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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農業發展的挑戰與困境
從本專輯「產業故事篇」與「場域應用

篇」可以一窺臺灣農業發展實務上所面臨的推

動挑戰及發展困境，每一則農民故事背後都是

整體產業的心聲，看到生產端，倚賴老農經驗

判斷的農法，隨著世代交替漸漸式微、失傳，

年輕一輩遭遇接手瓶頸或是進入門檻太高而放

棄，達人經驗傳承出現斷層；也看到生產者在

投入智慧化轉型時的徬徨與無助，對於導入科

技的跨域合作，亟需轉譯溝通橋樑。為串聯產

銷資訊，進行生產調節與行銷經營，使消費者

需求被滿足，在重視從農場到餐桌每一環節都

符合衛生、環保、安全標準的世代下變得更加

重要。

然而，農業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存在已久，

透過自動化、智慧化設施系統的加持，相較傳

統農法，可以縮短新手學習時間，相同人力可

以管理的面積與數量增加，同時得以釋放並調

配人力優化農務管理，不必受限時空綁住人

力，從農可以更有彈性而且變得更輕鬆簡單，

也更留得住二代接班與吸引青農投入。

  圖1、農業智慧化研發缺口。
資料來源： 台經院，2020年「智慧農業綱要計畫產業項目與共通／整合性技術效益分析暨潛力項目評估」補助

計畫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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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值單位為%
**橫向數值為10大領航產業業者，依產銷鏈主觀填報(可複選)尚具缺口之次數後，彙整之百分比
***重點缺口排名，為觀察產銷鏈依產業將百分比最高之選項進行標示，加總被標示最多次之選項為最具缺口之階段
（備註：原物料端包含農藥、肥料等資材，以及種子、農機等投入生產之前端資源）

原物料端 生產端 加工端 運輸端 銷售端

稻作 20 20 20 20 20

蘭花 19 33.3 4.8 14.3 28.6

菇類 6 23.5 23.5 23.5 23.5

外銷主力作物 12.1 30.3 30.3 12.1 15.2

種苗 10.5 42.2 10.5 15.8 21

農業設施 10 40 10 20 20

家禽 12.1 27.3 21.2 18.2 21.2

家畜 23 61.5 7.7 7.7 0

養殖漁 25 50 8.3 0 16.7

海洋漁 9 27.3 18.2 18.2 27.3

重點缺口排名 4 1 2 3 2

智慧農業績效研究小組

躍升展望

188



訪之產業心聲，臺灣智慧農業之缺口，以生產

端為大宗，其次為加工端與銷售端，而產業最

需優先發展的智慧化項目，依序包含衍生農事

服務創新模式之數據收集、監控系統、辨識系

統；促進產銷資訊串聯之產銷履歷、溯源系

統；農業自動化或智慧化升級之耕地／養殖地管

理、自動耕種／養殖；以及助益農業資料加值共

享之定位導航、水資源管理等項目（如圖1）。

產業投入智農行列關鍵待解課題
根據調查，產業導入智慧化設備系統時，

面對最大的困境是成本過高、其次是財務資金

支援、政策法規配套和農機設備支援等措施不

足，再來才是技術本身是否切合產業需求（如

圖2）。

綜合產業鏈關鍵待解面向，包含：於生

產端需創新技術突破單位人力作業最大面積限

推動第二期智慧農業串聯產銷價值鏈
農委會於2017年推動智慧農業迄今，秉持

效率、安全、低風險之願景，為臺灣鋪平科技

農業之路，奠定農業智慧化基礎，碩果累累，

第一期計畫（2017∼2022年）於10大領航產業

（蘭花、種苗、菇類、稻作、農業設施、外銷

主力作物、養殖漁、海洋漁、家禽、家畜）導

入人機協同、推動智農聯盟、建構資訊平臺與

風險預警系統等，從生產端轉型升級開啟農業

智慧化之路，但要徹底翻轉整體從農環境，仍

需致力於串聯產業上中下游，一起運用智慧科

技改善產銷價值鏈，促使銷售端資訊回饋至生

產端進行生產調適，始能助益農漁畜永續產業

生態模式建立。科技一日千里，善用先進的智

慧科技推動農業升級轉型發展已刻不容緩。

根據台灣經濟研究院於2020年針對113家

智慧農業關聯業者之訪調，呼應本專輯實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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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農業智慧化面臨之困境。
資料來源： 台經院，2020年「智慧農業綱要計畫產業項目與共通／整合性技術效益分析暨潛力項目評估」補助

計畫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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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以最少投入換最佳質量產出；於消費端需

拓展農事服務及商轉之創新模式，以滿足市場

日新月異之需求。如果從智慧農業共通跨域關

鍵技術應用架構來看（如圖3），需要切入改善

之課題有：

1. 在整合性物聯控制模組下，智慧化設備系統

成本高昂，如何協助產業取得具性價優勢的

產品？

2. 在大數據分析平臺下，基於數據分析的農事

服務需求，如何衍生新創農事服務協助生產

者安心從農？

3. 在創新營運模式下，如何形成健全的農業生

態體系，協助產業即時預防可能風險？

順應農民訴求擘劃創新農業經營模式
呼應最近一次全國農業會議（2018年第

6次會議），有關探討「前瞻－運用智慧科技

調整產業結構，全面提升農業競爭力」的議

題，考量國際經貿高度自由化已成必然趨勢，

臺灣農業必須突破框架，以創新思維來改變產

業結構，並開發新經營模式與新市場，提升競

爭力，延伸農業版塊，使農業由第一級生產事

業，轉型為創造整體加值效益之農業產業鏈，

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開創新局。為順應產

業需求、因應國內外經濟情勢變化，相關重要

結論亦為智慧農業未來發展重要參據：

1. 引領產業提升為具機械化、自動化、智能化

  圖3、智慧農業共通跨域關鍵技術應用架構。
資料來源： 陳駿季、楊智凱（2017年）。〈推動智慧農業－翻轉臺灣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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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兼顧生物安全之生產體系，並促進加工產

業發展，完善農業產業鏈之環境建構，使我

國成為未來熱帶及亞熱帶農業之核心基地。

2. 透過政府資源，協助建置智慧系統與分析投

資效益，並獎勵民間投資，於農業產銷體系

中導入智慧科技之跨域技術及設備，串接生

產面與市場面，使效率最大化。

3. 推動臺灣具競爭優勢之農業資材、種子、種

苗、農機、設施等產品、技術組合或整廠之

輸出，發展「技術／品種／資材＋服務」之

知識型農事服務業。

4. 建立產業創新轉型諮詢服務體系，結合政府

與民間資源，建立公私協力夥伴關係，創新

農業組織合作模式。

透過三大策略目標引領智慧農業科研
成果邁向落地普及

綜整農業前線問題與展望未來持續推動智

慧農業之契機，除了產銷端跨域／前瞻的智動

化技術研發不能停下腳步外，第一期成果可望

朝服務加值邁進，並需持續協力打造產業網絡

生態永續發展之環境，據此，第二期智慧農業

（2023∼2026年）訂定以下三大策略目標加以

推動農業智慧化的發展（如圖4）：

策略1：〔產銷智動化〕，研發產業鏈所需之智慧

化設施系統，開發具性價優勢之軟硬體。

策略2：〔服務加值化〕，整合應用智慧化設施

系統，衍生服務加值之農事服務。

策略3：〔產業網絡化〕，推進技術落地普及，

建構由產業服務產業之生態體系。

由於智慧農業投入成本高且科技複雜，農

民接受度尚待提升，以及服務支援體系仍需持

續引進產業資源跨域參與等，因此，未來智慧

農業發展，將以前述三大策略目標為引導，期

將前期研發成果，透過各方利益關係人之合作

  圖4、智慧農業躍升普及綱要計畫願景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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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溝通，找出新技術與農業知識融合的應用關

鍵，以使農業生產、經營管理、儲運行銷等能

更智慧彈性，進而落地擴散，朝向整體產業鏈

生態系之運作發展。預期效益包括：

1.〔產銷智動化〕：投入跨域／前瞻技術研發，

引領產業轉為具智能化且兼顧生物安全之生

產體系，協助關鍵產業知識傳承、降低人力

投入，節約能源耗損及減少碳排，確保務農

收益及吸引青年從農。

2.〔服務加值化〕：深化技術成果整合應用，將

智慧科技導入於農業產銷體系，串接生產面

與市場面，使效率最大化；發展「技術／品

種／資材＋服務」之知識型農事服務業，數

位化紀錄分析生產監測溯源數據，提升產品

服務品質一致，協助品質管理資訊之即時、

透明、可信、可追溯、可預期，提高消費者

對國內農產品信賴感。

3.〔產業網絡化〕：促進落地普及地方深耕，推

動智慧農業生態系服務體系運轉，加速產業

服務鏈成形；結合政府與民間資源，建立公

私協力夥伴關係，創新農業組織合作模式。

未來展望攜手農工合作奠基智農聯盟
發展生態系

展望未來，希冀經由第一期10大領航產業

於其示範場域所投入的研發測試、應用及反饋

之經驗，可以驅動農漁畜其他有智慧化需求之

產業投入智慧化發展。而為促使研發成果擴散

產業應用，第二期將更聚焦於開發具性價優勢

之技術，以及整合應用前期發展成熟之項目，

進行服務加值，並且規劃未來由產業服務產業

之生態系促進機制。因此，緊扣發展初衷「效

率、安全、低風險」之願景，並以「精準、協

作、普及」為技術發展目標，持續導入科技應

用，藉由物聯網（IoT）與人工智慧（AI）等技

術，促進省工、善用感測器進行數據分析、並

串聯智慧供應鏈，建立智農產業網絡，攜手經

濟部提出農工合作之適用解決方案，同時也鼓

勵與地方縣市政府合作，透過中央開發、地方

落地；地方出題、中央解題；以及中央補助、

地方加碼等機制，加速科研擴散應用等路徑，

並以智農聯盟為基礎發展生態系，發揮大帶

小、銷帶產、中央帶地方之最大效益。

整合關聯資源促進臺灣農業永續發展
鑒於臺灣小規模經營之農民缺乏能力自

設研發部門，因此由農委會所屬機關及學研單

位進行研發工作，並推動智慧農業及數位轉型

業界參與、業界科專計畫，帶動農企業或科技

服務業者投入研發或導入智慧農業相關成果。

為同時照顧小農與農企業之需求，於2021年

建立「智慧農業科技服務機構能量登錄」機

制，協助媒合農業生產者與具備農業服務能量

之科技服務業者，以獲取適合之智慧農業解決

方案，藉由大帶小之策略，透過契作與服務媒

合串聯，以及產業主管機關之其他相關補助配

套，促使智慧農業科技未來可更普遍於農業場

域中實踐。未來，農委會將持續透過智慧農業

關聯推動資源，分別從「創新研發」、「環境

建構」、「數位轉型」等不同面向互補協作，

促使多方跨域合作、共同推升農業轉型，並建

構由產業服務產業之生態體系，協助農民減輕

生產管理負擔、確保農產品消費安心、提升風

險管理能力；邁向立足臺灣、放眼國際之「效

率」、「安全」、「低風險」永續發展的新農

業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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