制及產業人才投資方案。 

 
建議政府或學術機構辦理課程培訓中，業者希望能夠針對植物纖維取纖設備進行

安全講習，針對農業及未來開設技術及應用性課程中需加強農業人才培訓。 
在 114 年景氣預測中對於 114 年景氣預測部分有 2 間業者樂觀看待，3 間業者認

為持平，主要原因為目前對於綠色製造循環再利用，減碳觀念的重要性尚未普及認
知，有些人更持反對意見，應加強地球暖化現象，對於未來人類生存環境威脅，不停
在書籍、媒體、學校教育，改變人民的認知意義。但天候因素影響農業成本提升，既
使市場交易價格有所提升，若產能一直無法因應氣候變化而相對的提升。在人力需求
部分有 3 間業者會新增招募，2 間業者維持原來的員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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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15 年景氣預測中，對於 115 年景氣預測部分有 1 間業者樂觀看待，4 間業者

認為持平，主要認為植物纖維持續發展觀點如同 114 年，需求逐漸飽和。在人力需求
部分有 1 間業者會新增招募，4 間業者維持原來的員工數。 

 
在 116 年景氣預測中，對於 116 年景氣預測部分有 2 間業者樂觀看待，3 間業者

認為持平，主要認為消費者認知觀念、習慣改變，提升植物纖維需求改變。在人力需
求部分有 2 間業者會新增招募，2 間業者維持原來的員工數，1 間業者減少員工數。 

 
2. 產業應用端部分 

植物纖維產業在產業應用端部分，植物纖維再利用狀況在寄送 53 份問卷至臺灣
各大紡織及植物纖維、渣料再利用等公司有 11 家業者回覆。4 間業者為製作平織布、
紗線、針織布等紡織產業，其餘業者為造紙、生物炭再利用、環保堆肥分解、植物纖
維母粒、碳材料等再利用業務企業。3 間業者全年營業額 100 萬以下，1 間業者全年
營業額 101~500 萬元，1 間業者全年營業額 501~1000 萬元，6 間業者全年營業額
2001 萬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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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利用鳳梨葉/香蕉假莖植物纖維中，有 4 間業者有使用鳳梨葉植物纖維，業

務佔比 2 間約 1%，2 間約 5%。有 2 間業者有使用香蕉假莖植物纖維，業務佔比約
3%。 

 
規劃鳳梨葉/香蕉假莖纖維或渣料於產線部分，6 間業者規劃導入鳳梨葉纖維於產

線，5 間業者規劃導入香蕉假莖纖維於產線，3 間業者規劃導入鳳梨渣料於產線，3 間
業者規劃導入香蕉假莖渣料於產線。6 間業者規劃五年內投入植物纖維相關產品產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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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應用植物纖維領域部分，7 間業者將植物纖維製作成紡織品，4 間業者再利

用成碳纖維合成材料，還可再製作成包裝材料、人造皮革材料及造紙。 

 
使用植物纖維對公司經營的影響部分，2 間業者覺得會提高成本，1 間業者認為

可降低石化資源使用，2 間業者增加市場需求，3 間業者認為植物纖維為國際趨勢，3
間業者認為可減少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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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關鍵留任主因中 9 間業者認為公司前景為人才留任的主要原因，其次為薪資

福利，再者為訓練發展與工作氛圍。 

 
 未來 5 年內鳳梨葉/香蕉假莖植物纖維應用相關的人才需求部分，人才需求順序

第一順位有 7 間業者為研發品管類，其次需求依序為行銷商業類、經營管理類、加工
貯運類、行政事務類、資訊管理類及其他。 

對於短中長期人力需求人數中，短期(一年內)人力需求加總 11 間業者需求總人數
為 46 人，平均為 4.2 人。中期(一至三年)人力需求加總 11 間業者需求總人數為 84
人，平均為 7.6 人。長期(三至五年)人力需求加總 11 間業者需求總人數為 114 人，
平均為 10.4 人。 

植物纖維應用人力學經歷要求部分，各類工作學歷要求不一，經營管理類及研發
品管類工作有 8 間業者會要求學歷需求為最高，其次為資訊管理類工作有 7 間業者會
要求學歷需求。再經歷部分大多數工作都希望具備經驗，其中經營管理類及加工貯運
類工作有 10 間業者會要求經驗需求，其次為行銷商業類、行政事務類及其他類工作
有 9 間業者會要求經驗需求，最後研發品管類及資訊管理類有 8 間業者會要求經驗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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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植物纖維應用人力預期薪資部分，1 間業者會給予每個月 27,470 之薪資，1

間業者會給予每個月 27,471~30,000 之薪資，3 間業者會給予每個月
30,001~35,000 之薪資，6 間業者會給予每個月 35,001~40,000 之薪資，大多業者
願意給予薪資約落在 35,001~40,000。 

 
未來植物纖維應用人才招募難易度部分，業者們認為最難招募之人才為經營管理

類，再者依序為研發品管類、行銷商業類、行政事務類、加工貯運類、資訊管理類及
其他類。業者覺得原因可能為：對薪資待遇的理想落差、產業吸引力不足應徵者少、
求職者專業能力不足無法滿足企業需求、求職者無法適應工作內容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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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政府可提供哪些政策協助產業界人力需求問題中，11 家業者皆希望政府未來

於植物纖維產業中可提供產學合作之管道與獎勵機制，其次為產業人才投資方案，業
者也有希望能有產學建教合作機會，及跨領域人才培訓。 

 
建議政府或學術機構辦理課程培訓類型有經營管理課程、行銷管理課程、植物纖

維紡織技術專業課程、碳管理課程、ESG 相關課程等。 
在 114 年景氣預測中，對於 114 年景氣預測部分有 2 間業者樂觀看待，7 間業者

認為持平，2 間業者認為悲觀。部分業者已收到客戶回饋，並需求端庫存已消化完
畢，因此樂觀看待。部分業者認為電價、人力成本提高，價格競爭無法與東南亞國家
相比，因此悲觀看待。在人力需求部分有 4 間業者會新增招募，5 間業者維持原來的
員工數，2 間業者減少員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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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15 年景氣預測中，對於 115 年景氣預測部分有 4 間業者樂觀看待，7 間業者
認為持平，主要認為植物纖維持續發展觀點如同 114 年，但也有業者認為逐漸習慣平
衡地緣政治的風險與通膨的解壓。在人力需求部分有 4 間業者會新增招募，6 間業者
維持原來的員工數，1 間業者減少員工數。 

 
在 116 年景氣預測中，對於 116 年景氣預測部分有 5 間業者樂觀看待，5 間業者

認為持平，1 間業者認為悲觀。部分業者認為會因國際上環保相關政策，對於植物纖
維產業發展有幫助，因此擴大生產及銷售生產等。在人力需求部分有 5 間業者會新增
招募，5 間業者維持原來的員工數，1 間業者減少員工數。 

 
二、 訪談回覆結果 

1. 種植端部分 

(1). 人才現況與留任原因 

目前臺灣的植物纖維再利用產業尚處於起步階段，多數合作社、農會或農戶仍以
傳統農業生產為主。因此，投入此產業的人力相對較少，相關人才也較為缺乏。目前
參與植物纖維處理的人員多為農會或合作社的既有人力，實際投入的人才並不多。從
現有資料來看，所需之關鍵人才可分為以下幾類： 

• 農業技術人員：熟悉農作物的種植、採收和處理，特別是了解在地作物(如鳳
梨、香蕉)的種植特性和處理方式。這些人員需具備農業知識，了解農作物的生長特
性、種植方式、病蟲害防治等。 

• 機械操作人員：能夠操作曳引機、纖維處理設備等相關機械，並具備設備維護知
識。這些人員需熟悉機械操作，了解田間作業流程，並能進行設備的日常維護。 

• 纖維處理技術人員：了解植物纖維特性，能夠進行纖維提取、加工等技術操作。
這些人員需了解植物纖維的特性，如鳳梨葉、香蕉假莖等，並掌握纖維處理的技術。 

• 管理人員：負責勞工管理、生產計劃、成本控制，以及專案管理等。這些人員需
具備勞工管理能力，能夠管理和激勵勞工，並處理勞資問題。此外，他們還需要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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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控制，能夠進行成本分析。 
• 市場行銷人員：了解市場趨勢，能夠推廣植物纖維產品。這些人員需具備市場行

銷能力，了解市場趨勢，並能將產品推廣至市場。 
此外，具有在地產業知識的人才也很重要，他們需了解在地作物(如鳳梨、香蕉)

種植特性和處理方式。跨部門溝通協調能力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為需要與農民、合作
社、廠商等不同單位溝通協調。 

人才的流動是影響產業發展的重要因素。薪資待遇是吸引和留住人才的關鍵因素
之一，特別是在農業領域。若薪資不具競爭力，人才容易流失。除了薪資，還有其他
因素影響人才的留任意願： 

• 專業培訓和發展機會：提供技術培訓，讓員工持續學習和成長，是提高留任意願
的重要因素。員工希望看到自己在組織內的發展前景，並能透過培訓提升專業技能。 

• 良好的工作環境與條件：提供安全、舒適的工作環境，並給予彈性的工作時間，
能讓員工更願意留任。農業工作可能受天氣影響，工作時間不固定，若能改善工作環
境，將有助於人才留任。 

• 明確的職涯發展路徑：讓員工看到在組織內的發展前景，能提高他們的歸屬感。
明確的職涯發展規劃，能讓員工更願意長期投入。 

• 工作成就感：讓員工參與有意義的專案，提高他們的工作成就感。 
• 企業社會責任感：讓員工感受到工作的意義，能提高他們的留任意願。參與具有

環境保護意義的工作，提升員工的社會責任感。 
• 對產業前景的信心：如果植物纖維產業發展前景良好，員工會更願意留任。若產

業發展前景不明確，也會影響員工的留任意願。 
• 政府的協助與支持：政府提供的補助和政策，可以減輕合作社的負擔，也能增加

員工的留任意願。政府的政策支持和技術轉移是關鍵。 
• 穩定的收入和額外的收益：對於農民來說，若植物纖維再利用能增加收入，他們

會更願意參與。穩定的收入和額外收益是留住人才的關鍵。 
• 企業文化：積極、開放和鼓勵創新的企業文化有助於人才的留任。 
• 人情：在農會的運作中，人情也很重要，需要有互動。 
目前，本國勞工的流動率較高，主要是因為他們可能認為其他行業有更好的薪資

或工作環境。外籍勞工則相對穩定，他們可能更重視工作的穩定性和收入。以下為人
才流動的主要原因： 

• 薪資因素：薪資不具競爭力是本國勞工流動的主要原因。若薪資不夠，他們可能
會選擇其他工作。 

• 工作環境影響：農業工作時間不固定，且可能受天氣影響，這也是造成本國勞工
流動的原因之一。 

• 產業發展前景不明：若產業發展前景不明確，也可能會影響員工的留任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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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缺乏農業勞動力：臺灣本地人不願從事農業工作，造成人力短缺。 
• 移工來源不穩定：移工的效能可能不比本地人，且可能因管理或訓練問題造成流

動。 
• 職涯發展受限：如果員工認為在農業部門沒有發展的空間，也會考慮離職。 
• 農村勞動力老化：年輕人不願投入農業，農村勞動力普遍老化。 
• 缺乏穩定的收入和發展前景：可能導致人才外流。 
• 短期、臨時性的人力需求可能導致人員流動。 
• 農民若有自己的通路，可能不願意配合農會的運作。 
植物纖維再利用產業具有良好的發展前景，但目前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人才的缺乏

與流失。要吸引和留住人才，除了提供具競爭力的薪資福利外，還需要提供良好的工
作環境、發展機會、培訓機制、和明確的職涯發展路徑。此外，企業的社會責任感、
對產業前景的信心，以及政府的支持也是重要因素。 
(2). 未來人才需求與招募 

植物纖維產業在人才招募方面，無論是短期、中期還是長期，都面臨著一些共同
的挑戰，包括缺乏相關專業知識的人才、薪資待遇可能不具競爭力、以及工作環境可
能較為辛苦等。 

植物纖維產業在不同發展階段需要不同類型的人才： 
• 短期(1-2 年)：主要需要具備農業背景的技術人員，負責田間作業和纖維處理，

包括操作農業設備和纖維處理設備的人員。初期人力需求可能在數名至十數名之間。 
• 中期(3-5 年)：需要更多具備農業背景的專業人員，包括具有相關學歷或實務經

驗的人，以及擴大生產線所需的技術人員、勞工管理人員、行銷和業務人才。此階段
的人力需求可能增加至數十名。 

• 長期(5 年以上)：需要研發人員、碳盤查人員、以及建立完整的管理團隊。長期
的人力需求將根據業務擴張而增加。 

在不同的階段，需要的人才類型包括： 
• 農業生產技術人員：熟悉農作物種植、採收、和後續處理。 
• 加工技術人員：具備初級加工、乾燥等技術。 
• 設備操作與維護人員：能操作並維護相關設備。 
• 植物纖維專業人才：具備植物纖維提取、加工、應用的專業知識。 
• 研發人員：具備纖維材料研究、開發新應用的能力。 
• 碳盤查人員：具備碳盤查知識和技能，能評估和管理碳足跡。 
• 市場行銷人員：了解市場需求，能將產品推廣出去。 
• 管理人員：具備管理農場，分配人力的能力。 
• 品質管理人員：確保產品品質符合標準。 
• 國際貿易人員：拓展國際市場，進行外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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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學歷和經驗的要求，初期可能不會特別強調學歷或經驗，更看重對產業的興
趣和學習意願。但隨著產業的發展，對人才的學歷和經驗要求會提高： 

• 學歷：農業相關科系畢業(如農藝、園藝、農業機械等)，或具備機械、電機、化
工、材料科學等相關背景。研究人員可能需要碩士或博士學歷。管理和銷售人員則需
要大學以上學歷。 

• 經驗：具備農業工作經驗(如種植、採收、田間管理等)，熟悉在地產業，了解鳳
梨和香蕉等作物的種植特性，或具備相關技術經驗(如設備操作和纖維處理)，以及勞
工管理經驗。研究人員需要具備研究經驗和發表成果，管理和銷售人員需要具備相關
領域的實務經驗。 

薪資待遇是吸引人才的重要因素。目前本國勞工和外籍勞工的薪資水平大致相
同。合作社/農會/農戶願意支付符合市場水平的薪資，但希望能獲得政府在薪資方面
的補助。由於現階段成本較高，對於纖維產品的預期售價尚未確定。為了吸引人才，
除了提供具競爭力的薪資，也可以考慮提供額外的獎金或福利，並讓人才可以共享企
業發展的成果。 

招募人才的難易度高，主要原因包括： 
• 臺灣勞工普遍不願意從事農業工作，認為工作辛苦、薪資不高，且流動率高. 
• 缺乏相關專業人才，特別是熟悉植物纖維處理的人才。 
• 產業發展前景尚未明朗，可能影響人才的留任意願。 
• 農業工作環境較為辛苦，工作時間不固定。 
• 部分專業人才缺乏，例如具備碳盤查、纖維提取等特殊技能的人才相對稀缺。 
• 工作地點可能在農村地區，對年輕人吸引力較低。 
人才招募透過以下管道： 
• 網路招募：透過網路平台發布招募訊息。 
• 員工推薦：鼓勵現有員工推薦親友加入。 
• 人力仲介：透過人力仲介公司招募外籍勞工。 
• 與學術機構合作：與大學合作，招募農業相關科系的畢業生。 
• 現場招募：參與相關徵才活動. 
• 農會系統：在農會內部或相關農產業社群中發布招募資訊。 
• 校園徵才：與大專院校合作，招募相關科系畢業生。 
• 產業研討會/媒合會：參加相關研討會或媒合會，接觸潛在人才。 
• 地方政府或就業服務機構：尋求政府機構的協助，推廣職缺。 
影響招募成效的因素包括: 
• 薪資水平：具有競爭力的薪資是吸引人才的重要因素。 
• 福利待遇：提供良好的住宿、餐食等福利，能提高招募成效。 
• 工作環境：舒適、安全的工作環境能吸引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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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訓機會：提供專業的培訓，能吸引對學習和發展有興趣的人才。 
• 職涯發展：提供明確的職涯發展路徑，能提高員工的歸屬感。 
• 政府支持：政府的政策和補助能減輕合作社/農會/農戶的負擔，進而提高招募成

效。 
• 產業前景：若產業發展前景明確，能提高人才的加入意願。 
• 企業形象：農會在社會上的形象，影響求職者的印象。 
• 招募流程：是否有效率、是否能讓求職者快速了解公司狀況，都會影響招募成

效。 
引進移工和培訓本地人才各有優缺點: 
• 引進移工：短期內較為可行，因為外籍勞工較肯做，且能立即填補人力缺口。但

需要提供住宿、餐食等額外福利，且需要符合相關法規。移工的流動性高，且可能因
管理或訓練問題造成流動。 

• 培訓本地人才：長期而言更為重要，能建立穩定的勞動力來源，並促進產業發
展。但需要投入培訓資源和時間，且需要解決本國勞工流動率高的問題。 

合作社/農會/農戶目前可同時引進移工和培訓本地人才，以應對不同階段的需
求，並希望政府能提供更多的培訓資源和薪資補貼，以支持本地人才的發展。 

在招聘植物纖維相關人才時，最看重以下方面的能力: 
• 農業專業知識：熟悉農作物的種植、採收和處理。 
• 機械操作技能：能夠操作農業設備和纖維處理設備。 
• 纖維處理知識：了解植物纖維的特性和處理方式。 
• 勞工管理能力：能夠管理和激勵勞工。 
• 成本意識：了解如何控制成本。 
• 學習能力和意願：願意學習新知識和技能。 
• 責任感和耐心：願意投入並承擔責任。 
• 解決問題能力:能獨立思考，解決工作中遇到的問題。 
• 團隊合作:能與團隊成員有效合作，共同完成目標。 
• 創新能力:能提出新的想法和解決方案，促進產業發展。 
目前植物纖維產業人才市場存在以下缺口: 
• 缺乏具備植物纖維處理專業知識的人才。 
• 缺乏能夠操作和維護相關設備的技術人員。 
• 缺乏熟悉市場行銷和業務拓展的人才。 
• 缺乏具有碳盤查和永續發展概念的人才。 
• 缺乏具備跨領域知識的人才：同時了解農業、機械、化學、環境等領域知識的人

才。 
• 缺乏研發型人才：能開發植物纖維新應用、提升產品附加價值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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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乏具有實務經驗的人才：能將理論知識應用於實際生產的人才。 
為了吸引和留住優秀的植物纖維人才，需從以下方面著手: 
• 提供具競爭力的薪資和福利：確保薪資水平與市場行情相符，並提供良好的福利

待遇。 
• 創造良好的工作環境：提供舒適、安全、有發展空間的工作環境。 
• 提供專業培訓和發展機會：鼓勵員工不斷學習，提升專業技能，並提供晉升機

會。 
• 建立明確的職涯發展路徑。 
• 建立良好的企業文化：打造開放、包容、鼓勵創新的企業文化。 
• 強調工作的意義和價值：讓員工了解工作對環境保護和社會的貢獻。 
• 提供挑戰性工作和專案：讓員工有機會發揮才能，實現個人價值。 
• 建立暢通的溝通管道：讓員工有機會表達意見，並參與決策。 
• 給予員工成就感:讓員工感受到工作帶來的成就感。 
• 提供彈性的工作安排：允許員工在一定程度上彈性安排工作時間和地點。 
• 讓員工了解企業在永續發展方面的努力：例如參與碳盤查、減碳等相關活動。 
植物纖維產業的人才招募面臨不少挑戰，但只要能提供具吸引力的條件和發展前

景，並加強人才培訓，就能逐步解決人才短缺的問題，推動產業的發展。此外，政府
的支持和相關政策的配合也是關鍵。 
(3). 政策建議 

1. 人力成本補助與移工政策彈性化，由於農業勞動力成本高漲，特別是移工薪資
不斷上升，政府應提供相關的人力成本補助，減輕業者負擔。現行移工政策與基本薪
資連動，導致聘僱成本過高，建議針對農業移工薪資有彈性調整空間，或參考移工來
源國家的薪資水平來計算。提供農業相關工作的本國勞工額外薪資補貼，以提高投入
意願。放寬農業外勞申請的配額限制，以滿足農業生產的人力需求。 

2. 技術轉移與設備補助，政府應提供植物纖維再利用的相關技術轉移和設備補
助，降低初期投入成本，加速產業發展。補助項目應包含採纖設備、採收設備以及纖
維處理設備等。除了初期設備設置補助，更應提供設備維護的相關資源，確保設備長
期運作。協助製造機器的廠商，以利農會取得更適合的設備。 

3. 建立產業鏈與媒合平台，政府應協助建立植物纖維產業鏈，促進上下游產業的
合作，讓產業更穩定發展。建立人力資源媒合平台，協助企業快速找到合適的人才。
協助企業與學校合作，培育相關人才，並提供實習機會。 

4. 資金補助與多元運用，提供資金補助，減輕合作社或農會的財務負擔，使其更
願意投入新項目。補助金可應用於設備更新、技術研發、人才培訓、薪資補貼、市場
推廣、擴大生產規模、碳盤查與認證等。補助纖維材料成本，如鳳梨或香蕉的購買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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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推動農業轉型與創新，透過政策引導，鼓勵年輕人投入農業，解決農村勞動力
老化的問題。提供農業創業支持，鼓勵青年返鄉投入農業。o 鼓勵企業和學術機構進
行技術創新，並提供相應的支援。 

6. 其他政策建議，如參考日本的農業政策，提供更完善的農業薪資補貼和福利。
制定更彈性的勞動法規，以符合農業生產的特殊性。加強農業正面形象宣傳，鼓勵年
輕人投入農業。簡化外勞申請流程，便利農業經營者聘僱外籍勞工。推廣臺灣在地生
產的價值，讓消費者了解在地生產的優勢，願意支持臺灣的產品，如以下事項。 

o 建立明確的產業標準，讓農民可以遵循，確保產品品質。 
o 提供農民運輸補助，增加農民的參與度。 
o 政策應具有彈性，並且重視滾動式修正，以符合產業的實際需求。 
o 加強與國際接軌，讓臺灣的植物纖維產業可以跟國際的市場接軌。 
o 提供明確的產業資訊，如鳳梨葉的收購價格和數量，提高農民參與度。 

在人力培訓需求包含，植物纖維處理技術之纖維提取、加工、利用等相關技術。特別
是各種鳳梨纖維的提取方法、設備操作、品質控制等。農業剩餘資材再利用技術輔
導，教導如何將香蕉假莖等農業剩餘資材轉化為可利用的資源。農業機械操作與維
護：培訓學員操作曳引機等相關農業設備，以及纖維處理設備。農作物種植與管理：
提供鳳梨、香蕉等在地作物種植和管理的相關知識。 

管理培訓包含勞工管理：培訓如何管理和激勵勞工，特別是外籍勞工。成本控
制：培訓如何有效控制成本，以提高產業競爭力。行銷與業務拓展：培訓如何推廣植
物纖維產品，開拓市場。生產管理：培養具備生產流程管理和協調能力的人才。品質
管理：確保產品品質符合標準，以及進行產品檢驗。供應鏈管理：培養具備供應鏈管
理能力的人才，確保纖維原料的穩定供應。財務分析：培養具備財務分析能力的人
才，評估纖維再利用的經濟效益。新進員工農業相關教育訓練：協助新進人員了解農
業生產流程，快速適應工作環境。市場行銷與銷售技巧：培養產品銷售和市場推廣能
力。國際貿易相關知識：拓展海外市場，進行國際貿易。安全作業規範:確保操作人員
能安全地進行生產。新技術學習：隨著產業發展，需要不斷學習新技術。 

培訓方式以產學合作鼓勵學術機構與產業界合作，培養符合產業需求的人才。客
製化培訓課程應根據農會或合作社的需求進行客製化設計，確保培訓內容符合實際需
求。實務操作課程應包含實務操作，讓學員能將所學知識應用於實際工作。鼓勵從事
農業的人員進修農業相關科系，並提供相關的資源與支持。 

人才政策建議包含重視實質效益，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應重視政策的實質效益，
而非僅僅追求表面數字。建立完善的人才培育體系，從學術機構到產業界，建立一套
完善的人才培育體系，確保相關人才的供應。提供職涯發展機會，讓年輕人看到在農
業領域的發展機會，吸引他們投入。加強跨部門合作，整合農業部、教育部、勞動部
等相關部會的資源，共同推動人才培育。政府應提供誘因，吸引更多人投入植物纖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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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例如提供獎學金、創業補助等。政府應協助農會轉型，使其能適應新的產業發
展趨勢，培養符合產業需求的人才。在制定政策時，應多方聽取農民的意見，確保政
策能真正幫助到農民。政府應重視農業傳承的問題，制定相關政策，鼓勵年輕人返鄉
從事農業。透過政策引導，鼓勵農村青年返鄉就業，並提供相關的輔導和支持。 

政府在推動植物纖維再利用產業發展時，應從政策、技術、資金、人才等多方面
提供支持。政策方面應具備彈性，並與時俱進，隨時調整以符合產業的實際需求。人
才培育方面，除了技術培訓外，管理、行銷、財務等方面的培訓也相當重要。透過產
學合作，結合學術界的研發能量與產業實務經驗，才能培養出符合產業需求的人才。
同時，政府應重視農民的聲音，讓農民能真正從政策中獲益，並願意投入相關產業。 

2. 產業應用端部分 

(1). 人力資源現況 

在人力資源方面的現況，涵蓋員工組成、人才結構、福利制度、激勵機制、人才
吸引與留任、員工培訓、以及人才流動等面向。部分公司如福 O 公司，雖具備完整的
人力結構，但在植物纖維相關應用上，可能需要增加清潔人力。發 O 品有限公司則是
以本國籍員工為主，並將生產製造發包給下游廠商。多數公司，特別是需要研發技術
的公司，都面臨技術研發人才短缺的問題。在人才吸引方面，多數公司並未有明確的
策略。部分公司如福 O 公司，依賴其產業地位和國際視野來吸引人才，而發 O 有限公
司則重視員工對公司願景的認同。世 O 紡織的環保形象和產業領先地位可能有助於吸
引人才。在留任方面，部分公司認為不與員工計較是關鍵，也有公司強調讓員工看到
願景的重要性，或提供足夠利益。此外，公司在產業中的穩定性以及獲利能力也可能
成為留任員工的誘因。然而，多數公司缺乏明確的留才機制或福利措施。 

關鍵人才留任的因素包含：足夠的利益、公司的願景與發展前景、對新事物的熱
情、環保永續的企業形象，以及彈性且有效率的工作環境。多數公司缺乏正式的員工
培訓機制。員工技能的培養主要依賴經驗累積和在職學習。部分公司有研發中心，並
有系統化的管理制度，如導入 KM 系統，可視為一種在職培訓。不過，缺乏系統性的
培訓和發展計畫仍是普遍現象。多數公司沒有針對植物纖維相關知識和技能的特別培
訓。員工主要透過實際操作來學習。部分公司會與研究機構合作，或尋求外部專家協
助。有公司希望政府能提供相關的培訓資源。部分公司提到臺灣紡織產業的沒落，以
及產業環境不佳可能導致人才流失。技術研發人才的斷層，以及年輕人不願投入是普
遍問題。此外，公司也提到基本工資上漲但找不到願意投入生產線的人力。缺乏願景
和發展空間，以及產業吸引力不足是留不住人才的重要原因。疫情也造成業務量萎
縮，可能影響人力需求。 

(2). 未來人才需求 

在植物纖維應用方面的人才需求，旨在深入了解該產業的人力資源狀況、招募挑
戰與未來趨勢。產業發展與人才需求上，各公司均看好植物纖維在紡織品、民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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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複合材料等領域的應用潛力，並積極投入研發與生產。除了傳統的紡織品，植物
纖維也朝向建材、汽車、航空等領域發展，例如，有公司正開發將植物纖維應用於 3D
列印、電子材料、隔熱材料等。減少碳足跡、廢棄物再利用、循環經濟等概念是推動
植物纖維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具備永續發展意識的人才也備受重視。產業整體而
言仍處於發展初期，許多技術與應用仍在開發階段，這意味著需要更多具備創新思維
與解決問題能力的人才。 

各公司普遍認為研發人才是目前最缺乏的，特別是具備植物纖維材料開發與應
用、維特性研究與改良、脫膠、精煉技術改良、複合材料開發、新產品開發等能力人
力。由於植物纖維應用涉及紡織、農業、化學、材料科學等多個領域，具備跨領域知
識的人才非常重要。另外負責開拓國內外市場、產品推廣、客戶關係管理等能力者，
如國際市場開拓經驗與產品推廣與品牌建立人力。 

植物纖維產業仍處於發展初期，相關人才較少。具備植物纖維相關知識和技術的
研發人才難尋。傳統紡織業可能對年輕人才缺乏吸引力。部分公司可能難以提供與大
型企業競爭的薪資水平。公司產品在市場上的知名度不高，可能難以吸引人才。臺灣
的植物纖維產業供應鏈尚未完善，可能影響人才的發展意願。目前缺乏植物纖維的國
際認證標準，可能影響部分人才投入的信心。 

植物纖維產業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但同時也面臨人才短缺的挑戰。企業必須積
極制定人才招募策略，並透過提供具競爭力的薪資福利、發展空間、良好的工作氛圍
等方式，吸引和留住優秀人才。此外，企業也應加強與學術界合作，並爭取政府支
持，以共同推動產業的發展。 

(3). 植物纖維產業發展前景與政策建議 

植物纖維產業在環保意識抬頭的背景下，被視為具有取代化學纖維的潛力。各公
司普遍對此產業的發展前景持樂觀態度，認為其符合天然、永續的趨勢，並可應用於
紡織品、包裝材料等多元領域。然而，目前產業發展仍面臨諸多挑戰，包括成本、技
術、市場、以及政策等面向。 

 成本挑戰部分: 
○ 生產成本高昂：植物纖維的生產成本普遍偏高，包括原物料價格、人力成
本、加工成本及損耗率等。例如，臺灣鳳梨纖維的價格比東南亞高出數倍，
加上後續加工和損耗，成本壓力更大。 

○ 人力成本：臺灣的勞工成本相對較高，使得在生產上較難與其他國家競爭。 
○ 原物料成本：植物纖維的原料價格較高，且品質不穩定，影響產品的競爭
力。 

 技術挑戰部分: 
○  纖維品質不穩定：目前植物纖維的品質不穩定，渣料含量高，影響後續產品
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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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續處理技術待提升：植物纖維的後續處理技術(如脫膠、漂白、染色等)較
為複雜，仍有待提升。 

○  缺乏標準化製程：植物纖維的品質因原料來源和處理方式而異，需要建立標
準化的生產流程，以確保產品品質。 

○  應用技術有待開發：雖然植物纖維可應用於多個面向，但仍需要開發更多元
化的應用技術，以擴大市場需求。 

 市場挑戰部分: 
○  消費者接受度：目前消費者對於植物纖維的認識和接受度仍有待提升。 
○  價格競爭力不足：植物纖維產品因成本較高，難以與低價的化學纖維產品競
爭。 

○  國際競爭激烈：其他國家也在發展植物纖維產業，臺灣廠商面臨激烈的國際
競爭。 

 政策部分: 
○  缺乏政府重視：紡織業可能不如其他產業受到政府重視，導致資源投入不
足。 

○  缺乏政策支持：政府在植物纖維產業的政策支持仍有待加強，例如人才培
育、產業扶持、技術研發等。 

○  缺乏標準：政府對於植物纖維的定義、檢測標準、碳權計算方法尚未建立，
造成業者在推動和檢測時的盲點。 

○  採購政策影響：政府的採購政策會影響產業發展，若政府帶頭採購國內生產
的植物纖維產品，將有助於推動產業發展。 

○  法規限制：政府對於塑膠產品的替代政策不夠完善，使得植物纖維產品難以
推廣。 

為了促進植物纖維產業的發展，政府應從人才培育、產業扶持、技術研發等方面
加強政策支持。 

 人才培育： 
○  提供相關課程培訓：政府或學術機構應開設植物纖維相關的課程，培育專業
人才，包括材料科學、紡織技術、產品開發、市場行銷等。 

○  補助學術研究：鼓勵學術單位投入植物纖維的研究，培育更多跨領域人才。 
○  建立產學合作平台：讓學術機構和企業共同培養人才，縮短學用落差。 
○  提供實習機會：提供學生實習機會，讓學生實際接觸植物纖維產業，並吸引
他們投入該領域。 

○  鼓勵人才投入：提供獎學金或津貼，吸引優秀人才投入植物纖維產業。 
 產業扶持： 
○  提供研發補助：鼓勵廠商投入植物纖維的研發，並提供相關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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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產業鏈整合：政府應協助整合植物纖維產業鏈，從原料供應到產品製
造，建立完整的產業體系。 

○  協助開拓市場：政府應協助廠商開拓國內外市場，例如參與國際展覽、推廣
臺灣植物纖維產品。 

○  穩定原物料供應：政府應協助農民建立穩定的植物纖維原料供應鏈，並鼓勵
農民種植相關作物。 

○  建立產業標準：政府應盡快制定植物纖維的國家標準，以利產品標示和市場
推廣。 

○  提供能源協助：政府應協助紡織業解決電價上漲問題，提供更優惠的電價方
案。 

○  建立採購平台：建立政府採購平台，增加企業產品在國內市場的能見度。 
○  協助建立品牌：協助企業建立植物纖維產品的品牌，增加產品價值。 

 技術研發： 
○  支持技術研發：政府應支持植物纖維的技術研發，例如脫膠、漂白、染色
等。 

○  鼓勵設備升級：政府應鼓勵紡織廠升級生產設備，以利處理植物纖維。 
○  建立技術資料庫：政府可協助建立植物纖維的相關資料庫，供業者參考。 
○  協助技術轉移：希望政府能協助業者與研究機構合作，進行技術轉移，加速
新技術的應用。 

○  建立驗證標準：協助建立植物纖維的國際驗證標準，以利產品行銷。 
 其他措施： 
○  推廣植物纖維產品：透過政策宣導、展覽等方式，提高消費者對植物纖維的
認識和接受度。 

○  鼓勵企業使用植物纖維：提供補助或獎勵，鼓勵企業將植物纖維應用於產品
中。 

○  協助企業開拓市場：提供市場資訊、參展補助等，協助企業拓展國內外市
場。 

○  提供碳足跡認證：協助企業計算和認證植物纖維產品的碳足跡，提升產品競
爭力。 

○  建立碳權交易機制：建立植物纖維產品的碳權計算方法和交易機制，鼓勵業
者參與碳減排行動。 

植物纖維產業具有發展潛力，但目前仍面臨許多挑戰。政府應積極介入，制定明
確的產業政策，並提供相關的政策支持，包括人才培養、產業扶持、技術研發等。透
過政府、學術界及產業界的共同努力，可望克服這些挑戰，推動植物纖維產業的發
展，並為環境永續和循環經濟做出貢獻。 



 

39 

 

捌、 植物纖維產業策略與建議 

綜整植物纖維產業的問卷回覆和訪談結果，針對植物纖維產業的策略與建議進行
的綜合整理與報告。 
一、 產業現況與挑戰 

植物纖維產業在臺灣仍處於發展初期，從種植端到應用端都面臨諸多挑戰。 

• 種植端： 
o 種植面積有限：多數業者種植面積不大，且主要以傳統農業生產為主，

投入植物纖維再利用的人力較少。 
o 再利用比例不高：僅少數業者會將鳳梨、香蕉的莖葉進行再利用，多數

仍以現地腐爛方式處理。 
o 人才缺乏：缺乏熟悉植物纖維處理的技術人員、機械操作人員，以及管

理人員。 
• 應用端： 

o 業者規模不一：有小型企業也有大型企業投入，但整體而言，植物纖維
的應用比例仍低。 

o 技術待提升：植物纖維的品質不穩定，後續處理技術仍待提升，且缺乏
標準化製程。 

o 市場接受度有限：消費者對植物纖維的認知和接受度仍有待提高。 
o 成本壓力大：生產成本高昂，難以與化學纖維產品競爭。因 3~4 月

ECFA 將終止，因此紡織業大量將庫存銷至大陸，使紡織業外銷數據提
升，因此變成成長行業，造就電費漲價嚴重(14%)提升成本。 

• 共同挑戰： 
o 人才短缺：普遍缺乏研發、管理、行銷等各方面的人才，特別是具備植

物纖維專業知識的人才。 
o 招募困難：薪資待遇、工作環境、產業前景等因素都影響人才招募。 
o 政策支持不足：政府在人才培育、產業扶持、技術研發等方面的支持仍

有待加強。 

二、 關鍵策略與建議 

為克服上述挑戰，推動植物纖維產業發展，以下提出相關策略與建議： 

1. 人才培育與發展 

o 建立完整的人才培育體系：從學術機構到產業，建立一套完整的人才培
育體系，確保相關人才的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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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加強產學合作：鼓勵學術機構與產業合作，共同開發培訓課程，並提供
實習機會。 

o 提供多元培訓課程： 
 技術培訓：針對植物纖維特性、纖維處理、設備操作、農業技術

等提供培訓。 
 管理培訓：針對勞工管理、成本控制、生產管理、品質管理等提

供培訓。 
 行銷培訓：針對市場行銷、業務拓展、國際貿易等提供培訓。 
 碳管理培訓：針對碳盤查、碳足跡計算等提供培訓。 

o 提供具競爭力的薪資福利：確保薪資水平與市場行情相符，並提供良好
的福利待遇。 

o 建立明確的職涯發展路徑：讓員工看到在組織內的發展前景，提高歸屬
感。 

o 提供專業培訓與發展機會：鼓勵員工不斷學習，提升專業技能。 
o 創造良好的工作環境：提供舒適、安全、有發展空間的工作環境。 
o 建立師徒制：讓新進員工在資深員工的指導下學習。 
o 鼓勵人才投入：提供獎學金或津貼，吸引優秀人才投入植物纖維產業。 

2. 產業扶持與技術研發 

o 提供資金補助：減輕合作社或農會的財務負擔，使其更願意投入新項
目，並提供設備更新、技術研發、人才培訓等方面的補助。 

o 建立產業鏈與媒合平台：協助建立植物纖維產業鏈，促進上下游產業的
合作，並建立人力資源媒合平台，協助企業快速找到合適人才。 

o 提供技術轉移與設備補助：提供植物纖維再利用的相關技術轉移和設備
補助，降低初期投入成本，加速產業發展。 

o 支持技術研發：鼓勵廠商投入植物纖維的研發，例如脫膠、漂白、染色
等，並提供相關補助。 

o 建立標準化製程：建立植物纖維的國家標準，以利產品標示和市場推
廣。 

o 協助建立品牌：協助企業建立植物纖維產品的品牌，增加產品價值。 
o 協助企業開拓市場：提供市場資訊、參展補助等，協助企業拓展國內外

市場。 
o 鼓勵設備升級：鼓勵紡織廠升級生產設備，以利處理植物纖維。 
o 建立技術資料庫：政府可協助建立植物纖維的相關資料庫，供業者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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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建立驗證標準：協助建立植物纖維的國際驗證標準，以利產品行銷。 

3. 市場開拓與推廣 

o 加強消費者教育：透過政策宣導、展覽等方式，提高消費者對植物纖維
的認識和接受度。 

o 鼓勵企業使用植物纖維：提供補助或獎勵，鼓勵企業將植物纖維應用於
產品中。 

o 建立政府採購平台：增加企業產品在國內市場的能見度。 
o 參與國際展覽：協助廠商開拓國際市場，推廣臺灣植物纖維產品。 
o 強調產品優勢：強調植物纖維的環保、永續、天然等優勢，吸引消費

者。 

4. 政策支持與法規調整 

o 提供人力成本補助：針對農業勞動力成本高漲，提供相關的人力成本補
助，減輕業者負擔，並針對農業移工薪資有彈性調整空間。 

o 彈性化移工政策：放寬農業外勞申請的配額限制，以滿足農業生產的人
力需求。 

o 推動農業轉型與創新：鼓勵年輕人投入農業，解決農村勞動力老化的問
題，並提供農業創業支持。 

o 簡化外勞申請流程：便利農業經營者聘僱外籍勞工。 
o 制定更彈性的勞動法規：以符合農業生產的特殊性。 
o 建立碳足跡認證：協助企業計算和認證植物纖維產品的碳足跡，提升產

品競爭力。 
o 建立碳權交易機制：建立植物纖維產品的碳權計算方法和交易機制，鼓

勵業者參與碳減排行動。 
o 加強與國際接軌：讓臺灣的植物纖維產業可以跟國際的市場接軌。 
o 建立明確產業標準：讓農民可以遵循，確保產品品質，並提供農民運輸

補助，增加農民的參與度 

三、 短期、中期、長期建議 

• 短期(1-2 年) 
o 重點：解決現有的人力短缺問題，加強基礎技術培訓。 
o 建議： 

 透過網路、人力仲介等管道積極招募人才。 
 針對現有員工進行基礎的植物纖維處理、設備操作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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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政府的相關補助，減輕人力成本負擔。 
 開始建立產業鏈的初步合作關係。 

• 中期(3-5 年) 
o 重點：建立穩定的產業鏈，提升產品品質與市場競爭力。 
o 建議： 

 與學術機構合作，共同開發培訓課程，培育專業人才。 
 投入研發，提升植物纖維的品質與應用技術。 
 積極參與國內外展覽，開拓市場。 
 建立品牌的初步規劃。 

• 長期(5 年以上) 
o 重點：擴大產業規模，提升國際競爭力。 
o 建議： 

 建立完整的產業鏈，確保原料穩定供應。 
 積極拓展國際市場，與國際企業合作。 
 投入碳盤查與減碳技術，提升產品價值。 
 持續研發創新，開發更多元化的植物纖維應用。 
 參與國際標準制定，提升臺灣植物纖維產業的國際話語權。 

四、 未來五年的人力需求 
根據問卷回覆和訪談結果，種植端與產業應用端在未來五年的人力需求上存在顯

著差異，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 
1. 人力需求類別 

• 種植端： 
o 短期(1-2 年)：主要需求具備農業背景的技術人員，負責田間作業和纖維

處理，包括操作農業設備和纖維處理設備的人員。初期人力需求約為 3-
5 人。 

o 中期(3-5 年)：需要更多具備農業背景的專業人員，包括具有相關學歷或
實務經驗的人，以及擴大生產線所需的技術人員、勞工管理人員。中期
需求約為 10-12 人。 

o 長期(5 年以上)：需要研發人員、碳盤查人員，以及建立完整的管理團
隊。長期需求約為 10-15 人。 

o 關鍵人才： 
 農業技術人員：熟悉農作物種植、採收和處理，了解在地作物特

性。 
 機械操作人員：能夠操作曳引機、纖維處理設備等。 
 纖維處理技術人員：了解植物纖維特性，能夠進行纖維提取、加

工等技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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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人員：負責勞工管理、生產計劃、成本控制，以及專案管
理。 

• 產業應用端： 
o 短期(一年內)：需求總人數為 46 人，平均為 4.2 人。 
o 中期(一至三年)：需求總人數為 84 人，平均為 7.6 人。 
o 長期(三至五年)：需求總人數為 114 人，平均為 10.4 人。 
o 關鍵人才： 

 研發品管類：為最主要需求，包括植物纖維材料開發與應用、特
性研究、脫膠精煉技術改良、複合材料開發等。 

 行銷商業類：負責開拓市場、產品推廣、客戶關係管理。 
 經營管理類：負責公司整體營運與管理。 
 加工貯運類：負責產品加工、儲存與運輸。 
 行政事務類、資訊管理類。 

2. 學經歷要求 

• 種植端： 
o 初期可能不特別強調學歷或經驗，更看重對產業的興趣和學習意願。 
o 隨著產業發展，對人才的學歷和經驗要求會提高，可能需要農業相關科

系畢業，或具備機械、電機、化工等相關背景。 
o 需要具備農業工作經驗、熟悉在地產業，或具備設備操作和纖維處理等

技術經驗。 
• 產業應用端： 

o 各類工作學歷要求不一，經營管理類及研發品管類工作有較高學歷要
求。 

o 大多數工作都希望具備經驗，其中經營管理類及加工貯運類工作有較高
經驗要求。 

3. 薪資待遇 

• 種植端： 
o 平均薪資約落在每月 30,000 元左右。 

• 產業應用端： 
o 大多業者願意給予薪資約落在每月 35,001~40,000 元。 

4. 招募難易度 

• 種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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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招募困難，原因可能為求職者缺乏敬業態度、無法適應工作內容與環
境、工作時間無法配合等。 

• 產業應用端： 
o 最難招募之人才為經營管理類，其次為研發品管類。 
o 原因可能為對薪資待遇的理想落差、產業吸引力不足、求職者專業能力

不足、無法適應工作內容與環境等。 

5. 人才缺口 

• 種植端： 
o 缺乏植物纖維處理專業知識的人才、能夠操作和維護相關設備的技術人

員。 
• 產業應用端： 

o 缺乏具備植物纖維材料開發、應用、特性研究等能力的研發人才。 
o 缺乏跨領域知識的人才，同時了解農業、機械、化學、材料等領域知

識。 

種植端主要著重於農業生產和初級加工，需要熟悉農務操作和纖維處理的技術人
員。產業應用端則更偏向於產品開發、市場行銷和企業管理，需要具備研發、行銷和
管理能力的專業人才。農方與企業方在人才需求類型、學經歷要求、薪資待遇以及招
募難易度等方面都存在明顯差異.產業應用端對學經歷的要求普遍高於種植端，且薪資
待遇也相對較高.兩端都面臨人才短缺和招募困難的問題，特別是缺乏具備植物纖維專
業知識的人才。綜合以上，植物纖維產業的發展需要種植端和應用端共同努力，各自
根據自身需求招募和培育人才，並加強合作，才能推動產業的整體發展。 

植物纖維產業具有良好的發展前景，但目前仍面臨許多挑戰。政府應積極介入，
制定明確的產業政策，並提供相關的政策支持，包括人才培養、產業扶持、技術研發
等。透過政府、學術界及產業界的共同努力，可望克服這些挑戰，推動植物纖維產業
的發展，邁向環境永續和循環經濟境界。同時，企業應積極制定人才招募策略，並透
過提供具競爭力的薪資福利、發展空間、良好的工作氛圍等方式，吸引和留住優秀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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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114-116年重點產業人才供需調查及推估結果填報表 

114-116年重點產業人才供需調查及推估結果填報表(113年辦理成果) 

產業別：植物纖維產業 

調查執行單位(公會、法人、機構或研究團隊)：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中分院 

表 1  產業調查範疇及趨勢 

產業調查
範疇1 

1. 行業統計分類代碼(4碼)： 
果樹栽培業(0115)、農事及畜牧服務業(0130)、蔬果加工及保藏業(0830)、棉毛紡紗業(1111)、其他紡紗業(1119)、其 

他織布業(1129)、不織布業(1130)、皮革及毛皮整製業(1301)、紙張製造業(1512)等。 
2. 調查範疇相關說明： 
植物纖維產業涵蓋作物種植端、產業應用端等多元領域。本次調查以作物種植端為主，擴及相關產業應用端者為輔，釐清 

植物纖維產業人才及技術需求之樣貌。 

產業發展
趨勢2 

1.  臺灣盛產鳳梨及香蕉等經濟作物，作物產收後剩餘資材，臺灣於2022年生物性農業剩餘資材產生量約為500萬公噸，經 

過妥適處理可製成植物纖維，具有替代化學纖維，並作為進口棉、麻等紗線原料的潛力。 
2.  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中，紡織業被列為重點淨零轉型產業之一，植物纖維材料作為替代原料的循環經濟，環保意識 

抬頭下，隨著全球對環境問題的日益關注，植物纖維因其可生物降解和可持續的特性，被視為傳統合成材料的替代品。 
3. 植物纖維產業在可持續性和環保意識抬頭下，植物纖維的使用可減少對化石燃料的依賴，隨著全球對環境問題的日益關

注，減少對石油等化石燃料的依賴成為各產業的重要目標。植物纖維為可再生資源，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消費者和品
牌越來越傾向於選擇使用生物基材料製成的產品，推動植物纖維在紡織、包裝、建築等領域的應用。為了減少塑膠污
染，植物纖維在可生物降解和可堆肥材料的開發和應用方面扮演著關鍵角色。 

4. 植物纖維產業的發展需要農業和工業的緊密結合，包括作物種植、纖維提取、加工和應用等環節的協作。植物纖維產業
的發展還需要與其他產業的合作，例如紡織、包裝、建築、汽車等，共同開發新的應用和市場。同時為了確保植物纖維
產品的可持續性和品質，需要建立相關的標準和認證體系，例如 FSC 認證、Oeko-Tex 認證等。 

5. 消費者對紡織品的功能性要求越來越高，例如吸濕排汗、抗菌、抗紫外線等。植物纖維通過調整或與其他纖維混紡，可
以滿足這些需求。隨著消費者越來越注重個性化和定制化，植物纖維產業也需要提供更多樣化的產品和服務，以滿足市
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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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臺灣可以利用其在紡織產業的優勢，積極發展再生纖維素纖維的生產和應用，以減少對塑化纖維的依賴。臺灣可以加強
產學研合作，推動植物纖維相關技術的研發和創新，例如各種作物植物纖維的開發、纖維材質調整技術等。在拓展國際
市場下，臺灣可以利用其在紡織產業的國際影響力，拓展植物纖維產品的國際市場，尤其是在對環保要求較高與時尚圈
的歐洲和美國市場。 

7. 植物纖維產業在人才供需方面面臨多重挑戰，需要政府、學術界、產業界共同努力，從人才培育、技術研發、政策支持
等多方面著手，才能有效解決人才短缺問題，推動產業發展。植物纖維再利用之發展可開創農民、企業與環境等多贏，
達成永續發展目標。 

填表說明： 
1. 產業調查範疇之標準分類，請參照行政院主計總處110年第11次修正「行業統計分類」，儘可能填列至細類(4碼)；上述細類說明如仍無法
確定範疇，可參考財政部112年第9次修訂「稅務行業標準分類」定義，並填列前4碼，上述分類標準請參照至下列網址；如產業屬跨領
域、新興型產業，著實無法對應現行行業標準分類者，則可保留填寫彈性。 

(1) 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https://www.dgbas.gov.tw)首頁/主要業務/政府統計/統計法制與標準分類/統計標準分類/行業統計分類。 
(2) 財政部網站(https://www.mof.gov.tw)首頁/財政及貿易統計/稅務行業標準分類/查詢系統。 

2. 請條列分析產業未來之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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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14-116年專業人才供需量化分析 
單位：人 

推
估
調
查
結
果 

景氣 
情勢 

114年 115年 116年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1 總就業人數2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總就業人數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總就業人數 

樂觀 64 

- 

9,366 128 

- 

9,375 166 

- 

9,385 

持平 58 8,514 116 8,523 151 8,532 

保守 52 7,663 104 7,671 136 7,679 

景氣 
定義3 

(1) 樂觀=依據植物纖維處理量及再利用量增加，持平推估人數 x1.1。 
(2) 持平=依據植物纖維處理量及再利用量持平，依據問卷業者需求總數。 
(3) 保守=依據植物纖維處理量及再利用量減少，持平推估人數 x0.9。 

當前人才供
需現況4 

表示人才充裕之廠商百分比：12%；表示供需均衡之廠商百分比：44%；表示人才不足之廠商百分比：44% 

填表說明： 
1. 新增供給來源有教育及培訓體系，請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視該業人力與教育/培訓體系養成訓練關連度高低，決定是否推算。未進行推
估者，請以「－」表示。 

2. 為利後續計算新增需求人力占總就業人數之比例，請提供各年度推估之產業總就業人數。 
3. 如有針對樂觀、持平及保守等不同景氣情境進行未來人才需求推估者，請依實際推估假設填寫各景氣情境之定義。 
4. 請協助調查業者對於當前人才供需狀況之看法，並以百分比表示(如：表示當前人才供需屬「人才充裕」之廠商占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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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14-116年專業人才質性需求調查表 

所欠缺之專業人
才職類 

(代碼)1 
 

人才需求條件 招募情形 

人才欠6

缺之主 
要原因 

有無7

職能 
基準 
(級別) 

工作內容簡述 

最低教育程度2 

學類 
(代碼)3 能力需求4 

最低工作年資2 

招募5

難易 

海外
攬才
需求 

高中 
以下 大專 碩士 博士 

 
無經 
驗可 

具工作經驗 

2年 
以下 

2-5 
年 

5年 
以上 

200101農作物
栽培工 

從事各種食用作物之
播種、栽培及採收等
工作。 

√    不限科系 1. 肯學習、負責任之
良好工作態度。 √    困難 無 4、6 - 

100313農業及
林業設備操作員 

負責在農、林業從事
一種或多種動力化機
器與設備之操作及監
控工作。 

√    不限科系 

1. 肯學習、負責任之
良好工作態度。 

2. 機械操作及障礙排
除。 

√    困難 無 1、4、6 - 

070303材料研
發人員 

從事材料、元件之研
發、實驗、分析、改善
與應用工作。 

 √   
07231紡織品細
學類、05311化
學細學類 

1. 具有植物纖維開發
或渣料應用經驗。  √   困難 無 1、3、

5、6 - 

210104產品行
銷企劃人員 

負責為產品擬定行銷策
略、訂價策略、促銷計
劃、撰寫行銷方案等工
作。 

 √   不限科系 1. 具有展覽、推廣經
驗。 √    普通 無 3、6 - 

其他分析 研究調查發現植物纖維在作物種植端為新興職務需求，對於作物在田間採收與前處理階段皆需有適當的訓練與認知。 

填表說明： 
1. 所需專業人才職類，請貴單位配合表2產業人才供需推估結果，調查該產業未來所欠缺之專業人才職類，並請參照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通俗職業分類」進行歸類後填列(含6碼代碼)，上述分類標準請參照下列網站：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Jobooks工作百科網站
(https://jobooks.taiwanjobs.gov.tw/)首頁/職業訊息查詢/通俗職業查詢。 

2. 學歷、工作年資請以勾選方式填列。 
3. 學類代碼，請參照教育部106年第5次修訂「學科標準分類」，填列至細學類代碼(5碼)，請參考教育部網站(https://www.edu.tw)首頁/教育
資料/教育統計/教育統計標準分類/學科標準分類查詢，或直接連結至以下查詢系統：https://stats.moe.gov.tw/bcode/。 

4. 能力需求請以條列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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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招募難易度請分為「容易」、「普通」、「困難」3種難易程度填寫。 
6. 有關人才欠缺之主要原因，請填列代碼(可複選)，包含：❶新興職務需求、❷在職人員技能或素質不符、❸在職人員易被挖角、❹勞動條
件不佳(如工作環境骯髒、危險、辛勞或工作地點偏遠)、❺缺乏具相關學、經歷或技能之人才供給、❻薪資不具誘因、❼其他(請填寫其原
因)。 

7. 請參照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iCAP 職能發展應用平台(https://icap.wda.gov.tw)，檢視所列職類目前是否已完成職能基準訂定，已完成訂定
者請配合填寫其「基準級別」，尚未研析基準級別者，請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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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人才供需重要議題及因應對策 

人才問題 因應對策1 是否涉及跨部會權責2 
在作物種植端，招募困難，因薪資待遇、工作環境、產
業前景等因素都影響人才招募。 
1. 多數農民仍以傳統農業生產方式為主，因缺乏相關專

業人才，僅少數會將鳳梨、香蕉的莖葉再利用，導致
再利用比例不高。 

2. 需要熟悉植物纖維前期處理的技術人員、自動化機械
操作人員以及管理人員。 

3. 薪資待遇不具競爭力，難以吸引本國勞工投入，以致
臺灣本地人不願從事農業工作，造成人力短缺。 

1. 建立完整的人才培育體系，加強產學合作，提供多
元培訓課程。針對植物纖維特性、纖維處理、設備
操作、農業技術等提供技術培訓。 

2. 提供資金補助、建立產業鏈與媒合平台、提供技術
轉移與設備補助、支持技術研發、建立標準化製程
等。 

3. 提供具競爭力的薪資福利，建立明確職涯發展路
徑。 

4. 鼓勵學術單位投入植物纖維的研究，培育更多跨領
域人才。建立產學合作平台，讓學術機構和農企業
共同培養人才，提供實習機會，讓學生實際接觸植
物纖維產業。 

5. 客製化培訓課程，根據農會或合作社的需求進行客
製化設計。 

6. 穩定植物纖維原物料供應，鼓勵農民加強剩餘資源
再利用量，提供技術轉移與剩餘資材循環再利用設
備補助。 

教育部 
農業部 

在產業應用端，研發及業務推廣人力有限，產業缺乏整
合供應鏈的系統化發展。 
1. 普遍缺乏研發人才，特別是具備植物纖維材料開發與

應用、纖維特性研究與改良、脫膠、精煉技術改良、
複合材料開發、新產品開發等能力的人才。 

2. 需要跨領域人才，因為植物纖維應用涉及紡織、農
業、化學、材料科學等多個領域。 

3. 產業發展前景尚未明朗，可能影響人才的留任意願。 

1. 建立完整的人才培育體系，加強產學合作，提供多
元培訓課程，鼓勵人才投入，提供獎學金或津貼。 

2. 協助推廣植物纖維產品，組織展覽及洽談會，提升
產品曝光度。 

3. 加強消費者教育、鼓勵企業使用植物纖維、建立政
府採購平台、協助開拓市場及參與國際展覽、推廣
臺灣植物纖維產品以強調產品優勢等。 

4. 支持技術研發、建立標準化製程。協助產業鏈整
合，從原料供應到產品製造，建立完整的產業體
系。 

教育部 
農業部 
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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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問題 因應對策1 是否涉及跨部會權責2 
5. 鼓勵廠商投入植物纖維的研發，提供技術轉移與設
備補助。 

6. 建立產業標準，以利產品標示和市場推廣。建立驗
證標準，以利產品行銷。 

填表說明： 
1. 請具體填列針對該人才問題，貴單位刻正執行中之相關人才培訓(育)或人才供需媒合等計畫/措施，或未來因應對策方向。 
2. 若人才問題涉及跨部會權責，請填列涉及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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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附件一: 植物纖維產業人才供需問卷調查_種植端問卷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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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壹、 附件二: 植物纖維產業人才供需問卷調查_應用企業問卷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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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貳、 附件三: 植物纖維產業人才供需調查與分析訪談紀錄 

植物纖維產業人才供需調查與分析訪談紀錄 
 

  

受訪廠商 保證責任雲林縣 OO 果菜生產合作社 

受訪人/職稱 黃 OO/理事主席 訪談時間 113.11.04 

訪談內容： 
 目前合作社人力為：本國籍9位、外籍5位，契作面積總共80甲，大多為鳳梨。 
 除了鮮果販售外，也與餐飲業者(pizza、手搖飲及漢堡)及生技廠合作。 
 目前鳳梨植株採收後會請曳引機將植株打碎，於田間腐爛，腐爛後(依經驗與氣候判

斷，約一個半月至兩個月)才做整地及下次種植的作業。 
 目前無種植香蕉及進購香蕉，但社員有種植香蕉，且數量不少。 
 未來成立植物纖維循環場域，在收鳳梨葉及香蕉假莖部分有蠻穩定的資源來源。 
 香蕉種植都是留有裔芽，但需要看地適不適種植，若沒有黃龍病就可以一直種植下

去，若發現病菌就會改種鳳梨。種植鳳梨會灑除草劑，回種香蕉的話會有影響，因此
大部分種植鳳梨後就不會再種香蕉，會長的不漂亮。 

 香蕉採收後，會等裔芽大一點夠強壯才把母株砍掉，離地越低越好，舊的一定要砍掉
會有病蟲害問題。 

 對於植物纖維市場前景會擔心，產地端受到極端氣候影響，及老農持續在淘汰(退休)
年輕農友銜接不上。 

 對於植物纖維取纖人力部分需要有一定的農業專業知識、經驗或技術。 
 給薪部分本國籍及外籍勞工的薪資都一樣，外籍勞工需補助住宿及餐食 (每月

3000)，但外籍比較肯做，本國籍汰換率高。 
 希望政府協助於培訓、設備及薪資補助等，能參考日本政策有農業薪資補貼，讓勞工

更願意留在這個產業。 
 員工招募：網路招募、外籍會轉介親友。 
 植物纖維取纖產線做起來，需要10人以上人力。 
 永續發展、公益上，合作社提供發展協會食材，供社區長輩食用。 
 在植物纖維推廣上希望公民營相關機構協助以聯名或曝光進行推廣。 
 碳盤、碳中和議題：已完成企業碳盤查，目前在做產品碳足跡標章(鳳梨汁)，但果汁

充填部分是外包給其他工廠，碳足跡標章較難收集資訊。田間碳足跡需每塊田計算。 
 植物纖維在東南亞地區以發展，因人工便宜，但設備不行與纖維品質不夠好。 
 香蕉假莖農民很願意賣出，因在農田對他們也是一種麻煩，因此收購價錢容易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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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纖維產業人才供需調查與分析訪談紀錄 
受訪廠商 OO 興業有限公司 

受訪人/職稱 郭 OO/董事長 訪談時間 113.11.05 

訪談內容： 
 第一個研發植物纖維及設備，目前若大陸有跟進的話是較有威脅性的，因此樂觀看

待植物纖維產業上。目前東南亞雖為大量生產國，但技術沒有臺灣好。 
 與相關的紡織業(原料、紗線)有密切合作，鳳梨纖維具有抑菌性及消臭性，若持續

發展可運用在各種紡織品上。目前與 lululemon 合作開發運動服飾。 
 香蕉纖維目前了解纖維品質較硬，較不適合做貼身衣物，但可運用在工業用、帽

子、外套類、大衣等。還需要大量研究改善香蕉假莖纖維。 
 同正為毛紡不論纖維長短都可進行混和紡織，希望品質越利越好。目前一用量需

3000公斤以上植物纖維。 
 若產量出來植物纖維可替代化學纖維，但目前成本太高，希望比麻纖維(400元/公

斤)貴一點點就好，越南一個月5~6噸在生產，已脫膠一公斤500~600元，目前脫膠
技術已改善，纖維已乾淨很多。 

 植物纖維的業務若增加才會增加人力需求，但目前業務一直在萎縮，目前只有3成
的產量。 

 無特別教育訓練，依靠經驗累積，邊看邊做邊調整。 
 植物纖維需強調機能性才能往高價值走。 
 目前與合作廠商有一起做企業形象的推動相關活動，已有與計算出植物纖維紗線的

排碳量，並取得認證。 
 臺灣若能做到植物纖維(鳳梨纖維、香蕉假莖纖維)穩定供應，且成本降低，對產業

發展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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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纖維產業人才供需調查與分析訪談紀錄 
受訪廠商 OO 興業有限公司 

受訪人/職稱 許 OO/副資深工程師 訪談時間 113.11.08 

訪談內容： 
 福O生產產品大多為產業用的比較多，如塑膠、橡膠、電子業及 F1賽車，較偏橡膠

領域。 
 目前香蕉纖維還在研究脫膠的階段，紡研所已經有做出纖維，但長度不等長因此無

法用於紡紗。 
 鳳梨纖維已蠻成熟了，有使用過菲律賓、越南、泰國鳳梨纖維，都不是很好紡。目

前與 OO 合作使用脫膠精煉的技術，對鳳梨纖維紡紗改善非常多，合作做品牌推
廣。目前與紡織研究所有專案進行，一年初估希望可做到十噸的產量。 

 目前有做環保袋(旺 OO)、帆布鞋，也推給針織客戶 Hugo Boss、Adidas(添加量
5%)，已打樣尚未量產。 

 纖維長度要等長38~51mm 之間，目前進貨價格在1000~1500/公斤(脫完膠)。目前
添加量最高30%，但摸起來觸感不好，最好是添加20%以下。 

 期望未來價格可在1000/公斤以下，目前鳳梨纖維尚未被發現有什麼特殊功能性，
目前唯一的賣點是減碳，可能需要在探討是否有其他賣點。 

 在植物纖維製程上唯一會增加的是清潔人力，因會有碎渣料在產線上，怕後續汙染
廠區。 

 若政府能夠協助前端鳳梨葉採收增加農民收入，可降低後端纖維的成本。在精煉及
脫膠部分，若能研發更好酵素跟方法，可改善產品品質，增加發揮空間。 

 目前紡織廠已改用天然氣進行減碳，若要論述鳳梨為固碳職務需要政府協助，進行
科學化的計算及推廣，提供給後端品牌方認證及數字。 

 紡紗用纖為長度：38mm、51mm；毛紡用纖維長度：30mm、70mm。 
 一批10公斤植物纖維就可以用人工做試量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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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纖維產業人才供需調查與分析訪談紀錄 
受訪廠商 OO 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受訪人/職稱 張 OO/總經理 訪談時間 113.11.13 

訪談內容： 
 近兩三年開始因客戶的需求及原料商的提供開始使用鳳梨纖維試製。鳳梨纖維的品

質會影響到後面生產，大概可以添加至20%，也可以在往上加主要考量成本與纖維
品質。香蕉纖維剛開始接觸，目前做過兩三批。已營業72年的歷史，從各種棉、各
種天然的一個素材，包括特殊功能性、機能性的產品，幾乎都有在紡作。目前以功
能性少量多樣各種原料的一個配置方式，去開發市場上非一般的一個紗種。 

 植物纖維的價格最為重要，目前有收購16塊美金/公斤，希望以後可媲美亞麻的價
格與品質。目前國外進口的鳳梨纖維品質不穩定，渣料含量高，會增加後續製作的
損耗及成本。亞麻跟羊毛目前都是以38 mm 的先為長度進行紡紗，希望植物纖維的
長度可以達到。 

 目前產量大約6~7成的生產量，一個月生產大概180噸，跟以前相比已減產，但目
前以少量多樣的方式生產。 

 前年有到法國PV展上展示鳳梨纖維，碰到客戶詢問標籤要如何製作，目前紡織所尚
未有國家標準。希望未來能訂定添加多少比例可達到某種功效，植物纖維的用量就
會有所提升。 

 若增加植物纖維相關產品目前不須額外增加人力，因目前產能未滿載。 
 目前臺灣植物纖維產業皆各做各的，無法知道主要源頭，若能整合供應鏈，對未來

產業發展有幫助。 
 植物纖維可與複合材料一起運作，但目前 OO 尚未做過，僅作紡紗。鳳梨纖維與香

蕉纖維可做混紡，但目前在 OO 是做紡紗用途。 
 OO有研發中心，核心技術性的部分都有再培育人才，也有系統化管理導入 KM系統

進行生產管理。外籍人力部分目前按照法規有約40個人。 
 鳳梨纖維再染色的時候會有白白得染不過去，就當成鳳梨葉的特色，若要染過需強

鹼處理。 
 目前有做碳盤查、碳足跡及 ESG 認證，需皆漏給下游供應廠商。目前廠房有投資大

型太陽能，若未來要求要使用綠電可供自用。後續會針對碳盤查及 ESG 建議進行改
善，訂定改善步驟與時程。目前廠內有安裝能源管理系統，會看產量跟耗電量是否
合理，進行改善。 

 目前紡織產業沒受到政府的重視，上下游漸漸沒落甚至關閉，若買不到原料只能靠
進口，但品質穩定度不足。因3~4月 ECFA 將終止，因此紡織業大量將庫存銷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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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使紡織業外銷數據提升，因此變成成長行業，造就電費漲價嚴重(14%)提升成
本，目前靠外業收入支撐，調整人力。 

 鳳梨纖維目前尚未要求碳足跡認證，若未來有先關資訊，提供紗線碳相關資料計
算，可降低植物纖維紡紗碳足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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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纖維產業人才供需調查與分析訪談紀錄 
受訪廠商 OO 有限公司 

受訪人/職稱 李 OO/經理 訪談時間 113.11.14 

訪談內容： 
 OO有限公司已有35年發展歷史，最早是製作PU原料樹脂，近10~15年開始往環保

方向走，開始製作水性 PU 及 TPU 等商品，近幾年開始尋找新素材開始往農業廢棄
物應用開始製作，目前業務佔比為7:3~6:4。 

 農業廢棄物再利用希望的原料有一定的穩定性及固定 SOP，明確的各項功能性、特
性等，可快速了解應用。 

 先前有使用過柚子、咖啡渣、茶葉及香蕉等，已有一定經驗，作法上大同小異，但
每種植物特特性不同會影響後續的製程。有什麼樣的特性及功能性對消費者來說非
常重要。 

 目前已開發各式皮革製品，小至物品如包包、鞋子、衣服、配件等，大至家具類如
椅凳、汽車皮革等，未來可用至航空業(減碳)。 

 渣料品質在磨粉目數上至少200目以上應用於皮革製作，若調整其他規格如較粗顆
粒粉有機會應用於發泡材料、塗布或薄膜等應用。 

 主要客戶為對減碳、植物基在生有興趣，歐美國家為主要(即將被扣碳稅)，但有些
品牌不太敢用生物基的東西因不可控制性高，他們會使用塑料回收再利用的產品。 

 在碳足跡的計算目前都只是推估，品牌商近年都有減碳需求，會採購回收再生的商
品，至少在成品中要有一定比例的回收材料。 

 在植物材料部分品牌尚無有要求要使用，要測定的標準目前只能用 USDA 進行檢測
用了多少的生物級，目前品牌商較期待用到天然纖維與塑料回收的材料。 

 未來若應用植物纖維相關材料會增加人力需求，每一段的驗收是有需求增加人力。 
 前段的研發是非常重要的，但目前有很大的斷層，研發人員會嘗試去做新的東西，

但需要讓他們看到願景。公司有核心的研發人力，但還是會與其他研究單位一起合
作，集結各方知識加速研發進度。 

 目前鳳梨纖維在利用部分尚未成熟，需要大量的業務推廣使廠商消費者看見，在這
塊人力與資源是不足的，若有企業的採購或政府平台是會有幫助的。若政府有洽談
會或是聯合推廣的展覽對業者也是蠻有幫助的 

 人才的招募大部分都是認識的人推薦介紹，但要找到適合的研發人才目前蠻困難
的。 

 在業務上的推廣及前端的研發會需要政府的補助資源，但政府會設補助科目因此有
時候會得不到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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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產品就是環保永續減碳，但目前公司規模不大，因此較無投入其他 ESG 部分。 
 碳中和部分目前尚未被廠商要求，但會加快腳步去進行評估減碳，提供客戶佐證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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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纖維產業人才供需調查與分析訪談紀錄 
受訪廠商 屏東縣 OO 鄉農會 

受訪人/職稱 陳 OO/供銷部主任 訪談時間 113.11.15 

訪談內容： 
 OO 農會備有植物纖維取纖設備，目前植物纖維無大宗訂單下，每周維持1~2公噸鳳

梨葉處理量，2個人力進行處理。 
 OO 鄉農會會員數約3000人，贊助會員約3000人。 
 香蕉種植面積約30甲，鳳梨種植面積較少。 
 香蕉種植後約11~12月後開始採收，收成後約1~2周會將香蕉假莖砍除，離地約10

公分，將香蕉柱裡較硬的絨膜取出後，集中於田間利用曳引機進行掩埋。 
 只要對植物纖維取纖技術有興趣者即可參與，可至 OO 鄉農會學習。 
 若有足夠的薪資就可吸引人來學習和工作。 
 目前有一台取纖設備，需2~3位人員可應付設備的效率，明年會再增加2台設備，至

少需要8位人力。 
 人力部分目前皆以臺灣人為主，以農村青年就業為優先。 
 希望政府資源協助於設備改善如採株機或田間採果設備等。 
 植物纖維取纖示範觀摩點對 OO 農會形象有加分，但目前剛起步盈餘、通路很少。 
 臺灣第一台最有效率的鳳梨取纖機在網路上及新聞上報導，吸引很多單位、學生甚

至一般民眾進而到 OO 農會參觀，目前也有國外業者正在連繫要來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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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纖維產業人才供需調查與分析訪談紀錄 
受訪廠商 OO 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受訪人/職稱 吳 OO/CEO 訪談時間 113.11.19 

訪談內容： 
 主要經營項目為販售鳳梨纖維，透過專利取纖技術降低損耗率，用於紡織、面料及

複合材料等。以農業廢棄物為出發點，製作許多減塑、生物可降節材料，除了友善
環境外，可幫助農民增加收入。目前也有正在開發香蕉纖維。 

 植物纖維價格對產品開發較重要，產品價格變高再推動市場會有阻礙，收購價希望
是在500元以下。品質要求上希望含渣率低於20%，含水率低於12%。目前布料最
高可填加到50%的鳳梨纖維。渣料做吸管可用30目，塑膠袋需要500~800目。 

 目前公司內的員工皆為本國籍，因大多業務皆發包給下游廠商進行製作，對於未來
人力需求可能不會增加，但植物纖維業務量大時會帶動下游廠商發展，希望可打造
MIT。 

 目前纖維有出口至日本、韓國還有土耳其。 
 希望政府可協助減稅、協助業者展覽推廣及政府或企業禮贈品推廣行銷等。未來可

像美國政府鼓勵企業採用環保材料，成現正向循環。 
 在人力培養上，希望可有相關植物纖維、農廢等產業應用開發課程，讓產業有更全

面運用更為廣泛。 
 植物纖維產業需要多宣導，使農民、企業及大眾更普遍知道，才可帶動產業發展。 
 需與產銷合作社協助，訂定葉子、莖收購價格，穩定價格。 
 鳳梨植株要全面應用，如葉子取纖製作布料，莖做酵素可添加至化妝品中、渣料再

利用於民生用品或飼料當中，可壓低鳳梨纖維價格。 
 社會公益部分，目前會提供環保餐具給育幼院義賣，目前開發小朋友衣服，提供給

育幼院小朋友穿。 
 政府尚未有鳳梨的種植碳權計算方法，若未來有相關計算方法可對植物纖維產業有

幫助，東南亞國家已陸續再著手這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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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纖維產業人才供需調查與分析訪談紀錄 
受訪廠商 OO 農產有限公司 

受訪人/職稱 余 OO/總經理 訪談時間 113.11.22 

訪談內容： 
 OO農場主要為香蕉銷售，設有OO合作社，約有150位農民，自營種植面積約70公

頃，契作150公頃，總銷售量為5000噸以上，員工人數近50位。 
 主要銷售通路為7-11及 Costco，也有外銷，占比約9:1。 
 香蕉品種以台蕉5號及烏龍蕉為主，一公頃種植兩千株左右，種植約十個月正負1個

月可採收。 
 採收完後會砍除假莖，約一米半左右，砍除下來的假莖就放在田間當肥料，約3~4

個月就會分解腐爛。 
 目前有與一間公司合作取纖，使用生物取纖法。 
 農場內已做碳盤查與農科院合作，已盤查用多少農藥跟化肥，盡可能少使用，延長

植株於田間，目前等 PCR 資料，希望成為固碳農場獲得證明，造成市場上的差異
性，在量大的時候香蕉不要被折價賣。 

 ESG 對小公司來說沒有幫助，但可幫助大公司平衡績效，當然農民可直接可以換操
作碳費，變成固碳產業，就會有生產標準。 

 若要增加植物纖維取纖系統及渣料處理會先考慮投資是否會有成果，或有成功案例
再去執行，若只是做計畫案會配合推廣，滾動調整。 

 薪資與工作內容為尋找人力的關鍵，人才可以培養。 
 若要設置植物纖維取纖集運廠，需先談好採收香蕉假莖的工資，才會有農民願意投

入。 
 目前國際上香蕉纖維收購價是約400元/公斤，但臺灣目前是800元/公斤，要如何降

低成本：1. 政府端補助取纖設備設置 2. 大量收購香蕉假莖壓成本 3. 提高香蕉纖維
售出價值。 

 希望政府進行設備相關的推廣、協助設備開發發展、補助農民集運，降低前端成
本、人力需求的補助。應測試香蕉假莖採收後需多久內進行取纖為最佳。 

 希望可開設機器操作相關課程、農業剩餘資材再加工技術輔導及新進員工農業相關
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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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纖維產業人才供需調查與分析訪談紀錄 
受訪廠商 保證責任屏東縣 OO 農特產品生產合作社 

受訪人/職稱 郭 OO/理事主席 訪談時間 113.11.22 

訪談內容： 
 主要以內外銷鮮果為主，目前合作社種植面積約160公頃左右，配合農戶15~20

戶，以金鑽鳳梨為主。一公頃種植三萬五到四萬株，種植16~18個月採收。收成完
後約等半年會去收裔芽，之後整地讓植株在現地腐爛當肥料，鳳梨植株部分沒有在
做其他應用。 

 員工人力部分本國籍2/3、外籍1/3進行採收。 
 若未來有需求且符合經濟效益，會考慮收割鳳梨葉賣給有需求的廠商做後段加工。

若未來增加採收葉子的工作，會先評估人力跟機械哪個經濟效益較大，就會投入在
那一段，前提是要有訂單及穩定性。只要收益能達到平衡，農家就會想辦法，因葉
子是附加價值。 

 OO 農會有取纖設備，應由他們開始出來整合商業模式，給合作社訂單及價格，後
端合作社會與農民收購鳳梨葉，繳交給 OO 農會進行取纖。 

 若專人到田間進行植株採收，補助費用給合作社農民，這種方式或許可行，但需有
明確價格及時間，因裔芽採收後約一周就會進行整地。 

 應要有鳳梨採收後需要在什麼時候採收葉子為最合理及有利，及不同種鳳梨是否對
植物纖維有差異性，需要這些數據。 

 政府補助前中段設備，讓產業升級有競爭力。 
 鳳梨取纖商業模式目前尚未有成功案例，因此農民還在觀望，要有信心才會有人投

入。 
 合作社目前沒有投入碳盤查、碳議題及 ESG 部分，目前跟者國家政策走，只要對農

民有幫助若未來有制定方向政策就會跟者走。 
 農村老齡化，農業傳承沒有那麼迅速，在五年十年後以不是缺工問題，而是缺人，

自動化智慧化機械只是幫助省工。 
 增加農民收入，讓農村二代三代回流到農村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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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纖維產業人才供需調查與分析訪談紀錄 
受訪廠商 台南市 OO 區農會 

受訪人/職稱 黃 OO/推廣部主任 訪談時間 113.11.28 

訪談內容： 
 目前有20幾個產銷班，一班有10多位農民，種植600多公頃，每分地種植4000株

鳳梨，17號為9成，目前有種西瓜鳳梨、芒果鳳梨跟19號。 
 全年度都會有鳳梨，大約種植一年半左右，主要看天氣，天氣熱較快收成，最大量

再3月~5月中進行採收，裔芽取完後，約7~8月開始整地。 
 農會主要業務為推廣供銷、金融及初級加工。 
 目前農會無與其他公司合作製作植物纖維，若未來要增設植物纖維取纖系統會考慮

處理量及效能等問題，配合未來政府政策。 
 若鳳梨葉在利用可幫助農民，農民會很願意參與，但還是會估算收集人力及集運等

是否符合成本。 
 農會目前招募人才的方法有考試、聘任、聘請及臨時工，目前無外籍移工部分，薪

資照規定辦理，對於人力的學經歷不要求，會有培訓。 
 希望政府協助技術轉移、設備補助及設備維護補助等。 
 農會會提撥60%盈餘協助農民肥料或技術課程等等。 
 目前有培養碳盤查人力，但農業部尚未有碳權的方法學，未來公告會配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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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纖維產業人才供需調查與分析訪談紀錄 
受訪廠商 OO 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受訪人/職稱 羅 OO/副總經理 訪談時間 113.12.03 

訪談內容： 
 目前臺灣的鳳梨纖位價格是東南亞的5~8倍落差很大，後續再加上耗損部分成品會

成天價，這部分是很大的問題讓臺灣產品無法走到國際上。人工採葉這部分的價錢
是最花成本的，應考慮要如何降低工序及人力成本為重要。 

 臺灣還是以出口為主，鳳梨纖維目前推廣的方式是利用廢棄的東西再創價值的觀念
推廣，但客人可以接受稍微高一點的價格但沒辦法接受高4~5倍的價格。目前拿到
最便宜可直接進入紡紗系統的價格為 OOO 元/公斤。 

 紡紗系統纖維長度38mm 為最好，不超過52mm，纖維品質希望越乾淨越好。目前
鳳梨纖維最高比例為25%，有與回收 PET、棉及莫代爾等進行混紗。鳳梨纖維30%
有製作過，但在織布上很容易斷裂強度不足。 

 目前海外的纖維在製程上來說太粗，還需要兩三道的處理較難生產，及染色上會有
染不過去不均勻的問題，需想辦法克服。 

 織布部分由 OO 進行，開纖、紡紗有其他的供應商進行。在人力部分可以調整自己
的不同產線去應付人力。 

 在碳議題部分，因最高只利用到25%鳳梨纖維，認為幫助並不大。在 ESG 部分，世
堡紡織有獲得國家環保獎，是最環保的公司，植物纖維對公司形象是有加分的，後
續因政策關係會淘汰回收 PET，往廢衣回收再利用。 

 要如何證明及驗證鳳梨纖維，並走到國際證明，目前尚未有解方，希望有驗證單位
可以找出驗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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