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祖靈守護的禮物──泰武咖啡 

茂泰生技有限公司 

 

「族人平時習慣飲酒，當他們第一口喝下自己種的咖啡時，有些人皺眉、有些人

要糖，卻漸漸地開始習慣，成為生活中的一部分……」 

 

剛飲下時略苦，不到一秒後，滋味漫溢舌根，一陣甘甜便翻湧而來，凡品嘗過泰

武咖啡，必定有過這般感受。「泰武咖啡又稱『卡彿魯岸（Ka-vulungan）』咖啡，

為原住民排灣族語，原意為大拇指，象徵第一的、最好的！」。來到「吾拉魯茲

部落咖啡屋」，迎向我們的是茂泰生技公司的董事長華偉傑先生，他自信滿滿地

說著。外在沉著穩重，內心卻住著一位大頑童的華偉傑，在兩小時的訪談中，讓

我們即使沒攀上三千公尺、被排灣族人視為「祖靈聖山」的北大武山，也瞥見了

各種壯麗景致與族人生活情貌。 

 

因莫拉克風災而遷至吾拉魯茲永久屋的泰武部落排灣族人，以優質有機咖啡產業

重振部落經濟，帶著這以大武山奶水涓滴滋養的高品質咖啡進駐農科園區，成為

園區唯一原住民廠商，從單純咖啡豆種植到如今形成一條產業鏈，茂泰生技公司

背後藏著無數動人的故事。 

 

從家庭革命開始的創業歷程 

「最早開始跟農民學做豆子，因咖啡產季大概在冬季，農民習慣早上開始摘豆，

五、六點後開始挑選、剝豆，會一直忙到晚上，山上又冷水又冰，鄉親習慣喝點

保力達加米酒來取暖，豆子做完人也醉了，我曾躺在車上睡著，醒來已過了五個

小時……。」 

 

談到泰武咖啡的創立過程，華偉傑跟我們分享了許多趣事。問到在澳洲、英國待

了十年，拿了碩博士學位，什麼契機讓他想回到家鄉？華偉傑表示，這一切都是

預料之外。受姐姐影響，他二十年前就開始對咖啡很感興趣，「記得第一次喝到

咖啡叫做『會跳舞的咖啡』，後來也因父親工作緣故，喝遍各大飯店的咖啡。」，

古坑咖啡被大家熟知後，華偉傑在英國輾轉得知泰武鄉也有零星種植咖啡，想到

過去這二十幾年，泰武鄉幾乎沒有一個比較明確的產業主軸，原先欲回台任教職

的他開始動搖，想結合自己十年來的商學專業來推廣鄉親種植的咖啡，然而父母

都是公教人員出身，自然希望他找份穩定工作，家庭革命於焉展開。 

 

如同所有留學生一般，華偉傑當時也認為自己回台後能立即能擁有美好生活，於

是想盡辦法在國外把家當變賣，盡情散財玩樂，豈料回台後才發現一窮二白，「天

下只有媽媽好」，華偉傑找母親商量周轉，「我母親從一牛皮紙袋拿出匯款清單，

叫我自己估算這十年在國外花了多少錢，要借錢得先把錢還她，父母不理解我為



何要做靠天吃飯、耗費體力的事。」華偉傑笑道，更讓他印象深刻的是，一開始

跟農民學做豆，拼命到肩頰骨脫臼，半夜兩點獨自下山掛急診，手綁了繃帶吊起

來，「隔天早上被母親發現，她在巷子吼起來，說我幹麻把自己搞成這樣，三天

不跟我說話」。經過一番行動，父母才了解他在做什麼，明白這產業不單是一家

公司賺錢，而是整體原住民產業的蓬勃發展，終獲家裡大力協助，得到家裡第一

筆資金來源，成立了「茂泰行銷公司」。 

 

「我們其實只是要判別我們的種苗，因為是日治時期留下的。」問到泰武鄉種植

咖啡的歷史，華偉傑一路追溯到日治時期，包含當時的鐵鏽病、當時的單位產值

等等，顯見他對於家鄉及咖啡產業有過全盤且深入的了解；而問到「茂泰」這名

稱的由來，華偉傑表示，「茂泰」其實就是「繁茂泰武鄉」，公司成立是在八八風

災之前兩個月，最早單純是種植，並將產品包裝，透過故事行銷推到市場上，風

災打亂了腳步，直到九八年十一月，也就是風災後三個月才強勢回歸，而後成立

「泰武咖啡生產合作社」，從原物料、莊園、生產基地做規劃統整，也把人力集

合起來。初期面臨不少困難，一個是由於東西方飲食文化差異，咖啡在台灣必須

講究氛圍，是一個比較有文化階級的飲料，原住民地區不要講懂咖啡，鄉親可能

都沒喝過，對農技導入有很大衝突，例如我們一直說絕對不可用動物排泄物作肥

料，因為咖啡中喝得到，但鄉親認為比較便宜，長得又大又好，經過多年溝通疏

導，終於讓鄉親領會箇中滋味。 

 

「起初不可能取得所有鄉親認同，有些人準備看好戲，甚至親戚因此不願跟我說

話，認為我沒多少熱度，也一部分人期待我們真要做些什麼，始終支持著我們。」

如今許多族人看到成果也紛紛投入，幾乎全村都在種，一到產期，曝曬咖啡豆的

場面宛如日光嘉年華，往上爬到舊部落，甚至出現了兩、三間咖啡店，村民逐漸

享受到努力後的收穫。 

 

「全株可用」的產品目標 

由於泰武咖啡的種苗，是從日治時期沿襲過來，而這種苗是從衣索比亞高原引進，

抵達馬尼拉，而後才被日人引進台灣，因此品種相當古老。華偉傑表示，泰武咖

啡在口感上的最大特色比較偏巧克力、焦糖調性，像喝茶一樣會回甘，喝了身體

沒有負擔，不若當今主流市場如南美洲、非洲強調水果香氣；至於理念上的區別，

泰武咖啡以對環境友善的有機咖啡為發展主軸和目標，「我們自己是原住民，更

是在風災後開始投入這個產業，所以會更重視山林保護和保留地的水土保持，透

過第三方有機認證單位，因為有很嚴謹的規範，坡度過陡就不會認證，透過這樣

的方式，貫徹我們想要跟棲息地共榮共存的理念。」 

 

此外，同樣以守護環境為發想，泰武咖啡強調咖啡樹「全株可用」，把製程當中

可以利用的物質逐一加值開發，這些技術可以跟農科其他廠商結合，複方可以做



的東西非常多，桑葚葉、牛蒡、保健食品、機能飲料等等，都可以跟泰武咖啡結

合，相中咖啡果實抗氧化成分高，如今甚至跟嘉藥合作咖啡女性最愛的面膜、精

華液產品，將整株咖啡樹發會至最大值。 

 

泰武咖啡進駐農科  

泰武咖啡與農科的緣分，來自於「市場」，華偉傑說，公司成立一段時間後，他

發現品質還是很重要的關鍵，需要標準化的製程，當然最重要的希望提高鄉親的

收入，進駐農科是希望有機會能以農業科技、生物科技來為傳統農產品加值，加

上定位在有機精品級咖啡，反而在台灣缺乏市場，因此將目標朝向國際市場，看

好農科將來對外進出口之便利性。「也因為我們是原住民廠商，希望做一個參與

國家政策的示範，以我們在農科的生技公司作為一個核心，帶動周邊原住民生產

生產基地，希望原住民產業也可以走向創新產業鏈」。問到實行成果，華偉傑說，

目前產業鏈已有雛型，部落於年底會完工初級加工廠，把咖啡豆帶進來，從洗選、

脫皮、乾燥，都會在加工廠完成。 

 

未來目標或展望 

 

「摸索期走了很多冤枉路，不像一般生意人選擇快狠準，我們是走比較笨、土法

煉鋼的方式，但相信這一切都是值得的，我不要十年後回部落被族人拿石頭丟。」 

 

談到未來，華偉傑表示，雖然現階段主攻投資報酬率較高、對產品接受度也較高

的市場，但未來希望外銷到全球，成為全球性的飲料作物，「任一個市場都不會

放棄」，讓「一身都是寶」、滲著深厚排灣文化的咖啡能走遍全球，從吃的到用的、

從一顆咖啡苗到最後的咖啡沙，在泰武咖啡都可以看到延伸產品，讓咖啡盡其所

長，是泰武咖啡的終極目標。 

 

「我一直覺得我很幸運，回到自己家鄉做這件事，親戚們好講話，兩瓶酒就解決

講過去」。憑藉熱情和使命，與心中強大的信念，華偉傑讓茂泰生技公司走到了

今天，不但讓許多泰武青年回鄉同為泰武咖啡打拼，甚至透過年輕人的力量來改

變長者的種植觀念，部落比往常更加熱絡；而這般在地文化的產業鏈營運模式，

無形中也影響其他原住民青年，他們開始會想自己的優勢，這股風氣，正如同泰

武咖啡的香氣，綿延不絕蔓延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