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國際農業機械暨資材展

2017年第十二屆國際農業機械暨資材展於

2017年10月28日至30日在雲林縣虎尾高鐵特

定區(建成路與學府西路交叉處)盛大舉辦，在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支持下，台灣區農機

工業同業公會以及雲林縣政府共同主辦，已經

連續舉辦了12年，成果豐碩，今年共有396家

農機及資材廠商參展，展出攤位達千攤以上，

加上高鐵通車雲林(虎尾)站就近在咫尺，交通

更方便，也帶來更多參觀的人潮。國際農機展

3天創造43萬觀展人次，現場交易金額逾3億

元。台灣農業機械暨資材展是台灣最有規模、

最專業的農業技術展，已成為一個例行的農業

機械觀摩交流活動，這都是農機公會全體會員

及農機界所有同仁多年努力的成果。農業機械

暨資材展提供大家彼此交流學習的機會，經驗

分享，以圖事業更進一步的發展。走向國際市

場，使我們有比過去有更寬廣的空間，以及掌

握更多更佳的維度。熱切期待學術與產業能更

緊密結合，使研發成果可以更進一步落實於產

業；而產業界的需求與支持能激勵學術的精進

(文轉第四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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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創新。總之，大家攜手合作，使台灣農業機

械化更上一層樓，邁向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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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家禽產業序列報導】

越南鴨禽產業參訪記實--南越地區(續)

．國立台灣大學 動物科學技術學系 魏恒巍 

．國立台灣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陳世銘

(七) 拜訪鴨蛋商
離開蛋鴨場後，回程時去拜訪當地的鴨蛋

盤商，其每日收購附近農場的鴨蛋，在自宅的
後院將所收回之鴨蛋加以人工清洗，再以人工
依蛋重分級，並將每日所收得之蛋數，回報給
在胡志明市由大盤商所組成的公會，並由公會
給予報價。由於消費者喜歡大蛋，大蛋的售價
也較高，鴨農們也喜歡飼養能產大蛋的鴨隻。

由於該盤商本身也兼賣飼料，因此當地之蛋鴨
農對其依賴甚深。

(八) 參訪肉鴨電宰場
本次參訪隆安省之肉鴨電宰場，其設備

與我國類似，但有兩處不同：一是鴨隻由運輸
帶過放血槽後，新鮮之鴨血由槽底之排水管流
出，以裝有粗鹽之大碗公承接，送至後側加工
區加熱煮熟，再浸入冷水中冷卻，即可送至市
場販售。再者是鴨隻進行燙毛與機械脫毛後，
不再以蠟或松脂脫針羽細毛，而是以人工在水
槽拔毛。經詢問老闆，表示以人工脫針羽細毛
較為乾淨。

(九) 拜訪越南農業暨農村發展部畜牧局

圖15 種鴨場入口處之車輛底盤消毒池

圖18 種鴨場被啄羽之鴨隻

圖16 種鴨場環控鴨舍內部之產蛋區

圖19 拜訪種蛋孵化場

圖17 種鴨場環控鴨舍之內部，左側為飲水區

圖20  種蛋孵化場之
 孵化器

圖21  種蛋孵化場之孵化
 器靠人力翻蛋

農機展圖片 

下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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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圖26、圖27　蛋 鴨 場

圖28、圖29、圖30　蛋 鴨 場

圖31、圖32　蛋 鴨 場

圖34、圖35、圖36　拜訪肉鴨電宰場

圖37、圖38　拜訪肉鴨電宰場

圖24 蛋鴨場

圖33  拜訪肉鴨電宰場

圖39 傳統市場生鮮鴨蛋分級計價

圖22  種蛋孵化場人力
 灑水涼蛋

圖23  種蛋孵化場雛鴨
 性別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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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畜牧局　　　 局長與相關官員接待，
並簡報該國養鴨產業現況與未來發展目標，會
中討論兩國在家禽產業合作相關議題，包含種
鴨及生產資材輸出越南相關規定，並進行意見
交流，　　　 局長對進口我國菜鴨表達強烈
意願，並表示倘若我國有意輸出，可加速相關
辦理流程。依2014年的統計顯示，越南鴨隻在
養量約6,840萬隻，世界排名第二，然而其鴨
肉及鴨蛋產量，世界排名第十，鴨肉年產量為
14.9萬噸(占禽肉總產量25%)，鴨蛋年產量36
億顆(占禽蛋總產量43.5%)。該國發生禽流感
後，鹹蛋出口量由2010年3,416萬顆減為2014
年的2,713萬顆，降幅達20.6%，而2015年上
半年鹹蛋出口量又較2014年同期減少14%。
本次會面係透過前農業暨農村發展部官員An
女士接洽，An女士退休後任職於AG World 
Int'l公司，該公司為世界級育種公司，提供六
大洲91個國家之動物種源。An女士表示若我國
有意輸出種鴨至越南，可透過該公司引進越南。

(十) 拜訪胡志明農林大學
由胡志明農林大學副校長 Dr. Duong 

Duy Dong與該校國際事務辦公室主任Dr. 
Nguyen Ngoc Thuy率相關同仁接待，雙方
除交流養鴨產業相關意見，並期能進一步與我
國之國立台灣大學進行國際學術交流合作。
Dr. Duong Duy Dong並為我們介紹越南鴨隻
品種：肉鴨品種以STAR 53、Super Meat(全
稱Cherry Valley Super Meat Duck，以下
簡稱SM)及農業鴨為主，農業鴨係越南本地
種與Super Meat雜交而成，肉質較有韌性、
油脂少，最受越南國人喜愛，但增重慢，飼
養期較長，市占率約60%；SM增重快、可放
養，60日齡即可上市，重量達3.5kg，市占率
約24%，惟SM肉質軟、油脂多，較不受越南
國人喜愛；STAR 53飼養日齡更短，且肉質
優於SM、油脂較少，市場價格亦優於SM，自
推出後已逐漸取代SM，目前市占率約16%。
在蛋鴨方面，南越之品種為 (年產蛋
270~28 0顆，蛋重65~70g )，北越則以 

(年產蛋220~240顆，蛋重80g)為主。
該國蛋種鴨之選育方式類似我國土雞，經營蛋
種鴨場之農民會挑選產蛋性能較佳的鴨隻配
種。Dr. Duong Duy Dong證實了當地人所稱
的中國菜鴨，實為我國之菜鴨，乃由台商自民
間偷偷輸入。

三、心得建議

(一) 非常感謝越南大成集團ANT公司細心安排
行程並全程陪同參訪，方能在這麼短的時
間內，參訪越南肉鴨及蛋鴨完整產業鏈，
並進行官學交流。深刻體認到，臺商在僑
居國的實力，實為台灣國力之延伸，政府
應該好好珍惜臺商，作臺商堅強的後盾！

(二) 因應禽流感疫情，我國全面推動以非開放

式禽舍飼養家禽，雖然國內養鴨業者質疑
室內飼養品質不佳，但Star 53之種鴨(PS
代)在越南以水簾禽舍室內旱養之效果很
好，其模式亦可做為我國推動水禽室內飼
養之參考。Star 53商業四品系雜交之肉鴨
生長效率媲美白肉雞，建議引進該品種由
畜試所宜蘭分所進行返祖選拔，建立生長
快速且速羽之族群，藉以改良國內改鴨之
品質。

(三) 越南養鴨產業整體飼養管理、繁殖技術、
設施設備及生產效率相對落後於我國甚
多，例如該國以水簾禽舍室內旱養並未使
用高床，我國可進行水簾鴨舍之設計研
究，以模組化之方式，設計水簾鴨舍的母
體，再就不同鴨種，規劃內部設施，因應
蛋鴨、種鴨、肉鴨之需求，未來以整場輸
出做為生產資材輸出之模式。

(四) 越南其實有不少農作副產品可供作鴨隻飼
料原料之用。越南飼料第一大廠即善於運
用這些原料來調配鴨飼料，降低成本來搶
市佔率。因此我國在開發外銷越南之雜交
商業品系，在建立飼養管理手冊時，應進
行飼料配方之開發，檢測該國農業副產品
充當飼料原料時，對我國外銷商品代蛋鴨
產蛋表現之影響，使其更具有競爭力。

(五) 越南對引進我國菜鴨具高度意願，且該國
生鮮鴨蛋之計價乃採分級包裝，鑒於越南
目前蛋鴨產業配種型態與我國土雞類似，
建議我國官方應建立良好之品系雜交模
式，利用品系雜交來供應商用品系。換言
之，即以畜產試驗所宜蘭分所兩種純品系
菜鴨雜交，再與該所帶有菜鴨與北京鴨經
選拔後固定之改鴨品系進行三品系雜交，
生產我國蛋鴨外銷之商品代，且該商品代
只提供雌性雛鴨外銷越南，以保障菜鴨優
良種原留存於我國，不被國外複製，以期
能長期穩定出口商品代之菜鴨。
本文改寫自「開發蛋鴨及生產資材輸出

東南亞國家之國際合作--越南篇之報告」之考
察報告。考察時間：2015年9月7日至11日，
團隊成員包括台灣大學：魏恒巍副教授、陳
世銘教授，農委會：董曣棋技正。（作者魏
恒巍之聯絡電話：02-33664154，E-mail：
hwwei@ntu.edu.tw；陳世銘之聯絡電話：02-
33665350，E-mail：schen@ntu.edu.tw）

魏  恒  巍 陳  世  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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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訊

農畜產品品質非破壞性檢測技術 
第十三屆國際學術研討會

於果園中蘋果之偵測、定位與品質檢測：機會
與挑戰」、「種子與穀物處理之色彩選別與高
速影像計數」、「農業生產作物管理之遠端與
非破壞性監測」、「山竹與榴槤內部品質非破
壞檢測技術之研發」、「以光譜模式預測蝴蝶
蘭之開花品質」、「應用表面增強拉曼光譜

於茶種類及產地之
判別分析研究」、
「紅外線感測與頻
率反射感測於農業
應用」和「智慧環
境經營之創新監控
技術」。舉辦本研
討會的目的為促進
國內產官學界積極
參與農畜漁產品品
質檢測技術與系統
之研究與開發，並
提供農機與生機在
此領域之國際交流
平台與機會。

研討會部份與會人員合影

本屆研討會由本中心、台灣大學生物產
業機電工程學系共同主辦，大會於2017年11
月7日在國立台灣大學第二學生活動中心B1柏
拉圖廳順利舉辦完成，會場熱烈。國外的講者
包括 美國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的
Associate Prof. Manoj Karkee、美國Iowa 
State University 的Dr. Yuh-Yuan Shyy、
美國North Dakota State University 的Prof. 
Sreekala Bajwa、泰國Kasetsart University的
Associate Prof. Anupun Terdwongworakul。
國內的講者包括台灣大學的陳世銘教授、陳世
芳助理教授、中興大學的蔡燿全助理教授、以
及逢甲大學的周天穎教授。本次大會共發表8
篇論文，論文題目依序如下：「應用機器視覺

吳佳迪廸博士 於2017年11月
1日就任臺北市職能發展學
院資通訊群組組長職務。吳
博士為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
業機電工程學系碩士及博
士，目前任教於臺北市職能
發展學院資通訊群組，並兼
任文化大學資工系助理教授職務。吳博士曾
榮獲宜蘭縣社會優秀青年、國際專利發明競
賽等多項獎項，亦曾指導我國技能競賽國手
參加國際技能競賽榮獲銀牌。近年主要從事
ICT產業職能培育及開發，培育專技人力投
入國內FTTH建設，並積極參與學術研究及
專利研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