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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溪海休閒農業區農業資源充足但卻缺乏加工技術輔助，因此本團隊試圖協

助當地業者將農產品揉合地方特色發想衍生性產品並推廣行銷，共同促進觀光

產業發展以及發展當地特有特色之產品，並朝達成食宿行遊購育等休閒產業要

素兼具為目標實踐。 

專題組員與指導老師實際參與並提出衍生性產品開發與行銷等建議，並結

合當地業者實地勘察、共伴(陪伴)、共學(學習)及共想(發想)實施過程，共同完

成四項產品其中包含：1.植萃の皂 2.手工四色地瓜圓 3.無花果醋 4.洛神花果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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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  產品開發背景與動機 

自 2001 年起台灣全面實施週休二日後，使得國人漸漸重視假日休閒活動，

因此結合休閒與農業活動必然成為現今的新興休閒產業俗稱「休閒農業」，而「休

閒農業」就是滿足國人的休閒需求，也藉此提高農業經營，由從前的第一級產

業走向第三產業，發展農業的第二春，這不僅僅讓農民的收入提高，也增加農

業的附加價值，使得生態保育能夠永續經營。 

 

溪海休閒農業區早期為溪海花卉園區，當地的農業生產資源相當充足，不

僅是供應台灣北部花卉市場的主要產區，還有稻米、火龍果、大豆、黑豆、西

瓜、地瓜等農產品，加上地理位置鄰近桃園高鐵站及機場捷運站，具有發展觀

光的潛力。近年來溪海地區開始推動產業轉型，發展主軸為 :「漫步田園樂，

徜徉花海趣」，將一級產業結合在地特色、農村體驗發展成休閒農業及精緻農業，

藉此吸引遊客前來觀光，並在 2018 年 12 月啟用土角厝轉型的遊客服務中心，

希望帶動更多農業體驗旅遊，打造「農業 2.0」的新型農業體驗旅遊型態 (黃家

柔，2018) 。 

 

104 年起桃園市積極規劃要推動休閒農業區之劃定，105 年時根據桃園市農

民局的報告，提到了因氣候異常會影響耕種環境，甚至造成無法收成的損失，

讓農業市場遇到了很多挑戰，農民必須花更多的時間、金錢來照顧農產品才能

有好收穫，為了改善農民的耕種環境、達到永續經營的目標，農業局非常積極

的推動農業政策，其中一大目標為：「發展樂活農業」，積極推動休閒農業並規

劃與輔導，而其中一大願景之一則是推動生態旅遊，發展環境觀光產業，以保

育生態的理念為目標，進而打造了許多綠色觀光的景點，為使環境更加環保也

積極鼓勵民眾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促進節能減碳；為了促進農業市場的發展，透

過多樣的行銷手法推出各項當地特色產品、特色遊程等也大大提高了桃園的綠

色觀光形象。 

 

根據休閒農業輔導管理辦法第四條，休閒農業區必須要具有當地農業色、

豐富的景觀資源與文化資產等，農業區的面積也有限制，面積須在五十公頃以

上、六百公頃以下，而在去年(107 年)時經過桃園市政府的努力、整合資源等輔

導，因此市府決定以 10 個休閒農業區、100 家休閒農場為目標，目前已通過 8

個休閒農業區、核准合法的休閒農場超過 60 家，同時也在農業局下成立休閒農

業科，辦理輔導休閒農業區業務，其中 1 區為以上介紹之大園區溪海休閒農業

區，如圖 1-1、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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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溪海休閒農業區劃定範圍內農場地理位置 

 

 

 

 

 

 

 

 

 

 

 

 

圖 1-2 溪海休閒農業區劃定範圍內農場地理位置 

 

 

 

 

 

 

 

 

 

 

 

 

圖 1-3 溪海休閒農業區劃定範圍內農場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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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產品開發目的 

本專題將運用「三生資源(農業生產、農村生態及農民生活)」開發出衍生

性商品，並藉由食農教育課程等使農民強化食品安全觀念，並透過本次實地參

與、共伴(陪伴)、共學(學習)及共想(發想)之實施過程將農產品推廣，活絡區域

發展和觀光，結合地方地色與創意，打造出具有故事性的伴手禮，促使經濟效

益、觀光人數等都能有所提升與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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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企劃案流程圖 

 

 

 

 

 

 

 

 

 

 

 

 

 

 

 

 

 

 

 

 

 

 

 

 

 

 

 

 

 

 

 

 

 

圖 1-4 本企劃案流程圖 

 

研究主題確認 

召開說明會 

評選作業 

輔導、協助開發創意衍生性農產品（4項） 

結論與建議 

收取報名文件 

評選結果及產品開發討論 

文獻資料搜集與細部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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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資料 

第一節  休閒農業背景 

一、休閒農業定義： 

依據《農業發展條例》第 3 條第 5 款條文規定係指利用田園景觀、

自然生態及環境資源，結合農林漁牧生產、農業經營活動、農村文化及

農家生活，提供國民休閒，增進國民對農業及農村之體驗為目的之農業

經營。 

 

二、休閒農業發展起源： 

台灣從 1953 年到 1968 年實施四期四年經建計畫，這段期間，農

業施政秉持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的策略（邱湧忠，2000）。

在許多已開發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中，農業結構出現僵化的現象，農村

經濟凋弊，農民所得偏低，而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台灣的農業發展過程

中。 

除了產業結構僵化外，農村人力外流，產生高齡化問題；農村公共

建設及生活品質，也遠落後於城市。政府想要農業的生產活動繼續進行，

確保糧食的供應無虞；另一方面也想提升農民的所得，縮小城鄉生活水

平的差距，因此農業經營方式的改進，變成未來台灣農業政策發展的重

要議題，休閒農業亦為可行方式之一(李啟禎，2010)。 

 

三、休閒農業發展歷程： 

依照休閒農場發展歷程的特徵，可分為萌芽期、成長期、發展期等

3 個時期。萌芽期從創立第一家休閒農場開始，此期為時約 16 年。成長

期長達 23 年，由於經歷探索、倡導、茁壯的階段，故又分為前段、中

段、後段，以利明確觀察產業的變遷。發展期從民國 93 年迄今，進入

新里程。分述如下(段兆麟，2007)： 

(一) 萌芽期（民國 69 年以前）－觀光農園草創期 

(二) 成長期- 

1、 成長期前段（民國 69 至 78 年）－休閒農業探索期 

2、 成長期中段（民國 78 至 89 年）－休閒農業倡導期 

3、 成長期後段（民國 89 至 92 年）－休閒農業茁壯期 

(三) 發展期（民國 93 年迄今）－休閒農業發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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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溪海休閒農業區 

大園區溪海休閒農業園區劃設範圍於桃園市大園區，附近有桃園國際機場、

桃園航空城、高鐵站區及大園工業區等多項重大建設，也在未來將會連結桃園

機場捷運 A16 橫山站及 A18 高鐵桃園站(黃家柔，2018)。 

 

政府多年前推動「一鄉鎮，一特色」計畫，就開始利用花海節活動來振興

地方觀光產業，最常見的花田作物是大波斯菊花季、百日草、一串紅、蓮花、

黃波斯菊、油菜花花季、向日葵等（江碧陵，n.d.）。 

 

溪海地區鄰近台北都會區，以切花與草花為主要農業生產資源，目前溪海

花卉區不但是國內主要花市虎尾、內湖及建國花市的切花供應產區，之前也是

台北花博重要供應區，是北臺灣最重要的花卉產地（桃園休閒農業網，2017）。 

 

溪海休閒農業園區的標誌，隱含四個圖騰意象，四個圖騰上有在地草花、

雛菊、洛神花，背後則是大樹，代表著大園溪海休閒農業是以花卉為主軸發展，

因為大園溪海為台灣花卉重要生產區，透過此次的休閒農業區規劃，逐漸轉型

成休閒旅遊的發展。讓遊客們來到溪海，這個有水、有花、有飛機、有埤塘、

有大樹、有人文、有文化組成的休閒農業區，就能像四個人物圖騰展現出那般

快樂的笑容（桃園休閒農業網，2017）。 

  

圖 2-1桃園機場捷運系統圖 圖 2-2溪海休閒農業區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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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農產品行銷推廣 

一、農產品定義： 

依據《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第 3 條第 1 款條文定義係指利用

自然資源、農用資材及科技，從事農作、森林、水產、畜牧等產製銷所

生產之物。 

 

二、行銷 4P ： 

Jerome E. McCarthy（1968）提出運用產品（Product）、價格（Price）、  

通路（Place）、推廣（Promotion）的不同組合型態，將正確的產品以合

理的價格，透過合宜的地點，設計合適的推廣，讓消費者產生購買的行

為，因此 4P 已成為所有的行銷計畫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李建中，

2016)。 

本研究依據正確的產品、實惠的價格、良好的通路、適當的行銷手

法整理結果如下： 

(一) 產品(Product)：要帶到目標市場的產品或服務。 

(二) 價格(Price)：定價將決定利潤、供給、需求及市場定位。 

(三) 通路(Place)：關乎到地點、發送、或是任何可以將產品，或服務運

送到消費者手上的方法。可能牽涉到辦公室的地點、發貨地、是否

可以在網上購買等元素。 

(四) 推廣(Promotion)：在這一步讓消費者知道、了解進而喜愛及購買，

將對往後的產品及品牌知名度、口碑、銷量等等造成影響。 

 

三、農產品行銷通路： 

行銷通路的制定與其功效往往顯示出農業業者合作的績效，業者的

配合度、農業的相關政策、管理者制定的決策，都是重要的關鍵因素。

本研究所得到的結論如下： 

(一) 農業行銷合作的績效與政府的政策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二) 兩岸之間的農產品通路與政治環境有莫大的關係。 

本研究對於農業合作社的行銷策略制定方面，有以下的建議： 

一、通路策略：順應時勢，爭取更多元的通路。 

二、促銷策略：順應政策，加強社間合作。 

三、價格策略：分散投資，外銷與內銷損益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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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食品衛生安全及相關法規 

一、 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 

本準則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八條第四項規定其目的為規

範食品業者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食品或食品

添加物之作業場所、設施及品保制度之管理規定，以確保食品之衛生、

安全及品質。  

 

二、 食品標示及廣告管理 

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二十二條規定，食品及食品

原料之容器或外包裝，應以中文及通用符號，明顯標示下列事

項：  

(一 ) 品名。  

(二 ) 內容物名稱；其為二種以上混合物時，應依其含量多寡由

高至低分別標示之。  

(三 ) 淨重、容量或數量。  

(四 ) 食品添加物名稱；混合二種以上食品添加物，以功能性命

名者，應分別標明添加物名稱。  

(五 ) 製造廠商或國內負責廠商名稱、電話號碼及地址。國內通

過農產品生產驗證者，應標示可追溯之來源；有中央農業

主管機關公告之生產系統者，應標示生產系統。  

(六 ) 原產地（國）。  

(七 ) 有效日期。  

(八 ) 營養標示。  

(九 ) 含基因改造食品原料。  

(十 )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  

 

三、  SGS 檢驗  

  SGS 為全球公認的品質和誠信標竿，是提供專門的檢驗、測

試、驗證、查證服務的領導者。主要核心業務可分為以下四類 :  

(一 ) 檢驗：提供全方位的檢驗及查證服務，並且協助控制數量

和品質，滿足不同地區和市場所有相關規範與需求。  

(二 ) 測試：藉由全球網絡服務、測試設備及具備豐富知識與經

驗專業人員，幫助業者降低風險、縮短產品上市時間，並

根據相關的健康、安全和規範對產品品質、安全和性能提

供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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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驗證：經由驗證，能夠證明送驗的產品、流程、系統、服

務是否符合國內與國際標準及規範，或是客戶所規劃的標

準。  

(四 ) 查證：確保送驗產品和服務皆符合國際標準與當地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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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產品開發設計方法 

 

圖 3-1 產品開發設計流程圖 

 

一、 執行計畫宣傳工作 

為順利執行本案工作項目，故利用加入社群組織、電子文宣發送、網

路報名、電子邀請方式推廣以達宣傳之效。 

 

二、 蒐集資料並進行細部規劃 

準備前置作業及完成資料蒐集並進行工作項目細部規劃。 

 

三、 召開說明會 

完成宣傳工作後，配合食農及食安教育輔導課程辦理工作說明會。 

(一) 會議時間及地點：107 年 10 月 8 日(星期一)，中午 12 時至 13 時，林

園居休閒農場(桃園市大園區聖德北路 1370 巷 56 號)。 

(二) 出席人數：桃園市各區輔導單位代表出席指導(區公所、農會)；本區

休閒農業相關業者、桃園市大園區溪海休閒農業區發展協會會員及本

企劃工作團隊出席本次會議。 

  

執行計畫宣傳
工作

蒐集資料並進
行細部規劃

召開說明會
食農及食安教
育輔導課程

協助農友填寫
報名表

報名收件及評
選作業

開發及設計衍
生性產品

輔導商業化包
裝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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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說明會重要工作內容： 

1. 說明本案執行工作項目及內容。 

2. 說明本區核心發展特色、創意衍生性產品開發及商業化輔導。 

3. 說明評選辦法、實施方法及報名表填寫方式。 

4. 說明輔導課程及機制。 

5. 說明配合辦理事項及應注意事項。 

 

四、 食農及食安教育輔導課程 

「食農教育」是一種體驗教育的歷程，學習者經由與食物、飲食工作

者、動植物、農民、自然環境和相關行動者互動體驗過程中認識在地的農

業、正確的飲食生活和農民文化特質，以及農業和飲食方式對生態環境造

成的影響。 

為落實產品衛生相關法規及保障消費者權益，辦理食農教育課程用以

強化食安觀念或於農村體驗活動中導入食農觀念，共同提升休閒農業區農

場服務品質。 

食農及食安教育輔導課程於 107 年 10 月 8 日至 12 日期間辦理 3 天 6

場次，共計 21 小時課程，課程說明如下：  

(一)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實務(含法規、食品標示及 GHP 案例說明)。 

(二) 花草類生活創意體驗開發實務—花草萃取工藝示範實作 

(三) 深化食農教育基本概念及案例分享(實施方案設計理念) 

(四) 農場到餐桌創意體驗開發實務—自然發酵工藝示範實作 

(五) 深化食農教育操作實務及案例分享(方案規劃與帶團操作) 

(六) 茶餐飲文化創意體驗開發實務—茶主題點心示範實作 

 

五、 協助農友填寫報名表 

由本企劃工作團隊共同輔導業者填寫報名表並完成報名程序，本企劃

擬定「107 年桃園市休閒農業區衍生性產品開發及商業化輔導評選報名表」，

詳如附件一。 

 

六、 報名收件及評選作業 

本次活動報名商品可分為生活創意類及食品類二大類，報名收件期間

為 107 年 10 月 8 日至 17 日，於 107 年 10 月 12 日召開評選會議，由專家

委員以產品特色及故事、加工製程、產品安全機制、市場潛力、商品化輔

導需求為評分項目，評選擇定出 4 項衍生性商品進行商業化輔導開發及設

計衍生性產品(表 4-1，詳如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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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開發及設計衍生性產品  

隨著生活型態的改變，人們的休閒活動隨之增加，休閒逐漸成為現代

人生活的一大部分，休閒水平的高低成為衡量一個國家的重要標誌，為了

帶動地方消費，鼓勵當地休閒農業區業者，進行輔導開發，且具地方特色

及市場淺力之農產品及創意商品，期望商品能在網路平台銷售及推廣，帶

動整個休閒農業區的發展及收益。 

 

八、 輔導商業化包裝設計 

根據四項農產品及農場產地之特點，輔導業者選擇出合宜之外包裝，

將其包裝精緻化，使其成為美觀且附有環保概念之產品，設計出較低成本

並提高銷售額之各項精美產品包裝。 

表 3-1 4 項衍生性商品商業輔導內容  

 植萃の皂 手工四色地瓜圓 無花果醋 洛神花果醬 

產品特色 

親手栽種之芳香

植物入皂，利用

各式植物做為

DIY 素材 

在地生產原料、

無毒、無農藥殘

留 

農場自我栽種，

擁有長壽水果的

稱呼，含有 19 種

維他命 

農場自我栽種 

使用材料 
芳香植物、 

油品、水、鹼 

台農 66 號地瓜、

日本 57 號地瓜、

日本栗子地瓜、

紫色地瓜 

水果、冰糖、 

糯米醋 
水、洛神花、砂糖 

加工製程 
採摘芳香植物製

成汁液入皂即可 

地瓜去皮、切片

→蒸熟→加煉乳

→機器攪拌→成

形→包裝 

新鮮水果加上糯

米醋、冰糖，以

1:1:1 方式混合均

勻後放在瓶子 3

個月以上 

將洛神花採摘洗

淨，去籽再洗淨，

將其加熱蒸熟後加

入糖，罐裝完成倒

立。 

產品安全機制 
生活用品較無安

全上問題 

製作環境符合衛

生安全規範 

製作環境符合衛

生安全規範 

製作環境符合衛生

安全規範 

市場潛力 

在充滿化學的現

代下，天然手工

皂不但環保，更

能讓人得到健康

又自然的生活環

境 

融入地瓜圓 DIY

體驗 

玻璃化瓶身展現

出無花果實物，

農場溫室可體驗

無花果採收 

果醬製作 DIY 體

驗，結合農場採收體

驗，發展食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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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初步產品研發成果 

第一節 工作說明會 

一、說明溪海休閒農業區的核心發展特色、豐富地方資源以及創意衍生性產

品開發及商業化輔導。 

二、說明評選辦法、實施方法。 

三、說明配合辦理事項及應注意事項。 

四、說明輔導課程及機制，強化食安觀念、食農教育及相關法規。 

五、說明填寫報名表之方法。 

 

 

 

 

 

 

 

 

 

 

 

 

 

 

 

 

 

 

 

 

圖 4-1、4-2 工作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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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輔導農友及協助討論開發產品內容 

經調查後有意願開發衍生性產品的業者為（可分為生活創意類、食品類）： 

一、生活創意類 

(一) 大地農莊：植萃の皂 

(二) 傑美花卉：小蒼蘭精油 

二、食品類 

(一) 番婆蜂場：蜂蜜結晶蜜 

(二) 賴榮富農園：手工四色地瓜圓 

(三) 欣榮花田：無花果醋 

(四) 林園居休閒農場：洛神花製品－蜜餞 

 

兩個類別共計六項，經本企劃團隊協助、輔導以上農友填寫報名表及了解

現況並討論開發產品。 

 

表 4-1 與農友共同討論－生活創意類 

農場名稱及農產品 協助開發與輔導內容 

大地農莊：植萃の皂 

 

業者在自己的休閒農場有親手

栽種各式各樣的芳香類植物，想提供

一塊綠地供親子共享大地薰陶，讓孩

子能夠快樂的在綠地奔跑。 

在充滿化學的時代中，人們都習

慣使用沐浴乳，而非天然的肥皂，經

過雙方討論後，我們建議使用業者所

栽種的芳香植物來作為 DIY 香皂的

素材，並結合在地特色和環保概念，

推廣能夠讓人得到健康又自然的生

活環境並兼顧環保概念，並且老少咸

宜不限男女都可以使用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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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場名稱及農產品 協助開發與輔導內容 

傑美花卉：小蒼蘭精油 

 

    農場的業者本身是一位花農，

近幾年，因為感受到台灣花卉市場

逐年縮減，且發現市場價格不穩

定，遇上天災時，經常使小蒼蘭受

損，賣相不佳，無法將產品順利賣

出，但將受損過的小蒼蘭全部丟棄

實在可惜，為此，業者將賣相較不

好的小蒼蘭做加工，將其加工製成

精油販售，擴增其銷售市場。 

    小蒼蘭精油除了可以提神、讓

人有心神安寧的感覺，亦可當香水

使用，用天然小蒼蘭昨為原料，讓

民眾買得安心，用的放心。 

表 4-2 與農友共同討論－食品類 

農場名稱及農產品 協助開發與輔導內容 

番婆蜂場：蜂蜜結晶蜜

 

番婆蜂場的故事起源於在整理

百年古厝時發現了一個音箱便拿去

工廠與收音機結合，過了段時間後發

現了破洞的音箱內竟飛進了一群蜜

蜂，與蜜蜂這奇妙的緣分也就此展

開，也跟養蜂師傅開始學習如何取

蜜、養蜜，從音箱到專業的蜂箱也養

到現在的四十箱，慢慢的了解蜜蜂的

習性並想把這大自然的禮物-蜂蜜分

享出去。 

然而業者已有註冊商標及送

檢，所以我們討論後決定加強外包裝

的部分以及行銷方面，包裝則採瓶裝

和印製上結合農場特色的 LOGO，並

在網路上做一些宣傳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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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場名稱及農產品 協助開發與輔導內容 

賴榮富農園：手工四色地瓜圓 

 

業者強調多品種地瓜、自然及健

康特色，所以採用了台農 66 號地瓜、

台農 57 號地瓜、紫色地瓜、日本栗

子地瓜，共可產生四種不同的顏色，

業者希望藉此可推廣自己農場的地

瓜也順勢發展地方特色和帶動買氣

及觀光。 

討論過後認為地瓜圓缺乏市場

發展淺力及地瓜素材較為普遍所以

建議再延伸出其他的地瓜相關產品，

例如：地瓜餅，也相對於比較好保存

和販售。 

欣榮花田:無花果醋 

 

自古以來在日本，無花果就有不

老長壽水果的稱呼，無花果內含有

19 種維他命，能緩更年期症狀、消

水腫、防高血壓等等。製成果醋的話

更有抗菌、降血壓、抗氧化、緩解糖

尿病症狀、預防心血管疾病，以及運

動後補充體力的功能。 

業者本身就有在農場內自我栽

種所以原料無虞，希望可以透過我們

的協助把無花果加工成衍生性商品

來做販售，然而一般的醋類產品可能

較無創意，所以我們建議使用透明的

玻璃瓶當作容器並把洛神花實體放

入瓶內，來提升質感與強化自己的特

色，展現出若隱若現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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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場名稱及農產品 協助開發與輔導內容 

林園居休閒農場：洛神花製品－蜜餞 

 

林園居休閒農場位在花卉產區

重鎮，有許多的香草植物及花卉，其

中業者想以洛神花來製作出非常天

然並對人體有益的相關食品來做為

衍生性產品來販售。 

原本業者以蜜餞為主要產品，團

隊也建議採單包包裝，但由於目前產

量較少無法大量生產，且蜜餞需配合

工廠壓製及乾燥，在雙方的討論下決

定以果醬再出發，也使用甕形的玻璃

瓶來作為產品的外觀，並結合花布衍

生出獨特的客家風格。 

 

本企劃團隊與溪海休閒農業區的業者討論過後，決定由上述六項相關產品

參與報名，並經多位專業委員評選過後，評選出四項最具發展潛力及特色的衍

生性農產品進行後續的輔導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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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評選產品作業及結果 

經由 7 位專業評選委員評選擇定開發 4 項衍生性商品進行商業化輔導，其

工作內容包含： 

一、產品特色及故事  

二、加工製程 

三、產品安全機制 

四、市場潛力 

五、商品化輔導需求 

以上 5 點由本團隊與入選的四家業者討論後依後續實際需要之內容擇定項

目輔導。 

 

圖 4-3、4-4 評選情形 

 

而入選的 4 項衍生性產品為： 

一、生活創意類 : 

(一) 大地農莊：植萃の皂 

二、食品類 : 

(一) 賴榮富農園：手工四色地瓜圓 

(二) 欣榮花田：無花果醋 

(三) 林園居休閒農場：洛神花製品－蜜餞 

本團隊依入選產品進行實地勘察、共伴(陪伴)、共學(學習)及共想(發想)之

實施過程，為上述四項入選產品進行進一步的細項開發與產品設計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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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開發設計衍生性農產品 

一、大地農莊：植萃の皂 

圖 4-5 植萃の皂開發流程圖 

 

(一) 協助填寫報名表並與業者討論 

 

 

 

 

 

 

 

 

 

 

 

 

 

 

 

 

圖 4-6 與農友討論 

 

經過共想與共學討論，決定給孩子們一片綠地的心化為實際行動，使用農

場內所栽種的各式芳香類植物做為在這充滿化學時代中，人們少用的天然香皂

取代化學的沐浴乳，並建議以溪海休閒農業區的代表花卉－海芋作為發想主軸，

利用海芋為素材融入皂中開發皂模，和結合海芋的顏色來製作成繽紛香皂禮盒，

適合送禮以及代表園區特色的紀念品，在彩色海芋節時導入遊程並於農夫市集

販售。 

協助填寫報名表

與業者討論
開發植萃の皂 輔導包裝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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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開發植萃の皂 

1、首先製備鹼液，秤量所需份量的氫氧化鈉，之後將氫氧化鈉溶於所需份

量的水中成為鹼液，接著在特定溫度下將油脂與鹼液混和均勻並攪拌。 

 

圖 4-7、4-8 肥皂製作 

2、採摘來自自家農場的芳香植物製成汁液入皂。 

 

圖 4-9、4-10 肥皂製作 

3、將肥皂濃稠液倒入模具，並保持在適當的溫度。皂化反應將持續進行使

其慢慢硬化為固體。在達到適當的硬度後即可開始進行包裝、儲存。 

 

圖 4-11 肥皂製作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AB%E6%B0%A7%E5%8C%96%E9%88%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A9%E5%BA%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8%A1%E5%85%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A9%E5%BA%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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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輔導包裝設計 

將芳香植物製成汁液倒入皂膜後，把製作完成的肥皂裝入外包裝經過

特別設計印有溪海休閒農業區主要花種－海芋的紙盒內，讓人能一眼就能

分辨這是來自溪海的伴手禮，搭配透明蓋子讓消費者能選擇自己喜歡的造

型肥皂，完美襯托出肥皂的價值與美觀，香皂上也有印製添加物以及各項

注意事項讓人能更加安心的去使用。也提醒消費者盡可能將肥皂儲存於通

風/陰涼/乾燥的環境，最後委託工廠製作，並先於休區販賣試水溫後再另

外找尋適合的通路做販售。 

 

圖 4-12、4-13 植萃の皂外觀 

 

圖 4-14、4-15 植萃の皂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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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賴榮富農園：手工四色地瓜圓 

圖 4-16 手工四色地瓜圓開發流程圖 

 

(一) 協助填寫報名表並與業者討論 

圖 4-17 與農友討論 

 

業者在自家農場種植許多品種的地瓜，有台農 66 號地瓜、台農 57 號地瓜、

紫色地瓜、日本栗子地瓜等，業者希望可以利用這些地瓜製作地瓜圓並且強調

自然及健康的理念，把這些高營養價值的地瓜分享給消費者享用，最後經過討

論發現地瓜圓以地瓜當素材較為普遍，所以建議在外包裝上加入一些農場特有

的元素或特質，提升產品的魅力，並建議可以生產地瓜餅來販售，增加地瓜的

可用價值。 

  

協助填寫報名
表與業者討論

開發手工四
色地瓜圓

輔導包裝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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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開發手工四色地瓜圓 

1、先將地瓜洗淨去皮後，將其放入電鍋或蒸鍋蒸熟，蒸熟後取出立刻加

入煉乳及樹薯粉用壓泥器或飯匙將所有的材料混拌在ㄧ起成為鬆散

的塊狀，不燙手時再改用手揉勻成軟硬適中且不黏手的粉團。 

 

圖 4-18 地瓜圓製作 

2、將麵團分成數團，一一搓成長條狀，再切成小塊，切好的地瓜圓放入

鋼盆，再撒上少許太白粉，輕搖鋼盆，讓每顆地瓜圓外層沾上少許太

白粉即完成。 

 

圖 4-19 地瓜圓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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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輔導包裝設計 

設計色彩鮮艷的外包裝，使用可愛的大字體吸引消費者的注意，加

入可愛的地瓜插圖也能吸引小朋友注意，小朋友想吃是父母購買產品的

原因之一，透過鮮明可愛的包裝無論是大人或小孩都能更加注意到此產

品。包裝盒上清楚註明著產品成分與保存方法，成分十分天然，讓消費

者能安心的買給全家吃，也非常適合當作伴手禮送給親戚分享天然美

食。 

 

 

 

圖 4-20、4-21、4-22 手工四色地瓜圓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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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欣榮花田：無花果醋 

圖 4-23 無花果醋開發流程圖 

 

(一) 協助填寫報名表並與業者討論 

圖 4-24 與農友討論 

 

據研究指出無花果有不老長壽水果之稱，並且含有 19 種的維他命，有益身

體健康，而且業者在農場內自我栽種，希望可以把無花果製成果醋來當作衍生

性產品。然而一般的果醋都單純只有醋在瓶子內而已，建議可以增加自我特色，

對此發想利用透明的瓶身為容器外並把無花果整顆的置入，讓消費者在購買時

能夠看到瓶內的無花果果實，也可以順便吃到一顆完整的無花果，讓此產品可

以脫穎而出，增加吸睛度，吸引大眾目光。 

  

協助填寫報名
表與業者討論

開發無花果
醋

輔導包裝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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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開發無花果醋 

1、首先將無花果洗淨、擦乾及去蒂後切成四個等份，量好糖和醋

並先將罐子洗淨。  

 

圖 4-25、4-26 無花果醋製作 

2、接著一層無花果一層冰糖的擺放在剛才消毒過的罐子裡。最後倒入蘋果

醋密封，存放於陰涼處。需要一星期的時間熟成，期間需要每天旋轉容

器 1 次來滋潤果子。一星期後將無花果取出（不取也可以），剩餘汁液

密封放入冰箱冷藏保存。 

 

圖 4-27、4-28 無花果醋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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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輔導包裝設計 

以質感優良的玻璃瓶身裝入天然發酵的無花果醋，放入兩顆無花果入

內讓整體外觀變得更有滿足感，瓶身貼上親自設計的貼紙標示著品名與成

分等介紹，使用看起來簡單但很有質感的紙盒做包裝，有益人體酸鹼平衡

的天然無花果醋為追求養生者的最佳飲品，無論送禮或是自己喝都非常的

合適。 

 

 

 

圖 4-29、4-30、4-31 無花果醋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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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林園居休閒農場：洛神花製品－果醬  

圖 4-32 洛神花製品－果醬開發流程圖 

 

(一) 協助填寫報名表並與業者討論 

 

圖 4-33 與農友討論 

 

經過與業者討論後，建議製造出非常天然並對人體有益的相關食品來做為

衍生性產品提供給消費者食用，也希望這項產品可以老少咸宜不管歲數都可以

食用，所以決定使用園區內所栽種的洛神花進行發想，初次我們選擇至做成蜜

餞，也提供了使用單包裝的概念方便食用，但由於後囿產量不穩，所以進行了

第二次的討論，後來改以果醬代替原先的蜜餞再出發，效果也有達到當初的目

的並且適合家庭食用。 

 

協助填寫報名
表與業者討論

開發洛神花
製品－果醬

輔導包裝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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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開發洛神花製品－果醬 

1.先把剛摘下來的洛神花花萼（果肉）與種子分開，然後進行沖洗。 

 

圖 4-34、4-35 洛神花果醬製作 

2.並先把種子放入鍋中加水淹過子即可，開火煮滾大約 1 分鐘等釋放出果

膠再撈去再加入剛洗好的花萼小火續煮，等花萼受熱變軟後再熄火加入

1:1:1 的冰糖和糯米醋拌勻，避免燒焦。 

 

圖 4-36、4-37 洛神花果醬製作 

3.等都拌勻後，再開小火加熱，熬煮到花萼全都糊爛就可裝瓶了。裝瓶後

記得要倒扣整個瓶子，讓空氣蒸發。 

 

圖 4-38、4-39 洛神花果醬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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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輔導包裝設計 

包裝設計方面我們是採取以甕型及方形的瓶身配合花布在綁上麻繩來

營造出客家傳統的風格，在瓶子的頂部也有貼上食安標示，上面詳細的標

示食品的成分、保存方法及相關資訊提供消費者參考，讓顧客可以安心的

使用我們的產品。此項產品將會在農會門市、遊客中心、網路及休閒農場

來作販售，也以手提紙盒的方式讓顧客能夠更方便的攜帶，作為伴手禮也

非常合適。 

 

 

 

圖 4-40、4-41、4-42 洛神花果醬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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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後續產品開發設計及建議 

第一節 維護食安機制管理 

近年來，科技發展進步快速，使得食品科技日新月異；環境大量受到嚴重

污染，進而影響食物鏈；而氣候的異常變遷，全球糧食總產量減少；食品貿易

全球化，攙偽假冒等情形更是層出不窮，由於上述等各類因素，導致食品安全

嚴重受到威脅，更是成為食品衛生管理的一大阻礙。 

此外，我國自 2008 年三聚氰胺攙偽事件起，與其類似之食品安全事件層見

疊出，如 2011 年添加非法化學物質塑化劑、2013 年順丁烯二酸酐化製澱粉、

胖達人香精麵包欺詐消費者、油品混充銅葉綠素、2014 年二甲基黃豆乾、廢棄

物流入食品鏈之黑心油品等事件，使得社會大眾對食品安全管理心存疑慮，促

使食品安全成為民眾在日常生活中所關心之重點，並引發國人對食品安全與其

相關健康議題之重視。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曾提出促進食品安全指導

原則(WHO Leadership For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On Food Safety Issues，Policies 

And Actions)，強調追求「享受更安全的食品」(Safer Food For All)為目標，且

此項目標應由政府(government)、工商業者(industry/trade)以及消費者(consumer) 

等三大面向共同維護及分擔其責任。再者，WHO 於 2015 年亦以「食品安全」

(Food Safety)作為該年世界健康日(World Health Day)之宣導主題，強調「從農場

到餐桌」(From Farm To Table)對於食品安全管理之重要性。 

為了保障國人食之安全與人民健康福祉，本企劃團隊亦將輔導之四項衍生

性農產品，配合衛生福利部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及相關法規審議，送往 SGS 進

行八大營養成分分析檢驗，通過認證以獲得食品檢驗相關公司機構認證之證明

書，並依照八大營養標示檢驗結果來輔導業者將衍生性農產品進行營養標示。 

而後續之產品開發，應當更加致力於維護食品安全機制管理，協力達成「從

農場至餐桌」之食品安全鏈，以此和消費者建立信任並為產品嚴格把關，提升

消費者對衍生性農產品之認可，藉此推廣溪海休閒農業區之附加價值，加深民

眾對當地及其農產品之良好印象，打造出地方特有特色並拓展地方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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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在地其他特色產品發展潛力 

依據衍生性農產品檢驗之成果，討論並提出在未來市場上具有發展潛力之開

發項目如下: 

一、植萃の皂(大地農莊)： 

本產品屬於生活用品，較無食品安全上問題，此項產品之原料適合

發展成為農場體驗活動，而海芋主要為觀賞並無食用價值，除了海芋意

象尝工皂外，建議可輔導農場結合花草另開發香精、植物染等生活創意

農產品，另闢銷售市場，增加其收益。 

二、手工四色地瓜圓(賴榮富農園)： 

目前此農產品先於休區內銷售試溫，未來將進行其他地瓜食品之衍

生性產品開發，其後續開發建議加入自我農場或休區元素於產品內涵或

包裝中，並強調多項品種地瓜、自然及健康特色，以符合市場需求。亦

建議輔導園區結合本產品，發展出以地瓜為主題之食農教育體驗活動，

使農場之產物和經營同時達到地方特有特色發展之推廣成效。 

三、無花果醋(欣榮花田)： 

現階段欣榮花田農場生產新鮮無花果，將品項較差者以醋為主題進

行衍生性開發，建議未來可研發出更高價值生鮮冷凍食品、冰品、飲品

及果乾等產品，並委託加工廠為符合國際 ISO 及 HACCP 認證，落實

食安機制，以利增加其販售品項。亦建議輔導農場環境整備，其環境需

管控良善且符合衛生安全，發展以無花果主題之系列體驗活動，提供完

整休閒體驗服務價值。 

四、洛神花製品－蜜餞(林園居休閒農場)： 

洛神花果醬製作過程在未來可發展為園區 DIY 體驗活動，並結合

林園居休閒農場原料採收體驗，發展食農教育，以推廣溪海地方特色。

而其原料-洛神花亦可輔導種植，將品項較為優良、外觀較美觀之洛神

花輔導研發出高價格、高價值洛神押花蜜餞，拓展另銷售市場。 

 

各類創意衍生性產品開發與設計能激發業者的創新點子，使溪海休閒農業

區之消費者，能體驗此農場之特色活動，亦能品嚐園區的創意美食。經過精美

包裝過後之產品，亦可成為伴手禮提供給民眾採購，使園區產品更為廣佈，並

且讓溪海休閒農業區廣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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