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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要推動智慧農業
全球2050年預估有95～105億人口，糧

食需求將面臨增加1倍的壓力，在氣候變遷導

致極端氣候日趨嚴重的困境下，農業生產風險

增加，糧食供應短缺與糧價上升恐無可避免。

近年來臺灣更由於農村人口老化與少子化的

影響，從事農業人力大幅短缺，農業生產力受

到相當衝擊；此外，農業經營結構以小農為主

體，穩定供應與獲利管道不足，因此，需要透

過科技的導入，改善農業經營的困境與產銷資

訊不透明的情形，助益農業的轉型。

智慧農業綱要計畫推動
為解決臺灣農業發展面臨的課題，如減輕

農場作業負擔、降低勞動力需求，提供農民更

有效率的農場經營管理模式，生產符合消費者

需求，安全、安心及可追溯的農產品，農委會

自2017年開始推動「智慧農業綱要計畫」，以

效率、安全、低風險為願景目標，智慧生產與

數位服務為主軸（如圖1），透過3大分項、17

  圖1、智慧農業綱要計畫推動願景及目標（2017～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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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研析應用等層面發展關鍵技術與服務，並促

進擴散落地應用，相關重點技術與服務及其產

業應用情形如圖3所示。以「智慧型害蟲自動影

像偵測與辨識系統」為例，其可監控作物場域

的蟲害及環境情況，宛如害蟲的「照妖鏡」，

不但每天即時偵測，還可用一支手機遠端執

行，提供防蟲作戰資訊給農民即時應對，開發

完成後技轉國內企業，發展成「PDS病蟲害監

測系統」，除節省辨識黏蟲紙上害蟲的人力，

並可及時監控溫室內之蟲害及環境情況，進

而降低蟲害農損。另，以設施蔬菜智慧栽培為

例，溫室內定點安裝感測器偵測光度與空氣溫

溼度，溫室灌溉管路安裝控制器及電磁閥，依

據累積光度自動灌溉，這項技術推廣到國內企

業，目前總推廣面積約32.89公頃、包含291棟

溫室，可助益農民節省工時外，亦約可以減少

個子項團隊（包含十大領航產業）、數百項細

部計畫，其中亦結合跨部會能量（如圖2），致

力於將臺灣厚植的ICT科技能量融入農務以整合

應用，同時搭配相關計畫加速科研成果擴散與

落地，促進臺灣農業朝智慧化發展。而本綱要

計畫推動的特色，主要有三大策略主軸，包含

（1）智能機具與技術於農業生產體系落地與擴

散應用；（2）跨域科技整合應用，促成智農聯

盟推動創新農業經營模式；（3）產銷大數據研

析應用與開創生產與消費互動模式等。

多面向開發農業智慧化所需之技術與
服務

智慧農業的開展，面向相當多元，智農團

隊蒐整業界、同時評估國內發展的需要，於智

能機具落地應用、跨域整合創新經營、產銷數

  圖2、智慧農業綱要計畫推動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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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的用水量。再以共通資訊平台為例，其匯

集超過1億筆的農漁畜溯源資料，協助建立食安

追溯鏈，提供全國約3,000所國中、小學之校園

食材登錄平台使用，平均每日使用超過5萬次，

建立農產品食安追溯戰情室，快速查看食材流

向，掌握產品流向及食材來源，確保團膳供應

安全性。

促成示範智農聯盟保障農民收益
過去傳統農業的從種到收，從產到銷，係

建立在生產者與通路或農企業間的契約信任關

係，但實際上往往都是生產自己做，農民憑各

自經驗決定何時整地、播種、水分管理、施肥

施藥、採收，若是遇到氣候環境不佳與發生病

蟲害，致使收穫量與品質減損，較原議訂之契

約價格大幅減價，甚至是通路商以農產品品質

未達市場要求而不予收貨，生產的風險完全由

農民端自行承擔。為協助小農突破單打獨鬥的

困境，推動成立示範智農聯盟，6年來已促進11

個示範智農聯盟的成立（毛豆、稻作、家禽、

萵苣、生乳、蘭花、菇類、農業設施、養殖

漁、海洋漁、種苗），透過智慧農業聯盟的運

作協助契作者與農企業建立新的夥伴關係，共

同解決生產問題，降低從農風險，達到穩定品

質及產量，以保障農民收益。

示範場域建置促進智慧農業落地應用
為協助農業智慧化技術或服務之落地應

  圖3、數項重點技術與服務及其產業應用情形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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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計畫團隊找尋適合合作的示範場域，將技

術或服務導入，進行實地驗證，一方面為服務

產業確立重要參數，一方面為配合進行試驗的

廠商試煉出最佳模式，並透過示範觀摩，將智

慧農業運作的模式推廣出去，自2017年起至

2022年6月，已於全臺建置313個示範場域，各

縣市場域涵蓋農漁畜領域。

透過智農計畫推動
促進農業經營改善

智慧農業綱要計畫自2017年起透過各團隊

將智慧科技推廣至示範場域及業界，經統計顯

示各業別藉由新技術／產品／服務導入農務，

促成農業經營改善，於增加產值、降低成本、

節省工時與增加農民收益皆有良好的成果，

累計至2022年6月止，總計增加產值逾新臺幣

16.21億元、降低成本逾新臺幣4.88億元、節省

工時21.5萬小時、增加農民收益逾新臺幣2.14

億元。臺灣智慧農業的推動已走過6個年頭，在

產、官、學研的共同努力下，除已研發多項智

慧化的技術，並且部分技術已投入產業運營之

中，對於提升農作經營效率、提高臺灣糧食安

全、降低農業生產風險，效益逐漸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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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網為主，疾病控制不易，且較難保有完整生

產紀錄，導致農二代接班不易，小農也面臨單

打獨鬥窘境，導入後，首先推動趕禽入室，建

置密閉式水簾負壓水禽舍，落實完整生物安全

防疫，並設置水池提供水禽戲水及清理羽毛；

以及建立智慧養殖系統，採用溫溼度、風速、

二氧化碳、飲水量、採食量等感測器，監控養

殖環境及禽隻生長狀況，減少人員進入巡場次

數，降低疾病傳播風險，促進老農經驗傳承，

協助農二代加速接班管理；整合並逐步導入國

產設備壓低成本，2萬隻規模的智慧禽舍可在

3年內回本，且育成率至少提高5%、個體生長

量亦增加，農民獲利提高；此外，籌組智農聯

盟，透過一條龍智慧化體系管理，減少個別生

產者與契作供應鏈之收益落差，提升貨源與品

質穩定度。

農業智慧化導入調查結果
展現農業經營效率之提升

2022年台灣經濟研究院進行農業智慧化導

入問卷調查，發放對象包含農委會智農計畫合

作業者、全臺生產合作社、產銷班、農會推廣

部、公協會、同業公會等，共回收311份問卷，

而有效問卷為236份，其中表示有導入智農綱

要計畫研發成果應用的有179份，觀察179份的

量化統計結果，顯現智慧科技導入農業在作業

流程整合、提升管理效率、節省工時、提升產

品服務品質、提升生產效能面向，超過6成以上

的受訪者表示很有幫助（圖4）。於質化的效

益方面，受訪業者分享智慧化的實質幫助大略

有：1.在人力／成本層面，可以減少人員巡視

場域時間，降低人力成本，解決缺工及人口老

化，且有效的智慧化管理可減少農民在栽培管

理上的錯誤判斷，提升產量、降低農民工作的

  圖4、農業智慧化導入獲益回饋情形。
 本圖統計基準：問卷調查中，有導入智農綱要計畫研發成果業者的反饋。

節省工時

72%

提升產品/
服務品質

68%67%

提升管
理效率

66%

作業流
程整合 提升生

產效能

62%

52%52%

降低成本營業額成長
產品市場
占有率

49%

築底茁壯

12



時間成本，並增加青年回鄉從農的意願。2.在

效能／資源整合層面，得以加速初級加工，避

免農產品不新鮮，且建立生產追溯平台促成一

貫化作業。3.在經驗傳承層面，大數據分析彌

補二代青農飼養管理經驗不足的問題，亦降低

飼養失敗機率，且傳統經驗加上智慧化設備，

能有效控制生產環境，提升產能產值、降低風

險，強化產業競爭力，並提升客戶與契作戶對

企業的信心及黏著度。

智慧農業推動6年為臺灣帶來的改變
帶動了全臺6都、13縣、3市、大專院校，

紛紛投入推動智慧農業發展，帶動臺灣智慧農

業發展；透過成立聯盟，助益契養／作體系建

構智慧生產環境，突破小農單打獨鬥，降低產

銷失衡風險，搭配推動保價收購，保障農民收

益，讓農民收益獲得保障；補充從農人力，並

提升社會其他領域對農業的重視，一同推動跨

域協作服務，提升整體產銷經營效率與量能，

促進科技服務業者跨域參與農業；白板變平

板，經營風險降低，從農變得更輕省。實現周

休二日之期待，生活品質提升，年輕人／二代

更願意投入！吸引年輕人加入農業。

奠基一期成果、落實二期策略
讓世界看見臺灣農業的翻轉

臺灣農業正在轉變，第一期智慧農業綱要

計畫主要致力於開發與導入省工、省力機械，

建立產銷溯源體系，並促進農產品藥肥施用安

全，以及整合感監測系統、大數據分析，推動

具有預警、預防等附加價值高的數位服務網，

並且促進成立11個示範智農聯盟，涵蓋農、

漁、畜，創出許多亮眼的成果與產業應用實

例。為了持續促進臺灣農業的轉型，臺灣還有

一些待解的課題，期能藉由二期的執行策略來

精進，包含：1.導入具性價優勢之智動化設施

設備及系統，並促進產銷資訊透明化，精準分

析以回饋生產調適；2.建構天候、水資源等即

時預警、預防及防治之設施設備及系統，改善

農民看天吃飯之困境；3.以第一期成立之智農

聯盟為基礎推動生態系，打團戰不怕輸與整合

資源與服務。期望奠基於第一期的成果，透過

三大策略的落實執行，翻轉臺灣農業，走向智

慧化的未來，朝效率、安全、低風險的目標穩

步邁進，讓世界看見臺灣，見證臺灣農業智慧

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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