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蔬果促進出口協議會蔬果類：葡萄

■品種

麝香葡萄

廣島縣，運用瀨戶內海沿岸到縣北部高冷地帶的多樣化氣候，生產
高品質的葡萄。這裡麝香葡萄是根據縣內的栽培指南栽培，致力於
重視品嘗風味的生產方式。

■介紹

■出口對象地區

東南亞基本上是4串葡萄裝入2公斤裝的紙箱內。
出口時為避免碰撞，會放入一張泡綿墊。

■包裝形態

■可出口時期

7月下旬～9月下旬

■生產與出貨過程影片

掃描QR碼，就能觀賞產地廣島
縣福山市農園的影片。

■推薦的食用方法

建議稍微冷藏後食用。麝香葡萄是由位於廣島縣東廣島市的國立農業研究機構—葡萄和牡
蠣研究據點所培育出來的品種。這種葡萄的含糖量高、無籽，可以
連皮一起食用。

■特色

■產季

依栽培型態而定，加溫栽培：7月下旬～8月上旬。
無加溫栽培：8月中旬～8月下旬。
露地栽培（隧道式）9月上旬～9月下旬。



日本蔬果促進出口協議會

■地址

■業者名稱

廣島縣水果農業協會聯合會

733-0832
廣島市西區草津港1-8-1廣島中央市場內 JA廣島水果聯合會

TEL：082-279-2472
E-MAIL：hiroshima2@hirokaren.com
URL：http//www.fruit-morning.com

■聯絡方式

■業者（產地）的特點和優勢

位於廣島縣東部的沼隈町，從1955年代開始種植葡萄，並於1967年在
日本全國率先致力於推動貝利A麝香的商品化。進入平成時期（1989
年）之後，重新開發和整頓的現代化葡萄園區，所生產的葡萄屬於品
質均勻的優質葡萄。

■出口系統和設施開發

近年來，日本國產水果的市場價格雖然呈現上升趨勢，但因銷售單
價上漲，以高單價導致消費衰退的問題均令人擔憂，因此，開發東
南亞作為新的消費地點，從2004年開始推動出口。業者參加了日本
國內外的洽談會、在零售店實施的促銷活動，並且進行了擴大銷路
和市場調查等。

是否有商標 無

是否取得地理標示 (GI) 無

各種認證取得狀況 無

■商標和認證

■生產量和出口量資訊

品種的栽種面積
麝香葡萄（2020年）

廣島縣24公頃 沼隈12公頃

產量
麝香葡萄（2020年）

廣島縣326公噸 沼隈126公噸
可出口數量（年度） 麝香葡萄 沼隈 12公噸
可出口數量（每批） 200公斤

最小可出口批次
基本的出口單位是2公斤箱裝×3箱，但仍

需洽談。

出口國別的總出口量 台灣0.7公噸、香港1公噸

■海外宣傳活動

本縣早在世界大戰之前，就開始推動出口措施，目前生產量為日本第
一的檸檬，從明治時代末期至大正時代初期之間，曾經與大陸進行交
易，因此提高了生產者的收入，促使生產量增加。近年來，我們一直
致力於將縣產的水果，出口到以東南亞為主的地區。

蔬果類：葡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