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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高粱牛吃酒糟 
加工食品變身座上賓

良金將牧場變工廠
闖出一片美麗天空
響應政府的金門養牛政策，良金投入畜養吃酒糟的高粱

牛，正值遍地開花之際，金門卻被劃入口蹄疫區，禁止

出口、災情慘重。擦乾眼淚，向SBIR計畫求援，一步步

將高粱牛化做牛肉乾、牛肉精，將養牛牧場變工廠。結

束牧場悲歌，良金變身「牛肉加工專家」，養、製、銷

一條龍經營，闖出另一片美麗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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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闆，有沒有特級高粱？」拜小三通之賜，金門機場出境的

旅客，不論台灣客或大陸客，幾乎人手一瓶金門高粱；金門街上的

柑仔店（雜貨店），堆滿了等待配送的紙箱，宅配金門高粱，變成

商家賺錢的新業務。

金酒公司不斷提高產量，釀酒產生的大量酒糟，每天數百噸當

做廢棄物往海裡倒，嚴重汙染海域，引起對岸廈門人的抗議。1990 

年，農委會鼓勵金門發展畜牧業，用金酒公司免費奉送的酒糟養

牛。二十年後的今天，金門出現了6,000多頭壯碩的高粱牛。

不幸的是，口蹄疫二度衝擊金門，牛肉出口管道遭封鎖，畜

農苦不堪言：「養牛不比養雞，一頭牛要養3年。每年飼料、人

工、牛舍、防疫，樣樣不能省，錢燒得很

兇。」絕望中的畜農，絞盡腦汁找出

路，峰迴路轉，竟然做出好吃的牛肉

乾，成為金門最受歡迎的新特產。

想做牛肉加工的專家

「兒子呀，你在台北

沒日沒夜的上班，把

身體搞壞了，所為

何來呢？不如

回家發展自己

的事業吧。」

老父的一席

話，讓原本在股價三位數的科技公司上班的許金城，放棄在台北闖

蕩十多年的事業，回到故鄉金門，接續老父與朋友合資的畜牧業，

利用金門酒廠特有的高粱酒糟養牛。現在，「良金實業」擁有兩座

牧場、1,000頭牛隻，還有逐漸嶄露頭角的肉品加工事業。許金城

說，要將良金實業變成「牛肉加工專家」。

離島的金門，有一家旺到不行的公司一金門酒廠，生產的高畜牧業轉型肉品加工業，牛肉乾成為金門新特產。

許金城讓牧場悲歌變成快樂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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粱酒遠近馳名，是金門對經濟最有貢獻的企業。為了回饋鄉里，金

酒每年定期贈送一打「特級高粱酒」給每位金門人。金酒產量不斷

成長，傾倒海裡的酒糟廢棄物也愈來愈多。許金城的父親當時在農

會上班，和現任總經理薛承琛合作養牛，設立良金畜牧場。

牧牛悲歌一再上演   發展加工業自救

現在，全金門的牛隻共有6,000頭，不幸的是，就當養牛事業

遍地開花的時候，1999 年，金門發生疑似口蹄疫，成為肉品禁止

出口地區。牧牛悲歌一再重演，讓金門人大嘆：「艱苦沒人知！」

求人不如求己，薛承琛和許金城不願坐以待斃，「山不轉路轉，不

如做成牛肉乾來賣。」也因為這個轉機，給了良金另一線生機。為

了和台灣本土的

「乾式」牛肉乾

有所區隔，良金

實業決定發展一

種口感濕潤、好

吃的「濕式」牛

肉乾，從生手摸

索起，「第一年

研發，不知倒掉

多少肉乾。最難

的是保存技術。」

2006 年，良金得到經濟部技術處小型企業創新研發（SBIR）計

畫的支持，在食品工業研究所的指導下，研發不用防腐劑的「攔柵

技術」，以多道關卡的天然方式，搭配脫氧劑的使用、加強衛生殺

菌、使用不透氣、不易破的包裝材料等方式，抑制細菌的生長，終

於做出第一批濕

潤有口感的牛肉

乾，又可保存4

個月之久。沒想

到，良金牛肉乾

就此一炮而紅，

聲名遠播到大陸

與台灣本島，讓

很多人說：「金

門牛肉乾，很有

名喔！」

研發過程中   SBIR計畫一路相伴

許金城以高科技水準管理牧場，所飼養的「金門高粱牛」以黃

牛為主，「牛吃的食物，不用市售混合的完全飼料（瘦肉精的問題

根源），而是用單味飼料，80%是營養豐富、具有抗氧化能力的酒

糟，其他是用玉米粉、黃豆粉、微礦物質、鹽與牧草。每年依四季牛肉乾製程。濕式牛肉乾口感濕潤，可是保存困難。

新的保存技術，配合脫氧劑使用，可以抑制細菌生長，

延長保存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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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牛食寄到美國 

Dairy One 實驗室

化驗，再由營養

師調整配方。」

「最重要的，是

絕對不用抗生

素。」

為了增加牛

肉產品的附加價

值，良金絞盡腦

汁，研發出不少

暢銷產品。例如：真正吃得到牛肉的「牛軋糖」；還有，看到台

灣旅客到北海道一定要買馬油，給了他們研發「牛油」的點子。之

後，也從旗下開設的「牛肉專賣店」，

得到一個可能改變良金命運的靈感，

許金城說，「有一位客戶長期定

時來買牛肉，說是買回去給

做腫瘤化療的家人吃。」

他心想，市面上有「雞精」、

「蜆精」，就是沒有「牛精」，

於是 2011 年再次提出 SBIR 申請，

進一步研發「牛肉精華萃取液計

畫」， 跨入技術門檻較高的產品。

 吃酒糟與單味食物   金門牛營養價值高

許金城表示，「金酒牧場的牛隻都有『履歷認證』，所吃的食

物、出生證明、施打預防針，都可從所植入的晶片追蹤。」在新鮮

牛肉的實驗過程中，他發現金門牛比台灣牛的營養價值高，而且良

金做出來的牛肉精，比雞精和蜆精的抗氧化值高出許多，高蛋白、

鐵質也豐富。

「或許是因為金門牛吃酒糟的關係。」良金實業所生產的「牛

肉精」，已經提出發明專利的申請，聞風而至的生技公司，也前來

接洽合作事宜。許金城的目標是通過「綠巨人健康食品認證」，屆

時才可合法以附加價值較高的健康食品販售。

經過三次執行 

SBIR 創新研發計畫的

磨練，良金的牛肉加

工技術大為精進。許

金城說：「牛肉精華

液的萃取、加工技術

與門檻，已超越牛肉

乾的製造。」他表

示，接下來良金要為

創新研發出的牛肉精

「加值」，「首先吃得到牛肉的牛軋糖，是良金的創意新產品。 牛肉精華液是踏入保健產品的第一步。

高粱酒糟搭配營養配方與牧草，是金門高粱牛美味的祕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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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改變生產技術。目前萃取是用過濾的方法，未來要改用超音波，

較不會破壞牛肉內含的成分。」「盡量將牛肉本身中好的元素，保

留下來，是肉品加工最重要的任務。」還有，良金也嘗試在牛肉精

中，加入一些「機能性」元素，如人參、四神之類的滋補品，以提

高牛肉精的風味與附加價值。

養、製、銷一條龍經營

位於金湖的良金牧場占地七公頃，最高紀錄曾畜養1,300頭

牛，附設二座有機肥場，飼料儲存槽可存30噸飼料。由於良金實業

成功的「養、製、銷」一條龍經營，所需牛肉量大增。近年又另在

金城設立牧場，自種提供牛隻纖維質的狼尾草6公頃，「預計未來

良金實業的規模，將達 5,000 頭，每年出欄肉牛 3,000 頭，產值約

台幣 2 億元。」

良金實業藉由 SBIR 計畫，雖然得到政府不少創新研發補助，但

許金城說：「SBIR 計畫最重要的是促進技術發展，而不是經費。」

「SBIR 計畫的執行讓良金從無到有，讓產品更穩定，效率與利潤更

提高、製程大幅改善，大大增加消費者對良金產品的信心。」「因

為有了技術，使良金得以跨入新領域的產品，區隔與他人的差異

性，增強競爭力。」

廣告隨小三通進軍大陸

走在金門街上，迎面而來的公車外觀，打印著「良金高粱牛肉

乾」的廣告；滿街都是的禮品店裡，良金的產品從不缺席；良金在

小三通必經之路—水頭圓環，放置金門唯一的立體戶外大型看

板，良金產品廣告，也隨著小三通的船隻在海峽兩岸飄搖。種種努

力，在在都可以看出良金旺盛的企圖心。

1990 年就設立的良金，資本額 2,800 萬元，開業至今已成長

好幾倍，目前的主力產品是牛肉乾與調理包。許金城指出，「平均

SBIR幫助良金跨入新領域，擺脫畜牧業晴雨不定的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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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約成長 5%∼10%。」「做了SBIR 計畫，對提高良金實業的營業

額，有很大的幫助，從台幣 1、2 千萬元的規模，提升到目前的台

幣5、6 千萬元。」他透露，「蓋新廠的錢，就是近年營收增加的

成果。」

要以冷藏品質、冷凍價格   瓜分進口牛肉市場

不久前，台灣本島為了要不要進口含有瘦肉精的美國牛，吵得

沸沸揚揚，身為本土牛代表的良金，如何因應？薛承琛說：「只希

望政府對口蹄疫區的措施，不要一國兩制，為什麼允許美國牛在市

場銷售，而金門牛不可以?」

近年良金在創新研發所做的努力，「除了提升業績之外，對未

來開拓外銷市場也很重要。」堅持建立完整牛隻履歷，準備開設台

灣牛肉產品連鎖店，許金城最想實現的是，「要以冷藏的品質、冷

凍的價格，爭取台灣94% 的進口牛肉市場。 」進攻台灣牛肉市場，

良金萬事俱備，只待時機的到來。

吃高粱酒糟的良金牛，又

有履歷認證，營養價值高

又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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