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從農業、輕工業再走向高科技產業，隨著人們對於健康飲食的重視與日俱增，以健康、永續

為創新方向的台灣農漁畜業，正融合ICT、生物科技與永續等元素再起，不僅為國人健康與環境帶

來幫助，也建立搶攻海外市場的新競爭力。

◎撰文／劉麗惠  圖片提供／商業周刊、Shutterstock

融合ICT、生技與永續  點燃新商機

農漁畜業崛起
加速生機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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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至今已協助瓜瓜園、慶

全地瓜、友善大地、巨農有機農

場及吉田田有機農場等國內15家

重要農企業，逾3,500位農民及

有機農產業者，進行智慧化生產

管理。資策會創研所副所長樂以

媛表示，「神農產銷平台」可協

助農民以最簡單和直覺的方式，

記錄田間工作日誌、作物生長照

片、GPS位置及肥料和防治資材

等資訊，並將正確、完整的管理

記錄和生產履歷，自動上傳至行

政院農委會的農產品產銷履歷系

統，作為有機認證單位稽核資

料，確保農產品履歷的有效性。

「吉田田有機農場」負責人

周俊吉指出，過去農民有機栽種

採用紙本及Excel進行人工作業，

工作繁瑣且資訊容易有誤。後來

導入「神農產銷平台」，農民可

將工作結果用手機即時回報，不

僅減少工作負擔，相關資訊更是

一目了然。就管理層面來說，除

了能改善較耗時的工作流程外，

搭配各農地作物的產量圖表，呈

現農地生產歷程等，成功帶領傳

統農業逐步轉型邁向智慧農業。

產銷連結產銷連結 新鮮食材直送到府新鮮食材直送到府

在銷售智慧化上，由崇越科

技集團轉投資的安永鮮物水產，

獨家採用日本高科技細胞存活技

術（Cells Alive System），再配合

急速冷凍設備，完全鎖住食材的

營養，再輔以冷鏈物流低溫配送

機制，建立從產地到餐桌的一條

龍水產服務，把海鮮食材生鮮宅

配到府。

農業生技》結合生物科技  

用健康與美麗打開商機

近年來由於人們對於健康

的追求愈趨重視，結合生物科技

曾
經以農（農林漁牧）立國

的台灣，隨著工業的興

起，一級產業逐漸式微。直到近

年來，融合資通訊、生技與地球

永續等觀念興起，台灣農漁畜業

進而創造出具新競爭力的特色與

優質產品。台灣農業生機再現，

包括融入ICT技術的農業科技、

結合生物科技的農業生技、追求

綠色健康的永續水畜產，都促使

台灣一級農業，加速開啟成長的

第二曲線。

農業科技》融合ICT  

用智慧強化競爭力

談起台灣農業的再次崛起，

最早受到注意的是，融合台灣擅

長的資通訊科技所打造而成的智

慧農業。近年來相關應用如雨後

春筍般冒出，為台灣農業解決人

力不足、單位生產面積不夠等問

題，帶來相當助益，台灣農業科

技商機隨之興起。財團法人生物

技術開發中心ITIS計畫產業分析

師譚中岳表示，台灣業者紛紛運

用衛星資訊、空照影像、地理資

訊系統、農業資料庫及雲端運算

等，建立農業生產場域的自動化

與感知系統，進行環境即時監

控，達到精準生產。此外，在銷

售上也透過產銷整合，利用電商

平台直銷給終端消費者。

智慧生產智慧生產 省時省力又精準省時省力又精準

以生產智慧化為例，由資策

會創研所創新開發的「神農產銷
巨農有機農場等台灣重要農企業，透過智慧化生產管理，一改過去耗時的工作流程，便捷
記錄田間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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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農業生技，如火花般綻放，相

關商機於焉湧現。生技中心產

業資訊組ITIS計畫的資料顯示，

2015年我國農業生技產值即高

達96.4億元，2016年約達99.6億

新台幣。直至今年，我國政府已

將「生物經濟」列為未來發展重

點，農業生技在政策資源的注入

之下，更可展現新格局。此外，

輔以新南向政策的國際推廣，台

灣農業生技廠商也具備開拓全球

市場的利基。

具體而言，農業生技涵蓋三

大領域，分別為食品生技、特色

生技（如化妝品）及天然防蟲取

代化學農藥等。目前台灣在這些

領域都有許多亮點企業，其中不

乏已成功進軍國際的佼佼者。

農產品生技農產品生技 用健康贏得市場用健康贏得市場

揚大生技創辦人蔡福良因為

兒子罹患心血管疾病，以自身所

學專業釀造養生醋給小孩喝。蔡

福良指出，揚大生技的釀造技術

機與喜悅生技，前者以有機銀耳

創新研發各式各樣的健康飲品與

食品，後者則購買山上農地栽種

有機花椰菜，生產無毒健康食品

等，同樣在台灣逐漸站穩市場。

化妝品生技化妝品生技 主攻美麗商機主攻美麗商機

台灣美妝保養製造商逾一千

家，其中多數以代工為主，善用

生物科技將農產品用以生產具高

附加價值的化妝保養品，成為台

灣化妝保養廠商或貿易商，創新

經營的方向之一。其中不乏企業

成功轉型，成為品牌商。

去年，面膜銷售量近3億片

的森田生醫，原僅為代理日本藥

妝品的貿易商，後迎上生物科技

浪潮，於2010年投入創新研發，

發展出化妝保養產品，快速在國

內打開市場，並外銷到中國大

陸、東南亞各國，成為少數的台

灣化妝品品牌之一。

具有醫生背景的森田生醫

執行長周俊旭指出，森田藥妝在

創新研發之初，投入龐大資源但

進度不夠快。與大葉大學產學合

作後，森田生醫不斷推出創新商

品，在國內打開知名度，並逐漸

開啟海外市場。

天然防蟲天然防蟲 綠色農業追求地球永續綠色農業追求地球永續

不管是以生物科技創新食品

或化妝保養品，還是欲為農產品

本身提高附加價值，其農產品本

身具備最好品質成為必要條件。

因此在農業種植過程中，強調

無毒、無害，成為贏得市場的關

非市面上調和醋採用的添加複合

方式製造，而是遵循古法經過2

次發酵及釀造的生物轉換，生產

時間最短3個月、最長1年，因此

富含有機酸，有助人體健康。自

從開始釀造後，即受親朋好友的

歡迎，一開始從夜市擺攤銷售、

勤跑展銷會，終於2010年成立公

司，邁向企業化經營。

為推廣在地農產，揚大生

技養生醋的原料皆採用台灣特有

有機農產品，例如台東金峰鄉洛

神花、金崙鄉咖啡、台南梅嶺梅

子等農作物，生產洛神醋、梅子

醋、咖啡醋等加工食品。目前除

了已開設品牌門市外，2015年該

公司更在屏東買下3分田地，栽

種迷迭香，為未來生產相關醋食

品鋪路。與此同時，揚大生技也

在屏東建造新廠房，解決產品供

不應求的現況，其成功經營堪稱

我國食品農業生技的典範。

又或者，位於台中的萬生生

原代理日本藥妝品的貿易商森田生醫，看準生物科技新趨，自行投入創新研發，在成功站
穩國內市場的同時，進軍國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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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無毒農藥或天然防蟲的創新

產品，受到農業供應鏈上下游業

者高度重視，投入此領域進行創

新的業者，也大有人在。

創立於2014年的台灣神農社

會企業，技轉朝陽科技大學費洛

蒙中心創新研發的「生物誘導型

農藥取代劑」，陸續開發出16種

生物誘導型農藥取代劑，成功推

廣有機栽種，並切入馬來西亞的

無毒農藥市場。台灣神農社會企

業創辦人江竹翔指出，「生物誘

導型農藥取代劑」主要透過生物

科技技術，發展出性費洛蒙、食

物費洛蒙等可自然誘導害蟲的產

品，取代傳統農藥噴灑，成為發

展綠色農業的有效利器。

永續畜牧》

科技化養殖  提升競爭力

農業種植需要無毒有機農

藥，畜牧養殖亦致力追求永續環

保的養殖環境。目前這些創新產

品與具備科技化的養殖場所，都

已陸續在台灣推廣開來。

利用科技利用科技 打造循環養殖場打造循環養殖場

利用科技打造循環養殖場，

已成為台灣養殖業的趨勢，許多

具備規模與資金的業者，紛紛投

入這塊領域。

例如，台糖公司結合環保與

循環經濟的概念，規劃將東海豐

畜殖場改建成全台首座「養豬生

態暨農業循環教育園區」，預計

於2019年完工啟用，期能藉此讓

國內養豬事業結合地方生活與產

業，實現生生不息與共存共榮的

理想。

「東海豐改建案是『台糖養

豬事業2.0』提升計畫的起步，也

是台灣第一座以生物循環經濟概

念而規劃的養豬園區。」台糖公

司表示，東海豐畜殖場由傳統豬

舍蛻變為「密閉式負壓水濂式豬

舍」後，不僅可改善養豬異味，

清洗豬舍的用水量也從每頭豬每

日平均30公升降至5公升以下，減

少83%的用水量。

此外，東海豐也將興建全台

首座「共消化（Co-Digestion）」

厭氧發酵系統，協助處理附近豬

場的糞尿及農業廢棄物，透過密

閉式厭氧槽消化產生的沼氣進行

發電，經估算每日沼氣產量4,581

立方公尺，沼氣發電可達每日

9,600度。此外，豬糞尿經厭氧消

化後所產生的沼渣、沼液還可進

一步製成有機肥及液肥，施用於

農地以改善土壤質地，減少化學

肥料使用，將生質物（Biomass）

轉換成綠能，實現「豬糞尿變黃

金」的理想。

綜觀來看，台灣農林漁牧業

走過幾十年的頹勢，如今在科技

與綠色議題等新元素的融入後，

逐漸受到重視，台灣各界應持續

以ICT、生物科技與人文環保等既

有優勢，結合農畜牧業的專業知

識，打造具備競爭力的新農業，

搶攻全球商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