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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總統蒞場參觀及鼓勵 農糧署旗艦計畫團隊合影

2020台灣國際農業機械暨資材展-桃園

2020台灣國際農業機械暨資材展-桃園

「2020年台灣國際農業機械暨資材展-桃
園」於2020年10月17日至19日於高鐵桃園站
前廣場舉行，展覽場地逾10公頃，擁有寬廣空
間展示來自台灣及多個國家的各式農機設備。
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支持下，桃園市政
府、台灣農機工業同業公會共同舉辦，攤位逾
800個，堪稱全國最大規模的農機展之一。將
農機展與桃園城市行銷結合，桃園農業特色及
農產推廣發揮城市行銷概念帶動農業經濟，以
新研發農機展示、新型專業機種展示及周邊資
材商品展示，融合農業科技化、智慧化及現代
化。此外，農糧署旗鑑計畫成果發表會，也展
示30項科技農業計畫亮點成果。國際農機展3
天吸引40萬人次的參觀人潮，預估創造約5億
元之訂單效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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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事業更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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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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智慧農業機械觀摩研習(四)

．桃園區農業改良場副研究員	邱銀珍

9.	本次NARO參訪，還是要感謝最早聯繫之
長阪善禎博士，長阪善禎博士2015年12月
份受邀來台參加臺灣農學會聯合年會進行專
題演講，惟2016年4月份NARO改組時，長
阪善禎博士被派赴至離東京200公里外的東
北研究所(Tohoku	Agricultural	 Research	
Center,	 NARO)，由於長阪善禎博士個人
所做領域與農業機械相關，希望日後有機會
前去東北研究所拜會觀摩，相信會有更多收
穫。另建議應積極與NARO進行合作交流，
利用NARO優異之研究人才來源，適時舉辦
國際研討會，邀請相關專家與國內產官學人
員進行交流，以提升產業之競爭力。

10.	臺灣農村與日本在工商發達及人口生育率日
漸減少之際，面臨情況有很多共同的類似
點，而從此次之考察可以看到很多日本農業
機械研究開發之方向及種類，可供臺灣解決
目前面臨農村勞動力短缺之借鏡。另在人機
輔具上，臺灣可仿效日本從簡易輔具上先行
著力，以低成本的方式讓農民也可接受，解
決從農年齡高致作業時間受限的問題。

11.	棚架剪枝工作用之簡易人工輔具，是針對矮
株作物比如芒果、葡萄之管理及採收提供簡
單之輔具、本套設備可以引進供農果嘗試另
外一種克服人工短缺之機會。

12.	電動升降作業台車之功能，基於人因工程製
作可自動調整水平，前輪轉向後輪驅動，3

段式行走速度，採用油壓升降設備用於維持
平衡外，該機台在沒有載重時，前後左右可
達30度角傾斜，而載重65 Kg時可以有15度
的傾斜，同時具有一逃生梯設備，該機台適
用於高架水果之採收及管理，對本省諸如龍
眼等高株水果之收穫管理可提供一個新的作
業設備。

13.	有關農業機械檢定制度部分，臺灣農機除了
進行性能測定之外，建議參考日本作法考慮
逐年將安全性評鑒、省能等項目加入，以提
升臺灣農機整體之品質。

14.	日本產茶區與臺灣相似，多分佈於丘陵地推
動機械化不易，且都面臨農業缺工問題，日
本推動種植、管理及採摘機械化面積約達
90%，且多採用乘坐式機械，臺灣為採收缺
工問題，目前刻推動機采及研議相關措施，
建議應深入探討其中差異。

15.	有關葉菜採收機開發產制情形，經本次實際
參訪靜岡縣掛川市落合刃物工業株式會社之
後，知道該公司僅有汽油引擎式之機型，而
引擎全數系外購，公司內之研發重點在於刀
片改良。葉菜類採收機在歐盟國家之荷蘭大
型溫室內雖也有採用，但仍是以引擎驅動，
相較於國內目前進行中的研究計畫採用電動
方式，國內此方面開發較日本快一步。臺灣
因應簡易溫室葉菜採收，建議電動式採收機
械仍可長期投入研發資源。

16.	其餘葉菜類採收機雖然日本有，但多為結球
葉菜類專用。本次參訪比較特殊的就是落花
生採收機，國內機型的構想多為履帶式專用
機，但NARO居然利用傳統馬鈴薯、甘藷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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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7	植物工廠內番茄種植圖

圖49	無線搖控插秧機田間作業

圖48	各種碳氫化合物

圖50	無線搖控水稻聯合收獲機

圖51	雙行移植機

圖53	已商品化之蔬菜植植機

圖55	蔥移植機示意圖 圖56	青蔥移植機示意圖

圖57	人工作業輔助機具-1 圖58	人工作業輔助機具-2 圖59	人工作業輔助機具-3

圖52	雙行移植機

圖54	播種機用種子帶

樹薯用之採收機來加以改良。此外，靜電噴
頭及噴藥設備方面，剛好2016年7月底本會
防檢局計畫工作小組會議時有提及，因此這
部分相關資料可做為該項計畫之參考。

17.	日本農機產業多以外銷為目標，為達生產供
貨品質標準，塑造品牌形象及價值，永續
經營，公司除設行銷部門外，另有開發(設
計繪圖)、測試、品管、加工及組立等相關
部門，以建立模組化產品、標準化零件及自
動化生產，降低生產成本，提升國際競爭
力，並持續精進產品功能與因應市場需求，
其中開發及測試等二項能力，建議得納入
未來輔導國內農機業者外銷之評估指標。
另OCHIAI廠內自動化生產流程，可提升產
能、穩定品質及降低成本等，包括三軸同步
加工機、CNC衝床、剪床、多軸加工機、
機械手臂焊接及大、小型組立線(應產品大
小、數量不同需求)等，亦值得國內農機業
者生產參考。

18.	根據這次的參訪瞭解，日本農業機械產業在
產官學的合作上有慎密的分工，政府及產業
投入研發經費，研究單位主要進行新型機具
及軟體(如控制系統)的開發，產業界多自主
進行硬體的改良，改良之機具再與研究單位
合作進行測試，且合作期限也依需要而分期
別，一整系列的研究過程分別設定完成的期
限及目標，使未來成果得以落實，相關合作
模式值得國內學習。此外，針對國內研究合
作方式有以下之建議：由於臺灣從事農業機
械研究的單位及人力並不是太多，反而顯的
有些不足，如果在無法另行增加人力配置之
情況下，為配合現時之產業分佈及技術之考
慮下，除了科專計畫外之科技計畫，建議讓
各研究單合作共同執行，打破各改良場所目
前農機不跨區合作之現有方式，由於農機研
發後將是應用在臺灣各地,而不是只推廣在某
一改良場之區域內，需要在各個地方進行多
次之合作，且可利用此方式讓研究之合作更

有效率，成果更易符合農友的需求。
19.	臺灣農業目前急需引進售價較低、省工省力

之農業機械，此次看到一些小型農機具有引
進使用之潛力，例如：青蔥移植機、果園輔
助工具、高機動型果樹用高作業平臺、靜電
噴藥機等。

20.	本次參訪在瞭解日本最新資訊並建立互動管
道，提升農業機械及智慧農業4.0跨國合作
之機會，促進我國農業產業融入國際產業社
群亦有所幫助，以及掌握國際發展動態具正
面效益，建議本會應持續派員參與。

本文改寫自「2016日本智慧農業機械觀
摩研習團」出國報告。考察時間：2016年9
月26日至10月1日，團隊成員包括桃園區農
業改良場邱銀珍副研究員、
農糧署許健興視察、農試所
徐武煥助理研究員、農委會
楊舒涵技正及台灣大學生機
系葉仲基教授。（代表作
者邱銀珍之聯絡電話：03-
4768216轉340，E-mail：
yjchiou@tydais.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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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訊

中華農業機械學會109年年會 
暨慶祝成立30週年會員大會

中華農業機械學會109年年會暨慶祝成立
30週年會員大會(第十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於
2020年11月26日(星期四)在嘉義大學生物機電
系舉行，由理事長邱奕志教授主持。本次年會
剛好也是農機學會成立30週年紀念，日本農業
食料工學會(Japanese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and	 Food	 Engineers,	 JSAM)
理事長	Naoshi	 Kondo	教授寄來祝賀詞及
祝賀紀念牌，韓國農機學會(Korean	 Society	
for	Agricultural	Machinery,	KSAM)	理事
長	Yong	Hyeon	Kim	教授也寄來祝賀詞，
以示祝賀之意。當天日、韓兩位理事長也以視
訊會議的方式，參加我們的開幕式，友誼彌足
珍貴。農機學會歷屆理事長盧福明(第五、六
屆)、謝欽城(第七、八屆)、陳世銘(第九、十
屆)、雷鵬魁(第十三、十四屆)也上台分享回顧
農機學會的歷史，資訊珍貴，並收存在本次的
大會手冊。大會也播放精心製作的農機學會成
立30週年回顧影片。另外，大會邀請臺南區農
業改良場鄭榮瑞前場長作專題演講：「從傳統
農耕到精緻栽培看農機發展」。最後的頒獎，
除了一般例常的獎項外，中華農業機械學會頒
發農機終身成就獎給陳俊明教授，以感謝陳教

←生機學會致頒	
嘉義大學生機系	
洪敏勝主任(右)	
感謝獎牌

農機學會成立30週年視訊會議

授對農機領域持續不懈的貢獻。大會頒發之各
項獎項如下：	
農機終身成就獎：陳俊明
農機學術成就獎：周楚洋
農機教育成就獎：萬一怒
農機推廣成就獎：黃俊欽
農機技術成就獎：張金元
農機事業成就獎：黃亦仁、張茂坤
農機優良農業基層人員獎：林子傑

臺灣生物機電學會 109 年年會

臺灣生物機電學會109年年會於2020年11
月26日(星期四)在嘉義大學生物機電系舉行，
由理事長洪滉祐教授主持。本次研討會邀請台
糖公司加拿大卑詩分公司林峰吉前總經理作專
題演講：「台灣蔗作農機發展史」。會中頒發
之各項獎項如下：
優良基層人員獎：黃文祿
學術成就獎：艾群、邱奕志
事業成就獎：上舜貿易(股)公司--蔡昌榮

中華農業機械學會第十六屆 
理事長暨理監事出爐

中華農業機械學會於2020年11月26日召
開會員大會時舉辦第十六屆理監事選舉，並於
2021年1月11日召開的理監事聯席會議，選舉
新任常務理事、常務監事與理事長，當選名單
及秘書長名單如下：
理　事：邱奕志(理事長)、陳世銘(常務理事)
　　　　洪滉祐(常務理事)、江昭皚(常務理事)
　　　　謝廣文(常務理事)、楊智凱、葉仲基
　　　　林正亮、盛中德、王豐政、吳剛智
　　　　林連雄、鍾瑞永、洪敏勝、方　煒
監　事：連振昌(常務監事)、李允中、鄭榮貴
秘書長：吳剛智

↑陳俊明教授	
(右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