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產業策進與產業參與團隊

智能採茶機迺臺灣　再造茶金風華　
農機智管系統驚艷東瀛

「林口臺地最多的就是阿兵哥、茶葉跟

鈔票！鈔票多是因為中央造幣廠就在龜山，我

常開玩笑說這裡有三多，大家都覺得很有趣。

但是阿兵哥跟茶葉正在慢慢退場⋯」長生製茶

廠第三代茶農暨祥順公司顧問林和春開著車在

山徑迂迴穿梭，故事還沒說完就到了茶園。拉

起手煞車，看著「噗噗⋯」前進的乘坐式採茶

機，林和春頂著艷夏的陽光說：「適合機器採

收的茶園，面積最好要5分地以上！」祥順培

訓的新世代農機師過去幾年就這樣東奔西跑，

跨越中央山脈幫各地茶農耕作採收，透過物聯

網蒐集分析茶園管理數據，提升機械化耕作效

 推動機械代耕改變傳統茶園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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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嘗試翻轉臺灣茶產業因缺工導致種植面積

逐漸萎縮的命運。

林和春說得輕描淡寫，然而全臺茶園正在

消失的不僅是龜山，依據農委會統計，臺灣茶

園面積從1960年顛峰期4.8萬公頃，逐年減少到

2019年僅剩1.2萬公頃左右，連1900年2.6萬公

頃的一半都不到，曾經是臺灣重要外銷經濟作

物的茶金產業，因勞工短缺與工資上漲等因素

導致生產成本提高，外銷優勢磨損而逐漸被歲

月洗淨鉛華。直至最近幾年，政府鼓勵茶園復

耕，承襲家族茶農基因的林和春眼看著周遭茶

園越來越稀微，因後繼無人而廢耕荒蕪，決定

在農忙之餘開著從日本引進的全自動採收機，

到鄰近地區幫其他農民耕作採收，透過機械化

改變傳統茶園管理模式。

推動機械化茶園管理　碰壁成為家常便飯
原本沒想過承接家業的林和春，在日商半

導體設備公司任職時，看到父親日漸年邁還在

茶園風吹日曬，毅然在2005年返鄉種茶。「其

實我回家不到1年就跟爸爸提出機械化構想，但

他極力反對，認為我對產業瞭解還不夠深，就

這樣拖著，跟他拔河了大概8年，我就趁著這段

時間累積耕作經驗跟技術。父親69歲那年開始

說自己的身體已經跟不上，他準備要退休了，

我們才認真討論機械化這件事情。」隔年父子

倆就到日本採購第1臺全自動採茶機，「買機器

的錢我出一半，爸爸出一半，他原本的想法是

把自家茶園顧好就好，沒想到我會開著跑到別

人家去做，因為這樣成本提早回收，還走出現

在這條新的路。」

2014年引進全自動茶葉採收機的同時，林

和春向農委會提出機械化茶園管理制度，獲選

第2屆百大青農接受專案輔導。因擔任百大青

農陪伴師被林和春延攬加入團隊的祥順特助吳

敏惠透露，當時多數的茶葉界前輩就覺得他這

 傳統手工採茶因高齡化且成本高，早期工班逐漸式微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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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是小朋友講的事情，不可能變成真的，這是

很大的挑戰。傳統茶園工班都是用手採茶或是

抬雙人剪採收，茶樹管理概念停留在百年前的

清代到日治時期，「當初導入機械化的種植管

理概念，很多老農都質疑春哥（林和春）這麼

年輕真的會種茶嗎？你們這臺機器看起來這麼

大臺，怎麼可能像採茶阿嬤那樣在茶園輕巧走

動？因為沒辦法接受機械化茶園管理概念，碰

壁是我們的家常便飯。」

不過兩人並未因此氣餒，「剛開始當然沒

有想像中順利，確實碰到很多質疑，老農常會

講他吃過的鹽巴比我吃過的米還多，我憑什麼

說可以幫他們種茶？」林和春想出「一試成主

顧」策略，說服能夠接受新觀念的老農先接受

部分機械化，從面積比較零星的茶園做出些成

績，以眼見為憑化解成見，「經過無數次免費

工，讓你看到成績再來找我，就是用很傳統但

是又很有效益的方式做，慢慢的就在茶農間傳

開來，越來越多人來找我們。」林和春從親身

經驗跟觀察兩代茶農互動發現，如果有子女要

接手，老農就會考量怎麼幫他們預作安排，讓

年輕茶農相對容易上手，也比較願意瞭解跟接

受新的耕作模式。

經過篳路藍縷推動機械化代耕代採，茶農

接受度逐漸提高到60∼70％，然而北部茶園隨

著都市化與工業發展需求，茶園面積嚴重萎縮

且被切割零碎化。早期靠手採或雙人剪代採代

耕的傳統工班，受到工作案場減少影響而慢慢

消失，間接導致缺工問題更加惡化，許多退役

老農因子女無意接手，任憑茶園日漸荒蕪，種

種環境因素逐漸使機械化茶園管理制度在柳暗

花明之後，再度面臨發展瓶頸。「隨著國人飲

食文化慢慢改變，我們發現很多農地被閒置在

都市周圍。」林和春很快從休耕稻田看到另一

道曙光。

田轉茶開闢耕採代工康莊路　
農機青年軍東征西討

祥順團隊隨即跟桃園市政府提出機械化茶

園管理推廣「田轉茶」計畫，長期休耕的稻田

因為水源被截斷，已不適合栽種水稻；茶樹不

像水稻需要長時間淹水灌溉，改種茶就沒有缺

水問題。「我們參考日本的經驗試驗3、4年，

把在平地但適合種茶的水稻田，用我們的技術

嘗試轉作成茶園。」吳敏惠指出，團隊在轉作

的時候會先測試地質是否適合茶葉生長，「用

我們的技術改種茶樹，要長得旺盛茂密才會幫

他改種。以前茶區的土地已經有太多被蓋成社

區或工廠，土地面積不夠的狀況下，透過田轉

茶利用機械化管理從閒置稻田區重新發展臺灣

茶產業，就是我們這幾年正在做而且做得蠻好

的事情。」

從代耕代採創新開拓田轉茶齊頭並進經

營模式，讓祥順機械化茶園管理範圍跨出桃園

向南擴展到新竹、苗栗和南投，甚至翻越中央

山脈到花東地區，規模超過130甲。「田轉茶

是祥順很重要的實驗。」吳敏惠認為，茶產業

終究是比較適合透過大型機械進行規模種植的

農作物，沒有辦法再像過去用小農小作，靠幾

個人就可以把它做起來。相對於西半部茶園面

積嚴重零碎化，東部能夠提供大面積土地更適

合推廣機械化茶園管理。機械耕作的效率是人

力的十幾二十倍，證實透過比較好的管理，就

能夠讓茶樹產能明顯增加，提高茶農的經濟效

益，「我們除了改良茶葉管理制度，其實也在

翻轉傳統對於茶樹作物的想法。」

場域應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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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順在西半部代耕茶園面積超過50甲，東

半部將近80甲。林和春表示，西半部純粹提供

農事服務幫地主或茶農代耕代採，「茶樹十幾

二十年才翻耕一次，這邊的地主認為他的土地

隨時都有可能要賣或過繼給子女，不願意簽長

約把土地租給我們耕作。我們在東部跟地主簽

的就是10到12年的長期合約，從選樹苗到種植

管理、採收再到販售都由祥順團隊執行，茶園

管理所有投資全由我們負責。」對祥順更重要

的是，透過創新經營模式，幫臺灣茶產業培育

新世代從業人員，讓他們在「進門的時候」接

受到的就是機械化茶園管理概念，而不是傳統

的人力種植概念。

「整個團隊我們兩個最老，把我們兩個拉

掉的話，平均年齡不到28歲。」吳敏惠指出，

祥順另外做的重要工作是重新組訓年輕世代的

工班，讓他們從零開始接觸這個產業，學習機

械化茶園管理技術跟智能，挑戰傳統茶園慢慢

轉型企業化經營。「是不是農業科班畢業倒不

是我們在意的，最重要的是要耐得住太陽，能

夠適應異地工作，願意接受新的事務，對茶園

管理持續保持學習興趣。剛投入農業很多東西

都要重新學習，很容易有挫折感，我們讓新進

的年輕同仁先學會自己最感興趣的東西做為即

戰力，在最短時間內，融入整個工作環境、減

少挫折感，再慢慢學習其他東西，熟悉整個茶

園管理操作流程。」

物聯網融合三代種茶經驗　
智農系統坐鎮運籌帷幄

林和春補充，現代農業不應該再要求1個人

什麼都學，卻什麼都不專精，而是希望他專注

在自己有興趣的區塊好好學，效率可以做到別

人的好幾倍，也就是精兵的概念。「現在我身

邊的年輕夥伴，在自己有興趣的區塊很專精；

也因為專注發揮自己的興趣，我們的員工流動

率不到10％，平均薪水也比同業高。我們最年

輕的農機師只有19歲，高中畢業就月領4萬5，

每個操作者都是公司最重要的財產。」然而隨

著代耕面積不斷擴增，農機團隊持續招兵買

馬，祥順逐漸面臨行政管理效率跟不上業務擴

張速度的問題，「怎麼樣把人機協調到能夠創

造出最大效益，成為我們新的瓶頸跟挑戰！」

祥順剛開始使用google行事曆跟表單建立

客戶檔案跟代耕紀錄，讓管理更清楚、更制度

化，但是狀況頻出。如果改用現成的農業管理

系統，因為不是專為茶園管理設計，試用1、2 林和春帶領團隊全臺走透透推廣「田轉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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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還是不適合。「我們就試著找國內系統開

發業者協助，最後是資策會過來跟我們討論，

借重他們開發神農產銷平臺的經驗，幫我們做

前期的茶園農地管理。」吳敏惠指出，資策會

研發團隊循序漸進把排程、人員派遣與機具設

備管理等納進機械化茶園管理系統，到最後融

合林家三代種茶經驗，在農機上面裝設感測設

備，偵測收集各種茶園管理數據，2018年爭取

農委會業界科專支持，進一步與茶改場合作研

發建置「農機智慧管理系統」。

農機智慧管理系統透過各種感測器偵測

記錄農機行車速度、轉彎方式、引擎油溫、油

壓剪壓力值⋯。林和春說，系統用晶片鑰匙啟

動後，自動從鑰匙判斷駕駛者與出勤機器，全

程追蹤駕駛工作狀況、直線前進及轉彎花費時

間、茶園平整度及肥料用量等，這些基本資料

都能夠從後臺收集資訊評估，更不要講今天各

茶園採收情況和相關資訊，都會從晶片鑰匙直

接回傳，不用再花錢請專人登打，「政府正積

極推動有機認證履歷，我們比請查驗公司查驗

登錄更有效率，資訊準確率更高。」

「這套系統有趣的是透過設備回饋的數據

紀錄，經過我們自己專業的KNOW-HOW（技

能知識）轉變成跟茶園管理有關所需要的數

值。」吳敏惠舉例，「我們每季都會檢討每

個茶園執行狀況，就像油壓剪壓力紀錄，系統

會幫忙算出平均值、最大值跟最小值，波動很

大就代表茶園管理可能有狀況，提醒茶農或工

 征戰全臺的年輕農機師是祥順擴張機械化茶園管理版圖的精銳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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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最近有沒有碰到什麼特殊的情形，導致系統

看到的茶園生長狀況跟過去不一樣。」對年輕

農機師的培訓管理，透過行駛效率紀錄也能夠

瞭解他對機械的熟練程度，譬如其他農機師轉

彎僅需40秒，另一位農機師卻用了1分30秒，

「我們就會問說為什麼你在這邊轉彎的時間特

別久，是因為機器操作不夠熟悉、機器需要保

養或另有原因？」

省工省力還賺卡多　
大數據揭露老農不想說的秘密

伴隨新世代農機師全臺東征西討，農機

智慧管理系統根據四面八方傳回數據分析發

現，要更有效提升臺灣茶葉產業競爭力，必須

全面改變田間規格，配合機械化耕採調整茶樹

行距，不能再盲目追求把地種好種滿。林和春

強調，機械化茶園管理不僅採摘茶葉，體力負

荷較重的育苗植播、修邊修剪甚至施肥犁田，

全部可以透過機械化改善。茶改場研究分析，

從傳統雙人剪轉變為機械化，茶園產能顯著增

加2∼3成，從每年採收5季增加到6季，「這

些都是從這套系統收集的數據分析出來的眉眉

角角，我們用創新經營幫原本被認為已沒有空

間的茶產業擠出更多的利潤，向農友證實其實

是方式用的不對，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努力跟

上。」

「有些老農心裡知道收益增加了，嘴巴

還是不肯承認，都說今年收成跟往年一樣，這

 林和春（右）與吳敏惠（左）運籌帷幄創新臺灣茶產業經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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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就蠻有趣的啦！」吳敏惠造訪龍潭多家老茶

園，「他們估算傳統種法1甲地平均至少要10

個人協作，我們透過機械化跟智能管理系輔

助，20到50甲地只需要4個人，逐步向人機協

調創造最大效益的目標邁進。」然而祥順提供

的一條龍服務並不是全部自己做，而是在每個

部分找到可以合作而且合適的對象串聯而成，

「我們比較像是小蜜蜂，大家採了花粉回到工

房把整個事情做完，現在看到的風景是團隊集

結做出來的成果。」

祥順為臺灣茶園開創的新風景，引起日本

茶產業農機領導品牌落合刃物工業株式會社的

注意。林和春從日本引進的乘坐式採茶機就是

落合刃物製造出廠，「茶改場20年前引進第1

臺乘坐式採茶機也是落合刃物的產品，但當時

缺工問題不像現在這麼嚴重，大家聽到價錢，

還要更改田間規格，就覺得不要那麼麻煩，

臺灣第一波推動茶園機械化最後未能順利展

開。」林和春指出：「8年前我跟我爸爸走進他

們公司說我要買你們的產品，他們還覺得自家

產品不符合臺灣市場需求，抱持問號的心態。

那年冬天派員親自到臺灣考察，看了我們的茶

園跟管理方式，確認田間規格符合才決定賣給

我們，緣分就是這麼奇妙！」

 農機智慧管理系統獲日本落合刃物的青睞，2021年起展開跨國應用實證。

場域應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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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落合刃物時隔多年再度進軍臺灣，還

是有點水土不服。「當你跟日本人講他的設備

有缺陷，要提出證據才能說服他們。我就用

儀器量測提出數據佐證，讓他們瞭解自家機器

在臺灣碰到的問題。」為林和春用感測器串聯

物聯網開發農機智慧管理系統預留伏筆，「我

就把那些儀器結合系統直接上傳，每次跟他們

開會的時候，我就說欸⋯你看這個自動回傳的

資料，造成哪裡的操作效率起不來。他們發現

竟然有辦法用這樣的系統評估設備在田間的效

能，慢慢意識到感測數據資料可以分析機械結

構的弱點，引進日本在田間安裝3套做試驗。」

運作1年之後，臺灣團隊根據日本回傳的田

間試驗據分析發現，數據可以翻轉很多舊有的

田間栽培概念，也有助落合刃物改良提升設備

效能跟市場佔有率，就請研發團隊協助翻譯成

日文版系統，並在2021年簽署合作備忘錄，在

日本最大茶葉產區靜岡縣展開跨國應用實證。

「除了授權金，他們的設備只要搭配我們的系

統，我們就會跟他們收費，就像手機APP每

個月要付月費，日本政府也有提供農民相關補

助。」吳敏惠認為，這個合作案有劃時代的意

義，「過去日本賣給我們的都是實體機器；這

次我們賣的是無形的資訊，而且是未來大數據

時代必備的。雙方各自發揮專業合作開發新的

農業技術。」

原本在科技業每年超過2/3時間是空中飛人

的林和春，曾經覺得這個世界有很多比務農更

光鮮亮麗的事，卻因為接近30歲的時候，越來

越無法理解超過60歲的父親為何還堅持每天被

太陽曬，忽然萌生「我想瞭解看看」的念頭，

意外為臺灣茶產業開闢一條新路，也為自己的

人生開啟另一扇窗。「我常常跟大家分享，我

爺爺是研究怎麼種才會有產量，爸爸是研究怎

麼加工才會有質量，該玩的都給他們表現完

了，我就沒得表現，我能做的改變就是讓它跟

上時代的腳步，智能系統激發出茶產業最大的

效益。」

「回家種茶以後，其實有好幾次想要逃

跑，哈哈哈⋯」林和春深刻體會青農返鄉歷程

的進退兩難，「我們希望透過數位資訊統整，

讓新進員工能夠在最短時間內達標，賺到他們

應有的利潤分配，就像我跟2個工班領班承諾3

年內要讓他們的薪資破百萬。」林和春逐步實

踐透過數位傳承引領茶產業創新思考，從原本

的個體戶轉型成為具有指標性的農業集團，從

改善工作環境與薪資品質，建立制度確保未來

發展性等，讓每個對農藝有興趣的青年放心進

到農業裡面打拚，「臺灣茶葉之所以可以名揚

國際，是因為前人的努力，我們要為臺灣茶葉

創造下一個50年的名聲，讓後代靠這個名聲把

臺灣好茶賣到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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