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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亮農業未來
再創台灣新動能

其中，位於南投縣埔里鄉

的吟詩企業，將家中傳統農業

轉為有機栽種，並且利用LED科

技提高產能，為家鄉農村找回

新契機；又或者，台灣神農社

會企業從發展無毒飼料與肥料

迎
合全球新農業發展趨勢，

台灣也走在潮流之中，出

現許多將文化、生技、科技、社會

公益等元素融入農業的新企業，為

台灣農業開啟更多可能性與發展前

景，點亮台灣農業的新生命力。

開始，打造健康農業，不僅為

農民找到健康栽種的可行性，

也為台灣健康飲食開啟一條新

路；還有投入牛樟樹造林計畫

的易宏生技，成功培育高價值

的原生椴木子實體牛樟芝，打

近年來台灣出現新形態的農企業，以台灣特有的在地生命力，發展出結合文化、科技、社會公益的新

農業，為台灣農業轉型升級帶來一股新的力量，點亮台灣農業生命力，他們的故事精彩，更值得作為

借鏡。

◎撰文／劉麗惠 圖片提供／商業周刊、路透社、吟詩企業、易宏生技

找回大地生命

結合文化、科技、社會公益的新農業，有助於台灣農業的轉型與升級，再創台灣不一樣的產業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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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林宥岑，從小跟著父親在茭白

筍田裡長大，之後與多數農村小

孩一樣，離開家鄉到市區工作，

每每回到家鄉，總有著農村美麗

不再的遺憾。不同於多數人把懷

念家鄉的心情放在心底，林宥岑

鼓起勇氣，懷抱著把農田蜻蜓、

蝴蝶找回來的信念，回到家鄉投

入有機栽種，並且成功復育家鄉

珍貴的白魚。

林宥岑說：「要讓每個人愛

上這片土地，第一件事就是將傳

統農田改為有機栽種。」然而，

採取有機栽種產量會減少至少一

半，父親當然不答應，因此回鄉

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說服父親，

花了一年多的時間溝通，父親才

願意把一甲地之中的一小區塊改

為有機栽種，並做為觀光生態園

區使用。

但那只是開始，要如何吸引

人潮前來是更大的問題，「一開

開兩岸健康產品市場；另外，

公平貿易商生態綠透過與生產

者建立長期合作的夥伴關係，

進口咖啡豆，除從源頭確保食

材原料安全之外，更幫助生產

者得到合理的報酬，為消費者

與農民創造雙贏。

吟詩企業》                

結合觀光 找回鄉村之美

南投埔里知名景點中台禪

寺一旁，由吟詩企業創辦人林宥

岑一手打造的「吟詩綠曲生態園

區」，近年來成為埔里在地知名

觀光景點之一，在這裡，林宥岑

不僅以家鄉茭白筍打造觀光休閒

農場，並且把傳統茭白筍種植轉

為有機栽種，再朝「有機加工食

品製造」邁進，成為台灣新農業

的典範代表。

從一級農業變身六級產業

目前擁有「百大青農」身分

始先透過親朋好友找人來免費體

驗，慢慢打開知名度，」林宥岑

回憶，接著又推出「茭白筍生活

體驗服務」，透過茭白筍田採收

體驗、茭白筍特色料理、茭白筍

泡菜與娃娃DIY、民宿體驗、白

魚復育生態導覽與有機農場巡禮

等，滿足遊客體驗農村生活的悠

閒喜樂，成功吸引人潮，同時與

「雄獅旅行社」合作，把吟詩打

造成一日遊景點之一，擴大遊客

到訪人數，創下2015年7,000人

次參訪的紀錄。

為了追求更大的成長空間，

實現企業的永續經營，吟詩企業也

與靜宜大學食品營養系進行產學合

作，投入開發茭白筍食品，透過

各種試驗，陸續開發出茭白筍泡菜

與茭白筍霜淇淋，其中茭白筍泡菜

推出僅1年就達到銷售1萬罐的佳

績，目前已經在國內各大有機商店

如永豐餘、里仁、花蓮明淳、巨農

吟詩企業成功地將傳統農業與觀光活動結合，透過專人指導，讓遊客體驗農事、專人解說生態，吸引人潮前來，開拓出農業新氣象。

結合文化、科技、社會公益的新農業，有助於台灣農業的轉型與升級，再創台灣不一樣的產業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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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導型農藥取代技術」創新研發

「生物誘導型農藥取代劑」，讓

農民利用害蟲被異性費洛蒙吸引

的特性，進行無毒誘導捕捉，取

代農藥噴灑。

以「生物誘導型農藥取代

劑」為核心技術，台灣神農創業

團隊在1年之間，在中國大陸與

台灣兩地參加各種創業競賽，贏

得多場冠軍，累計取得台幣200

萬元的獎金，之後便以獎金做為

創業資金，正式成立「台灣神農

社會企業」。「我的祖父母與外

祖父母都是農民，他們長期接

觸農業，對身體帶來很大的傷

害。」江竹翔指出，因為這樣的

成長背景，自己一直思考如何讓

農民遠離農藥，而唯一的方法就

是幫助他們投入有機栽種。

然而，農民如果採取不噴灑

農藥的有機栽種，農產量往往會

銳減5～6成以上，多數農民不願

意投入，所以當江竹翔發現「生

物誘導型農藥取代劑」取代農

藥噴灑，栽種量只會減少10%～

20%，再加上有機農產品價值較

高，換算起來農民可說幾乎沒有

損失，甚至可以有更高的收益，

因此決定投入創業，把這項技術

推廣出去，讓更多農民願意投入

有機種植。

「我們希望成為解決農業與

汙染問題的社會企業，為地球、

人類與生態環境帶來貢獻。」江

竹翔指出，以此為企業的核心價

農場等進行販售，使吟詩企業成

為名符其實的六級產業。

在走出新農業之路後，問

到林宥岑是否考慮進一步將有機

加工食品推向國外市場，林宥岑

表示，由於目前採取手工方式生

產，產量有限，國內市場便已供

不應求，所以暫時不考慮外銷，

但未來仍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科技+創新服務 

解決產量銳減問題

回顧吟詩企業從2010年成

立至今，林宥岑笑說，傳統農業

轉型會遭遇的困難不少，包括發

展無毒有機栽種、創新加工食品

等，都會遇到許多瓶頸，其中有

機栽種的問題最大。

「投入有機栽種之後，病蟲

害導致的產量減少，是父親最在

意的事，也是轉型過程中必然會

發生的情況。」林宥岑說，福壽

螺是導致產量減少的元凶，因此

吟詩企業將撿拾福壽螺放進遊客

體驗行程，再以打工換宿的農村

體驗行程，吸引年輕人在寒暑假

時前來住上幾個星期，讓吟詩擁

有充分的人力資源，以人工方式

為茭白筍農地去除災害。

當然，吟詩企業也善用科技

的力量，「透過與工研院合作，

在部分耕作地建置茭白筍LED

示範區，透過LED燈照將產季從

原本的2季拉長到3季，增加產

量。」林宥岑語帶滿意的表示，

多管齊下的經營方式，讓吟詩企

業逐漸擴大有機栽種區域，在父

親的一甲地之中，目前已有1.3公

頃地採取有機栽種，未來將持續

擴大有機栽種面積。

對自家農地進行轉型之外，

林宥岑現在也是埔里鎮一新社區

發展協會理事長，積極推廣有機

栽種，「協會不斷舉辦說明課程

與教育訓練，希望讓更多農民伯

伯、叔叔，願意從傳統農法轉為

有機種植，才能為土地做最大的

貢獻。」林宥岑最後堅定且感性

的說著，未來自己對發展創新農

業的目標。

台灣神農社會企業》　

無毒栽種 成新農業典範

不同於吟詩企業以「有機栽

種」與「觀光農產」打造六級農

業，創立於2014年的台灣神農社

會企業則透過提供農民「無毒肥

料技術」，協助農民朝有機農業

發展，並且也向合作的農民採購

農產品，發展自有品牌產品，從

農業最上游往下扎根，成功開拓

國內外市場。

以「生物誘導型農藥取代劑」 

替代農藥噴灑

台灣神農社會企業創辦人江

竹翔在朝陽科技大學創新育成中

心擔任志工期間，發現由朝陽科

技大學創新研發的「生物誘導型

農藥取代技術」，是非常有效的

無毒栽種技術，因此自2013年開

始偕同幾個創業夥伴，以「生物

註：（）內數字代表該指標於2015年調查排名。

表2  2016 IEAT調查樣本「基本特性」重點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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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台灣神農在創立後陸續與阿

里山與日月潭茶農合作，在茶葉

種植上導入「生物誘導型農藥取

代劑」，展現良好的成果。

發展自有品牌並布局海外市場

由於「生物誘導型農藥取代

劑」在國內農地成功導入且成效

良好，因此包括中國大陸與東南

亞的泰國、越南、馬來西亞等國

家，已有許多農業生產場域與台

灣神農合作導入，如台灣神農獲

邀進駐中國大陸福州高新科技園

區；「生物誘導型農藥取代劑」

被中國大陸平潭綜合實驗區核定

為14大項產業發展項目之一，目

前正與平潭蔬菜食品加工技術研

究基地合作，在平潭展開大規模

農田實驗合作案。另外，台灣神

農除了致力推廣無毒肥料之外，

更以多元化的商業模式，協助農

民銷售有機產品，該公司也進一

步採購全程「零農藥」培育出的

農作物，加工包裝成商品在國內

市場銷售，目前台灣神農旗下已

經有「阿里山極茗—隙頂凝露紅

茶」、「天然手工皂—茶樹皂」

等自有品牌。

短短兩年的發展，台灣神

農便在國內外市場成功推廣「生

物誘導型農藥取代劑」，再加上

結合農民推出的自有品牌有機產

品，使台灣神農成立第1年就創下

千萬元營運佳績，2015年更提出

申請上創櫃板，成為以新農業成

功布局海內外市場的典範代表。

易宏生物科技》　　　　

以牛樟芝開創新藍海

以牛樟樹造林起家的易宏

生物科技，透過打造一條龍牛樟

芝栽種技術與創新生產各種牛樟

芝產品，逐步打開兩岸牛樟芝健

康產品市場，開啟農業的新藍海

商機，因此獲得華陽創投等機構

投資，也讓觸控面板大廠宸鴻董

事長江朝瑞以個人名義入股，於

2015年10月登上興櫃，成為國內

受到高度矚目的農企業。

為台灣獨有牛樟芝創造高價值 

牛樟樹是台灣特有的常綠

闊葉大喬木，寄生於其上的腐生

真菌牛樟芝，是台灣特有品種。

以此台灣特有植物為根本，原本

從事電子科技業的易宏生物科

技創辦人暨董事長蘇睿騏，希望

把台灣牛樟芝變得像韓國人參一

樣世界聞名，因此大舉投入牛樟

芝造林，同時設立「牛樟芝培育

工廠」與「牛樟實生苗培育中

心」，萃取牛樟芝相關原物料，

如子實體、類子實體、菌絲體

等，進而創新研發出一系列牛樟

芝產品。

「到韓國，多數旅客都會買

人參，到中國大陸，冬蟲夏草則

是重要的伴手禮，以此為目標，

我希望全世界的人到了台灣，

都會想要購買台灣的牛樟芝產

品。」蘇睿騏回憶，一開始因為

想投資植物工廠，投入研究適合

發展的領域，後來發現牛樟芝是

台灣獨有的珍貴真菌，堪稱上天

送給台灣的寶物，因此如果可以

在牛樟芝上面多所著墨，或許可

以走出一條新的產業之路。

全面布局大中華市場

愈了解牛樟芝，蘇睿騏就

愈有勇氣把事業做得更大，因此

他先跳出建立植物工廠的框架，

直接在苗栗大湖、新北三峽等地

區，以廣達60畝的林地進行牛樟

韓國致力於人參的種植與推廣，讓高價農產品成為推動國家觀光的助力，此為台灣企業
可以學習效仿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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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的貿易商，過去8年，生態綠

透過以公平貿易推廣食物交易的

社會正義，不僅成功募資，並且

率先國內農業企業登上創櫃板，

成為我國新農業的典範之一。

與多國農民合作 尋回交易公平 

所謂的「公平貿易」認證，

主要是為第三世界國家的生產者

與農民，爭取公平的貿易條件，

以合理價格收購其產品，藉以避

免自由貿易對生產者形成壓榨與

剝削，實現第三世界國家的勞動

人權，同時藉由透明的交易環

節，讓原物料可以溯源，達到食

品安全的機制。

「公平貿易的透明可追溯，

不僅使交易具備公義，食品安全

也可被把關。」余宛如解釋，

生態綠堅持每一筆交易都預先支

付50%的採購款，與生產者形成

「長期的夥伴關係」，讓組織透

過長期合作而逐漸成長、進入市

場、獲得市場資訊，進而逐漸獨

造林計畫，栽種超過5萬株牛樟

樹，然後招攬一群擁有農業、生

物、醫藥、化學、機電及資訊工

程的專業人才，以科技化方式培

育台灣獨有的牛樟樹及牛樟芝，

這使得易宏不僅可以透過牛樟芝

的高價值創造獲利，更可藉由培

育出牛樟芝、生產各種健康產

品，創造高營收。

不同於台灣一般生產牛樟

芝產品的企業，易宏為確保所培

育的牛樟芝子實體三 類成分充

足，堅持牛樟芝培養必須超過2

年，並透過嚴謹的技術，監控牛

樟芝的生長環境，如此，才能保

留產品的有效性。

蘇睿騏表示，易宏生技在台

中科學園區成立的「牛樟芝培育

研究中心」，致力於牛樟芝功效

成分的純化與分析，之後更進一

步與中國大陸北京大學教授專家

進行合作，研究牛樟芝特定成分

的純化合成及療效驗證。

2015年以來，易宏生技積極

布局大中華市場，除參與北京台

灣名品博覽會與廣州廈門的「第

74屆全國藥品交易會暨中國健康

營養博覽會」，2015年12月更與

東集發展集團、華潤集團旗下的

香港華潤三九藥業簽訂三方合作

備忘錄，未來將以港澳通路為據

點，將易宏生技的自有品牌「易

宏牛樟」，銷往到大中華市場。

生態綠》 

力推公平貿易

公平貿易在歐洲行之有年，

但台灣卻在近年來才開始出現公

平貿易的聲浪，而推廣這股浪潮

的先鋒之一，就是公平貿易平台

生態綠創辦人暨台灣公平貿易協

會理事長余宛如。

2007年，余宛如成立「生

態綠」，是台灣也是華人世界

第一家獲得國際公平貿易組織

Fairtrade International（FLO）認

以科技化方式培育台灣獨有的牛樟樹及牛樟芝，讓易宏生技創造高價值與獲利，更將農業與科技結合，翻轉出產業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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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生態綠更認真思考如

何在國內推廣公平貿易的觀念，

而唯一也是最好的方法就是宣

導再宣導，因此，生態綠將公司

獲利投入台灣公平貿易倡議活動

與建置架構工作上，每年深入校

園、企業舉辦講座，累計已舉辦

超過上百場活動，向消費者努力

溝通宣傳公平貿易的重要性。

歷經8年的努力，生態綠不

僅讓更多民眾了解公平貿易所具

備的公平正義與永續發展，也間

接促成政府機關看到一個國家或

城市發展公平貿易之必要性，例

如，台北市政府於2015年6月攜

手台灣公平貿易協會與通路商家

樂福，宣布台北市將投入推動成

為公平貿易城市，讓市民未來

能在各大賣場中買到公平貿易商

品、認識公平貿易標籤。

綜觀各家台灣新農企的發展

歷程，不管是吟詩企業從有機、

觀光農業出發；台灣神農推動無

毒農業；易宏以在地特有作物為

出發點；生態綠以兼具社會正義

與食品安全的公平貿易為方向，

都可以看到新農業的輪廓：不外

乎要具備對土地的關愛、友善他

人，以及追求公平正義，而科技

與創新商業模式，這都是重要的

手段。

未來，台灣想要切入新農業

的投資者、創業家或傳統企業，

可以將這些元素做為主軸，為台

灣新農業找出更多的可能性。■

立自主運作，不需依賴援助；另

一方面，生態綠也積極鼓勵發展

中國家的農民以永續有機的方式

栽種，讓消費者享用的每一口生

態綠商品，都可以安心且對土地

的永續經營帶來貢獻。

過去8年來，生態綠走訪世

界各地，足跡踏遍印尼、巴勒斯

坦、衣索比亞、秘魯等各國，合

作夥伴多達35個生產者組織，以

夥伴的關係扶持生產者來提高產

品品質、改善生產條件、培養其

獨立自主的能力。

另外，生態綠也提出固定

比例營收，支持公平貿易認證的

農民合作社，成立「社區發展

金」，協助生產者獲得尊嚴並脫

離貧窮。

「公平貿易的產銷透明化，

不僅保障消費者的飲食知情權，也

保障第三世界弱勢小農的生計。」

余宛如一再強調，全球每天有9億

人口餓著肚子入睡，其中八成是小

農與農工，到了2050年全球人口

將超過90億，若我們還不採取行

動，失衡的全球糧食體系將會令更

多人陷入貧窮與飢餓，而公平貿易

以透明和負責的供應鏈，讓消費者

做出對生產者、環境以及自己更友

善的選擇。

深入國內經營 成功推廣公平貿易

回顧過去8年在台灣推廣公

平貿易，余宛如笑著說，最初台

灣民眾對公平貿易的認識幾乎是

零，因此生態綠咖啡館開始營運

時，採取喝咖啡，顧客自己定價

的方式，希望讓消費者認真思考

社會與環境價值的意義，沒想到

這種「自由定價」的商業模式，

一度被人誤以為是某種祕密宗教

團體，也讓她了解到國內對公平

貿易觀念的欠缺。

「生態綠」多年來致力於推廣「公平貿易」，除了為農民爭取更平等的權益之外，也讓
原物料可以溯源，達到食品安全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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