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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沙巴洲是一個物產資源非常豐富的地區，而本校在農業之學術研究成果，近

幾年也日漸受到重視。此行前往馬來西亞沙巴洲進行學術參訪與交流，共完成二

件 MOU 之簽訂，包括馬來熊復育中心，以及與 YUN FOOK RESOURCES 公司，另也

與該公司洽談並簽訂一件產學合作計畫，自本年元月開始執行。本次參訪沙巴大

學校本部及山打根分校，並與該校副校長、產業交流中心主任、研究推廣部 Datin

院長等教職員進行座談與學術交流，沙巴大學希望能和本校建立姐妹校。此行亦

與沙巴大學熱帶林學院洽談與本校生物資源學院簽訂學術合作 MOU，建立雙方學

術合作與交流管道。本次前往馬來西亞沙巴洲進行學術參訪與交流，行程相當豐

富與收穫滿滿，也順利圓滿達成參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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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與目的 

為促進本校與馬來西亞沙巴州之學術交流及產學合作推動，本校生物資源學

院院長邱奕志教授率領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陳子英主任、生物機電工程學系吳剛

智主任、園藝學系高建元老師、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毛俊傑老師等教授，共五位

於 102 年 12 月 2 日至 7 日前往沙巴州進行學術交流，並洽談產學合作。本次參

訪機構包含沙巴大學、馬來熊復育中心等學術機構，並洽談雙方學術合作交流事

宜。另本次出國擬參訪 YUN FOOK RESOURCES SDN. BHD.、EVERGREEN LIVESTOCK 

SDN. BHD.、TRUSAN SAPI RICE PLANTATION SDN. BHD.、YUN FOOK PLANTATION SDN. 

BHD.、KENINGAU PALM OIL MILL SDN. BHD.等企業機構之農畜業生產現況、農畜

產品加工等，並洽談與本校產學合作案。預計此次參訪將簽訂雙方合作協議

(MOU)2 份，以及洽談一件國際產學合作案。並與至少三個機構建立連絡網路與

交流情誼。參訪行程表如下： 

日 期 行 程 (起 迄) 活 動 內 容 

12/2 

(一) 

宜蘭--桃園機

場--亞庇 

啟程 06:30宜大-- 09:50 TPE第二航廈 AK1519 

抵達 BKI pm13:15 

拜會 Datuk Yap Yun Fook洽談產學合作(MOU)  

參觀油棕栽培 

參觀 EVERGREEN LIVESTOCK SDN. BHD.有關乳牛及肉牛畜

牧飼養生產及廢棄物處理與再利用，以及參觀榨乳設施 

參觀 YUN FOOK PLANTATION SDN. BHD.之鳯梨栽培現況 

12/3 

(二) 

亞庇--山打根 

參訪 TRUSAN SAPI RICE PLANTATION SDN. BHD.有關稻米

生產現況及稻米自動化加工設施 

參訪沙巴農業部 Ulu Dusun農業研究站，與農業研究站負

責人 AU博士洽談有關油棕種苗之培育與組織培養相關技

術，參訪農業研究站之相關研究概況 

12/4 

(三) 

山打根--亞庇 

參訪沙巴大學山打根分校，並進行學術交流 

參訪人猿中心 

參訪馬來熊復育中心洽談學術合作，並簽訂 MOU 

參訪沙巴林業試驗研究中心，並進行學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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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拉卜灣象鼻猴保護區 (Labuk Bay Prorbscis Monkey 

Sanctuary)  

12/5 

(四) 

亞庇 

參訪洛交宜野生動物中心 (Lok Kawi Wildlife)  

參訪洛交宜 (Lok Kawi)植物園 

參訪 YUN FOOK RESOURCES SDN. BHD.之牛乳加工廠設施 

參訪沙巴大學校本部，進行學術合作，並洽談建立姐妹校

事宜 

12/6 

(五) 

亞庇 

參訪 KENINGAU PALM OIL MILL SDN. BHD.有關棕櫚油之

生產設施與製程 

參觀 EVERGREEN LIVESTOCK SDN. BHD.有關鹿、駝鳥、羊

等經濟動物之飼養現況 

與 YUN FOOK RESOURCES SDN. BHD之董事長 Datuk Yap Yun 

Fook簽訂 MOU學術合作，以及跨國產學合作計畫 

12/7 

(六) 

亞庇---桃園機

場---宜蘭 

返程 BKI 08:10 AK1518 

抵達 TPE第二航廈 am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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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考察過程 

12月 2日（星期一） 

本日為出發啟程日，早晨 6：30由學校出發前往桃園機場，搭乘 Air Asia 

AK1519班機。13:15pm 順利抵達馬來西亞的亞庇市，提領行李出海關，就看到拿

督 Datuk Yap Yun Fook 先生已經等在出口處，一陣寒暄後分別搭乘拿督所準備

的兩輛車，開始本次預定的參訪地點。 

第一站，我們一行人前往 Keningau，參觀拿督 Datuk Yap Yun Fook 先生的

乳牛畜牧場，該場飼養的乳牛有數千頭(圖 1)，從選育、繁殖、飼養，以及三段

式廢棄物處理，都規劃的很完整。牧草也是機械化栽培與收穫，並使用乳牛產生

之有機堆肥 (圖 2)做為肥料來源。三段式廢水則做為稻米栽培之液肥施用，自

成一個接近 100%利用的生產系統。乳牛採用真空式搾乳設備，自動化程度非常

高 (圖 3)。牛乳收集後，則以低溫貨櫃車，運送到亞庇的牛乳加工廠，進行鮮

乳的分裝與銷售，目前牛乳加工廠正在興建中 (圖 4)，預計今年年中會啟用。

公乳牛則做肉牛用，據拿督表示，因沙巴回教徒多，對於牛肉的需求很大，加上

他的肉牛是吃有機的牧場，肉質特別鮮美，因此牛肉供不需求。因為拿督的畜牧

場頗具規模，加上設備先進，因此也提供馬來西亞大學的學生，進行校外實習，

(圖 5)為與馬來西亞大學的學生合照。 

因為鳯梨非常適合沙巴地區栽種，因此拿督在 Keningau也有農場，目前正

在進行鳯梨栽培與小面積試種 (圖 6)，確認栽培技術與鳯梨品質可為消費者接

受後，再進行量產栽培，並建立銷售網絡。目前聘請來自台灣的王先生進行鳯梨

栽培技術指導，鳯梨種苗則由大陸海南島進口。  

本次應邀的重點之一是參觀拿督油棕樹栽培，油棕是馬來西亞的重要經濟作

物，馬來西亞提煉之棕油已佔全球產量的 45%，而拿督 Yap Yun Fook先生在當

地 12位油棕栽培業者中排名第二 ，其規模之大，難以文字形容，舉凡視線所及

盡是油棕樹。拿督特別親自帶領參觀並親自解說其油棕樹採果情形（圖 7）、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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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果實（圖 8）、油棕樹苗栽培場（圖 9）及儲油槽（圖 10）。 

 

12月 3日（星期二） 

位處熱帶地區的沙巴，氣候炎熱潮濕，當地華人所占人口比例高，稻米成為

十分受到重視的糧食作物。在抵達沙巴的第二天上午，一行人驅車前往山打根的

途中，順道轉往 Yap Yun Fook 拿督位於鄰近山打根的稻米栽植基地。由於拿督

所有產業均採行一條龍的經營管理模式，在面積廣達 1,200公頃的稻米栽植區，

不但設有全區的灌溉引水系統，也設置有稻米乾燥中心及現代化碾米廠（圖 11）

及稻作生產用農業機械保修廠一處。考量到降低對環境的傷害，此地的稻米栽植，

並未使用任何的農藥。 

該稻作生產專區之稻米種植方式採用撤播於稻田，再進行生長管理。收穫方

式採用歐美普遍採用之普通式履帶聯合收穫機，與台灣慣行使用扶起式收穫機不

同，普通式履帶聯合收穫機自日本野馬公司進口。馬來西亞因灌溉溝渠沒有全面

性規劃與施作，導致農田灌溉給水與排水問題，造成農業生產上極大的限制。不

是缺水，就是遇到採收期田間排水不澈底，導致農田泥濘，影響農業機械之操作。 

馬來西亞因稻米生產量嚴重不足，因此馬來西亞政府會依稻米栽種面積補助

農民一定的肥料使用量，不足部份再由農民自行購買使用，因拿督本身生產棕櫚

油，會產生大量有機堆肥，故該生產區之肥料補充，部份來自油棕之有機堆肥。

但由於當地稻米生產者之技術不足，加上東南亞人力的習性與素質關係，拿督不

斷表達有意與本校，持續深化雙方合作的意願，對於本校學生未來的海外實習，

提供了良好的機會與場所。 

下午參訪沙巴農業部 Ulu Dusun 農業研究站，與該農業研究站負責人 Senior 

Assistant Direct research Dr. AU WAI FONG博士洽談該研究站有關油棕種苗

之培育與組織培養相關技術，Dr. AU 撥冗全程接待並陪同參觀 Ulu Dusun 農業

研究站之相關研究概況（圖 12）。Dr. AU解說油棕樹是一直都是該農業研究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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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研究項目之一，其研究內容著重於優良種子的篩選(如含油量高種子)、保存

品種的選留以及傳統的育種工作（圖 13）。藉此參訪的機會也與其研究人員分享

經驗，至於該研究站的組織培養工作（圖 14），卻受制於油棕樹種子培殖體的難

以無菌消毒而一直無法推動。整體而言，就其所擁有的資源，該研究站的組織培

養研究工作、設備與技術，是有進步潛力與本校合作空間的。 

 

12月 4日早上(星期三) 

我們早上 7:30到達沙巴大學山打根分校，先參觀校園，並於 8:00和分校之

教授們進行座談。沙巴大學山打根分校，當地 245英畝，成立時間為 2006 年 5

月 4日，稱為種植分校（Sekolah Pertoman Lestari），其內目前只有永續農業

學院（School of Sustainable Agriculture），主要的重點：培養學生進入現代

農業，並以健康環保為訴求，並希望以可持續農業的發展。拜訪時副院長帶領幾

位副教授及老師一齊與大家見面，同時雙方並做簡報，簡報中瞭解其主軸精神是

以現代農業的精神讓學員基於更短的時間，更少的土地使用和生產更多的糧食，

在教育和研究上分成三個學系（種植學、園藝及園林和畜牧生產），學院就以這

三個方向來發展，並希望集合各學系在婆羅洲東北部形成有科學技術，可持續農

學的主導學校（圖 15）。 

簡介中並提及學校的設施及實驗室，同時並指出分校在校園中有現代化的學

生宿舍，可讓學生舒適的學校中學習，同時也有在許多農場及研究機構合作，讓

學生能夠到現場實習（圖 16）。學校課程的主要目標是培育出熟悉農學的人才，

並可在國家或國際間有競爭能力。其重點的培育有傳統和現代農業各方面管理的

知識，能兼顧環境保育，並適應農學部門內的技術變革與發展，可培育出有農業

與農場的管理。 

雙方除做簡報交流與溝通，邱院長也致贈紀念品，同時並合影留念（圖 17、

18），整體而言，該分校目前場域極大，山打根有許多農業，該學院的園藝與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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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生產未來有進步潛力可與本校合作。 

在一早結束了沙巴大學山打根分校的參訪行程之後，隨即驅車前往西必洛的

人猿中心參觀。距離沙巴大學山打根校區約 10公里的西必洛（Sipilok）地區，

為沙巴當地少數完整保留了大面積原生熱帶雨林的地區之一。該區域也是沙巴最

負盛名的保育及生態環境教育場域的所在地，如：官方的沙巴森林局，及其雨林

探索中心（RDC, Rainforest Discover Center），由野生動物局所支持成立的

西必洛人猿（俗稱紅毛猩猩）中心及婆羅洲馬來熊保育中心（BSBCC, Bornean Sun 

Bear Conservation Center）等，均位於此處。在早期，此地也曾經進行過全世

界最為稀有的犀牛－婆羅洲爪哇犀牛的繁殖復育工作。 

在西必洛地區，這些保育及研究中心與生態度假旅館彼此相鄰，形成一特殊

的森林生態相關及野生動物研究保育的聚落，當地的治安良好，是東、西方國際

到訪遊客，前往沙巴生態旅遊的重點地區。許多與沙巴森林及野生動物相關的研

究人員，也都經常在此地進行實地的研究與保育工作，此一特性，對於本校森林

暨自然資源學系目前規劃中，擬進行的熱帶生態教學實習課程，提供了便利性與

完整性。 

已超過 30年以上歷史的人猿中心，為當地最為重要的雨林野生動物保育及

環境教育的基地（圖 19），在每日上午及下午各開放一個時段，供民眾購票進

入雨林，參觀區內森林高台的紅毛猩猩及其他獼猴的餵食及活動，此行一行人有

幸，在開放進入雨林的時段，近距離觀察雨林中靈長類的生態，並在雨林步道中，

由前來迎接的馬來熊保育中心執行長黃修德博士，接待及進行紅毛猩猩相關的生

態解說介紹，在稍微停留之後，隨即轉往相鄰的婆羅洲馬來熊保育中心。 

為了提升本校學生的視野，增加學生海外學習的機會，在兩年前曾經與婆羅

洲馬來熊保育中心的執行長黃修德博士，洽談前往當地進行熱帶生態相關課程之

研習與交流的可能性，並獲得首肯。此行的重要目的之一，即是由邱院長代表本

校生物資源學院，與婆羅洲馬來熊保育中心黃執行長簽訂合作備忘錄（MOU）（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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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共同為兩個單位間的學術與人才交流，以及未來本校師生前往當地進行熱

帶雨林生態教學與實地實習，預做準備。 

接著一行人前往位於山打根附近的西必洛（Sipilok）的沙巴森林局，佔地

面積約數10 公頃（圖21）。由許多森林研究部門組成，如：育林、生態植物研究

與保存、林產、經營等，因拜訪時間短暫，僅拜訪森林研究部門的生態植物研究

與保存，由邱博士跟我們介紹沙巴森林局的業務（圖22），局中的業務其中之一

為研究龍腦香科植物或森林的調查、熱帶雨林生物相的清查、熱帶森林的土壤研

究、森林使用航遙測的資源普查或與動物之間的關係或林產物的利用、龍腦香科

植物的組織培養及在稀有龍腦香科植物的應用，雙方並就龍腦香科植物的生態與

生物相及組織培養做溝通（圖23），簡報結束後由邱博士致贈已乾燥的龍腦香科

植物果實（圖24），這一個科是婆羅洲做生態研究及木材輸出的重要項目，目前

也有許多國外的專家來此做研究，此外該局也有提供暑期的海外生態解說，如附

近的澳洲的一些大學也會前來參與。拜訪沙巴森林局除了實地了解這該單位的行

政及學術運作外，也了解整個馬來西亞婆羅洲熱帶森林的研究方向，如龍腦香科

植物，未來可補充本校在熱帶林業與生態教學與研究的不足，並提供教師與學生

前往合作研究與觀摩的空間及促進兩地學術。 

在結束了上午一連串緊湊的拜訪行程與MOU簽訂儀式之後，中午驅車前往鄰

近山打根，由環繞潟湖的紅樹林，所構成的拉卜灣（Labuk Bay）長鼻猴（又稱

為象鼻猴）保護區（圖25）。素食且體型為婆羅洲第二大的長鼻猴，為婆羅洲所

特有的靈長類動物，主要棲息於河口、潟湖等感潮河段的紅樹林地區，沙巴長鼻

猴的生態觀察活動，為當地行之有年的生態旅遊，必訪的重點行程。在葉拿督

（Datuk Yap Yun Fook）的安排之下，一行人考察了當地生態旅遊的操作及推行

方式，此行類似此類完整的兼顧並結合地方民眾生計、農業生產與生態保育的考

察內容，未來對於本校生物資源學院，所持續推行的三生（生活、生產、生態）

概念，具有良好的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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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上午（星期四） 

對於生物多樣性保育來說，地區性的動、植物園，為域外（Ex-situ）保育

工作執行及生態教育的重要場域，在結束了前一日緊湊且密集的行程之後，今天

上午安排參觀了亞庇市的Lok Kawi野生動物園（圖26）。此一動物園的面積雖然

不大，但飼養並展示了許多婆羅洲沙巴當地的特有動物（如：婆羅洲雲豹、爪哇

犀牛、爪哇鹿、侏儒亞洲象等），為亟具獨特代表性的動物園。園內除了展示當

地的動物及生態之外，內部並設有一處植物園，一行人除了前來參觀這個特殊的

動物保育教育展示場域外，園內的植物園亦提供了對這些動物棲息環境的實境體

驗。 

下午前往沙巴大學，由該校交流中心的Dr. Ho主任引導介紹學校的概況，並

拜訪副校長Prof. Abdullah，做初步的交流（圖27），同時也由邱院長與該校副

校長交換禮物和資料（圖28）。隨後參觀該校的博物館，了解該校的沿革與歷史。

隨後，兩校進行學術交流座談。沙巴大學參加交流的人員包括Dr. Ho主任、

Genetic and plant breeding 的Prof. Datin 院長、熱帶森林學院的副院長Dr. 

潘副教授、系主任Dr. Liew等，本校並介紹宜蘭大學以及生資學院的現況及特色，

會中高建元老師與領域相近的Prof. Abd. Latip 院長在組織培養與基因槍上互

動頻繁；系主任Dr. Liew與交流中心的Dr. Ho也表達願意與學院或學校有更進一

步的互動，同時也由邱院長與Datin院長交換禮物和資料（圖29、30）。 

「沙巴大學」為馬來西亞大學於東馬沙巴州設立之分支教學研究單位，其熱

帶森林學院及相關的學院與在教學、研究上有相同之領域。經交流後雙方都有意

願同意就學生或老師的訪問，或未來共同的研究，但此仍請學校的上層主管做進

一步之聯繫。 

 

12月 6日（星期五） 

上午我們一行人在 Yap Yun Fook拿督的安排與親自解說下，參觀他的煉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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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油棕（學名：Elaeis）俗稱油棕櫚，是棕櫚科的一屬，屬於產油經濟作物，

分為兩種：一種是原產於西非的非洲油棕櫚，分布範圍為安哥拉至甘比亞的西非

地區、以及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另一種是中美洲和南美洲北部的美洲油棕櫚

（又稱黑果棕櫚）。 

  野生非洲油棕櫚樹為單莖，高可達 20米。羽狀葉，開許多簇狀密生小花，

花為三萼三瓣。果實在開花 6個月後成熟，簇生於短枝上，單個果實呈卵圓狀，

長約 4厘米，成熟時為黑色，基部為紅色。果肉和果核均含有大量油脂。單株樹

的產果量為 2至 12簇不等，隨樹齡增長而逐年增加，每簇重 15至 25公斤。美

洲油棕櫚樹榦沿地面匍生，葉片大而寬闊，但花、果與非洲油棕櫚相似。 

  油棕櫚是油料作物種產油量最高的一種，經濟種植平均每公頃產油約 1噸。

目前實行經濟栽培的大多是非洲油棕櫚。油棕從種到園地算起,2年後就開始有

收穫。果實成熟時顏色為橙紅色，一大堆簇生在一起。若果實生在不高於地面十

尺處用帶柄鑿子收割；若高於地面十尺用一種長柄的鐮刀收割果實。收割後的果

實為了防止質變必須兩天內送到加工廠提取棕油。東南亞的油棕櫚是在 20世紀

初引進的，馬來西亞宣布它生產了全世界 55%的棕櫚油。美洲油棕櫚由於產油量

低，因此只在原產地得以種植。 

  西非地區傳統的棕櫚油提取方法是先將果實搗碎、煮熟，破壞其果肉內的脂

解酶，再加熱後即可取下析出的凝皮狀油脂。這種方法可以提取果實內 50%至 55%

的油脂，稱為「軟式加工法」。後來對這種方法加以改進，加入酵母並用沸水煮，

利用更高的溫度提取更多（可達 65%）的油脂，這一方法被稱為「硬式加工法」。

這兩種方法都只能提取果肉內的油脂。歐洲人引入榨油機以及汽油溶脂等方法後，

油脂提取率升至 90%以上。油棕櫚的果仁和果殼纖維富含油脂，可以提取果仁油

和囊果被油，但其成分與果肉中所含油脂不同。 

  油棕櫚由於其果實含油量甚高，因此被許多動物食用，而在非洲，人們取果

仁油作為日用烹飪油。棕油是一種植物油，又名棕櫚油。提取自油棕籽，是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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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沙拉油之後的第二大食用油。除此之外，棕油也被作為生物柴油使用。馬來西

亞和印尼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棕油生產國。在工業上，果仁油被用於製造人造黃油、

巧克力、雪糕和食用油脂，果仁渣餅用作飼料。特別注意的是，油炸速食麵是必

須用棕櫚油；果肉油被廣泛應用於製造肥皂、香皂、蠟燭、清潔劑、潤滑油、甘

油、顏料、化妝品、髮膏、鐵器防銹劑及汽車燃料。果殼可用來作燃料及鋪油棕

園內的路.棕油可提煉維生素、蛋白質、抗生素等。 

  葉拿督在亞庇的棕櫚油生產廠原料來自周邊區域的油棕園－其中約 40%是

他自己的。油棕種植後 2年成熟可以開始收成，每年約採收 12次。每噸收購價

格約 450~700馬幣（1 馬幣約臺幣 10元）。油棕果實成熟後工人用一種長柄的鐮

刀割取採收、集中，再由各式貨車將其運至油廠，秤重後（圖 31）卸堆於進料

區。視需要將果實推入滑道（圖 32）經進料閘門進料至運送列車（圖 33、34）

送入蒸煮鍋槽（圖 35，每個槽處理量為 60噸）。油的提取方式如上所述之「硬

式加工法」：利用高壓蒸汽（450psi）煮 1小時，然後取出送至離心分離機（圖

36、37）將果實與枝桿分離，果實再次蒸煮以提取果肉內的油脂（圖 38、39）；

殘枝榨油後做堆肥。果仁和果殼（圖 40、41）經旋轉分離機（圖 42）將石頭等

雜物分離，清理後（圖 43）後打碎，以榨油機及再蒸煮提取油棕櫚的果仁和果

殼纖維所含之豐富油脂（圖 44），可做飼料。殘渣做燃料以鍋爐產生熱力（圖 45、

46）提供廠內自設的發電廠（圖 47）發電供應廠內所需。其他枝條等殘餘物尚

可作堆肥（圖 48），所以採收的物質幾乎全部都可利用，而其中約 23%的重量可

榨成油。 

  該廠日常每日處理 1500 噸的原料，最高可月產 20000 噸的油。該廠建廠

時耗資約 4000萬馬幣。現在建廠加入一些改善措施與設備，預估需要 6000 萬馬

幣。如前資料所述：油棕果實採收後兩天內要處理以免變質。而葉拿督預定擴大

種植及收購地區與面積，近期要在產地附近增建 2~3個新廠。 

拿督眾多的產業之中，與本校動物科技系最為相關。飼養許多種類之經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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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包括乳牛、羊、駝鳥、鹿等，還有乳牛生產之牛乳加工廠等。我們今天也參

觀 Yap Yun Fook 拿督的牧場，包括鹿、羊、駝鳥等。拿督表示在引進鹿隻後的

發展進程，受到鹿茸採取技術上的限制，目前仍處於產業投資停滯不前的階段（圖

49），全區 1000頭以上的水鹿與爪哇鹿，正當亟需投入專業人力管理之際，這也

同樣對本校生物資源學院內的相關系所，提供良好的教學與實習機會。在連續四

日的東西來往奔波之後，一行人前往拿督的鹿場，實地參觀，而鹿場周遭的油棕

園、榴槤園也同樣都屬於拿督的產業，倘若，未來能與本校有更深一層的互動，

相信對生物資源學院的各系所，均能有正向的提升。 

拿督在 10月 25日就曾來宜蘭大學參觀，當時由生物資源學院邱院長親自接

待，拿督一行人對於宜大生物資源學院的設備及人才，留下深刻印象。而且本院

各系的研究領域與拿督在馬來西亞的產業發展有很大的重疊相關，因此拿督特別

利用此次邀請訪問的機會，以 YUN FOOK RESOURCES SDN. BHD之董事長身分 Datuk 

Yap Yun Fook與宜大生物資源學院邱院長簽訂 MOU學術合作（圖 50、51） ，其

中並包含一項跨國產學合作計畫（圖 52） ，進一步落實雙方交流，訪問及合作

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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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 

1. 此行非常感謝本校校長的大力支持與協助，使得本次前往沙巴進行學術

參訪與交流，行程相當豐富與收穫滿滿，也順利圓滿達成此行之目的。本次參訪

共完成二件 MOU學術合作之簽訂，以及一件產學合作計畫之洽談。 

2. 本次應邀的重點之一是參觀拿督的農業生產事業單位，並洽談產學合作。

此行能如此在極短的時間裏，完成如此豐富的參訪交流行程，首要感謝拿督 Yap 

Yun Fook先生的熱心安排與連繋，也讓本次參訪一行人能對沙巴之農業現況有

一全面性的瞭解與認識，對於未來本校與沙巴之學術交流有了一個非常好的開

始。 

3. 油棕是馬來西亞沙巴洲的重要經濟作物，馬來西亞提煉之棕油已佔全球

產量的 45%。在沙巴這幾天的參訪中，舉凡視線所及盡是油棕樹。如何在兼顧環

境保護與生態平衡下，又能進行油棕栽培之經濟活動，是一個未來亟需分析瞭解

的課題。 

4. 沙巴大學雖然成立不到二十年，但校園之規劃，很有長遠性，也極具發

展成一流大學之硬體雛型。惟師資之陣容及學術研究能量，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未來本校應可進一步和沙巴大學建立姐妹校，進行更實質之學術交流與人才培

育。 

5. 沙巴 Yap Yun Fook 拿督的煉油廠已機械化，所以廠內不需要很多員工；

但在進料區，卻動用許多人堆置與推送原料入滑道閘門。可以設計由車輛直接傾

卸入進料暫存槽，再由進料閘門管控進料的方式改善。唯目前因為送貨車輛形式

多樣，大小規格不一，許多也沒有傾卸裝置，尚難執行。未來如果原料來源都是

自己公司則可統一規範。至於進料閘門架橋堵塞需要人鈎取疏通的問題，則可用

改變閘門開閉驅動液壓缸的行程與安裝位置使閘門全開，並設置堵塞時啟動之機

器撥桿等方式解決。 

6. 煉油廠工廠內公安衛設施在可預見會越來越嚴格的法令，及高漲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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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意識下，應該還可以再改善（尤其在新廠）。其中包括燈光、清潔、防滑、

走道寬度、防跌柵欄、熱或其他警告標示、廢水處理與排放、工人穿著規範（安

全鞋、護目鏡等護具）及緊急傷害處理設施等。 

7. 就棕櫚油提取生產而言，本校生資院生物機電工程學系可合作協助的項

目包括油棕林田間監測系統（In field monitoring system）配合 RFID 技術做

生產品質監控、生產管理及生產履歷之規劃與建立，及採收機械化，或省工採收

機具之研發。另可做工廠設置周邊產區分配及運輸與路線之 OR規劃，機械化與

自動化系統的規劃與改善，公安衛改善等，以提升生產效率，增加生產效益。 

 

肆、建議事項 

1. 為了提升本校學生的視野，增加學生海外學習的機會，未來可積極安排

本校學生前往沙巴當地進行熱帶生態相關課程之研習與交流。 

2. 建議本校可和沙巴大學進一步接觸，建立姐妹校，有利本校拓展海外招

生。 

3. 為了提升本校教師的研究領域與觸角，並開拓學生視野，建議本校可與

西必洛（Sipilok）的沙巴森林局，以及沙巴農業部 Ulu Dusun農業研究站簽訂

學術交流合作備忘錄。藉此讓本校師生了解整個馬來西亞婆羅洲熱帶森林的研究

方向，以及補充本校在熱帶林業與生態教學與研究的不足，並提供教師與學生前

往合作研究與觀摩的空間及促進兩地學術合作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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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拿督Datuk Yap Yun Fook的乳牛

畜牧場 

圖 2、乳牛產生之有機堆肥 

  

圖3、乳牛真空式搾乳設備 圖 4、牛乳加工廠興建中 

  

圖5、與馬來西亞大學實習學生合影 圖 6、鳯梨栽培及試種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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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油棕樹的高大樹形及工人採果的

情形。 

圖 8、油棕樹剛採下之成熟果實。左起

三戴帽者即為拿督 Datuk Yap 

Yun Fook先生。 

 
 

圖 9、油棕樹幼苗栽培場 圖 10、油棕樹果實榨油後之暫時儲油槽 

  

圖 11、參訪團合影於自動化碾米分選機

前 

 

圖 12、參訪沙巴農業部 Ulu Dusun 農業

研究站，與該農業研究站負責人 

Dr. AU WAI FONG 博士共同合影

於其種子實驗室入口，左起三為

拿督 Datuk Yap Yun Fook 先生，

左起五即為該農業研究站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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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Dr. AU WAI FONG 博士。 

 

  

圖13、Dr. AU油棕樹解說保存品種的選

留以及傳統的育種工作 

圖14、Ulu Dusun農業研究站的組織培

養工作 

  

圖15、分校的永續農業學院教師與邱院

長一行進行學術討論 

圖16、沙巴大學山打根分校校園及學者

宿舍 

  

圖17、分校的永續農業學院副院長與邱

院長交換禮物 

圖18、沙巴大學山打根分校永續農業環

境老師與邱院長一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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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此次本校生物資源學院參訪團一

行人攝於西必洛人猿中心 

圖 20、本院與婆羅洲馬來熊保育中心完

成 MOU簽約及換約儀式 

  
圖 21、邱院長一行拜訪沙巴森林局 圖 22、沙巴森林局邱博士介紹整體業務 

  

圖 23、邱博士與邱院長一行討論研究方

向 

圖 24、邱院長與沙巴森林局邱博士互贈

禮物 

  

圖 25、邱院長與葉拿督合影於拉卜灣長

鼻猴保護區解說中心入口 

圖 26、一行人合影於 Lok Kawi 野生動

物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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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沙巴大學交流中心的Dr. Ho帶各

學院同仁與邱院長一行做學術交流 

圖28、拜訪沙巴大學與副校長互動並交

換紀念品 

  

圖 29、討論後 Dr. Ho 與邱院長互贈禮

品 

圖 30、邱院長一行與沙巴大學學術討論

後合影 

  

圖 31、棕櫚油生產廠全景 圖 32、進料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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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自進料閘門進料至輸送列車 圖34、可旋轉出料的輸送列車 

  

圖35、高壓蒸煮槽(每個容量60噸) 圖36、完成蒸煮的輸送列車正旋轉卸料 

  

圖37、旋轉離心脫粒桶(照片上方) 圖38、再次蒸煮取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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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9、紅色液體即為提取之棕櫚油 
圖40、葉拿督與邱院長檢視取油後之果

仁 

  

圖41、帶纖毛及果殼的果仁(脫毛及壓

碎後可再提取果仁油) 
圖42、果仁雜物去除篩桶螺旋 

  

圖43、清理乾淨可再打碎榨油的果仁 圖44、果仁油蒸煮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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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殘渣可作發電機鍋爐燃料或建材

材料 
圖46、以殘餘物作燃料的發電機鍋爐 

  

圖47、以殘餘物燃燒發電的發電設備 圖48、枝條等殘餘物可作推肥 

 
 

圖49、養鹿場一隅 
圖50、邱院長與Datuk Yap Yun Fook簽

訂MOU學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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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與YUN FOOK RESOURCES SDN. BHD 簽訂MOU學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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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簽訂宜大生物資源學院與YUN FOOK RESOURCES SDN. BHD 簽訂跨國合作計

畫 

 



27 
 

 

 

 

 

 

 



28 
 

 

圖53、 與馬來熊復育中心洽談學術合作簽訂M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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