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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次出國目的主要是實際到日本北海道蒐集大豆及毛豆新品種的種原、調查

種植的品種、機械化量產技術及毛豆市場的消費趨勢，並參訪農機工廠，尋找適

合台灣大豆用的農業機械，期建立台灣大豆機械化量產技術，降低生產成本，提

升我國大豆糧食自給率及毛豆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並作為未來大豆及毛豆

新品種研發、開發新技術及輔導產業之參考。本次參訪行程，除參訪大豆及毛豆

相關農機工廠及主要產地外，並與當地研發推廣單位充分討論，瞭解北海道在大

面積耕作下，如何利用高科技機械化，降低生產成本，提升作業效率，生產高品

質及高產量的大豆，並收集調查到許多有關大豆及毛豆產業的寶貴資料。由於日

本消費者對中國黑心食品的恐懼，有「中國產食品不安全」的印象，但問題是，

日本一年由中國進口的蔬菜達百萬公噸，目前台灣能供應的蔬菜種類有限，而價

格也是日本進口商考慮的重要因素。因此，建議可利用毛豆外銷專區發展親和型

輪作經營模式，開發新的蔬菜如甜玉米、青花菜等產品外銷，除強化農業生態環

境維護，也可提升台灣毛豆及其他冷凍蔬果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另外為配

合「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計畫，建立大豆機械化量產技術，發展優質安全農

業，我國專業豆農對於大農場企業化經營極具信心，但目前大面積土地取得困難

，建議加強輔導小農及休耕農將農地釋出，配合「小地主大佃農」計畫，獎勵青

年專業農民投入大佃農，豆農每經營 50 公頃需投資 1,200 萬元以上的農機設備，

目前進口農機僅能低利貸款，並無法獲得如國產農機相同的補助，建議放寬國內

未製造的農機予以進口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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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及目的： 

    台灣加入 WTO 後，農業正面臨市場開放與降低關稅的壓力，因此，調整各項

農產品生產之種類、數量及型態等，朝向大農場機械化經營，以提高生產效率，

降低生產成本，並建立以市場導向的產銷方式，依市場需求藉由育種、企業化栽

培及加工等技術，提高產品的品質及附加價值，以提昇各項農產品之市場競爭力

，是當前重要的課題。目前我國糧食自給率僅 32.7%左右，顯著低於韓國 45%及日

本 40%，而且幾乎完全由稻米一項生產支撐，風險過高。加上每年休耕面積高達

20 萬公頃，浪費土地資源。行政院已核定農委會「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計畫，

國內休耕政策明年元旦將大變革。農委會鎖定國內五萬公頃連續休耕地，將「休

耕補助」轉為「轉作獎勵」，並喊出「做一休一」口號，農地主只要其中一期改種

「黃小玉」（黃豆、小麥、玉米）等作物，以增加糧食生產，並開創農村新風貌。

台灣大豆 2010 年栽培面積僅 55 公頃，年產量 105 公噸，因國內生產成本偏高，幾

乎完全仰賴進口，2011 年進口量高達 234 萬公噸。近年來主要進口國美國及巴西

也同樣遭受氣候變遷的威脅，未來可能因考量氣候風險實施糧食出口管制，將嚴

重威脅我國糧食安全。因此，為因應糧食安全挑戰，需提高國產雜糧自給率，確

保台灣糧食安全。台灣毛豆產品輸日迄今已有 42 年歷史，是具有競爭力的外銷型

產業，近 10 年來，平均年外銷約 4,711 萬美元的產值，2011 年外銷量更高達 31,564

公噸，創造出外銷產值 6,314 萬美元，創 17 年來新高，較 96年 3,978 萬美元成

長 58.7%，並促成兩家冷凍食品公司新廠投資計 8億 6千萬元，創造約 600 個就業

機會。今年(101 年)毛豆產品出口持續成長，截至 10月底止，出口產值 6,259 萬

美元，較去年同期成長 12.8%，全年產值可望超越 7千萬美元大關，創 19年來新

高。其中冷凍毛豆產品的數量及產值，在日本的市占率 42.8%及 44.4%，大幅超越

中國及泰國，創造連續 5年銷日冠軍的佳績。本次出國目的主要是實際到日本北

海道蒐集大豆及毛豆新品種的種原、調查種植的品種、機械化量產技術及毛豆市

場的消費趨勢，並參訪農機工廠，尋找適合台灣大豆用的農業機械，期建立台灣

大豆機械化量產技術，降低生產成本，提升我國大豆糧食自給率及毛豆產品在國

際市場的競爭力，並作為未來大豆及毛豆新品種研發、開發新技術及輔導產業之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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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行程： 

（一）參加成員 

姓  名 服務機關（單位） 職稱 

黃㯖昌 農委會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場長 

陳昱初 農委會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副研究員 

周國隆 農委會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副研究員 

（二）參訪期間 

9 月 2日(日) 屏東－桃園機場－日本北海道千歲機場－札幌市 

9月 3日(一) 札幌市－參訪北海道經濟產業局及農業機械工業公會 

9月 4日(二) 札幌市－北見－參訪洋蔥採後處理及選別包裝工廠 

9月 5日(三) 北見－調查大豆產地及農業機械－札幌市 

9月 6日(四) 札幌市－岩見沢市調查毛豆產地及農業機械 

9月 7日(五) 札幌市－調查市場毛豆產品銷售情形 

9月 8日(六) 札幌市－日本北海道千歲機場－桃園機場－屏東 

 

三、參訪北海道經濟產業局及農業機械工業公會 

參訪當天與我們會談的是日本北海道經濟產業局地域經濟部增山壽一局長、

田中利穗部長、製造產業課小貫秀治課長及農業機械工業會原令幸常務理事、玉

木哲夫事務局長（圖 1）。小貫秀治課長在會談中表示，今年(101 年)8 月 1日曾

由屏東科技大學謝欽城博士陪同至高雄場參訪，感謝黃㯖昌場長親自引導參觀農

業陳列館，解說貴場熱帶農業試驗研發及推廣成果，並特別介紹農業機械方面研

發成果。對於貴場熱帶農業研發及推廣成果豐碩，讓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下午安

排日台雙方針對農業機械課題進行專題演講，我方由屏東科技大學敎授謝欽城博

士（圖 2），以「台灣洋葱與毛豆的機械化栽培體系」為題。日方由「北海道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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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機械工業會」原令幸常務理事（圖 2），以「日本北海道農業機械產業的發展

」為題，台日雙方進行相互交流，會中本場場長黃㯖昌博士(（圖 3）針對日方提

問有關台灣農業的相關問題進行說明答覆，日方專題演講的內容摘要如下： 

（一）北海道地區的農業特色：北海道平成 23 年（2011 年）耕地面積 115 萬 5,000

公頃，占全國耕地面積 25.3%，旱田 93 萬 300 公頃占 80.6%，水田 22 萬 4,300

公頃占 19.4%。農家人口 17 萬 3,000 人，占總人口數 3.14%，實際從事農業

就業人口 11 萬 1,000 人，占總就業人口 4.27%。農地活用是以大規模經營為

主，平均每戶經營耕作面積 22.9 公頃，是其他都府縣平均 1.6 公頃的 14.3

倍。農民 50 歲(含)以下占 29.5%，較其他都府縣平均 9.6%增加 19.9%。酪農

每戶飼養肉牛及乳牛頭數分別為 178 及 110 頭，是其他都府縣平均 33.4 及

47.4 頭的 5.3 及 2.3 倍。農作物種類以飼料作物占 57.2%為最大宗，其它依次

為麥類占 10.3%、稻米占 9.9%、蔬菜占 9.9%、特用作物占 5.7%、豆類占 5.1%

、其他占 1.9%。北海道是日本國是最大的農產品供應基地，很多農產品的

生產量占全國第一位，如甜菜占全國 100%、菜豆占 94.1%、小豆占 88.7%、

馬鈴薯占 76.6%、小麥占 67%、牧草占 65.7%、洋葱占 54.9%、生乳占 50.3%

、南瓜占 48.1%、甜玉米占 45.6%、青割玉米占 47.4%、紅蘿蔔占 27.9%等（

圖 4）。 

（二）北海道地區農業機械產業現況及發展：北海道農業機械工業會成立於 1958

年 6 月，目前正式會員 34 家，贊助會員 31 家。其業務內容包含 6 大項目

：1.農業機械產業的生產技術等相關的調查研究及情報收集；2.農機機械

等相關的開發、改良及調查研究；3.農業機械相關的調查研究及開發擴大

市場；4.優良農業機械及農作業安全等相關情報的提供；5.辦理農業機械

等相關的展示會及講習會；6.促進農業及酪農畜產業等相關產業的健全發

展。目前北海道由於農家戶數減少，農機販售量相對減少，加上人口流出

及經濟不景氣，國外進口農機增加，導致道內農機開發技術停滯，為因應

農業大規模經營及精準農業的來臨，如何提升機械化的技術，是目前重要

的課題。因此該工會訂定了三大目標：一是開發電腦化精密型農機；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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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大型化農機；三是擴大農機外銷到亞洲及歐洲市場，以因應全球市場

的需求。因此該工會每年都派人到歐洲及亞洲調查農機市場，並補助會員

參加兩年一次的「AGRI TECHNICA」，是世界最大的農機展，2011 年在德

國展出就吸引 48 個國家 2,748 個農機單位參加展出（圖 5），所有最新農機

技術及最新農機產品均可在該展中看到，日本有 7 家農機公司參加展出，

整個世界開發趨勢朝向電腦化精密型及大型化農機發展。 

（三）台灣農業機械現況的調查：北海道農業機械工業會 2011 年曾率領 5家商社

來台參加 10 月 22 日至 24 日在雲林縣虎尾鎮高鐵特定區舉行的「台灣農業

機械暨資材展」（圖 6），感謝產業經濟省北海道產業經濟局經費補助。展出

項目包含毛豆脫莢機、洋葱切根機及挖掘機、胡蘿蔔收穫機、白蘿蔔洗淨

機、馬鈴藷削皮機、油壓式鏟裝機等 7 種機械，現場播放此 7 種農機的性

能及田間作業的影片，其目的在擴大開發台灣農機市場，參展 3 天詢問價

格及商談的參觀民眾計有 30 人，展示會結束，台灣主辦單位雲林縣政府頒

給感謝狀，並發布此次參展農機廠商包含來自日本及韓國的新聞。另外也

有台灣代理日本農業機械的廠商也參展，如久保田、大地菱、野馬、井關

等農機株式會社的曳引機、耕耘機、多功能田間管理機及整地、中耕培土

、施肥、電腦化噴藥等相關機具噴藥。經該工會的訪問調查，每戶農家的

經營規模僅 1 公頃左右，加上農民高齡化、人力缺乏、農產品價格低等因

素，如何導入適合的農業機械，提升農產品的產量、品質及安全性，是目

前重要的課題。加上台灣政府農地活化政策，有許多農家田間作業需要委

託代工，加上產銷班、合作社、農會、農企業等大規模的經營，更需要農

業機械的導入，才能提升農產品的品質及安全性。他認為台日雙方業者，

若能針對台灣市場的需求，加強宣傳日本農業機械的優越性，相信能配合

台灣農業機械化開拓更大的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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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日台農業機械課題相互交流會場(左)及日本北海道經濟產業局增山壽一局長致詞(右) 

 

圖 2. 屏東科技大學敎授謝欽城博士(左)及北海道農業機械工業會原令幸常務理事(右)

進行專題演講 

 

圖 3. 黃場長回答日方提問農業相關問題(左)，並向原令幸常務理事請敎北海道農業機械

化發展的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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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日本北海道農畜產物的生產量(資料來源：日本北海道經濟產業局) 



 9 

 

圖 5. 北海道農業機械工業會率領 7 家會員廠參加 2011 年在德國展出的「AGRITECHNICA

」，是世界最大的農機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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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北海道農業機械工業會率領 5 家會員廠來台參加在雲林縣虎尾鎮高鐵特定區舉行的

「2011 年台灣農業機械暨資材展」 

 

四、大豆及毛豆農業機械及產地市場調查 

參訪 2 天中與我們會談的是本田農機工業株式會社本田雅義社長及東洋農

機株式會社山田政功社長（圖 7），感謝北海道農業機械工業會原令幸常務理事

、玉木哲夫事務局長及北海道經濟產業局地域經濟部製造產業課小貫秀治課長、

若山昇平先生一路陪同。今將本次參訪所見及搜集到資料介紹如下： 

（一）多功能管理機：多功能管理機可配合行距調整輪距，可附掛播種機具、中

耕除草機具、施肥機具及桿式噴藥機具，尤其是附掛桿式噴藥機具變成桿

式噴藥車。日本北海道販售多功能管理機的農機工廠包括本田農機工業株

式會社、井關（ISEKI）農機株式會社、久保田農機株式會社、株式会社や

まびこ、株式会社丸山製作所、東洋農機株式會社、野馬（ヤンマー）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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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会社、ホンダ販売株式会社等（圖 8 至圖 12）。其中ホンダ販売及野馬

兩家株式会社有生產履帶式多功能田間管理機（圖 12），可在水田或雨天

下田操作。另外久保田 BSA650 型及井關 AKJ19 型型台灣有引進販售。 

（二）桿式噴藥車：主要功能是利用電腦控制面板有效控制噴灑的藥量及噴灑的

均勻性。使用者可利用電腦控制面板設定需要噴灑的量劑，電腦會自動計

算機行進速度、噴嘴口口徑及預計噴灑面積等相關資料，配合行進速度有

效控制噴藥量，即行進速度愈快噴藥量愈多，反之行進速度愈慢噴藥量愈

少行進停止則自動停止噴藥，避免重複噴藥。桿式噴藥機具主要結構：1. 噴

藥桶材質與容量：噴藥桶材質為玻璃纖維，材質堅固不怕碰撞，耐溫不怕

長期日曬，不怕腐蝕不變色，可選擇容量 500、600、800 及 1000 公升。2. 噴

藥臂：材質為鋁製，以減輕背負的重量。標準型（RHP 型）為油壓展臂，

可選用長度為 10、12、15、18、20 公尺，噴藥臂分段電控最多 5 段。3. 操

縱系統：利用主機單向及雙向油路系統控制噴藥臂之升降、伸縮（全開或

全收）與水平，可自駕駛艙直接電腦操控，選項器兩組（RSB2 六功能電子

控制），具高度控制、水平控制、中段伸展、左臂伸展、右臂伸展及噴藥臂

固定等六個控制功能。可設定每公頃的噴藥量。設定後噴藥機具將依主機

行進速度準確地噴灑量劑，避免過量或不足。液晶螢幕顯示噴灑的總劑量

、每公頃的劑量及噴灑面積，提升農產品的安全性。 

（三）豆類採收機：日本北海道販售多功能管理機的農機工廠包括本田農機工業

株式會社、株式會社ミツワ、井關農機株式會社、久保田農機株式會社、

ホンダ販売株式会社、野馬（ヤンマー）株式会社等。其中ホンダ販売株

式会社生產的小型豆刈機（圖 13），可替代人工割豆問題。本田農機及ミツ

ワ兩家株式會社均有生產的毛豆脫莢機（圖 14 至圖 15）；本田農機、ミツ

ワ、野馬及久保田農機等 4 家株式会社均有毛豆小型採收機（圖 16 至圖 19

），可解決人工缺乏問題，其中久保田農機株式會社推出的是大豆及毛豆兩

用小型採收機（圖 18），而久保田及井關兩家農機株式會社有生產大型豆

類聯合採收機，可同時採收大豆及紅豆，提高其利用效率，其中久保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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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H380 型及井關 HC350 型台灣有引進販售（圖 20 至圖 21）。 

（四）毛豆及大豆產地及市場調查：日本北海道主要種植的大豆品種包括トヨム

スメ及トヨホマレ兩品種均屬大粒種，可加工為煮豆及豆腐用。トヨコマ

チ及カリユタカ兩品種均屬中粒種，可加工為煮豆及豆腐用。トヨハルカ

及ユキホマレ兩品種均屬大粒種，可加工為煮豆、味增及納豆用。キタム

スメ兩品種均屬大粒種，可加工為味增及納豆用。スズヒメ、スズマル及

ユキシズカ等 3 品種均屬小粒種，主要加工為納豆用。ゆきぴりか品種屬

中粒種，異黃酮含量高，可加工為豆漿、味噌、煮豆、納豆用。ユウヅル

品種屬大粒種，可加工為煮豆及豆腐用。ハヤヒカリ品種屬中粒種，可加

工為味增用。トカチクロ及中生光黑兩品種均屬黑豆大粒種，主要加工為

煮豆用。音更大袖品種屬大粒種及ツルムスメ品種屬特大粒種，主要加工

為煮豆用。タマフクラ品種屬大粒種，蛋白質含量高，可加工為毛豆、煮

豆及納豆用。大袖の舞及ユキムスメ兩品種均屬大粒種，蛋白質含量高，

可加工為毛豆及煮豆用。從札幌市到岩見沢市約需 3 個小時路程，訪問了

當地農家，並實際到田間調查大豆及毛豆栽培情形，包含品種、病蟲害及

小型採收機操作情形，並與農家交換意見（圖 22 至圖 24）。在札幌市百貨

的超市進行市場調查，發現毛豆タマフクラ及えだぐろちゃん兩品種的生

鮮豆莢，每袋 250 公克售價 315 日元（圖 25 至圖 26），另有 1 個未知品種

，3 粒莢數多，豆莢長飽滿，每袋 250 公克僅售價 210 日元（圖 27）。 

 

圖 7. 黃場長(右)與本田社長(左)在北海道岩見沢市本田農機工業株式會社合影及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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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日本株式会社丸山製作所的桿式噴藥車可利用電腦控制面板精確控制噴灑的農藥量 

 

圖 9. 日本井關農機株式會社的桿式噴藥車可利用電腦控制面板精確控制噴灑的農藥量 

 

圖 10. 日本株式会社やまびこ的桿式噴藥車可利用電腦控制面板精確控制噴灑的農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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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日本久保田農機株式会社(左)及ヤンマー株式会社(右)的桿式噴藥車 

 

圖 12. 日本北海道ホンダ販売株式会社(左)及ヤンマー株式会社(右)的履帶式管理機 

 

圖 13. 日本北海道ホンダ販売株式会社生產的小型豆刈機，可解決人工缺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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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日本北海道本田農機工業株式會社生產的毛豆脫莢機(左)及本田社長(右)親自解

說各部的功能 

 

圖 15. 日本株式會社ミツワ生產的毛豆脫莢機(左)及全株脫莢情形(右) 

 

圖 16. 日本北海道本田農機工業株式會社生產的小型毛豆採收機(左)及操作系統(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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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黃場長(左)調查日本北海道小型毛豆採收機田間採收情形 

  

圖 18. 日本株式會社ミツワ (左)及久保田農機株式會社(右)生產的毛豆小型採收機 

 

圖 19. 日本野馬(ヤンマー)株式会社生產的毛豆小型採收機 



 17 

圖 20. 日本久保田農機株式會社生產的大豆種子採收機 

  

 

圖 21. 日本井關農機株式會社生產的大豆種子採收機 

 

圖 22. 黃場長詢問北海道農友大豆品種、田間栽培情形(左)及合影(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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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陳課長調查日本北海道毛豆田間病蟲害發生情形 

  

圖 24. 日本北海道毛豆ユキムスメ品種在田間生長情形 

 

圖 25. 日本北海道毛豆タマフクラ品種以生鮮豆莢在百貨超市販賣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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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日本北海道えだぐろちゃん品種以生鮮豆莢在百貨超市販賣情形 

 

圖 27. 日本北海道未知品種 3 粒莢多，以生鮮豆莢在百貨超市販賣情形 

 

五、參訪洋蔥採後處理及選別包裝工廠 

從札幌市到北見市約需 4 個小時路程，參訪當天與我們會談的是訓子府機械

工業株式會社松田和之社長及松田謙常務取締役（圖 28），實際到洋葱採後處理

廠參觀 KOT-4000 型選別機（圖 29）操作切根、去土、選別情形，並到 JA きたみ

らい農業協同組合參觀選別包裝廠（圖 30）。ＪＡきたみらい農業協同組合與台

灣縣農會組織相似，由ＪＡ北海道中央會、ＪＡ全國中央會、ＪＡ全農、ＪＡ北

海道信連、ＪＡ北海道厚生連、ＪＡ全國中央会、ＪＡ全國共濟連、農林中央金

庫、ホクレン等 9 個單位於 2003 年 2 月 1 日合資成立，整個組織規模非常龐大。

目前會員戶數 1,238 戶，會員人數 7,801 人，職員人數 355 人，分為購買部、販賣

企畫部、營農振興部、金融共濟部、總務企畫部等 5 個部門，另外成立技術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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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及監查室，擁有豆類乾燥調製廠、小麥乾燥調製廠及洋葱選別包裝廠等 3 個工

廠。2011 年種植農作物面積 18,434 公頃，占北見市耕地面積 25,221 公頃的 73.1%

，包括水槄 863 公頃，生產 5,086 公噸；麥類 5,375 公頃，生產 28,948 公噸；豆類

691 公頃，生產 1,595 公噸；甜菜 3,986 公頃，生產 194,711 公噸；洋葱 4,010 公頃

，生產 207,408 公噸；馬鈴薯 2,780 公頃，生產 86,791 公噸；蔬菜 695 公頃，生產

12,456 公噸；薯 2,780 公頃，生產 86,791 公噸。 

 

圖 28. 黃場長(右)與松田社長(左)合影及參訪洋葱採後處理情形(右) 

圖 29. 北海道洋葱採後處理切根選別情形 

圖 30. 黃場長參訪洋葱採後處理工廠選別裝箱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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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檢討與建議 

本次參訪行程，除參訪大豆及毛豆相關農機工廠及主要產地外，並與當地研

發推廣單位充分討論，瞭解北海道在大面積耕作下，如何利用高科技機械化，降

低生產成本，提升作業效率，生產高品質及高產量的大豆，並收集調查到許多有

關大豆及毛豆產業的寶貴資料。今將此次參訪調查的成果心得，提供檢討及建議

如下： 

（一）為配合「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計畫，建立大豆機械化量產技術，發展

優質安全農業，豆農每經營 50 公頃需投資 1,200 萬元以上的農機設備，目

前進口農機僅能低利貸款，並無法獲得如國產農機相同的補助，建議放寬

國內未製造的農機予以進口補助。 

（二）由於日本於 2006 年 5 月 29 日起實施新修正之食品安全法，對進口食品之檢

查趨於嚴格，尤其是農藥殘留方面，加上「中國天洋食品毒水餃事件」，

徹底引發日本消費者對中國黑心食品的恐懼，有「中國產食品不安全」印

象，但問題是，日本一年由中國進口的蔬菜達百萬公噸，目前台灣能供應

的蔬菜種類有限，價格也是日本進口商考慮的重要因素。高屏地區毛豆外

銷專區目前全年僅種植春、秋兩作 5 個多月，土地利用效率低，且有連作

障礙問題。因此建議可利用毛豆外銷專區發展親和型輪作經營模式，開發

新的蔬菜如甜玉米、青花菜等產品外銷，強化農業生態環境維護，以提升

台灣毛豆及其他冷凍蔬菜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三）我國毛豆業者於各種場合一再反映，對於大規模企業化大農場經營毛豆外

銷產業仍極具信心，期望能再擴大經營規模，但目前大面積土地取得困難

，應加強輔導小農及休耕農將農地釋出，配合「小地主大佃農」計畫，獎

勵青年專業農民投入大佃農，亟需政府相關單位協助，以擴展產業規模，

提升外銷實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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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錄： 

附錄 1. 日本北海道新聞 9 月 5 日報導內容 

 

附錄 2. 日本北海道新聞 9 月 7 日報導內容 

 

附錄 3. 日本北海道經濟產業局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