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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G20 農業首席研究人員會議(Meeting of the G20 Agricultural 

Chief Scientists，簡稱 MACS），因聯合國有鑒於因應 2050 年時全

球人口可能增加至 90 億人，屆時糧食來源及營養安全將勢必成為無

可避免的挑戰。一方面在有限耕地面積之下，除提升現有農業生產

力(包括農、林、漁、畜)是最主要的途徑外；另方面在全球氣候變

遷已是無可避免的趨勢，農業永續發展將是維持農業生產重要前提。

因此聯合國規劃邀集 G20 成員國農業科技首席科學家定期召開

MACS 會議，透過會議探討全球農業發展重點及行動策略，且藉由

全球科學研究與創新及國際間農業科技合作來解決並增加農業生產

力、增進永續性、提升食品與營養安全性、持續提供生態系統服務、

以及促進經濟成長與農村發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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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G20 成員國農業生產佔全球糧食生產超過 80％以上，特別在於

農業生產、農產品貿易、食品加工增值、企業投資及研發投資等；

惟目前 G20 成員國為因應全球人口增加，正積極思考並尋求提升全

球糧食生產及強化糧食安全體系解決之道，因此經由聯合國規劃邀

集 G20 成員國召開 MACS 會議。該會議第一屆於俄羅斯舉開，第二屆

會議於墨西哥，本次即第三屆會議，則選在澳洲召開，本次會議主

旨為澈底探討國際間協調及農業研究和創新，致使運用於農業上，

藉以 "改革農業生產力及永續性提升" 的機會，進而促進全球經濟

成長。 

2014 年 MACS 會議於 6 月 19 至 20 日在澳洲布里斯本舉行，主 

辦國澳洲獲此召開 MACS 會議任務，爰委託該國聯邦科學與工業研究

組 織 （ Commonwealth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Organisation，簡稱 CSIRO)辦理，該會議中邀集 G20 國際經濟合作

成員國之農業首席科學家(本屆出席國家計有：美國、英國、法國、

德國、義大利、日本、加拿大、中國大陸、印度、巴西、墨西哥、

印尼、阿根廷、西班牙及歐洲聯盟等 15 個國家)，並邀請 APEC 成員

國之中華民國、香港、越南、及馬來西亞四個經濟體代表為觀察員。

此外，亦邀請國際玉米小麥改良中心(International Maize and 

Wheat Improvement Center，簡稱 CIMMYT)、非洲農業研究論壇

(Forum for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 Africa，簡稱 FARA)、聯

合國糧食暨農業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簡稱 FAO)、全球作物多樣信託基金(Global Crop 

Diversity Trust ， 簡 稱  GCDT) 、 國 際 農 業 研 究 諮 商 組 織

(Consultative Group on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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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 CGIAR)、糧食和農業植物遺傳資源國際條約(International 

Treaty on Plant Genetic Resources for Food and Agriculture 

，簡稱 ITPGRFA)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 OECD）等國際研

究組織共同與會。除避免國際間對農業研究發展有所重疊，並探討

加強國際合作，共同增進農業研究及創新之永續性發展，以因應人

類之糧食及營養安全。 

另於 MACS 會議召開之前，主辦單位透過 Food4Growth 會議匯 

集 G20 各成員國農業首席科學家，針對農業生產創新研發及食品安

全體系提供相關建議，並將 Food4Growth 會議匯集之建議事項，透

過 MACS 會議來進行檢討及審議。最後將會議結論提供各 G20 成員國

政府單位進行未來農業發展重點及行動策略之參考，且透過國際間

農業科技合作來解決全球的糧食安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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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會議過程 

一、時間：103年 6月 16日至 20日 

二、地點：澳洲布里斯本 City Hall及 Royal on the Park 

三、出席人員： 

(一)G20會員國代表 

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加拿大、中國 

大陸、印度、巴西、墨西哥、印尼、阿根廷、西班牙及歐盟(名

單如附件 1)；國際組織 CIMMYT、FARA、FAO、GCDT、CGIAR、

ITPGRFA及 OECD。 

(二)觀察員 

    APEC 成員國之中華民國、香港、越南、及馬來西亞四個經

濟體代表為觀察員，其中我國與會人員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科

技處盧虎生處長。 

四、主辦單位與執行單位：主辦國家為澳洲，執行單位為澳洲委託  

    CSIRO執行。 

五、會議議程 

日期 時間 行程內容 

6月 16日(一) 09:00-17:00 參加 Food4Growth會議 

6月 17日(二) 09:00-17:00 參加 Food4Growth會議 

6月 18日(三) 08:00-17:00 參訪行程 

6月 19日(四) 09:00-17:00 參加 G20  MACS會議 

6月 20日(五) 09:00-17:30 參加 G20  MACS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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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會議內容 

【6 月 16 至 17 日 Food4Growth 會議】 

    Food4Growth 會議為 MACS 之會前會，會議地點於澳洲布里斯本

市政廳召開，該會議主要為凝聚 G20 各成員國農業首席科學家在農

業科技創新及強化其與產業界合作的共識，並邀請國際學者專家說

明各國在因應糧食及營養安全上的創新性科技發展，且由各國與會

之產業界代表(國際農畜、通路及農業保險等企業)說明私人企業推

展科技發展的經驗及關鍵因子，並對後續 MACS 會議提出共識性的建

議事項。 

Food4Growth 論壇主要討論議題：加速(農)產業及科技合作介面之

創新發展，如下： 

˙公務部門間的協同作用及私人企業的研究和開發，並加強公私部 

門間合作模式。  

˙提供農業生產所需要的科學知識和商業投資的未來展望。 

˙對全球農業發展提供適宜的策略來識別和降低農業生產所遭遇的 

風險。  

一、6 月 16 日 Food4Growth 論壇開始由澳洲 CSIRO 組織 Dr.Megan   

Clark 揭幕歡迎各國代表參與會議，接續由澳洲外交部（DFAT）

Dr.Jim Woodhill 主持，透過與會 G20 成員國專家針對全球糧

食安全進行探討；另外由聯合國代表 Dr.David Nabarro、新加

坡瑞士再保公司副總裁 Gyana RanjanDas 及荷蘭瓦赫寧根大學

Martin van Ittersum 教授，針對科學、商業和政策觀點對農

產食品面臨的主要挑戰進行小組討論；最後則由澳洲國際農業

研 究 中 心 (Australian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Research，簡稱 ACIAR）總裁 Dr. Nick Aus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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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16日討論議題進行總結。 

二、6 月 17 日主要以 G20 各成員國如何加速農業食品體系的創新農 

業政策經驗進行專題演講，如威斯康辛大學 Molly Jahn 教授主

講「以科學支持全球農業生產力和糧食安全」、CGIAR 首席科

學家 Dr Wayne Powell 主講「如何強化公共和私營部門夥伴關

係，以加速農業創新研發」及非營利組織 Technoserve 副總裁

David Browning 亦參與其中。最後由澳洲農業廳首席科學家

Dr.Kim Ritman，將本次 Food4Growth 論壇所做共識性結論進行

報告說明，並向 18日舉開之 MACS會議提出共識性建議。 

三、Food4Growth會議結論： 

(一)為解決未來 20至 40年間全球糧食安全問題，需各國在科學、 

商業、政府單位與公民社會一致及持續性的努力。 

(二)面對未來農業糧食短缺有具急迫性待解決問題；例如自然資源 

與環境限制、某些地區及國家長期貧窮、先天不利條件影響、

機會不平等以及地緣性政治不穩定等問題。 

(三)國際各國間為資源充分運用，針對農業科技研究不應有重複和 

重疊性研究，對於研究成果應與各國彼此交流分享。 

(四)MACS 會議為求全球農業穩定發展，應培養並設置一位兼具見多 

識廣及具備與各國協調能力之職務，以貫徹並實施 MACS 會議所

提全球性農業糧食策略，並在短程目標上對全球農業重大危機

做出回應(例如 2008 年全球經濟危機)，長程目標以達到全球農

業穩定性與持續成長。 

【6 月 18 至 20 日 MACS 會議】 

一、18 日與參加 MACS 會議 G20 成員國前往澳洲東南部主要農業生 

產地區昆士蘭州進行實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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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 至 20 日參與 MACS 會議，地點位澳洲布里斯本皇家花園酒店 

，是日會議由 G20 成員國介紹並分享該國政府農業發展創新制

度、現況及農業研究優先順序模式資訊等經驗，內容如下： 

【美國】 

由美國農業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簡稱 USDA )Dr.Catherine Woteki 說明美國投入

農業研究資源概述，根據 OECD 調查全球公部門自 1981 年至

2011 年投入農業研究經費，於 2011 年以歐洲地區投入近 600

億美元為首，且近 10 年間投資經費仍維持穩定成長趨勢，其次

為美國投入研究經費約 450 億美元，並相較於 2002 年起投入經

費明顯下降；另美國農業部經濟研究局亦針對美國公部門和私

人企業對農業研究投入經費進行比較，其中 2010 年公部門投入

農業研究在 90 億美元，私人企業經費在 50 億元，同時於 2012

年調查美國自 1987 年至 2007 年公私部門共同研發合作技術授

權成果，其中與其他組織簽訂合作研發協定至 2011 年止簽定

CRADAs 協定有 252 件，獲得專利授權計 340 件，且至 2001 年

起有逐步成長，另外在技術授權金部分 2011年為 35億美元。 

【德國】 

由德國聯邦政府食品暨農業部 Dr. Klaus Heider 說明德國 

對於糧食及農業創新體系重要性及因應策略，內容說明目前全

球正面臨糧食所遭遇問題，爰於 2010 年由聯邦政府提出的

「2030 國家生物經濟研究戰略」願景，目標係以自然生態循環

系統及「生態服務 Ecology service」理念為主要根本，配合

永續性和豐富的生物經濟系統及利用可再生資源生產高品質產

品來解決全球糧食供應問題。 



10 

 

Dr. Klaus Heider 說明「2030 國家生物經濟研究戰 

略」針對全球糧食問題，提出五個重要措施：1.確保全球糧食

及營養來源-以飲食習慣和消費模式來改變產生的負面效應（如

肥胖、生活方式疾病）2.生產健康及安全的糧食-應以農業生態

平衡角度保護生態系統中土壤、水、生物多樣性和穩定氣候來

增加糧食生產及需求 3.永續性的農業生產 4.工業生產中再生資

源利用-工業化生產過程結果，導致能源枯竭，並逐步由可再生

能源所取代 5.發展生物質能為基礎的能源載體。 

德國投入農業研究事業單位，有 10 所大學與農業學院，6 

個 Leibniz 研究院、5 個聯邦研究機構及 10 所應用科學大學，

將近 5,300 位科學家，形成一個龐大農業智庫，但在數千名科

學家的科學研究經費預算相當足夠下，仍多著重於個人研究技

術，但農業重要的問題依然存在，如生態系統中生物多樣性的

不足、生產環境中土壤退化、植物栽培種類品種減少及水質污

染、大面積有機農業生產單一作物模式下，造成產量停滯等。 

另外 Dr.Klaus Heider 亦藉由德國農業生產經驗對  

MACS 會議提出建議，應透過 MACS 會議集中 20 成員國多元化及

廣大資源優勢，並擬訂實際且明確的目標策略結構和機制，以

作為未來的合作基礎。  

【英國】 

由英國生物技術和科學研究理事會副行政總裁兼首席營運 

長 Mr. Steve Visscher 說明英國農業發展策略如 1.工業和農

業生產技術策略 2.國際合作 3.國際小麥產量夥伴關係（IWYP）

4.國際研究計畫中的農業氮使用（IRPAN）。 

對於英國政府的農業經濟政策目標主張「農業經濟政策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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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全國和產業之間，並持續穩健成長」，其方法首先投入

7,000 萬英鎊/1.2 億美元，以農業科技提高植物催化劑的研

究，；另外實際投資 9,000 萬英鎊/ 1.5 億美元在農業創新育

成中心，並透過農業科技領導委員會，建立英國農業發展領導

地位，再則增加出口和吸引外來投資，建立國際合作(包括農業

合作發展和國際援助)，來貫徹農業經濟政策目標。 

國際合作部分，利用成立基金模式(7,500 萬英鎊/每年 

1.25 億美元為期 4 年)，與國際各國建立合作夥伴關係，如中

國大陸、印度、巴西、南非和南非洲地區、墨西哥、智利、埃

及、哥倫比亞、泰國，印尼、越南、菲律賓及馬來西亞等。 

國際小麥產量夥伴關係（IWYP），經由公部門與私人企業 

建立合作夥伴關係，目前已有許多公司已經申請加入；例如：

Bayer Cropscience、Caussade-Semences、Dow Agrosciences 

DuPont Pioneer、InterGrain、KWS、Lemaire Deffontaine、

Syngenta 等公司，透過公私部門合作夥伴關係，可提供資源共

享，快速培育優良品系。 

Mr.Steve Visscher 並說明對 MACS 會議所提出相關建議： 

全球糧食問題應著眼於長遠，具高衝擊性的機會，例如數據建

立、氮、生物經濟指標等，尤其要加強「生態服務型」農業的

建構，以強化英國農業永續發展。此外，加強跨域間合作夥伴

關係，探討並建立與國際農業研究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及持續支

持國際小麥基因組定序。 

【阿根廷】 

    阿根廷農業生產於 1990 至 2013 年間主要以農榖類作物和

油籽為主，其生產產量增加了 188％、農業可耕地面積提高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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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及玉米生產增加 61％，該國農業發展策略首重在於整合

農業和畜牧業生產系統、區域性發展農業用水灌溉系統、建置

農業生產生態系統及對在生產過程中潛在的變動(如環境、社會

或經濟發展變化)的早期預警系統，來促使提升農業生產。 

【澳洲】 

    由澳洲首席科學家 Dr.Kim Ritman 說明澳洲農業生產現況 

，在 2012 至 2013 年澳洲農業生產產值為 49 億美元，佔出口產

量 60％、國內生產總值的 2％、就業人數 2.5％，而目前澳洲

農業生產正面臨天然資源短缺壓力、農業人口老齡化和全球糧

食和燃料的需求，致使農業發展策略更須趨向更集約及機械化

生產，且以遺傳育種方式改良作物及大面積農場經營模式，來

提升農業生產。 

【巴西】 

    由巴西農業研究院（Embrapa）Pedro B.ARCURI,PhD 進行

巴西農業研發概述，其中包含說明巴西國家農業創新模式、國

際間農業合作及對本次 MACS建議，例如加強國際夥伴合作關係 

、利用農業生物多樣性，以發揮糧食安全及集約化方式提升農

業生產力等建議。 

【中國大陸】 

    由中國農業科學院（CAAS）與會代表進行中國大陸農業科

技創新發展概述，其說明所提農業研發提升生產力作用，首先

以農業研發投資來提高農業生產力，進而可增加農民收入後，

方能減少貧困人口及穩定的社會功能；惟中國大陸糧食安全現

階段所面臨的挑戰，為人口增加，惟農業可耕種面積減少，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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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在 6％農業可耕種面積下，需滿足佔世界人口 22％的中國

大陸人口。 

    未來中國大陸農業發展方向(研發、技術、市場及擴大延伸)

重點首要為農業科技研發和產業化，並穩定糧食供應來源，改善

人民的健康狀況，保護農業生態環境，增加農民收入，以達到農

業永續發展。 

【日本】 

       由日本農林水產省副廳長 TAKASHI OHNO 針對日本農業生產

力提升和合作關係進行論述，在 2012 年日本的糧食自給率以卡

路里計算是熱量供給基礎的 39％，也是已開發中國家的最低；

另日本於 2010 年從事農業人口數為 200 萬，在過去 10 年內減少

3 萬 5 千人；農業人口平均年齡為 66.1 歲，年齡分布最大群體

是 70歲以上，以統計數據說明，充分顯示日本老齡化問題。 

    截至目前日本農業耕作面積和過去 50 年間相較之下減少了

1.5 萬公頃;另一方面，農業耕地廢耕情況在過去 30 年間增加了

3.2倍（40萬公頃）。 

三、MACS會議結論： 

(一) 該會議同意現階段解決具急迫性糧食安全問題，其中包括增加 

糧食生產、透過飲食來減少浪費及損失，進而提升人類健康。

另外應加強國際合作及協助加速創新研究、以及國際組織在國

際合作研究方面的關鍵工作，包括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國際

農業研究諮商組織(CGIAR)、農業研究全球論壇(GFAR)以及經濟

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以及許多行動，包括地球觀測組織全

球農業監測行動(GEOGLAM)、全球展望中心(Global Foresight 

Hub)、熱帶農業平台(TAP) 及小麥倡議(Wheat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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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資訊分享機制；國際間透過全球研究合作平台(GRCPs)同意 

自願分享並宣傳各國農業研究重點資訊、決策過程，其中涵蓋

農業生產與永續性發展。 

(三)運用目前各種國際組織及行動並以其為基礎且避免重複，可影 

響各國政府單位對全球糧食安全目標的支持，說明如下： 

1. 同意公私營部門研究合作與投資為農業創新重要促成因素，

包含科技發展，且政府可藉由投資創新，以促成私人企業投

資環境的信心，進而提供必要協助。 

2. 各國應體認到社會期望是創新的促成因素，並採用新技術及

方法。 

3. 同意為具備多樣化農業系統，將需要農業創新與方法。 

4. 為了農業創新與成長而提出的整合國際投資方法，如國際農

業開發基金會(IFAD)、農業研究全球論壇以及 FAO所提出的

提議，以落實第二次農業首席科學家會議的決議。 

5. 體認在農業環境中，植物、動物與微生物的生物多樣性及生

態服務型，並以下一世代遺傳資源、開放使用資訊系統的重

要性。 

6. 同意整合研發與推廣以及價值鏈的重要性。 

(四) 支持合作計畫並與國際分享關於農業研究與創新系統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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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一、本次會議 G20 成員國中之土耳其為下屆(第四屆)首席專家會議 

的主辦國，因該國未派員出席，因此我方無機會直接向土耳其

代表提出我國期望參與下屆會議之意願。惟我方已請澳洲代表

轉達我國期望參與下屆會議之意願。本次會議我方代表亦透過

會議互動場合與各國代表接觸交流，以為未來創造合作機會，

其中日本、印尼及馬來西亞等代表團即表示願加強與我國農業

科技合作之機會；另本次主辦國澳洲代表亦表達我國能派員出

席會議之謝意。 

二、此次會議中國大陸由中國農業科學院的國際合作局局長張陸彪 

率該局副處長張明軍出席，會議中對我方態度友善。鑒於本次

會議主要以 G20 經濟體會員國主管農業科技首席研究人員為主 

，由會議各項報告顯示，目前已開發國家均將「生態服務、環

境永續、創新加值、產業化應用」列為農業科技發展的主要目

標，各國並建置國際合作的機制與資源(如資訊雲) 。我國目前

農業科技的發展目標與 G20 經濟體中之先進會員國相同，宜加

強國際合作，分(共)享國際農業科技發展資源，將有助於提升

我國農業科技及產業競爭力。將持續加強與 G20 之 MACS 會議成

員國中與我友好國家的聯繫，期能加入其國際合作平台及資訊

雲建置，以提升我國相關領域之競爭潛能。 

三、農委會將賡續推動增加國際合作機會，並邀請 MACS會議中之發 

表關鍵科技及重要議題進展與經驗(如作物氣候保險)之專家學

者來臺訪問及交流，並評估召開類似之國際首席專家會議的可

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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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MACS 會議剪影 

 

 

 

圖一、G20成員國召開 MACS會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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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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