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農機發展策略共識營之紀實(四)

． 本  中  心

2.12. 農業機械研發成果整合會議紀要
共識營會議第二天，農業試驗所農業工程

組楊智凱組長分享「農業機械研發成果整合會
議紀要」，內容關於去年10月推動農業機械研
發成果整合會議之農業機械研發策略報告案，
以及農業機械研發整合及運作產官學意見交
流。
(1)	農業機械研發之現在與未來

農業的缺工問題目前仍然存在，透過智
慧農機、人機輔具是目前需著手進行的研發方
向，產業方面則需朝向電動農機具發展。我國
農業機械產業所面臨的問題諸如，廠商規模

小、資本額不大、自主研發投入少、製造產品
的品項少等，且開發以小型機械為主，甚少大
型與智能農機研製 (如插秧機、聯合收穫機、
曳引機等)，另缺乏機電人員，維修人員流動
率大，缺少拓展國外市場能量，面臨大陸農機
低價競爭等各項經營的困境。農產業就應用面
提出殷切需求，惟產業主管部會對農機產業發
展缺乏積極性。民國106年經由智慧農業、旗
艦計畫等研究經費挹注，約有2億元水準，實
施於廣義之農業機械範疇，包含環控與IoT資
通訊。110年也有近2億元之農業科技計畫經費
之投注，足見我國農政十分重視農業機械之科
技化發展。從110年度92項科技計畫關鍵字，
可發現未來著眼之趨勢於1.機電、感測與監
測、決策等系統整合；2.採收、分級選別、包
裝、加工面。

																								(文轉第四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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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第一頁)

(2)	農業機械科技研發所需面對的國際趨勢
如溫室氣體淨零排放、數位經濟、共享經

濟等倡議，以產銷一貫化機械作業之整體性思
考，優先補強關鍵缺口，提出合宜之商業模式
進行推廣，翻轉產業傳統機械化作業模式。尋
求跨域合作，如機關內各部門，農機、栽培、
植保等。以及跨部會合作契機如農機、汽車零
組件、能源元件產業等。在公部門與私人企業
(產業界)之間，與農機、設備業者建立可長時
間合作與資源分享之模式，達到公私部門合作
雙贏之效益，並建立農業機械研發推廣整合服
務體系，發展農機共享模式，加速新型農機之
推廣，以提高農機利用效率，增設線上資料庫
供官、學、研單位即時查詢。
(3)	我國農業機械研發與教育人才現況之調查

經由民國110年10月的調查，未來5-10
年須面對農機(生機)教學研究大量屆齡退休人
數，在大學院校達25 (5年內)-43(10年) 位；
各農業改良場2 (5年內)-9(10年) 位。各大學院
校於5年內面臨一波退休，農機研究傳承與接
棒問題已浮現。各農業改良場，農機研發專責
人員不足，任務型業務繁重，無法負荷已經積
累很久。我國大部分農業機械產業難以提供職
場發展願景，且工作環境難以吸引年輕人。學
校教育方面，目前5所大學皆已將原農業機械
工程學系改為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或是生物
機電工程學系，加上近年學校教育偏重電子生
物資訊之教學，農機設計、製作之時數相對減
少，研究生偏重單一技術之研究。又因我國產
業規模不大，長期缺乏分析整體問題、規劃系
統性解決方案之訓練，因此農機產業所需之整
合開發人員十分缺乏。未來建議朝向調整訓練
方式，透過產業專班之實施，適時提供獎金方
式辦理，連結研究所與產業實作，調整產業輔
導方式，並提升農機產業軟硬體進化，期能改
善農業機械研發教育及人才培育之現況。
(4)	我國農業機械產業的機會點

整理目前國內農機產業的機會點如下：
1.歐美近年有小型與電動農機需求，恰給臺灣
農機廠商有外銷機會。2.東南亞地區持續需求
為搬運車、施藥機及中耕機等中型農機與農機
零組件。3.共用農機(農機租賃)觀念有助於廠
商生產高品質農機及增加農機利用率。綜上所
述，農機產業界應進一步系統性盤點產業升級
缺口，提出研發需求目標。學研單位支援產業
界技術、輔導科專計畫。
(5)	各項問題之解決方案

提升研發量能方面可從下列方向著手，
策略面從成立農機研發專案小組，規劃發展策
略，引進取代、新技術導入、投入研發(開發
順序與投入規模之決定)，評估技術應用潛力
與產業效益，整體由研提大型綱要計畫進行規
劃。技術面方面，從共通性零組件標準化研

發，建立精準農機系統，研發電動農機具關鍵
技術，研發一二級加工機械等方面努力。人才
培育方面，協助規劃建置產業菁英訓練基地與
產業共構實務導向課程及資源共享機制，培養
學生專業實作能力，畢業後順利就業。投入教
學設備與課程規劃之建議。共同討論與規劃研
發及教育人力補缺之建議內容提出。產業技
術提升方面，發展農機UBER租賃平台相關技
術，檢視業界科專計畫，建立參與式研發合作
模式，輔導「農業機械耕作服務協會」，強化
服務效能，結合新南向需求發展農機具。

農機研發專案小組之組成，包含各試驗改
良場所(農漁牧之農機、系統與作物專家)，農
委會科技處，漁業署，畜牧處，農糧署，學研
界，經濟部工業局，農機公協會與產業界，產
官學研的跨領域委員，共計約30人。技術群
組包含，儲運加工處理(含廢棄物處理)機械群
組及產業生產(含設施)機械群組。策略群組為
研發需求與產業發展群組。建議產業主管機關
可與學研單位及機械業
者組成類似SIG (Special	
Interest	 Group) 之研發
團隊，彙整相關政策、商
業模式、技術發展等多面
向產業需求，提出可合作
之研發團隊，相互運用之
技術領域及共同開發專案
等具體作法，以聚焦政策
上迫切需要解決之產業課
題。圖34照片講者為楊智
凱研究員兼組長。

三、公民咖啡館-農機發展策略 
共識凝聚

共識營第二天第二階段，將所有與會專家
分組，以公民咖啡策略工作坊增進交流契機，
促進跨域思考，由各組 (桌) 成員提出觀點與想
法，再條列歸納使共識凝聚，由各組桌長向各
位與會者報告 (圖35-48)。分組討論主題分別
為1.農機修法方向(第一組)，2.農機開發重點
(第二組)，3.農機成果亮點產業化應用 (第三
組)。各組所凝聚討論彙整如下，彙整之資料
來源由台灣農業科技資源運籌管理學會提供。

3.1. 農機修法方向
桌長為農糧署林祐群視察，經與會成員討

論再增進條列國內現有農機相關法規：
1.	農機發展條例 (第28、29條文)
2.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2條、8條、

8-3條及施行細則16-1條
3.	農業用油及漁業用油轉讓或移作他用補徵營

業稅作業須知
4.	農業機械使用證管理作業規範
5.	農耕用機器設備及農地搬運車使用免徵營業

圖34	 講者為農業試驗所農業工程組
楊智凱研究員兼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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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燃料用油作業須知
6.	農地搬運車規格範圍
7.	農機性能測定要點
8.	農機貸款要點
9.	農漁機申請列為貸款牌型作業需知
10.	貨物稅條例
11.	海關進口稅則第84章增註
(1)	關於農業機械“安全鑑測”及“性能測定”

建議於農發條例第二十八條法規修訂，
將農機的“安全”及“性能測定”分開獨立訂
定專門辦法，形成互補關係。關於農機安全標
準牽涉幅度與細則內容較廣，例如涵蓋性能安
全或道路安全，建議後續組成專門小組進行討
論。建議可參考日本的法規如，1.農機產品上
市前進行“安全檢查”，上市後檢驗為“事
後調查	”。由	農	研	機	構NARO的農機研
究所進行“安全檢查”。2.以NARO所定法規
為依據，參用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OECD)、
ASABE規範之測試方法與標準，以及《農業
機械通用性能試驗實施條例》之規定進行安全
鑑測。
(2)	農業機械性能測定之修訂建議

以區檢中心架構概念規劃可執行測定之
單位。1.測定單位不侷限單一專責單位(農試
所)，納入具合格標準檢定規格之其他單位，
如試驗改良場所、相關大專院校，提供性能檢
定之服務。2.納入驗證制度，成立專責認證單
位，針對可提供性能檢定之單位如試驗改良場
所、相關大專院校、公私法人單位等進行資格
認定，通過資格認證者，即可提供農機性能檢
定服務，降低原先單一專責單位負擔，提升性
能檢定量能。3.可進行性能檢定之公私法人單
位，需侷限可檢定項目。
(3)	教育推廣與管理之修訂建議

教育訓練方面建議增修，1.農機教育訓練
工作得委由相關大專院校、適當之財團法人或
民間團體辦理，加強農機公費生的辦理。目前
已知有國立嘉義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
屏東科技大學等校有農業機械研訓中心可以提
供服務。2.推動農業機械之研發人才培育、安
全使用訓練、核發證照。教育訓練課程包含項
目：操作基本原理、操作安全、維護保養；專
用大型農機、無人 (飛行) 載具等，且需要訂立
訓練時數以及定期回訓制度(建議後續再與相
關部會討論)。3.各區農業改良場、農漁畜試驗
所、農民學院與農會、農機訓練中心，農業機
械製造供應商、企業團體、財團法人與機構組
織，可依據主管機關相關規定支援培訓師資。

推廣方面之修訂，建議農機推廣及教育
訓練工作設置專責機構，如學會、學校。中央
主管機關應輔導農機團體辦理相關展售活動，
強化參與國際農機觀摩展售會。中央主管機關
應盤點現行農機使用效益，並據此研擬相關貸
款及補助措施。針對經節能減碳效益檢定之農

機，可擬定優先補助或額外提供補助措施。
農機使用管理方面之修訂，成立使用管理

的專責單位 (農糧署及各地區公所)，負責農機
使用證之發放。農業機械範疇須納入農業、漁
業、畜業、林業所使用之農機。農業機械使用
證應定期查核，以類似汽車檢驗定期檢驗之模
式辦理。

3.2. 農機開發重點
桌長為本中心邱銀珍研究員。由於國內大

型農機具多由歐美日購買進來，因此研發重點
在小型農機，或是針對進口小型農機做適地調
整。農委會自民國111年起投注92億元，透過
4年期「農糧產業省工機械化及設備現代化」
計畫，解決因地區特性 (含作物種類、地形地
貌、耕種習慣等) 產生之農業機械化需求，以
四個主軸為開發標的。
(1)	農機共用底盤開發

先建立規格化，並盤點作物株距，以利
後續農機開發，例如可以先從各區農業改良場
以及學校先盤點研究資料，提供主要作物的主
流栽培模式 (行距/畦株數等，舉例如高麗菜單
畦單行種植)，再提供給農政單位，彙整出建
議規格。如下述，1.底盤框架統一規格化，制
訂相關協定 (作物行距/高低底盤/行進速度/負
載量/輪履帶/乾濕田/回轉半徑/使用時間)，由
主管機關與農機公會向農機業者協調。再依底
盤規格，調整各作物的栽培模式，完成後進行
示範活動與展示會。2.以市場誘因說服農機業
者，從市場導向來思考底盤規格化 (2~3種共同
規格)，無圖利特定廠商疑慮 (底盤開發需與廠
商利益共享，才能永續發展)。3.蔬菜類種植行
距南北差異大，以規模大者列為主流需求來開
發底盤公版，再逐步說服非主流栽培模式調整
成統一規格。4.底盤統一規格將依據作物別之
功能需求確認，再決定使用燃油或電池動力，
再制訂各作物試用規格。5.建議先從小型農機
開發，開發難度低，可先成立農機共用底盤開
發平台，與產業結盟，聚集有意願開發單位，
探詢專責零件的廠商，慢慢扶植具有共識的廠
商，逐漸壯大具有合適規範統一規格的市場。
6.設施溫室方面已有6+3規範，可參考設施之
規範概念，來設計設施內之農機共通規格，安
全性可參考國外標準如ASABE/ISO/UL，但
現階段國內農機廠商對於國際安規仍然模糊較
無概念。
(2)	電動農機共用曳引母機開發

目前於田間使用的電動農機市場需求性，
可委由各區農業改良場或學校進一步評估，除
了有意願的廠商，仍需依賴政府額外提高協助
與支持。初期先以設施及溫網室、施肥用藥的
精準農業農機為研發標的，未來可再朝油電低
碳發展。將電動農機列為優先補助或提供較高
補助額。電動農機的電池與馬達規格可參用國
際標準IEEE、UL，與國內電檢局標準，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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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主要仍為進口，研發優先序較低，國內研
發方向則以插秧機、負掛式除草機具、搬運裝
置等共用載具為優先開發需求方向。
(3)	考慮碳排標準之低碳排放農機開發

建議由各區農業改良場及學校單位進行，
包含1.設立低碳排標章，檢定農機能源利用效
率層級。2.低碳排的乾燥機/燃糠爐，在燃燒上
採低氧燃燒(熱裂解)，取部分熱源，剩餘燃料
/炭化稻殼(生物炭)可回到田間增加碳匯。3.大
型燃(柴)油機種(曳引機、搬運車等)應加裝觸媒
轉換器，以補助方式或納入法規內，促進業界
採用，以減少排碳。4.農產品乾燥以溫室形式
採日曬方式，可提高衛生安全保存風味，並減
少乾燥用燃油或電力之碳排。5.物質循環上可
開發農業剩餘資材再利用農機，如粉碎機等。
(4)	安全裝置農機開發

安全產品生產之則與農機生產廠商有關，
建議將安全裝置納入法規與補助限制，或納
入性能測定中。條列如下，1.夜間作業反光警
告標誌。2.農機加裝作業時人物感測元件、碰
撞警示音及倒車警示音 (建議列入性能測定)。
3.耕耘機與曳引機建議設置翻覆，以及倒退時
有刀片動力源切斷裝置。4.將農機需符合安全
規範設計之規定，建議從法規訂定來要求。
5.不管大小型農機之操作上，皆需要設置 (主
動型）動力源緊急停止裝置，且應設置在操作
人員旁有簡易觸碰鈕 (建議可列入補助標準規
定內)。6.建議設置如，雙手必須扶在把手上的
安全簧片抵制裝置 (被動)，才能持續作動，一
但單手離開把手立即停止，避免危險。7.底盤
架構需熱處理強化、確認焊接方式，提高載重
與安全係數 (建議列入性能測定)。

3.3. 農機成果亮點產業應用化
桌長為李汪盛課長。以目前各區農業改

良場以及試驗所，在兩日共識營簡報所提出之
專業型示範場域所展示之農機，由產官學界專
家學者討論如何加強亮點呈現。因為各區農業
改良場計畫眾多，業務量已十分龐大，建議盡
量讓國內具農業背景，五所國立大學有機會參
與。新進教師若有意願投入農機研發，宜優先
考慮與該校合作。研提方式以農再計畫為主，
學校補助90%，各區農業改良場100%，農友
50%。以示範場域為主，包含冷鏈之前的生產
加工作業。以下就各區農業改良場舉例之目標
作物需再強化之處各別敘述。
(1)	桃園區農業改良場舉例之目標作物與需強

化之農機
「設施葉菜」需強化之農機為，曳引機、

播種機、育苗設備、綠化設備、搬運設備、噴
藥機、設施中耕管理作業機、肥料撒布機、蔬
菜清洗機、預冷設備、冷藏室、包裝機、光積
值灌溉系統、無線通訊感測系統等。移植機構
需再優化，排列型葉菜收穫機需再開發，專用
型葉菜收穫機需再開發、智慧型灌溉控制系統

需再優化。
「甘藷」需強化之農機為，曳引機、曳

引機附掛施肥機、曳引機附掛作畦器、甘藷扦
插機、甘藷翻蔓機、曳引機附掛中耕施肥培土
裝置、曳引機附掛去藤採收機、甘藷清洗機、
冷藏室。需開發甘藷撿拾及搬運系統、甘藷蟻
象辨識系統。「仙草」需強化之農機為，曳引
機、曳引機附掛施肥機、曳引機附掛作畦器、
噴藥機、塑膠布鋪布機、仙草種植機、雙人手
提採收機、乾燥機、乾燥裝置等。需研發人工
光源育苗設備、仙草切斷機、仙草清洗機、仙
草揉捻機、壓包機、分級機。
(2)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舉例之目標作物與需強

化之農機
「文旦」缺滾輪皮帶擋板式輸送設備、秤

重皮帶輸送設備、瀝水式輸送設備、連續式分
切設備。「有機大豆」缺輔助駕駛系統、定量
包裝機。
(3)	臺東區農業改良場舉例之目標作物與需強

化之農機
「鳳梨釋迦」產業可再強化之應用推廣

與開發之機具為，乘坐式割草機、噴藥機、電
動修枝剪、枝條粉碎機、噴灌系統、環境感測
系統、收穫輔助機械。集裝場之果籃提升機、
分級機、自動打包機、鳳梨釋迦粉介殼蟲清除
機、鳳梨釋迦粉介殼蟲影像辨識系統。初級加
工之削皮、去心、切片、去籽、IQF等機械。
(4)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舉例之目標作物與需強

化之農機
「蘭花-文心蘭」產業仍缺乏省工機具與

前瞻型機械之開發，如花卉切梗包裝機、花卉
苗影像辨識挑選裝置，協助產業栽培省工。成
果機具亦須積極導入中部地區重要外銷產銷
班，如后里區、新社區、仁愛鄉等大宗花卉產
區。國外之省工裝置包含花卉苗株選苗機，因
影像辨識裝置購置成本高，產業受限規模與疫
情影響，尚不足能力購買。期能於國內導入共
用型機具應用，提高機具稼動率，產銷班與合
作社在包裝場可購置共用型文心蘭切花用摺箱
機、車載型文心蘭介質除石機，可提供同一產
銷班員共同使用，以提高機器稼動率，並團隊
合作共同推動外銷競爭型農業。
(5)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舉例之目標作物與需強

化之農機
「蘆筍」缺自動化採收機械，欲尋求引

進國外機器管道。「大蒜」目前採收後夾雜率
高，需改良收穫機。目前使用之大蒜播種機無
法直立播種，需加強大蒜播種與種植機之研
改。
(6)	高雄區農業改良場舉例之目標作物與需強

化之農機
「野蓮」為高雄美濃區主要作物，從種植

到包裝需要大量人工，因此需要開發自動化包
裝機，可替代人工包裝，提高包裝生產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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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梨」需於產業面進行輔導，將現有技術技
轉，因目前仍以人工種植鳳梨居多，如使用
鳳梨種植移植機，建立鋪布種植一貫化操作模
式，種植效率可達6分鐘720株。
(7)	農業試驗所舉例之目標作物與需強化之農

機
「甘藷」需強化之方式為，引進及整合甘

藷插植機、翻蔓機及全自動採收機等，及引進
可偵測塊根被病蟲危害之光波自動選別機，配
合全自動機械採收機，以達甘藷栽培機械一貫
化，及節省人工之目標，並達到具外銷品質需
求之鮮食用、加工用之甘藷生產。			(全文完)

圖39	農機成果亮點產業化應用討論
	 (第三組)-1

圖40	農機成果亮點產業化應用討論
	 (第三組)-2

圖35	農機修法方向討論(第一組)-1 圖36	農機修法方向討論(第一組)-2

圖37	農機開發重點討論(第二組)-1 圖38	農機開發重點討論(第二組)-2

圖41	腦力激盪討論後於東勢林場內短暫散步，
恢復精神。

圖43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機電工程學系林
達德教授發言補充報告

圖42	農糧署林祐群視察會報共識
凝聚成果(第一組)

圖44	本中心邱銀珍研究員會報共識凝聚
成果(第二組)

圖45	桃園區農業改良場李汪盛課長會報
共識凝聚成果(第三組)

圖47	台灣農機工業同業公會楊建生理事
長建言

圖46	台灣農業機械暨資材協會林宗智理
事長建言

圖48	農糧署資材組饒美菊副組長發言-2

溫室效應．一日實驗圖書館展覽紀實(一)

本  中  心

今年3月26日經濟部技術處聯合工研院、
農委會科技處、台灣設計研究院及彰化縣政府
農業處等單位，於彰化縣溪州公園舉辦「溫室
效應．一日實驗圖書館」活動，包括科技論壇
與智慧食農永續生活之展覽，期盼能為台灣農
業開創新局，提升國家糧食自給與安全。

展覽包含二個論壇場次的對談、三個主
題展區與一日市集，論壇分別為「科技跨域
智慧轉型的關鍵」與「跨界永續價值創造的關
鍵」，三個主題展包括「省工智慧機械」、
「智慧感測系統」與「高值永續轉化」，內含
智慧農工、智慧城鄉、循環設三個面向。展示
主要由台灣設計研究院設計，將文創與循環設
計元素建構在溫室意象之中的圖書館大百科，
營造孕育與孵化氛圍，期能將農工跨域智慧科
技成果在彰化進行導入與延伸。

第一場論壇為「科技跨域智慧轉型的關
鍵」，由工研院彭裕民副院長引言及主持，邀
請謝衣鳯立法委員、農委會科技處王仕賢處長、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農業科技系系主任戴守谷、
元沛農坊許又仁創辦人以及台灣農機公會楊建
生理事長等六位進行與談。第二場論壇為「跨
界永續價值創造的關鍵」，由台灣設計研究院
張基義院長主持與引言，由謝衣鳯立法委員、福
壽實業集團洪堯昆董事長、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蘇小真永續總監、工研院張光偉顧問、向陽優
能電力公司陳貴光董事長、巨獸綠色科技公司
陳重宇執行長等六位進行與談。

論壇介紹為什麼要創新，未來的農業必
需不斷創新，才能突破以及因應全球氣候變
遷、農業缺工缺地的大環境改變，加上國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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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不僅讓國外的機種更合適
於台灣的環境使用，還能夠把售價降低，這也
是未來智慧農工的重要任務。讓技術有高性價
比，讓農友願意接觸新科技，才能真正將智慧
科技導入農業生產之中。謝立委以淨零碳排為
例子，企業做減碳通常是增加成本，農業卻是
最有可能從淨零碳排獲益的產業。未來需要幫
農友，尤其是小農，協助它們在外來的碳交易
之中，成為提供者，碳交易的獲利者，讓農業
產值最大化。

台灣農機工業同業公會楊建生理事長指
出，要達到淨零碳排、減廢為寶、循環經濟三
大目標，用手做不到，一定用機械！以往農機
都是使用引擎，石化燃料的使用恐會加劇溫
室效應，減碳的關鍵是電動化，而中彰投是機
械、電機、電池產業的聚落，他希望未來在中
部能形成電動農機的產業聚落。在電動農機的
推廣上，也需要國家大力支持，如同推動電動
機車和電動汽車一樣。目前電動農機產業並未
成形，楊理事長認為，以台灣的科技技術，
在未來可以實現提高農機電動化這個產業目
標，但是產業鏈必須先建立，這需要產官學支
持，光靠廠商單打獨鬥，是不可能在2040達成
100%農機電動化這個目標。

以科學方法解決農食永續問題的社會企業
「元沛農坊」，執行長許又仁為國立清華大學
奈米工程與微系統博士畢業，他從兩個方向切
入科技農業，一是科技人的角度幫助農業，另
一個是提升產品品質，符合消費者需求。元沛
農坊的訴求是『鄉間永續需要科技解方，食味
美感從科學開始』。把栽種的目標，放在產出
高品質，有競爭力的產品，這也是台灣農業最
重要的思考，不是比量大，而是能夠占有利基
市場。不停思索如何把作物種得更好，最後產
出好食的味道，例如高雄147香米，評分高達
84分，售價也是創下市場最高。在永續循環
方面，幫助彰化豬農「花田喜彘」運用雲端與
AI技術，管理畜牧污水系統，獲得全球永續循
環經濟設計獎 crQlr	Awards 的肯定。雖然臺
灣農業產值無法與農業大國比擬，但可把技術
向外拓展，也是臺灣農業未來發展的重要里程
碑。例如與國合會合作，把技術輸出友邦貝里
斯，展現跨部會合作，創造農工跨界應用新價
值，面對2050淨零碳排目標，還可以協助實現
永續循環與零碳排，引領下一波新興綠色農業
的發展。

「百科閱覽室」展出各種智慧農工跨域研發成果
◇	載重搬運車：由工研院中分院與機械所先導

開發，是一款電動無人化的高負重搬運車
輛。底盤設計為可適應不同農業地形樣貌，
為農業版負重搬運越野車，可負重達400公
斤(圖1)。

主存活的意識抬頭，必需設法提高糧食自給
率，以滿足身為海島型國家提高百姓的重要民
生物資以及糧食的供給，具有相當重要的戰略
意義。並以循環經濟、綠能系統及智慧生產為
方向，建構農業生產的永續環境。暢談科技所
可能改變農業的樣貌，與智慧農工的現況合作
契機。希望藉由智慧科技輔助，跨領域創新科
技互動，創造農工應用的價值，邁向循環經濟
與零碳排，期待台灣新農業的新思維與新願景	
產出。

工研院彭裕民副院長更進一步提及，近年
台灣農業人口面臨老化與缺工，平均年齡已達
66歲，又面臨氣候變遷，未來的農業樣態與現
在及過去，必然不同。導入科技，可解決農業
缺工問題以及面對氣候變遷的挑戰。彭副院長
曾前往丹麥考察養豬產業，發現丹麥人口只有
500萬人，卻有2,200萬頭豬，產值可以媲美台
灣的台積電。丹麥國所開發的養豬使用的感測
器，行銷全世界。丹麥養豬是用智慧與科技來
養殖，例如飼料用量對應豬隻成長曲線(時間
與用料量及換肉率)，以智慧科技精準控制屠
宰部位。豬隻畜牧所產生的排泄物可以生產沼
氣，再純化轉為天然氣使用，沼渣可以提供種
植牧草的養分，形成永續循環農業。

科技結合農業是發展趨勢，丹麥的發展
可以是我們對於未來農業的想像之一景。「數
據」是結合科技和農業的關鍵，傳統農業仰賴
嫻熟經驗累積來判斷，如果要幫助年輕人從事
農業，必須把先輩累積的智慧，化作AI，以
掌握氣候、土壤、施肥這些關鍵數據。有數據
之後，就要再進一步發展商業模式。台灣本土
農業規模雖然不大，但是如能將智慧農工作的
好，可以讓技術跨海，為台灣創造商機。國際
知名創投公司ID資本創辦人Isabelle	 Decitre	
認為，亞洲是未來糧倉。彭副院長期望「台灣
能成為亞洲糧倉的重要研發基地，彰化是最佳
的起跑點」。對於2050淨零碳排目標，科技可
以幫助農業走向永續發展，也要向自然學習。
自然是生生不息的循環，科技可以幫助生生不
息持續下去。農業可以有機會做到負碳與固
碳，工業相對較難，只要能做到循環，就有機
會減碳與固碳，將農業提升到另一個境界。

農委會科技處王仕賢處長認為，未來智慧
農業的關鍵在於「把所有的點串成面，甚至串
成生態系，才能加強農業的韌性」。農委會一
直與工研院有密切合作，發展智慧農工，農委
會提供產業知識 (Domain	Knowledge)，工研
院提供技術 (Technology)，整合達到良好效果
產出。例如應用工研院的智慧機械製造力，開
發畜舍掃地機器人，讓農民不願意做的的豬舍
清潔，可以利用機器人來做。

出身彰化立委，同時也是立法院經濟委
員會召集人謝衣立法委員認為，未來導入智慧
農工的重要環節是降低成本，畜舍掃地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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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牛畜舍地板清潔機器人：由農委會畜試所
與工研院中分院先導開發，可隨時隨地自動
清潔仔牛高床畜舍地板，具沖水、清掃、吹
乾的功能 (圖2)。可節省畜牧人力，對於畜
牧業長期缺工有相當大的幫助。

◇智慧化複合式巡場噴藥移動裝置：由工研院
中分院與高雄區農業改良場共同開發。傳統
田間農藥是在大太陽底下，農友們使用背負
式農藥噴灑器，或是拉管方式穿梭在農田或
設施植栽之間。人力噴灑過程，較無法注意
到農藥灑濕是否均勻，烈日豔陽之下，還得
時時注意用藥安全，避免農藥中毒或沾染的
危險。現在可在較遠距離 (100 m外)，使用
遠端遙控方式，控制載具及噴藥作業，可避
免農民曝露在農藥噴灑的風險之中，也可降
低30%的農藥使用量，更可降低約60%的噴
藥人力與工時 (圖5)。可以讓溫網室內種植
直立式棚架作物 (小黃瓜或小番茄) 的農民，
不再需要穿雨衣、戴口罩，在酷熱的天氣下
噴藥作業。僅須透過手機或是螢幕監看遠
端，手動遙控載具進行噴藥，在一分地面積
的溫室，僅需要15分鐘即可完成噴藥作業，
還能減少用藥量。不只是方便老農操作，也
讓噴藥作業變得更輕鬆，也適用於代噴業者
應用在長時間大面積農作環境。

圖1		工研院中分院與機械所開發之載重搬運車

圖2		農委會畜試所與工研院中分院所開發之仔牛畜舍地板清潔機器人

圖5	 由工研院中分院與高雄區農業改良場共同研發之智慧化複合式巡場噴藥移
動裝置

◇文蛤自動採收機：由工研院中分院與精亞科
技有限公司合作開發，僅需1人即可操作的
一款筏式駕駛型文蛤自動採收機。有別於傳
統需要一人倒行拖曳塑膠筏，另一人不停地
提盪抖動長網袋，將泥土擠出網外，再把文
蛤推置網袋末端，以人力上提到膠筏上面的
收集藍，再由膠筏上的第三人搬運文蛤收集
藍並配合推動塑膠筏。傳統文蛤採收過程中，
需要不斷的重複彎腰、抬高與搬運作業，相當
耗費體力，而且長時間浸泡在水中，容易造成
職業傷害或產生疾病。新開發的自動文蛤採收
機，既省力又可提高採收速度。

◇長時間高負重無人機物流：由工研院中分院
研發，為8軸多旋翼機種，負重達40 kg。可
應用在郊區、山區，長時間之農產品搬運荷
重使用，解決人力運輸的問題，達到省時省
力目的 (圖3)。展覽當天現場搭載冷凍盒，

圖3		由工研院中分院研發之長時間高負重無人機物流

圖4		搭載冷凍櫃飛行運送冰棒-無人機物流智取站

◇植株成長光譜專家規則庫與光源模組開發：
為一款LED智慧可調控光源的作物補光系
統，可以應用在果園或溫室 (設施) 內作物種
植之補光，改善台灣冬季光照不足而造成的
品質不佳的問題。讓植物在不同的生長週期
之中，有合適的光源，達到最適化栽培，減
少傳統補光方式的耗電量，經節能與補光而
提升10%以上的產值。由工研院中分院、台
中區農業改良場、鳳山熱帶園藝試驗分所及
台東區農業改良場共同開發 (圖6)。

飛行運送冰棒(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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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推廣，大豆及其他豆類的栽培面積也有增加
的趨勢，但由於臺東地區的栽培條件不及西部
地區，目前較少有大規模栽培，因此在播種上
無法使用糧食作物主流使用的農機，大部分的
田間工作還仰賴人工。為有效促進臺東地區多
元雜糧的發展，本場研究四行附掛式雜糧播種
裝置，以小粒徑種子播種機為基礎，研發可適
用小粒徑及大粒徑的雜糧作物，以增加播種機
械的使用範圍，並以機械化方式取代原有人工
作業，減輕農民負擔。

四行附掛式雜糧播種裝置之簡介

一般小米及臺灣藜的種子粒徑較小，其
種子直徑約為1-2 mm，因臺灣市面上少有這
類的播種機，所以過去主要以人工撒播或條播
進行，人工撒播與條播各有其優缺點，撒播的
優點是作業效率高，缺點為浪費種子及後續管
理的除草及間苗，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及成
本；而條播的優點是生長較為整齊，後續管理
容易，但缺點是播種時費時費工；直到本場投
入小粒徑種子播種機的開發，才有高效率的機
械可以適用，且機械以條播作業，也方便後續
管理，圖1為雜糧播種裝置之設計，圖2為本
場開發之自走式小粒徑種子播種機的田間作業
情形。黃豆或黑豆的種子直徑約為5-10 mm左
右，一般經濟栽培會以曳引機附掛大型雜糧播
種機進行點播，但由於大規模栽培與機械數量
在東部均屬少數，故臺東的豆類雜糧仍以人工
或配合簡易機械進行播種 (圖3)；因此本場利
用原有的小粒徑種子播種機，修改內部結構，
以增加播種機械適用之作物。本場研製之附掛
式雜糧播種裝置，主要由具活門結構之播種
部、排障開溝器及覆土裝置組成 (圖4)，播種
時以接地輪帶動播種部的活門機構及內部的
種子撥盤，可依序將種子送入播種管中，落入
已開溝之土壤，最後覆土壓實。研發之裝置與
市售種子播種裝置主要差異之處，在於採用非
穴孔盤的播種方式，不同粒徑大小之種子皆可
適用，目前試驗除小粒徑之小米及臺灣藜外，
也可適用黃豆、紅豆等較大粒徑的種子，播種
的過程可減少種子破損；另結構輕巧，可附掛
於本場研發之太陽能車 (圖5) 及無人自走車上
(圖6)，不需如傳統播種機要利用曳引機這類的
大型機具承載作業，可適用於中小型田區。

四行附掛式雜糧播種裝置 
田間作業及效果

本場研製之四行附掛式雜糧播種裝置分
別於臺東縣及花蓮縣進行田間作業，試驗作物
包括小米、臺灣藜、大豆及黑豆等4種雜糧，
依不同種子尺寸調整活門孔直徑為4 mm及
11 mm，其中小米及臺灣藜播種時以4 mm孔
徑，大豆及黑豆以11 mm孔徑播種，4種種子

四行附掛式雜糧播種機之研發

．臺東區農業改良場 黃政龍

前　言

雜糧通常是指米麥以外的糧食，是臺東地
區重要的特色作物，特別是部落常見的小米及
臺灣藜，其栽培面積及產量都位居全臺之冠，
是重要的原民產業。過去本場為有效提升臺東
地區的雜糧發展，曾開發推廣小粒徑種子播
種機，以機械取代人工進行小米及臺灣藜的播
種，大幅減少人工作業成本。臺東地區除了小
米與臺灣藜之外，隨著政府對雜糧政策的調整

◇稻作重要病害預測警示系統研發：國內每年
因為稻作病害造成的平均經濟損失超過該項
作物總產值之10%，過去都無法精準掌握
發病狀態，因此難以早期防治，一遇到稻作
病害侵襲，容易導致藥劑濫用，引起食品安
全與環境污染問題。由中研院中分院研發稻
作病害高光譜預測模型技術，可快速尋找稻
作病害熱點，建立的稻作病害預測警示系統
平台，可追蹤稻作病害熱點場域，具有高達
90%以上的判別準確度，能有效預防稻作熱
病害 (圖7)。

圖7	 由工研院中分院研發之稻作重要病害預測警示系統

																							(下期待續)

圖6	 由工研院中分院與台中區農業改良場、鳳山熱帶園藝試驗
分所及台東區農業改良場，共同開發之植株成長光譜專家
規則庫與光源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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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可順利落入土中完成播種，但由於小米及臺
灣藜的種子細小，播種結果屬於條播的型態，
圖7為本場研發之附掛式雜糧播種機播種小米
田間生長情形；大豆及黑豆播種時則有較明顯
的株距，略具點播的效果，株距為20	 cm，每
穴為1-2個種子。本場研發之四行附掛式雜糧
播種裝置，透過太陽能電動車，提供機體前進
之動力，最高播種速度為每小時4.5公里，於
田間作業時，機體兩側設計有劃線器可以在田
間定位劃線，做為田間換行播種參考定位之依
據。以太陽能電動車播種小米之作業效率為每
小時0.5公頃，是現行人工條播速度的15倍；
種子用量為每公頃1.5公斤，較人工條播節省
1/3。另外為使研發之播種機械更具智慧功能，
未來四行附掛式雜糧播種裝置，將附掛於本場
發展之農用無人自走車上，利用即時動態定位
技術(RTK)及路線規劃軟體，定義田區範圍即
可自動編程行走路徑，於田間自動播種。目前
試驗無人自走車附掛本場研發之四行式雜糧播
種機，播種小米及臺灣藜的作業效率為每小時
0.25公頃，相較人工駕駛之播種效率略低，但
好處是不需人員於車上操作機械。目前正積極
減少路徑設定等軟體操作流程及增進機械相關
效能，以提升無人播種機田間實用性。

結　語

本場研製之附掛式雜糧播種裝置，已於
109年取得發明專利，專利證號I682708。主要
以接地輪帶動具專利的活門機構及種子撥盤，
將種子播入土壤中，可適用不同粒徑大小之種
子，除小米及臺灣藜等小粒徑的種子可使用，
大豆等較大顆粒的種子也可適用、且不易造成
種子破損；另結構輕巧，有別於傳統播種機需
配合大型曳引機作業，可附掛於本場研發之小

簡　訊

2022農機與生機學術研討會

由中華農業機械學會主辦，台灣生物機
電學會與財團法人農業機械化研究發展中心
協辦，國立臺灣大學生物機電工程學系承辦的
「2022農機與生機學術研討會」於2022年10
月20~21日在國立臺灣大學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知武館與生機館舉行，研討會內容相當豐富，
發表的論文包括(1)生物產業機械，(2)生物生
產工程，(3)畜牧自動化與污染防治，(4)農業
設施與環控工程，(5)生物機電控制，(6)生醫
工程與微奈米機電，(7)生物資訊與系統，(8)
能源與節能技術，(9)智慧農業與大數據分析，
(10)其他新興科技等10大領域。此次會議與
會人數計有250人、發表論文124篇 (Oral	 84
篇，Poster	 40篇) ，田間機器人競賽隊伍大專
組及高職組共17隊參賽 (大專組11隊，高職組
6隊)。大會晚宴於水源會館公館店舉行。

圖4		 附掛式雜糧播種裝置專利之活門
機構及種子撥盤

圖6		 四行附掛式雜糧播種裝置附掛於
無人自走車田間作業情形

圖5	 四行附掛式雜糧播種裝置附掛於
太陽能車田間作業情形

圖7	 本場研發之附掛式雜糧播種機播
種小米田間生長情形

圖2	 自走式小粒徑種子播種機的田間
作業情形

圖3	 臺東地區以人工配合簡易機械進
行豆類雜糧播種情形

圖1		雜糧播種裝置之設計

型乘坐式太陽能電動車及無人自走車上，方便
播種作業。以乘坐式太陽能電動車附掛本播種
機進行小米播種，田間作業是現行人工條播速
度的15倍，且操作輕鬆容易，太陽能板除可發
電增加使用時間，還可作為操作人員遮陽用，
為簡單、適用性廣、輕便及高效之播種裝置。

相關資訊請洽本文作
者黃政龍副研究員兼研究室
主持人，聯絡電話：089-
325110轉1751，E-MAIL：
753@mail.ttdares.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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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瑞峰董事長當選 
第十五屆農機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谷林農機科技有限公司林瑞峰董事長，經

台灣農機工業同業公會理事投票，當選第十五
屆台灣農機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谷林科技有
限公司於1975年創立，於農業機械研發領域不
斷創新，服務農友，並專注提升農機性能，降
低產品成本。在國際發展上，谷林農機科技有
限公司前往泰國、柬埔寨、印尼等地設立子公
司、液油壓工廠。谷林團隊秉持專業、品質、
服務與責任的精神，持續開發提供優良農機產
品，始終如一。

圖1		 農機學會邱奕志理事長致頒國立臺灣大學
	 生機系廖國基主任(右)感謝狀

林瑞峰董事長(左)父子與農委會陳吉仲主委(中)合影

圖2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盧虎生院長致詞

圖3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林裕彬副院長	演講	
「整合知識圖譜與區塊鏈於農產品及碳排溯源」

圖4	 農糧署農業資材組黃俊欽組長演講
	 「農機政策發展與淨零排放」

圖5	 壁報論文發表 圖7	 田間機器人各團隊空拍大合照

圖6		2022農機與生機研討會開幕式大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