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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閘蟹
養殖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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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省道台三線九十六公里旁岔路進

入，跟著三灣鄉山塘背步道的指標漫

步，步行約廿分鐘就可到達鍾東生的

「山塘背大閘蟹養殖場」。

「總是忘懷不了大閘蟹的滋

味！」他說，二十多年前他到香港旅

遊，第一次品嘗到大閘蟹，讓他久久

無法忘懷，三年前得知苗栗縣政府推

動引進養殖，認為國內有市場潛力，

也跟著加入。

鍾東生開始四處尋覓養殖地點，透

過親友找上位於三灣鄉三灣村的大埤

塘，將水池改造裝上防鳥網、種植水

草，引進當地無汙染的山泉水作為水

源，營造出大閘蟹喜愛的環境。

占地最廣的大型養殖池約有0.4公

頃，因蟹池較廣放撒飼料不易，鍾東

生便在池中放置自行搭造的木筏，乘

上木筏方便作業，觀察水質與大閘蟹

生長情形，移動也不用電動馬達，而

是在水池兩岸架設鐵線，透過拉扯鐵

線帶動木筏移動，減少水面波動。

鍾東生堅持降低養殖池中的蟹苗密

度，最小的水池甚至只放養一千隻，

讓牠們不因搶奪環境互相攻擊，因為

有更好的空間與生長環境，讓大閘蟹

能更成熟飽滿，他就曾養出重達9兩6

的大閘蟹，榮登蟹王稱號。

大閘蟹面面觀　養殖高手

鍾東生 
引無汙染山泉 
養出9兩6蟹王
文╱蘇木春

鍾東生將大埤塘改建為大閘蟹養殖場，並使用

木筏作為交通工具。

      獲2012年

苗栗優質大閘蟹評鑑競賽

蟹王獎、蟹后獎

      獲2013年

苗栗優質大閘蟹評鑑競賽

頭等獎

Winner

W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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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大閘蟹養殖發展協會創會理

事長吳育德是苗栗縣養大閘蟹的第一

人，早在8年前他就開始引進蟹苗養

殖，雖身為縣內養蟹先驅，但早期養

大閘蟹沒有任何技術支援，更欠缺養

殖資訊，全憑摸索。

「當初會養大閘蟹，只因喜歡

吃！」吳育德說，他深愛品嘗大閘

蟹，老婆一句「愛吃不會自己養」，

讓他興起養蟹念頭，加上當時工作壓

力大，也想藉養蟹「歸隱山林」，一

股勁就投入，在獅潭找了七、八分地

養蟹。

當年全省養大閘蟹的屈指可數，

吳育德第一次養，往池裡一口氣倒了

6萬多隻蟹苗，結果第二天就浮起大

半，因養殖技術欠缺，讓這位養蟹先

驅吃足苦頭，在不斷的嘗試錯誤中，

漸漸朝成功之路邁進，吸引許多有意

養蟹者來觀摩。

苗栗縣政府3年前推動養殖大閘

蟹，在吳育德的協助下籌組協會，透

過組織力量及引進專業技術，新進養

殖戶不用再盲目摸索，苗栗縣能成功

打造大閘蟹產業，他無疑是重要的推

手之一。

吳育德 
產業重要推手 
苗栗養蟹先驅
文╱胡蓬生

吳育德是苗栗縣養殖大閘蟹的先驅。

大閘蟹面面觀　養殖高手

      獲2012年

苗栗優質大閘蟹評鑑競賽

頭等獎

W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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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鑼鄉養殖戶林輝遠2013年第一次

投入養殖大閘蟹，在縣府農業處組織

化、專業化的輔導下，迅速從門外漢

變身為養蟹高手，去年縣府辦的兩岸

大閘蟹評鑑競賽，他養出重達8兩6的

公蟹，第一年養蟹就勇奪蟹王獎。

66歲的林輝遠17歲就離家北上求

學、就業，台北工專化工科畢業，曾

從事紡織、化工、貿易等工作，十多

年前為照顧年邁老父，返回家鄉九湖

務農，也幫忙送過報紙；他說，原本

想用家裡的農地來養蝦，看報得知縣

府推廣養大閘蟹，決定投入，雖然不

曾接觸、也不懂養殖業，但縣府提供

各項完整輔導，從引進蟹苗、指導養

殖技術到供應專業飼料，他都依指導

按部就班，養起大閘蟹來並不困難。

林輝遠的兩個養殖池，面積合計2

分地，都鄰近西湖溪，時時不停引水

入池，讓養殖池的水質維持最天然的

環境，可說得天獨厚，縣府鼓勵養殖

戶廣植水草，他也高度配合，池裡有

豐富的水草可供大閘蟹棲息。 

林輝遠 
回鄉投身養蟹
首年就奪蟹王
文╱胡蓬生

林輝遠2013年第一年養大閘蟹就贏得蟹王獎。

大閘蟹面面觀　養殖高手

      獲2013年

苗栗優質大閘蟹評鑑競賽

蟹王獎

W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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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美術老師廖煌飛去年首次從

台北到苗栗縣養蟹，但過程中卻遭遇

重大挫折，讓他心灰意冷，正要放棄

時，他接到縣政府人員的關心電話，

眼淚奪眶而出，決定撐下去，去年10

月他榮獲首屆海峽兩岸大閘蟹競賽特

等獎、蟹后獎兩大殊榮，領獎時激動

地抱住縣長劉政鴻。

廖煌飛為了養好大閘蟹，到新竹找

專家上課，聽說苗栗縣政府要開始推

動輔導養殖大閘蟹，喜出望外，2011

年底專程到苗栗縣找地，相中三義鄉

龍騰斷橋旁的土地。

廖煌飛說，他去年放養兩萬多隻蟹

苗，沒想到才養了兩個月，大閘蟹才

剛脫第二次殼就大量暴斃。

正在絕望的時候，突然接到縣府農

業處副處長林澄清的關心電話，讓他

眼淚奪眶而出，決定撐下去。

2013年10月第一屆海峽兩岸大閘蟹

競賽在苗栗市舉辦，他養的蟹肥大、

鮮美，果然脫穎而出，宣布名次那一

刻，讓他格外激動，證明先前付出辛

勞是有代價的，得獎後賣出的第一隻

蟹，買主就是劉縣長。

廖煌飛 
挺過蟹苗暴斃 
退休師奪特等
文╱胡蓬生

廖煌飛第一年到苗栗養大閘蟹，就歷經大挫

折，最後仍堅持下來。

大閘蟹面面觀　養殖高手

      獲2013年

苗栗優質大閘蟹評鑑競賽

蟹后獎、特等獎

W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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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新豐的「泥狗摸海大閘蟹養殖

場」位於縣立興華中學後方山丘，本

業經營茶花園的他，養殖場就位在茶

花園旁，他讓蛙類、螺類、水草與大

閘蟹共生，過濾後的藻類也作為茶花

與樹苗肥料，保持生物多樣性。

48歲的曾新豐原經營建材買賣，十

多年前因經濟不景氣結束營業，喜愛

茶花的他在老家土地上開設茶花園，

開啟「人生第二春」，三年前他見友

人投入大閘蟹養殖，也利用家中休耕

農地開挖小型蟹池，試養近20隻大閘

蟹，見成果不錯決定投入養殖。

他將小型蟹池擴大，並陸續開闢四

座養蟹池，總面積約0.5公頃，附近

有來自大埔水庫的灌溉溝渠，水質清

澈無汙染，曾新豐將水源引進種滿水

草的水池中，讓泥沙沉澱穩定水質，

再引入養蟹池，四周並圍上防鳥網，

水邊也不刻意除草，打造自然環境。

曾新豐特別強調生物多樣性，他

指出，池中有蝌蚪、青蛙、魚類、螺

類，有時還有蛇出沒，養殖場內維持

一定的平衡，不影響水質讓大閘蟹有

足夠抵抗力防治疫病，自然不需使用

抗生素等藥劑。

曾新豐 
種茶花養秋蟹 
創人生第二春
文╱蘇木春

曾新豐養殖大閘蟹約三年，已小有心得。

大閘蟹面面觀　養殖高手

      獲2013年

苗栗優質大閘蟹評鑑競賽

頭等獎

W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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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裡鎮民張進德的住家緊鄰自家闢

建的大閘蟹養殖場，去年退休後開始

全心研究大閘蟹生態，他注重水質，

認為「要養就要養出第一名的大閘

蟹」，花費近百萬增設排水系統，還

在池邊養一隻取名「百香果」的狗兒

子，負責趕走鳥類及野生動物。

他將養殖場取名「全國」，期盼

養出的大閘蟹能媲美全台各地的養殖

戶。甫投入第二年，他養出的大閘蟹

隻隻肉質鮮美、蟹膏飽滿，存活率

高達四成，曾養出重達7兩的「帝王

級」大閘蟹。去年代表苗栗縣參加第

一屆海峽兩岸大閘蟹評比競賽，分別

在不同量級別贏得頭等及優等獎。

談起投入養殖業的艱辛，張進德

說，頭一年抓不到養殖訣竅，總覺得

養出的大閘蟹「差一味」，重量也不

夠，令他很苦惱。後來跟縣府輔導員

請益，發現水草對淨化水質有很大的

幫助，也能增加大閘蟹的活動力，開

始栽種大量水草。

張進德 
砸百萬做排水 
狗兒子幫護蟹
文╱黃婕

張進德利用自家休耕農田闢建大閘蟹養殖場，

還施設塑膠棧板踏墊，方便清理水草。

大閘蟹面面觀　養殖高手

      獲2013年

苗栗優質大閘蟹評鑑競賽

頭等獎

W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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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裡鎮民代表會副主席徐金堆三

年前投入研究大閘蟹，摸透大閘蟹脾

氣，他在養殖場旁另闢淨水池讓大閘

蟹「淨身」，並在池邊興建展售中

心，讓消費者現撈、現吃，指導烹煮

秘訣。

徐金堆因從事鑿井工程，深知好吃

的大閘蟹「水質最重要」，他在苑裡

鎮挑選水質優良的地點，逐一闢建大

閘蟹養殖場，除了房裡里約4分地的

養殖場，去年選定石鎮里火炎山牌樓

下約3分地的農田，擴大養殖範圍。

他看準大閘蟹商機，邀妻子蔡明芳

共同經營大閘蟹養殖，他負責養殖場

管理，蔡明芳負責銷售，兩人齊心協

力，將養殖場取名「副主席大閘蟹養

殖場」，夫唱婦隨生意愈做愈好。

徐金堆說，消費者喜歡「眼見為

憑」，選擇石鎮里興建養殖場是看準

周邊緊鄰火炎山，有火炎山溫泉遊樂

區、藺草文化館及全國高爾夫球場等

觀光景點。

徐金堆在養殖場建淨水池，種大

量水草、布袋蓮等植物，不僅淨化水

池，也成為大閘蟹棲息地，養殖池除

了大閘蟹外，還飼養虱目魚、大頭鰱

等魚類，整個養殖場草木扶疏，宛如

「環境生態教育園區」。

苑裡鎮民代表會副主席徐金堆養殖大閘蟹3年，

對飼養的大閘蟹信心滿滿。

徐金堆 
養蟹夫唱婦隨 
現撈現吃最鮮
文╱黃婕

大閘蟹面面觀　養殖高手

      獲2013年

苗栗優質大閘蟹評鑑競賽

頭等獎

W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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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苑裡鎮大閘蟹養殖戶陳英

傑養蟹5年，從第一年「蟹都養不

大」，到後來漸入佳境，他養的大閘

蟹不論體型、風味都受高度肯定，評

鑑比賽也屢獲佳績，他戲稱要養好大

閘蟹「就要跟牠談戀愛！」

40歲的陳英傑10年前還應聘到印尼

的工廠幫忙管理工人，待了近兩年，

回台後開始嘗試栽種有機米，一連種

了3年，但收益難以維持家庭生計。

陳英傑說，當時有鄰居利用5釐地

養大閘蟹，他好奇詢問對方收益，發

現竟然一年高達近10萬元，讓他很心

動，跟進養大閘蟹。

他租了三分地，四年多前開始將其

中一分地試養大閘蟹，剛開始也不懂

如何養蟹，只能透過網路查資料或朋

友口耳相傳，自己摸索。

第二年養蟹，他把養殖面積從一

分地擴充到三分地，由於經驗增加，

養殖情況漸佳，他將五、六十萬元收

益再投入養大閘蟹，第三年養殖時，

縣政府開始推動養殖並輔導業者，讓

他和一些養殖戶從原本單打獨鬥的方

式，變得有組織，透過整體行銷，讓

他感受多了一份保障。

陳英傑 
與大閘蟹戀愛 
評鑑賽常勝軍
文╱胡蓬生

陳英傑大閘蟹養殖五年，第一年「蟹都養不大

」，後來逐漸突破困境，養殖技術開花結果。

大閘蟹面面觀　養殖高手

      獲2013年

苗栗優質大閘蟹評鑑競賽

頭等獎

W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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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霄鎮民代表曾榮民以「秋風起，

蟹腳癢；菊花開，聞蟹來」的詩詞由

來，將大閘蟹養殖場取名「香緹」，

寄予每隻大閘蟹都肉質肥厚、香氣四

溢，令人食指大動。

曾榮民在養蟹前輩、苑裡鎮代會副

主席徐金堆的鼓勵下，去年利用自家

的休耕農田，花費數十萬元整地、圍

網及闢建養殖池。

曾榮民親力親為照顧養殖場，從除

草、養護水池到餵食飼料，雙手結繭

粗糙，指節還有幾處被大閘蟹夾傷，

不過，這卻是他的「甜蜜負荷」。

「香緹大閘蟹養殖場」占地2600平

方公尺，池內有蝌蚪、青蛙，岸邊有

蜻蜓、蝴蝶，「養殖池就像自家後花

園」，加上特意闢建的淨水池，水質

優良，他在池內養殖越南國寶魚筍殼

魚、田螺及蝦，豐富的動植物讓整個

養殖場宛如生態園區。

雖然養殖經驗未滿2年，他除了積

極向前輩請益，在飼料上更選用大陸

上海海洋大學提供的飼料配方。

曾榮民的「香緹大閘蟹養殖場」放養7千隻大閘

蟹，存活率達四成。

曾榮民 
養蟹夾傷雙手 
最甜蜜的負荷
文╱黃婕

大閘蟹面面觀　養殖高手

      獲2013年

苗栗優質大閘蟹評鑑競賽

頭等獎

W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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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歲大龍村民高森茂前年才加入

苗栗大閘蟹養殖行列，他說，自己是

養蟹的門外漢，什麼都不懂，但全心

全意照顧大閘蟹，「餵食完全不計成

本」，用心養出肥美大閘蟹，去年以

新手之姿，成功獲得海峽兩岸大閘蟹

評鑑競賽評比獎項，讓他相當興奮，

期待今年也能有好收成。

高森茂8年前退休，愛吃蟹的他一

直想嘗試養蟹，但自己從沒經驗也沒

門路，「不知蟹苗從哪兒來」，前年

看到縣長劉政鴻力推大閘蟹有成導，

便與苗栗大閘蟹養殖協會牽上線。

「一開始一點頭緒都沒有。」高森

茂慢慢摸索如何養殖大閘蟹，也整理

自家魚池，「將水全部放光光」，清

理四周環境，趕在年底前放養蟹苗，

先放了3850隻「試水溫」。

他的大閘蟹養殖池位於大龍村劍潭

古道附近，水池水質清澈，不停排水

循環，水面上鋪滿綠色水草，水池上

方也掛著防鳥用的細網，防止夜鷺、

魚鷹從高空飛下來啄食。

高森茂 
養蟹不計成本 
門外漢奪大獎
文╱張裕珍

73歲的高森茂每天划槳看顧大閘蟹池狀況。

大閘蟹面面觀　養殖高手

      獲2013年

苗栗優質大閘蟹評鑑競賽

頭等獎

W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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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經商20年，范賢達6年前返回

故鄉苗栗縣頭屋鄉外獅潭，從玩票性

質到專業養殖大閘蟹，不僅讓消費者

吃得健康、安心及美味，還有個夢

想，要打造大閘蟹成頭屋鄉代名詞。

范賢達是苗栗養殖大閘蟹的先驅，

5年前開始養殖，他回想起來，「其

實是偶然機緣」，後來一頭栽進大閘

蟹的「世界」，還被推選為苗栗縣大

閘蟹養殖發展協會理事長。

他早於1988年就到大陸經商，異鄉

漂泊多時，讓他起了落葉歸根的念

頭，2008年返鄉，碰到已經養殖大閘

蟹的吳姓農友，大閘蟹有名氣、也好

吃，范賢達在大陸也經常品嘗大閘

蟹，因此興起養殖大閘蟹的想法。

一開始他如瞎子摸象嘗試，0.3公

頃養殖上萬隻大閘蟹，也不知道要種

水草，結果可想而知，大閘蟹存活率

僅約一成，直到苗栗縣政府兩年前積

極輔導，養殖才進化升級。

范賢達感謝縣政府大力輔導，並與

大陸上海海洋大學合作引進蟹苗，價

格較便宜，品質也更穩定。

養殖戶范賢達。

范賢達 
台商落葉歸根 
打造頭屋蟹鄉
文╱范榮達

大閘蟹面面觀　養殖高手

      獲2013年

苗栗優質大閘蟹評鑑競賽

頭等獎

W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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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安吃蟹，請您安心吃好

蟹』這不是一句口號，而是事實！」

故鄉在宜蘭縣，台北市賣豬肉近廿

年，陳信元遠道到苗栗養殖大閘蟹，

入境隨俗用客家話「謝謝」的諧音，

取名「安吃蟹」養殖場。

陳信元兩年他計畫回宜蘭縣養殖大

閘蟹，一則新聞報導吸引他的注意，

苗栗縣長劉政鴻要率團到大陸觀摩大

閘蟹養殖。

後來他與縣府農業處聯繫，自費隨

團，他與大陸上海市海洋大學副教授

王春相談甚歡，劉縣長問他要不要到

苗栗養大閘蟹，他心動馬上行動，在

銅鑼鄉樟樹村找到1.2公頃農地養殖

大閘蟹。

陳信元說，「安吃蟹」有四大特

色、五大堅持，四大特色包括生產在

苗栗的好山好水自然環境，實施綠色

生態養殖模式，養殖池營造出碧綠水

草森林，池中不時可以捕捉到泥鰍

等，足證生態保護良好。

五大堅持包括堅持綠色養殖模

式，完整養殖管理紀錄，活體運送保

證新鮮，堅持黃腴膏鮮、吃得健康與

安全，有多少合格蟹，發多少認證

環，絕不濫竽充數。

陳信元 
四特色五堅持 
安吃蟹有口碑
文╱范榮達

陳信元遠道來苗栗養殖大閘蟹，打出「安吃

蟹」特色品牌。

大閘蟹面面觀　養殖高手

      獲2013年

苗栗優質大閘蟹評鑑競賽

頭等獎

W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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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閘蟹養殖是我們一家的志

業！」苗栗縣三灣鄉曾義生與姊姊、

姊夫經營副業，將自家農田轉型為養

殖場，餵養水梨幫助蟹苗消化，養出

的大閘蟹隻隻飽滿、扎實，頭年就回

本，口碑有保證。

曾義生在鐵路局上班，利用空檔

照顧養殖池，他看準大閘蟹前景，與

姊夫陳光洋商量，說服父親曾榮森將

緊鄰祖厝的農田轉作養殖場，方便照

顧，獲得首肯後，以父之名取作「榮

森大閘蟹養殖場」。

曾義生善用三灣高地起伏的地

勢，用山泉水灌溉養殖池，加入豐沛

水藻，水質清澈、乾淨之下，養出品

質優良的大閘蟹。

陳光洋是三灣鄉民代表，他與曾義

生排班照顧蟹池。陳光洋是梨農，認

為果樹栽培與養殖大閘蟹大同小異，

便將兩項技術互通。

他說，人吃水果可以加速消化，動

物也不例外，嘗試將自產自銷的水梨

餵養蟹苗，果然隻隻蟹肉肥美飽滿、

蟹膏也鮮黃濃郁，是美味大功成。

么姊曾秋香在科學園區上班，雖對

養殖不擅長，但利用到各地旅遊品嘗

大閘蟹，找出美味秘訣，因為吃遍全

台，滿口「蟹經」。

曾義生 
消化好更健康 
餵蟹苗吃水梨
文╱黃婕

曾義生在三灣鄉永和村的養殖池，去年養出7兩

重的大閘蟹。

大閘蟹面面觀　養殖高手

      獲2013年

苗栗優質大閘蟹評鑑競賽

頭等獎

W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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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背、白肚、金爪、黃毛」是

南庄大閘蟹觀光生態養殖場的特色，

養殖戶鍾福貴租地養蟹，選擇背山面

水、自然生態景觀豐富的苗栗縣南庄

山區，縣府也設立北區展售中心，提

供現撈現吃服務，每年秋天，遊客絡

繹不絕。

鍾福貴從事禮贈品生意，前年底投

入研究大閘蟹養殖，積極在苗栗縣境

內找地，他在南庄南富村山區租地，

12分地的養殖池，分成4個養殖場，

共放養1萬7千隻蟹苗。他的養殖場先

天條件佳，依山傍水，水質乾淨、清

澈，優美環境連大閘蟹也愛，後天整

地、圍網、精密的排水系統及監視設

備等設施，還請專人24小時看顧養殖

池，投入數百萬元資金，只為養出

「第一等蟹」。

鍾福貴說，去年養出8兩重大閘

蟹，隻隻都符合「青背、白肚、金

爪、黃毛」的特色，「吃過都說

讚」，而緊鄰養殖池的展售中心，也

提供遊客現撈現吃服務，新鮮看得

到。

鍾福貴在生態豐富的南庄經營大閘蟹養殖場，

背山面水的環境，養出隻隻飽滿的大閘蟹。

鍾福貴 
砸百萬元重金 
只為第一等蟹
文╱黃婕

大閘蟹面面觀　養殖高手

      獲2013年

苗栗優質大閘蟹評鑑競賽

頭等獎

W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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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水產養殖系第

一屆校友許文虎因為興趣，養殖大閘

蟹邁入第四年，第一年把大閘蟹當毛

蟹養，養殖密度過高，大閘蟹體型普

遍不大，第二年因縣府大力推廣，大

陸上海市海洋大學人員進駐苗栗輔

導，也開啟契機。

「師父引進門，修行在個人」，

許文虎說，一開始大閘蟹的門檻技術

很關鍵，可以縮短摸索期，但接著就

要靠自己不斷研究，找出最適當的養

殖辦法，他有相關的背景，成了他的

優勢。

他不斷試驗改良，前年大閘蟹前

三次脫殼，狀況都不錯，但後來就減

緩，原來是雜魚的魚卵跟著水草進養

殖池，長大後搶走大閘蟹的飼料，因

此他學著控制雜魚數量；去年水草遭

水螟蛾幼蟲啃食受災，他利用玫瑰鯽

生物防治，效果不錯，水草又長回

去。

許文虎的興捷養殖池在公館鄉山

區，水源引用山泉水，加上家族經營

建築的關係，特別重視水土保持，並

善加利用光合作用菌、底質改良菌，

加強氮循環，堅持不用藥，去年養出

頭等獎的大閘蟹，今年可望更上一層

樓。

許文虎 
養殖科系出身 
特重水土保持
文╱范榮達

屏科大水產養殖系的背景，許文虎有興趣，養

大閘蟹邁入第四年。

大閘蟹面面觀　養殖高手

      獲2013年

苗栗優質大閘蟹評鑑競賽

頭等獎

W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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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閘蟹面面觀　得獎紀錄

連莊金蟹獎 
苗栗揚名大陸

苗栗縣養殖的大閘蟹連續兩年參加大陸全國大閘蟹競賽，勇奪４座金獎，品質備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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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從2012年起推動大閘蟹養

殖，今年已邁入第三年，雖然時間不

長，但已成功打造出苗栗優質大閘蟹

的品牌形象，市場上也搶手，成為苗

栗縣的新興特色產業，並為兩岸農業

合作交流樹立典範。

苗栗養殖大閘蟹能迅速崛起，縣長

劉政鴻無疑是最大的推手，蟹農從原

本單打獨鬥，整合成有效率、現代化

的養殖團隊，產值也從第一年6000萬

元一路攀升到去年突破1億元，展現

具體成果。

2012年苗栗縣養殖大閘蟹有45戶、

18公頃面積，2013年養殖戶已近百

戶，養殖面積也擴增到45公頃及各鄉

鎮，呈現「遍地開花」的榮景。

優異的品質更是苗栗大閘蟹的特

色，苗栗縣政府一連兩年舉辦大閘蟹

評鑑，鼓勵養殖戶養出最優質的好

蟹、大蟹及肥蟹，第二年的比賽更擴

充為海峽兩岸的大閘蟹競賽，交流養

蟹技藝。

苗栗養殖戶2012年11月首度赴上海

參加第六屆王寶和盃大閘蟹競賽，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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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舉辦大閘蟹評鑑競賽，請專家評選，鼓勵養殖戶養出好蟹、肥蟹，提高生產品質。

是全大陸大閘蟹競賽的最高殿堂，苗

栗一戰成名，從55組參賽團隊中脫穎

而出，榮獲「金蟹獎」，去年第七屆

比賽又一舉拿下3座「金蟹獎」及1座

「最佳口感獎」殊榮，再創佳績，苗

栗蟹的美味足可媲美陽澄湖大閘蟹。

苗栗縣成功推廣養殖與行銷大閘

蟹，靠的不是運氣，而是產官學充分

合作，掌握正確方向，加上連串的努

力和實力，才能「從無到有」為苗栗

優質大閘蟹奠下產業永續的基石。 苗栗縣每年舉辦大閘蟹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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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上海海洋大學主辦第七屆王寶和盃全國河蟹競賽，各評審委員為參賽大閘蟹評分情形。

蟹王、蟹后競賽項目評審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