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菇類領航產業執行團隊

全環控智能養菇　從產地到餐桌
萬生科技滿載萬種新鮮

「我們的工作就是把新鮮傳遞出去！」萬

生科技農業公司總經理特助黃文賢邊走邊說，

沿著LED燈管淡淡白光暈染的淺墨廊道，兩旁

盡是杏鮑菇全環控智慧栽培室，黃文賢停住腳

步緩緩開門，陣陣清涼撲面而來，暑氣全消的

瞬間，栽培格架的雪白杏鮑菇跟著映入眼簾，

新鮮的味道不言而喻。賣菇種菇近半世紀的萬

生總經理黃聖義指著環肥燕瘦的杏鮑菇說：

「同業把杏鮑菇規格分成ABCD共4個等級，

我們把A級再按照大小和外觀漂亮度細分4個等

級，讓消費者各取所需，像這個4A級就是賣給

高檔餐廳做千元套餐。」

 萬生的「滿載萬種新鮮」就是種植新鮮、優選新鮮、運送新鮮和開箱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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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概都從頭看到尾，也曾前往養菇技術先進

的荷蘭取經。」賣菇種菇過半世紀的萬生科

技，剛開始以菇類運銷為主，黃聖義回憶，以

前香菇跟金針菇都像燕窩那麼珍貴，就像現在

吃的龍蝦料理，批發價每公斤100元，零售更

貴要200元。「小時候放學回家就是把金針菇

包成小包小包送火鍋店，利潤真的不錯，不用

做太多生意就可以過活。但想多賺點也沒辦

法，種的人沒那麼多，買的人也沒那麼多，臺

灣菇類產業到最近15年才蓬勃發展。」

退伍後慢慢接手家裡生意，「早期要做超

市，大家都反對，我爸還說1天賺那麼點錢，

就算免本嘛賺嘸呷。」黃聖義還是不放棄，買

臺手動操作機器，兄弟姊妹幫忙包裝，「我開

著中古進口車到處送貨，店家就說賣菇很好賺

喔！」黃聖義笑說，當時超市菇類的銷量不

大，貨架上只有1小排，「但我認為這種趨勢一

定會往前跑，很多趨勢我們都有把握住，應該

算是機遇蠻好的。政府去年（2021年）開始大

17歲開始幫忙家裡賣菇，「我還記得小時

候常跟爸爸騎摩托車出去送貨，加上父親的年

代，萬生賣菇種菇應該超過50年。」敢衝敢拚

的萬生總經理黃聖義善於把握時勢引領風潮，

「做事情建立制度的機會點很重要，我們剛好

就遇到很多，當你有話語權的時候，就要把握

機會制定遊戲規則。」從賣菇起家的萬生商行

就這樣跨足種菇，整合逾百家養菇場成立彰化

縣菇類生產合作社，穩居全臺最具規模菇類供

銷系統，銷售網絡涵蓋國內各果菜市場、全

聯福利中心、楓康超市跟美式賣場等超市量販

店，外銷新加坡、香港、美加與澳洲等國。最

近幾年超前部署智慧耕種用數據養菇，縮短菌

種培育時程，讓杏鮑菇產量增加30%，成為臺

灣智慧農業亮點。

見證臺灣菇類產業發展史　
闖蕩開拓國內外經銷通路

「從小就接觸菇類產業，臺灣發展過程，

 黃聖義（右圖右1）2016年到香港推廣行臺灣鮮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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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的冷鏈系統，我們6年前就投資很多經費建

構，所以相對於目前剛在建設的業者，我們已

經營運3年啦！這也是一個我們有把握住的前瞻

性投資。」

黃聖義在國內開疆闢土的同時，更環顧

四野搜獵國際各種可能商機，鎖定日本尚未大

量自動化生產的香菇和杏鮑菇，以開發新加坡

和香港市場為首要目標。「回想我剛退伍那時

候還滿勇敢的，什麼都不懂，就拎著行李坐飛

機到新加坡的批發市場，包括萬春商行這些老

客戶都是那時候找到的。」黃聖義說，萬春當

年還是個店面而已，但整個批發市場就他在賣

菇，且他的攤位陳列整齊有序，明顯感覺出跟

其他店鋪很不同，果然現在已經成為當地主要

的蔬果進口商。早期菇類外銷都是空運，做大

以後就變成海運，「要推銷我們的菇，絕對要

走出去，不能把市場局限在臺灣。」

沒想到萬春商行董事長陳振賢事隔多年

對這段往事依舊念念不忘，20歲那年黃文賢

隨團到新加坡推廣臺灣農產品，陳振賢看到他

就說：「其實臺灣菇現在相對韓國或中國等其

他國家，成本比較高，價格沒有競爭力。但我

還是繼續跟萬生做生意，因為我永遠無法忘記

當年還在菜市場擺攤那個畫面，有個大概你這

個年紀20多歲的年輕小夥子，就是你老爸，

拿個公事包就跑來說：『你要不要買我們家的

菇？』就從那時候開始買到現在。」兩人在各

自的國家闖出事業後，讓陳振賢更加珍惜這份

革命情感，無論如何都要幫臺灣菇找到市場定

位，繼續外銷到新加坡。

傾聽觀察市場需求跨足種菇　
攜手農試所邁進智慧農業

「萬生決定投資農場種菇，是市場對量還

有品質需求的問題。」勤跑市場開發新客戶，

讓黃聖義更瞭解消費趨勢，「我們開始投資種

金針菇的時候，現在很多公司都還沒出來。我

們在第一線發現農民每天勞動很辛苦，採完菇

以後就覺得任務完成，沒有瞭解市場端的真正

需求，很多影響保鮮度的問題需要農場進行改

革，到了經銷商就木已成舟，無法改變。」萬

生於是因應市場需求投資種植金針菇，分成AB

兩級，漂亮的賣貴點銷到高檔餐廳，外觀稍

差的就便宜點賣自助餐，「有的人就是要吃好

 萬生科技「賣而優則種」，用更細緻的規格分級回應市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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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在乎花錢；有的是有得吃就好，提供消費

者合理的選擇，並透過這樣消弭產銷問題。萬

生15年前開始種杏鮑菇，分級又做得更細。」

隨著事業版圖擴展與產業發展，萬生把客

戶需求轉換為進步動能，持續精進農場管理跟

經銷體系。「產業經營過程都會遇到需求的問

題，若當做壓力逃避就沒有後續；積極回應需

求提出辦法解決，就能夠持續往前邁進。」黃

聖義說，以前種杏鮑菇全都是人工，耗時費工

光看就快暈倒，但客戶提出有貨源需求，萬生

就試著想辦法解決；剛好農業試驗所推動農業

自動化，就跟他們討論說想要種杏鮑菇，後來

順利獲得政府技術協助，建造太空包半自動養

菇場，「我們就專注在銷售包裝設計跟冷鏈的

建構。」

「企業發展必須考慮產業需求，能夠解

決問題的就會跟著這個脈動成長。」黃聖義堅

定說，萬生這幾年持續跟農試所保持連絡，

掌握最新技術追求進步。就像金針菇早期從1

株20∼50公克突破到100公克，大家都覺得很

厲害；現在1株能夠長到500公克，甚至600公

克，「這樣的經驗讓我們知道經營農場，技術

面要隨時跟上並且突破。政府願意協助當然是

求之不得，雖然不見得會百分之百成功，但

這個方向是對的，第1次不成功，第2次、第3

次⋯總是會成功。」農委會2016年推動智慧農

業計畫，萬生也就順理成章跟農試所合作跨進

智慧農業領域。

引進液態菌種自動化設備，讓萬生突破傳

統養菇場的「時空限制」。相對於過去的固態

菌種，液態菌種不僅培育時間明顯縮短、增加

庫房周轉率，以前菌種場動輒要千坪空間，現

在不用1坪的發酵槽就可以做。黃聖義指出，最

重要的是科學化，固態菌種全靠經驗老道的師

傅檢查，行不行就憑老師傅1句話，外行人卻

是怎麼看都差不多；現在用顯微鏡照看，對不

對很科學。「液態菌種在發酵工業使用普遍，

藥廠和啤酒廠都有用，臺灣過去沒有養菇場引

進，我們覺得是未來發展趨勢，即便花大錢，

也認為必須走在前端。」

液態菌種突破時空限制　
打造億級全環控智能栽培室

農試所助理研究員呂昀陞補充，培育固態

  液態菌種酵槽（右圖）搭配全環控智能栽培室，杏鮑菇長得好又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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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種整個流程走完要23∼30天時間，菌齡從

1∼30天都有，移植養菇栽培室，生長就會出

現明顯差異；液態菌種培育僅需7天，活力較

強，產量跟品質比較整齊，採收時間從2∼3天

縮短為1天。固態菌種50包就要1坪空間，5萬

包要1,000坪，還要養30天；液態菌種5萬包僅

需2桶發酵槽，不到1坪的空間，而且7天就1個

循環，現在全世界先進國家都是用液態菌種。

「臺灣早期都是靠師傅憑經驗用聞的，檢查菌

種有沒有汙染；我們現在用科學慢慢走向智慧

農業，黃總的團隊都是大專相關科系畢業的高

階技術人員。」

為了讓發酵槽培育出的液態菌種能夠在消

費市場頭角崢嶸，萬生還透過農試所協助打造

億級全環控智慧栽培室。「最早的環控就是放

個冷氣讓溫度降下來。我們接受智農計畫輔導

的環控，從控制燈光照明、風速甚至流向，到

溫濕度和二氧化碳等，連LED燈要照多久停多

久，風在哪個階段要調整強弱，要多久加濕1

次⋯，已經進入到精密的全環控。」黃聖義強

調，智慧全環控優點就是產量穩定品質更好而

且安全衛生，「引進智能系統以後，整體產能

增加25到30%，原本每包重量不到300克，現

在增加到400多克；而且很有效率的省工，以

前同仁都是透早就要上班，現在不用啦！」

呂昀陞聽到稱讚就滿臉得意看著身旁的場

務課長李柏賢，開玩笑說：「呵呵⋯這樣你們

就沒有加班費了。」太空包製包機配合智慧化

系統提升自動化程度，過去每台前面要坐4個

人不斷拉太空包，現在給料就自動做好，甚至

幫忙裝進搬運框，完全不用人工。 「我們3、4

年前就希望用機械取代，農場粗重工作，不要

讓同仁做這麼辛苦，慢慢調整改做技術性的工

作。智慧系統還有個好處，就是針對不同菇種

研究調配最適合的基質配方，讓種出來的轉換

率更好。」

「我15年前到農試所上班第1件工作，就

是協助萬生規劃嘉生菇場，當時的控制系統還

是類比式，哪個設備開幾分鐘停幾分鐘，都沒

有辦法用電腦記錄。」呂昀陞環顧偌大的嘉生

菇場回憶說，新蓋菇場的環控設備雖然跟舊場

差不多，但導入AI智慧控制蒐集資訊以後，就

可以透過大數據分析建立最佳的栽培模式，隨

著季節變化調整菇場的環境模式，系統還有自

我學習與自主運行功能，降低人為判讀錯誤發

生頻率，提升菇場產量與品質。製作太空包和

搬運等粗重工作，搭配智能系統自動化以後通

通節省下來，以前每天要巡50間庫間檢查栽培

情形，現在用電腦或手機監看就可以。

菇類產業零和風險高　
研發團隊關關難過關關過

談到智慧農業最艱難的挑戰，黃聖義豪

邁笑說：「錢的問題比較困難，要很多的錢

啊！」從自動化連結到智慧化，投資規模都是

用「億級」計算，投資菇類就是這樣，測試出

問題要2個月後才知道，修正後又2個月後才知

道對不對，半年才有3次修正機會，壓力真的很

大。如果這半年持續虧錢，現金流就會斷鏈，

無以為繼，這是最頭痛的問題。「菇類產業有

可能因為一個閃失就全部賠掉，犯個錯誤就全

盤歸零，很多同業明明做得很好，卻突然倒閉

就是這原因。我們無法承受1次汙染抓不到問

題，因為汙染是看不到的，那種無形壓力很可

怕。真的很感謝農試所跟萬生團隊合作無間，

讓我完全相信他們。」

場域應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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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柏賢透露，剛開始從固態轉為液態菌

種，團隊的目標是在最小的損失達到生產穩定

化的目標。從幾百包幾千包逐步擴大測試規

模，每個階段按部就班呈報公司審核，並且不

斷改良、優化，到最後採購大型設備開始量

產，降低可能的風險跟損失。「雖然過程還算

順利，但也曾碰到從小批汙染變成大批汙染的

案例，還好有農試所教導我們確實改進做到檢

測優化跟技術提升。」

「萬生從固態轉為液態或是太空包製包自

動化，到後面慢慢導入智慧化的流程的確有些

小狀況。但他們本身很有經驗，遇到問題很快

跟我們反應，透過技轉把這些問題克服。」呂

昀陞回想，「聽起來好像很快就過了，卻不是

大家想像的2、3天，我記得花快半年的時間

才把整個問題解決，慢慢把關鍵參數抓出來，

確定系統穩定運行，產能明顯增加，達到農試

所指導的意義，我們就很開心的鼓掌讓他們接

手，再到別的地方輔導。」

隨著智能系統上線穩定運作，萬生開始

思考要持續在國內外幫菇農做經銷推廣，必須

建立品牌形象與提升知名度，才能為菇類產業

發聲。2019年由黃文賢主導展開品牌重塑，

更新企業標識並以「滿載萬種新鮮」做為品

牌標語，「萬生就是要把新鮮傳遞出去！臺灣

菇品質這麼好，我們要好好把這樣新鮮樣貌送

到每家每戶。」黃文賢說，萬生的「滿載萬種

新鮮」分為四個流程：「種植新鮮」是萬生種

 萬生團隊測試過程步步為營，智能系統順利上線穩定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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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新鮮菇；「優選新鮮」是除了萬生種的菇，

還要把其他農民種的鮮菇按品規分級客製化包

裝；「運送新鮮」就是用萬生建構的冷鏈系統

運送；最後的「開箱新鮮」是透過食農教育教

導消費者買回去要好好冰存。

品牌重塑傳遞新鮮好滋味　
開發多元食品調節產銷

「有些人跟我說他不敢吃菇，因為有個很

噁心的味道。」從小吃菇長大的黃文賢聽到覺

得萬般難解，直到有次在外面的自助餐吃到不

新鮮的秀珍菇，終於明白什麼是噁心的味道。

「大家買肉回到家都會想到要趕快放冰箱，可

是買菇就不會想要趕快冰，不知道沒冰會造成

品質很大損傷。」黃文賢近幾年每每應邀演講

臺灣菇產業發展歷史與萬生品牌重塑理念，都

會建議大家把握7天最佳賞味期，品嘗鮮菇的美

味。「2019年做了品牌重塑，許多知名品牌開

始主動想跟萬生聯名，他們覺得萬生做很多努

力值得被消費者知道。」

黃文賢規劃的「滿載萬種新鮮」架構，

除了把產地最新鮮的產品送到餐桌，也積極嘗

試開發菇類加工食品，調解菇類因市場波動造

成產銷失衡，原料新鮮度直接影響加工食品好

不好吃，現代人普遍忙碌，不會料理、沒時間

料理，萬生想要透過不同方式傳遞臺灣菇的新

鮮美味。黃聖義當然認同這個觀點，「加工是

農產品的靠山，除了調節產量也可開闢不同通

路。」例如白木耳產量少較稀罕，冬天照樣滯

銷，因為大家都當甜點吃，儘管炒菜煲湯都很

好吃，還是很難推廣；萬生做成素燕窩後，各

家業者陸續跟進，「我們雖然不是賣得最多，

但產業被帶動之後，生鮮農產就不會有壓力，

現在連冬天都不夠賣。」

順利推動品牌重塑讓黃文賢獲得父親肯

定，但他透露自己原本沒有想過要在自家公司

工作，「當兵是個轉捩點，我是駕駛兵開車載

長官，他很愛吃菇，知道我們家是種菇的，就

問我很多問題，可是我什麼都不懂，完全沒有

辦法跟他聊，頓時覺得很受挫。」黃文賢決定

要好好瞭解「家裡到底在幹嘛」，退伍就進公

司從基層做起，沒想到菇類產業複雜度遠超過

想像，要學怎麼賣菇種菇，跟菇農和國內外客

戶「交陪」，還要懂物流配送跟冷鏈系統⋯讓

 萬生品牌重塑成功引發市場迴響，獲得多家知名品牌聯名邀約。

場域應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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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屢受挫折。「我沒有辦法應付那麼多面向，

但有件事情可以做，現在是網路社群的時代，

群眾的力量已經會影響市場決策，我就專注從

網路社群溝通做起，慢慢找到自己的定位。」

智能、節能、綠能並進　
邁向零碳菇場　深耕臺灣　放眼國際

看著黃文賢對公司業務侃侃而談，黃聖義

更放心擘畫萬生面對智農潮流的發展藍圖。智

慧農業當然是主要目標，持續加強設備的開發

穩定，計畫把智能系統從嘉生2場延伸到1場；

若空間動線無法配合，就增建3廠把智能化規模

放大。「接下來就是鼓勵年輕人領軍，用不同

的思維經營不同的行銷推廣，我們在臺灣的基

礎比以前更好，現在是海外市場競爭比以前更

激烈，外銷是我們最大的重點，把臺灣菇銷進

範圍繼續延伸。萬生還有個更遠大的目標，就

是朝向節能減碳和綠能變革，我們的菇場不但

是零碳，甚至是負碳！」

黃聖義眼睛閃耀著光芒說，「我們計畫用

玉米心等農業廢棄物當做生質鍋爐燃料，產生

蒸氣提供養菇場滅菌使用，滅菌僅需用2到3成

蒸氣，其他就可以推動發電機發電賣電。「這

個計畫投資成本超過2億元，只要法規允許，我

們的菇場成功了，其他的養菇場都可以複製。

蓋智能養菇場的貸款雖然還沒還清，但我們願

意把賺來的錢再繼續投資，把這個當成萬生的

挑戰，很久以前我就認為這條路要這麼走！」

 黃聖義（右）期許黃文賢（左）用不同思維帶領萬生科技更上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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