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菇類領航產業執行團隊

智慧化菇類生產
打造新興菇蕈產業

  國產化自動化製包機實體圖。

美味多元的菇類料理，是餐桌上常見的珍

饌，目前臺灣菇類產業鮮菇類年產量約14萬

公噸，產值超過新臺幣130億元，占整體蔬菜

產值18%。但菇類種植耗費勞力，又面臨氣候

暖化與菌種弱化的問題，在人力成本提高的情

況下，要如何才能擺脫農業缺工壓力，且不受

制於天氣，又能夠提高動能，協助菇類產業升

級？行政院農委會在5年前下定決心，推動智慧

農業「菇類領航產業」計畫。先由農試所開發

人機協同作業的「省工機具」、民間的翔元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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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打造「全自動製包機設備」，再由農試所技

轉蕈源生技公司「香菇菌種生產事業化技術套

組」，並由同樣是民間的蕈優生物科技農場發

展「智農環控系統」，最後再銜接「產銷連結

產消互動平臺」。5年下來，一步一腳印推動智

農聯盟及物聯網配銷發展，共同開創菇類產業

新價值。

降低人力需求
日本經驗推動智慧養菇 

「採收、理貨、幫香菇剪腳、庫間作業⋯

菇類每個步驟都是人工。」這是6年前，菇類

領航產業計畫推手石信德博士感受到的產業危

機！當時他到日本參訪菇類工廠，看到從太空

包製造、栽培、清洗、分級到包裝封袋，整個

流程幾乎全部自動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山

之石可以攻錯，於是，石博士主導由農試所率

先從省工機具著手，開發「太空包自動化上下

架」與「鮮菇採收系統」，並且研發菇類液體

菌種發酵與接種系統技術（其中金針菇、杏飽

菇已於業界應用），同步縮短菌種生產週期，

同時提昇菌種活性，穩定品質與產量。

石信德認為，菇類產業的問題除了產能下

降，還有勞動力短缺，和土地成本高漲，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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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菇類領航產業發展Road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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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心進一步推動智慧養菇，發展智農場域IoT

解決方案。由農試所與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產學

合作，輔導翔元公司完成「全自動製包機」設

備，將自動化、資訊技術、物聯網、產線設計

及機械製造等技術導入菇類生產流程，降低人

力需求，每分鐘可穩定製造26∼30包太空包，

比傳統節省3∼4名人工成本，降低不良率，提

高品質。

位於臺中市神岡區的翔元公司，是一家

以自動化機器設計及製造為核心的設計開發公

司。對開發機具充滿熱情的廠長曾永村表示，

研發全自動製包機（菇菌太空包製包機）生產

種菇所需要的太空包，包括杏飽菇及香菇，以

及其他菇種都可以應用。2019年翔元申請到農

委會智慧農業業界參與計畫補助，第一年以該

公司袋式香菇自動化製包設備為基礎，創新設

計具備整合套袋、充填、壓實、打洞、束環、

翻袋、上籃等操作的全自動化製包生產系統。

第二年著重研製生產履歷品檢系統的功

能，將袋栽菇類生產結合自動化、資通訊、物

聯網、大數據與產線設計及機械製造等技術，

把過去人力需求極大的菇類產業轉型為節能、

高效率、智慧化的生產模式，並且透過IoT物聯

網技術的導入及大數據的應用，讓業者能隨時

監控菇舍的狀況，同時結合自動檢測技術，大

幅降低產品的不良率，提高菇類太空包製包的

品質。這套全自動製包機是國內第一套國產化

且已經上線生產的最新設備，高效率且穩定的

（經由連續送袋機構送至定位）

吸袋 撐袋 套袋／夾袋 計量／填充

震動

壓實

（俯視圖）

（經由中間連接機構輸送）

轉台交接處
太空包落下

定位／夾取套環
束口撐袋夾爪
下降吸袋束口

套環下降
夾取套環夾爪歸位

束口撐袋夾爪微上升
夾爪全開張開袋口

夾爪下降翻下
袋口並歸位

瓶口定位
夾取塞蓋

定位板先行下降
接著塞蓋下降

完成的太空包
累積排列四包
每四包便夾至籃內

經過三次便可以
滿籃出貨

（俯視圖）

  全自動化製包機之機構流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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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產化自動化製包機發表會。

品質獲得菇農與業者的一致好評，菇農也期待

能藉由該設備減少人力投入成本並增加產量。

不再「藍瘦香菇」
農試所改善菌種增加產能

網路用語「藍瘦香菇」原意是「難受想

哭」，卻也是臺灣香菇面臨的另一個威脅。由

於氣候暖化與香菇菌種弱化等問題使國內香

菇產能不穩定，進而影響菇農之生計，農試所

透過改良液態菌種配方、提升菌種活力關鍵技

術、選育耐高溫品種及改善菇舍環境等，可提

升太空包鮮菇產量達一成以上，進而有效增加

產能。目前已將相關技術技轉位於新社的蕈源

生技公司，而透過蕈源生技公司優良菌種以及

自農試所技轉的「香菇菌種生產事業化技術套

組」製程互相配合，「菇類菌種栽培廠」所生

產的單一太空包產量可較其他業者提升約20∼

30公克，換算每包約可提升新臺幣1.8∼2.7

元，以1分地計算約可提升8∼12萬元的收益，

目前已經進行推廣。

此外，為讓種菇不受天候影響，因此發

展菇類全環控栽培系統，也是另一件迫切的任

務，而位在高鐵彰化站附近埔心鄉的蕈優生物

科技農場，正是業界翹楚！

擺脫靠天吃飯宿命
發展晶圓廠裡的蕈菇

體格壯碩、學電子工程的方世文是蕈優的

創辦人，非農出身的他起心動念，來自於對抗

農民「靠天吃飯」的宿命！方世文的岳父是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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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的菇農，遇到暖冬，彰化地區便無法生產，

香菇只能是週期性產品。為了解決生產受制於

天氣的問題，學電子工程出身的方世文到日本

考察金針菇的種植，又遠赴荷蘭、法國，看到

冬天下雪的荷蘭，透過空調恆控的環境，終年

可以生產洋菇。他決定改變傳統種菇方法，將

無塵室這種電子科技運用在種菇，透過環控設

施及設備栽培，配合菇類的生長需求，打造完

善溫控、加濕、二氧化碳控制、內循環和外氣

交換系統的環境。別人的無塵室製造晶圓，他

的無塵室養菇，雖然沒有成為電子新貴，轉個

彎卻在農業圈成為營業額上億的科技新貴。

近年來，在農委會智慧農業綱要計畫支

持下，方世文投入戰情室開發，即透過科技環

控設備進行菇類栽培，掌握環控栽培庫的環境

參數感測數據資料（溫度、濕度、二氧化碳、

光線），將收集到的資料整合於資訊管理系

統，累積的菇類大數據經分析運用後，就可協

助改善生產流程，成為企業內部的生產管理戰

情室，提升生產效能、穩定品質及競爭力。同

時，蕈優也是智慧農業參與計畫的優良場域業

者，他們興建魔菇部落示範觀摩，帶領更多有

志農民投入產業創新應用。

最新鮮的食材
推動智能產銷供應鏈

座落在臺中市中投公路旁的南投縣名間菇

菌類生產合作社，是一家由綠的蔬果生技公司

起家，將國內生產的各種生鮮菇類及其相關多

樣化的產品行銷至超市、有機店及量販店的實

體通路業者。

為解決菇類產業現況生產端（菇農）、銷

貨端（合作社）及顧客端（消費者）產銷服務

中間存在的服務缺口，近年來透過業界參與計

畫，建置B2B產量預估服務模式，促使產銷資

訊透明化，讓農業供應端掌握消費需求及生產

 黑美人菇（圖／蕈優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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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的現況與趨勢，從而在經營策略上進行重

大的改變與調整，以促成現代化農產品供需調

配與企業化經營提昇之目標；B2C客製銷售服

務模式、B2B2C團購銷售服務模式，集合客戶

廠商小量訂單量，拓展B2B業務來源，導入模

組化客製銷售，提升銷售通路及消費者之間關

係緊密程度；B2C自動配貨服務模式，自動分

配已下訂單各客戶皆可配置到部份交貨數量，

節省合作社內部協調時間，並即時傳遞訊息通

知客戶，進行補貨程序，運用創新的服務模組使

工農產業能進行產銷協調，帶動其產業進步。

此外，該公司取得ISO22000及HACCP國

際食品安全認證，跳脫以往傳統保守的經營管

理模式，利用異業結合與產學合作，不斷創新

產品與建立品牌形象並開拓線上商機，強化自

身實力以面對國內市場競爭及拓展國際市場。

推動智農聯盟
開拓菇產業全球商機

菇類富含營養、低熱量，養生保健功能無

庸置疑，但石信德舉出數據，「歐美每人每年

吃6.5公斤的菇，我們只有3公斤多。」由於臺

灣菇類產業市場多屬內銷，常有明顯淡旺季之

別，屬於淺碟型市場，因此有必要開拓全球商

機。惟全球化產業競爭態勢，穩定供貨、品規

一致是成功關鍵，因此菇類產業整合與結盟勢

在必行。像是在農業領域耕耘許久的蕈優，已

經邁開腳步結合民間跨域業者，期能凝聚菇類

產業共識，推動智農聯盟一起打進國際市場；

民間業者展現高度企圖心，政府的決心也同步

展開，2020年12月，在智慧農業綱要計畫執行

團隊中的成員，包括農試所、工研院、台經院

的推動與見證下，菇類智慧聯盟跨域科技合作

正式展開，透過聯盟串接跨域科技，整合智慧

農業服務業及菇農，期盼提升菇類產業競爭力

走向國際。

聯盟籌組橫跨四大領域：在栽培面，2015

年設立、位在南投縣的北山生技有限公司，是

臺灣第一家引進日本鴻喜菇品種的環控養菇場

十多年前接受日本技術指導種植鴻喜菇，是聯

盟裡智慧菇類栽培的代表；在設施面，2017年

設立、位在臺中霧峰的經典環境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負責菇類場域設施的整廠設計，引領聯

盟奠定臺灣在地硬體設備的基礎；在元件面，

2000年設立、位在臺北市文山區的「全球驗

證科技有限公司」，是聯盟裡農業物聯網的代

表，可建置菇類生產監測、科學種植等大數據

收集的基礎建設，打造智慧養菇整合應用的場

域；在系統面，2002年設立、位在臺北市大安

區的基律科技智財有限公司，負責整合農業SI

系統，涵蓋後端資料庫及上傳雲端等技術，促

進現代化養菇轉型。四家業者組成合作聯盟，

共同促進菇類產業規格化、機能化、國際化，

提升農企業經營規模與效能。

有鑑於國內菇類產業生產技術與研發都已

  智慧農業菇類成果觀摩與會來賓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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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成果，為了讓聯盟業者互助互利合作，

農試所更進一步規劃智農聯盟的運作雛型，期

能引導整合生產者共同擘畫運作藍圖，在國際

占有一席之地，成功達到整廠輸出的目標。

菇類智慧供應鏈
符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菇蕈類是政府推動智慧農業重點拔尖產業

之一，菇類領航產業團隊從2017年到現在，

總共促成業界10件、總金額超過5億元的投

資。5年來的努力，不但促進菇業全環控智慧

生產，提供消費者安心的溯源產品，同時加強

生產自動化並導入新栽培技術；如此一來，菇

蕈生產的良率提高（如蕈優的菇蕈育成良率超

過99％）、成本降低、工時節省、缺工問題

改善、農民收益增加，再透過整合自動化搬運

及採收作業模式，串接生產排程及訂單管理決

策系統，增加產品規格及品質，提昇國際競爭

力。菇類領航產業的相關研發，符合聯合國永

續發展9「產業創新和基礎設施」、目標8「尊

嚴勞動和經濟成長」以及目標3「良好的健康和

福祉」。

推動菇類智農聯盟

輔導體系
農試所、農糧署

試驗研究 產品驗證

資材；產銷

病蟲檢疫 品種研發

農民團體
或農企業
中心廠

物流運籌
協同研發

衛星農場
(產銷班或農場)

衛星農場
(產銷班或農場)

衛星農場
(產銷班或農場)

衛星農場
(產銷班或農場)

衛星農場
(產銷班或農場)

IOT 平台 IOT 平台

行銷規劃

市 場 需 求
品 牌 經 營
通 路 建 構
客 戶 服 務

計 畫 生 產
契 作 管 理
品 質 管 控
人 才 培 育

生產規劃

國內
市場

國
外
市
場

  菇類智農聯盟。

產業故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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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菇類產業在產官學研合力推動智慧化

後，逐漸從勞力密集邁向資本密集，未來透過

智慧農業綱要計畫的持續挹注，進行產業國際

佈局及擴散服務，並透過智農聯盟打造菇類智

慧供應鏈，組國家隊打世界盃，不論是搶攻菇

類產品外銷商機，或是整廠輸出，臺灣菇類產

業正在升級，期望在這波全球農業智慧化浪潮

中大步走向國際市場。

本文之相關內容首刊於2022年豐年月刊第2期72卷
https://www.agriharvest.tw/archives/75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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