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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球農業生技年會（Agricultural Bioscienc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ABIC）係

現今最重要之農業生技國際研討會活動，目的在推動國際農業生技產業交流，促進技

術發展及商業活動。本次年會於 2015 年 9 月 7 日至 9 日在澳洲墨爾本舉行，計有來

自 28 個國家共約 400 人與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蒐集全球最新資訊並建立國際互動

管道，指派科技處李紅曦副處長，並會同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楊程堯副所長共同

參加。 

出國人員藉由各主題報告之參與、海報與攤位之親臨瞭解、與講者或與會者之交

談，以及 AgriBio-Centre for AgriBioscience 之參訪，業就農業生技之研發、管理及產

業發展等相關議題蒐集最新國際動態資訊，並與相關人員機構建立互動關係。另由本

次年會所提及之新科技未來發展重點，包括：基因體與育種之結合、動植物健康之管

理、再生循環資源之永續應用、機能性農產品之加值開發、人機協同智慧農業之開發、

巨量資訊之應用及地理資訊與作物機械之結合等，經確認我國刻正規劃推動之農業生

物經濟及農業生產力 4.0 兩項方案均已含括，故政府部門應積極尋求資源帶領產學研

各界全力投入此全球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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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出國目的 

全球農業生技年會（Agricultural Bioscienc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係當前最重

要之農業生技國際研討會活動，目的在推動國際農業生技產業交流，促進技術發展及商

業活動。歷屆年會針對植物生技、動物生技、食品生技、海洋生技、生質能源、分子農

場、基改法規等議題，提供深入之交流平臺，吸引世界各地專家學者、企業及生技投資

業者、政府決策者及科學家參與。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為蒐集國際最新資訊並建立國際互動管道，

指派科技處李紅曦副處長，並會同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以下簡稱農科院）楊程堯

副所長共同參加，俾利我國農業生技之研發、管理及產業發展得與國際脈動接軌，並進

而尋求跨國合作研發及技術境外行銷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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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出國人員與行程 

一、出國人員：農委會科技處李紅曦副處長、農科院動物研究所楊程堯所長。 

二、行程：出國行程共 6 日，詳如下表： 

日期 行程與工作紀要 

9 月 5 日 

（星期六） 
臺北至澳洲墨爾本 

9 月 6 日 

（星期日） 
ABIC 2015 會議前資料準備 

9 月 7-9 日 

（星期一至三） 

出席共 3 日之 ABIC 2015 

 9 月 7 日上午參訪 AgriBio-Centre for AgriBioscience 

 9 月 9 日上午楊副所長另拜會墨爾本大學 

9 月 10 日 

（星期四） 
澳洲墨爾本至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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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出國內容 

本次年會計有來自 28 個國家共約 400 人與會，舉辦地點在墨爾本會議中心

（Melbourne Convention Center）（圖 1），會議時間計 3 日。本次年會我國除農委會及農科

院派員外，中央研究院吳金洌秘書長及臺灣海洋大學陸振岡教授亦與會（圖 2）。 

本次會議三大主題為：使不可能變可能（Making the impossible possible）、基因體結

合生物體（Genomes meets biomes）及使生物科技實際應用於現實世界（Making it work in 

the real world）。會議之進行，除了 9 個共通主題在大會議室舉行外，另安排於 3 個小會

議室分 4 個時段同時進行三大主題之報告（圖 3、4），會場另有由各國之政府、大學、

法人或商業團體進行之海報及攤位展示（圖 5、6），第 1 天上午並安排參訪由維多利亞

州政府與 La Trobe 大學共同成立之 AgriBio-Centre for AgriBioscience（圖 7、8、9）。 

本次出國除出席 ABIC 2015 外，適逢我駐澳洲代表處科技組郭逢耀參事及黃玉蘭簡

任秘書至墨爾本洽辦國際合作事務，故 9 月 9 日上午由楊副所長另會同拜會墨爾本大學

商談相關國際合作研發事宜。 

一、ABIC 會議 

大會議程詳如附件，茲依重要議題綜合分述如下： 

(一)全球環境對糧食需求提升及運用科技解決之環顧 

全球可耕地面積減少、水資源與從農人口均漸缺乏，但人口持續增長，2050

年與 2006 年相比，人口將成長 69%達 96 億人，是故以每公頃需餵養的人口數

來看，1960 年為 2 人、2005 年 4 人以上，至 2030 年為 5 人以上。此外，相較

於目前全球有半數人口居住於城市，至 2050 年居住城市的人數將達 70%以上，

從農人口更形減少，且都市人對食物的品質等要求更高。故單位面積作物產量

需增加（以水稻單位面積產量為例，必須由目前之 50kg/ha 提高到 2030 年的

71kg/ha），始得因應氣候變遷及人口成長帶來對糧食的需求。其中利用創新科技

以滿足糧食需求為有利之因應方式之一。 

(二)全球基改作物種植、核准及效益概況 

1.根據 ISAAA（International Service for the Acquisition of Agribiotech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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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2014 年全球計有 28 個國家共 1,800 萬個農民種植基改作物，基改作物

總種植面積達 1.815 億公頃，前 4 大作物種植面積合計即佔 99.2%達 1.8 億公

頃，該 4 大作物及面積分別為：大豆 90.7 百萬公頃、玉米 55.2 百萬公頃、棉

花 25.1 百萬公頃及油菜籽 9.0 百萬公頃。共 27 種作物計 3,083 案已獲 38 個國

家（37 國及歐盟）核准，食用計 1,458 案、飼料用計 958 案，餘 667 案係供

種植或釋放至外部環境。 

2.基改作物種植的效益，至 2014 年，基改作物產量增加 22%，獲利 1,330 億美

元，提高開發中國家小農收入每公頃 115 至 250 美元。基改作物協助農民增

加每公頃之產量，且 1996 至 2011 年，大豆增加 110 百萬公噸、玉米增加 195

百萬公噸、canola 則增加 6 百萬公噸，3 項作物共增加 311 百萬公噸之產量。

以印度為例，因種植 Bt 玉米，產量增加 31%，殺蟲劑使用量減少 39%，農民

收益增加 88%(每公頃 250 美元)。以中國大陸為例，因種植 Bt 棉花，產量增

加 10%，殺蟲劑使用量減少 60%，農民收益每公頃增加 220 美元。 

3.基改作物種植的其他效益，尚包括：(1)保護環境及減少農藥使用：1996 至 2011

年間，農藥使用量減少 8.9%達 473 百萬公斤，對環境衝擊度(Environmental 

Impact Quotient，EIQ)降低 18.3%；(2)改善生物多樣性：每年熱帶雨林損失約

13 百萬公頃土地，1996 至 2011 年，獲得 328 百萬公噸的收穫約當需傳統作

物耕作面積 108.7 百萬公頃，足稱為節省土地的技術(land-saving technology)；

(3)減緩氣候變遷的效應：由保護耕作(conservation tillage)，以及減少製造殺蟲

劑及殺草劑所需石化汽油，共減少 CO2排放量 230 億公斤或排除 10.2 百萬車

輛上路。 

(三)基改法規管理及與貿易關聯 

Phillips McDougal(2011)推估，2008 至 2012 年平均每一個基改作物由研發至

上市時間約為 13.1 年（大豆為 16.3 年、玉米為 12 年、棉花為 12.9 年、canola 為

11.7 年），花費經費為 1.36 億美元。其中符合法規管理要求及登記所花時間最長，

佔總體的 36.7%。生技公司認為，法規核准的拖延，將嚴重影響公司獲利。生技

公司另抱怨，為符合管理法規的要求，包括：基改性狀測試、種子入關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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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之要求等，以致增加許多時間及費用的成本，甚至認為管理系統的執行非

基於科學而係政治操控。故該等公司均建議針對 LLP（Low Level Presence），國

際應有一致之政策以利遵循。 

(四)農業科技之公眾溝通 

本次年會重點議題之一為農業科技之公眾溝通，特別針對基因改造農產

品，對於基因改造農產品在媒體上或政策上未得到正確報導或討論，或基改大

公司欺壓小農等議題，認為係一種非理性討論的結果及成見，因此認為改善溝

通環境或方法，係未來基改農產品之重點議題。 

(五)基改作物相關研發及產業應用動態 

1.澳洲昆士蘭科技大學熱帶作物及生物商品中心 Dr. James Dale，針對全球重要

果樹作物-香蕉進行轉基因研究，業研發完成提高β-carotene 含量之橘色果肉

基改香蕉，期改善如烏干達等以香蕉為主食（每人日食 0.5 公斤）之部分非

洲國家維他命 A 缺乏問題。該品系已在澳洲東部及烏干達進行田間試驗，期

望能於 2020 年在烏干達釋出。此外針對危害嚴重之黃葉病，亦已自野生種找

到抗病基因，成功研發出基改品系，並自 2012 年 1 月起進行田間試驗，其中

2 個品系迄今 3 年餘均未染病。 

2.基改蔬菜已在市面上出售，例如 glucoraphanin 含量為一般品種 2-3 倍之青花

菜，該成分可維持維他命 A、C 及 E 之抗氧化活力。 

3.澳洲科學暨產業研究組織 CSIRO（Commonwealth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Organization）Phil Larkin 介紹所進行在改善穀類營養成分之研究，包

括 high amylose barley、high amylose wheat、gluten-free barley 及 high β-glucan 

wheat。 

4.植物油一般由種子或果實獲取。CSIRO 與 GRDC（Grains Research & 

Development Corporation）及 NuSeed 公司合作研發利用 canola 生產魚油。合成

Omega-3 LC-PUFA 的基因可以被轉移至植物。成本低廉（每 100gmLC-PUFA

的零售價，魚為 75 美元、藥丸為 25-45 美元、canola 為 4 美元），且來源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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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選拔 DHA 含量及農藝性狀最好的 DHA canola 組合，於 2014 年開始進

行田間試驗，預定於 2018 年商業釋出。進行 1 公頃 canola 種植所獲 DHA 相

當 1 萬尾魚捕獲所得。 

(六)動物溫室氣體、單核苷酸多態性選拔育種及乳品微生物新方向 

1.低甲烷排放羊育種：紐西蘭 2012 年溫室氣體排放統計中，農業排放佔 46%，

其次為能源業者 42%。農業排放溫室氣體主要為甲烷及一氧化二氮，前者比

例高於後者。甲烷主要來自瘤胃消化後產生，羊群瘤胃中 74%成為揮發系脂

肪酸、12%發酵、12%排放甲烷及 1%提供生產甲烷用。紐西蘭研究學者 Graeme 

T Attwood 利用氣體代謝籠篩選上千頭羊，測量甲烷產生量，建立低甲烷排放

羊及高甲烷排放羊族群。應用這些性狀確定之羊群，利用瘤胃甲烷代謝路徑，

篩檢兩群羊微生物群，確認低甲烷排放公羊瘤胃內含有所謂 S-type 菌相。再

比對瘤胃內產生高甲烷菌相與低甲烷菌相共 10,272 個基因，將低甲烷產生菌

相基因座繪製到甲烷代謝路徑，利用基因體學比對與甲烷相關之超過 100 個

微生物基因，成功利用瘤胃微生物基因樣態，選育低甲烷排放公羊。利用此

資料庫，可不必經過育種程序，即可快速篩選到低甲烷排放羊群。 

2.單核苷酸多態性（SNP）選拔育種：未來人口增加快速，肉品及牛乳需求亦

將快速增長。依據 OECD 資料，到 2020 年，亞太地區與拉丁美洲之肉品需求

量增長預期達 56%及 18%，北美、歐洲及非洲則分別增長 8%、7%及 7%。

2009-2018 年牛奶生產預期增長最多在印度（3,800 萬公噸），其次為中國大陸

（1,700 萬公噸）及美國（900 萬公噸）。過去依靠傳統育種，美國在 2007 年

牛乳產量比 1960 年多了 34%，惟乳牛數量卻減少 48%。依照傳統育種，每個

親代提供大約 7 個子代的訊息，利用 SNP 基因晶片分析，可提供額外 34 個

子代之訊息，若以子代懷孕率 0.04 計算，SNP 基因晶片約可提供 131 個子代

訊息。美國自 2008 年 4 月起利用 5 萬個 SNP 基因的晶片篩選，平均遺傳淨產

值（average net merit）自 52 美元/年提升至 85.6 美元/年，增加 64%。另外配

合自體基因修飾基因工程或自體基因座靜默技術，可培育多重肌肉基因、熱

緊迫抗性、疾病抗性或無角牛隻，此類技術不涉及外部基因轉入，作用在 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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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蛋白質層次，細胞基因體並無基因改造問題，可加速牛隻育種速度，供給

足夠肉品或乳品之外，並顧及動物福祉。 

3.乳品微生物新方向：新的研究顯示，腸道微生物與代謝性疾病有關，包括克

隆氏症、過敏性腸炎或嚴重性下痢。2015 年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NAS)報告

利用腸道微生物治癒 80%花生過敏症(對照組只有 4%)，顯示腸道菌除了作為

益生菌(probiotics)外，亦具有降低疾病效用。現已有利用腸道菌相比對健康族

群之菌相服務，檢測後提供需使用抗生素、益生菌、益生元(prebiotics)、補充

營養或改變生活方式等治療選項，成為個體醫療之一環。另利用巨量分析技

術，將牛乳比對生乳期與保存期間之菌相，每個樣本比對超過 1,000 種細菌，

並在攝氏 4 度、10 度及 25 度保存 24、48 及 72 小時，或者相同組群不同個體

在相同時間與不同季節間檢測及比對菌相，檢視各牛隻益生菌和有益菌間之

關係，做為建立鮮乳供應鏈各階段保存參數之巨量資料庫，據此協助乳業之

品質管理。 

(七)基改以外其他新科技之研發 

基改以外其他新科技在未來農業均具應用潛力，包括：以生物資訊

（bioinformatics）為核心，結合環境控制（controlled environment）及其他包含基

因體學（genomics）、轉錄體學（transcriptomics）、蛋白質體學（proteomics）、代

謝體學（metabolomics）、形態學（phenomics）在內之新科技，將可發展出嶄新

的系統性、跨域性生物研究，例如全基因定序與基因選種技術即可縮短育種年

限以更有效率地選育新品種；衛星定位或無人飛機結合土壤與產量概況等數位

化應用於精準農業；利用機器人、自走式機械等田間或設施自動化裝置以提高

栽種及採收效率；植株影像技術結合大數據之應用（包括：影像獲得、影像數

位化及資料庫集結與組織），以將外表型與遺傳型整合，應用於育種工作；生物

質量（Biomass）的利用。此外，傳統但仍有效之技術，亦具開發應用潛能，例

如：蘋果植株整枝以利分枝增加單位面積產量、蘋果矮性砧木的使用以利密植

及因幼年期縮短 1-5 年而提早採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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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中國大陸農業生技研發動態 

中國大陸於年會積極展現其農業生技之企圖心，聚焦於食品安全、增加生

產及驅動價值經濟三大主題進行報告，另並派員 9 名出席會議，包括來自農業

部下轄科技發展中心轉基因生物安全評價處、科技教育司綜合處、科技教育司

轉基因生物安全與知識產權處及中國農業科學院生物技術研究所等單位。中國

大陸擬藉由建構國家級 DNA 指紋資料庫、SNP 基因型資料庫，推動國家級農業

生技產業發展；另配合人口增加與肉品需求，豬隻飼養頭數將自 2014 年 7.35 億

頭，藉由育種與生產模式調整，於 2030 年將增養至 10 億頭豬，以符合中國大

陸需求；此外並公開宣示，其刻正規劃即將上路之新的五年計畫，將投入 200

億人民幣進行基改動植物品種的研發（動物:植物約為 3:7），預定產出合計 100

項之基改品種，其中 10 項將達到商品化使用之目標。 

二、AgriBio-Centre for AgriBioscience 參訪 

AgriBio Centre for AgriBioscience（以下簡稱 AgriBio）係由澳洲維多利亞州政府

主導成立，由州政府之環境與初級產業處（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and Primary 

Industries，以下簡稱 DEPI）與 La Trobe 大學共同執行。 

AgriBio 為澳洲首屈一指之生物科學設施之一，位於 La Trobe 大學墨爾本校區，

可容納 400 位工作人員，成員包括 DEPI 官員、La Trobe 大學師生、及來自產業與支

援之人力。主要建築物占地 16,000 平方公尺，另有溫室與動物房等額外設施約 5,000

平方公尺。 

AgriBio 之設置是依據維多利亞州政府之夥伴關係政策，設置「官民夥伴」（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計畫，於此架構下， DEPI （公務）與 La Trobe 大學（民間）共

同成立一個大計畫承辦，由州政府之發展與產業創新處（Department of State 

Development, Business and Innovation; DSDBI）整合 Plenary Research 集團（包括 Plenary 

Group, Grocon and Honeywell Limited）所設計及建造，並提供 25 年以上所需設施管理

服務。整個中心之建置耗資澳幣 2.88 億元（約新臺幣 69 億元），於 2009 年 5 月開始

設計及施工，並於 2013 年啟用。AgriBio 中 DEPI 人員及 La Trobe 大學之研發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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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來自 DEPI，外部資金來源則包括合作研究中心（CRCs）、聯邦經費（Federal 

funding）及農村工業研究與開發公司（RIRDCs）。 

AgriBio 主要聚焦於前瞻研究，包括：植物生物科學（plant biosciences）、動物生

物科學（animal biosciences）、生物安全（biosecurity）、生物保護（bioprotection）與土

壤科學（soil sciences）。為支持前述研究，亦建置研究輔助平臺，包括：基因體、轉

錄體學、蛋白體學、代謝體學、形態學、生物資訊與新世代電腦（bioinformatics & 

advanced scientific computing）及生物控制（biocontainment）等。各實驗室依照技術平

臺分別建立核心實驗室，以分工合作方式完成計畫及研究主題，各核心設施儀器皆

非常完備，研究能量十分精準及有效率。 

AgriBio 除整合農業生物科學研究之外，同時亦做為州政府動植物疫病之確診、

控制及預防之主要設施，並與 La Trobe 大學共同合作支持與保護維多利亞州高達 116

億澳幣農業產業，期促進初級農產業之產量及競爭力，保護農產品免於疫病威脅，

並聚焦氣候變遷下之全球糧食危機問題之解決。 

三、墨爾本大學拜會 

本次研討會期間，適逢我駐澳洲代表處科技組郭逢耀參事及黃玉蘭簡任秘書至

墨爾本洽辦國際合作事務，因墨爾本大學對我國口蹄疫研究極有興趣，故配合駐澳

代表處科技組時間，於研討會第 3 天上午，由楊副所長陪同拜會墨爾本大學（圖 10、

11）。 

主要聯絡人為國際研究事務組經理 Anders Wennstrom，參與會談者另包括植物

病理系、獸醫流行病學與公共衛生系及獸醫生物科學系研究人員。會談先由科技組

簡報我國國際科技合作辦理目的與方法，以及目前進行中之各種國際科技合作情

形，再由楊副所長說明農科院業務概況及該院協助媒合研發成果至產業界之作法。

墨爾本大學研發人員對於我國口蹄疫研究具相當興趣，希望能至我國執行相關研

究，俾對診斷試劑研究及病毒特性有進一步之了解，其中獸醫生物科學系 Hung-Hsun 

Yen 為臺灣大學獸醫學系龐飛老師學生，在墨爾本大學任教 10 餘年，主要研究為動

物模式及基因轉殖動物，希望有機會能與我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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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爾本大學對於國際合作，仍著眼於學術研究，尚無研究研發成果產業化經

驗，國際事務經理人員對於兩國間研發之智財權保護及成果分配非常關切，未來雙

方若有合作機會，有關衍生之智慧財產權等問題需先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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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一、 本次年會藉由各主題報告之參與、各海報與攤位之親臨瞭解及與講者或與會者之

交談，業就農業生技之研發、產業發展及基改相關議題蒐集最新國際動態資訊，

並與相關人員機構建立互動關係，收獲頗多。依據亦與會之中央研究院吳金洌秘

書長多次參與之經驗表示，過去中國大陸對此會議並不積極，惟今年參與人數及

規模增加很多，且中國大陸已有多項農業科技開始進入領先群，顯然已開始參與

此類國際年會，以增加其在農業技術之影響力。故建議農委會及農科院應積極持

續每年派員，以利國際資訊之蒐集及與國際接軌，並促進技術發展及商業活動。 

二、 本次年會重點議題之一為基改之公眾溝通，依全球目前基改產品推動情勢研判，

政府對於基改生物相關之風險與不確定性，包括科技面、政策面、產業面及社會

面等內容，需有一致性之態度與方針，始能達到有效溝通。針對我國過去缺乏之

基改公眾參與及公眾溝通議題，建議農委會除將其納入刻正研擬之農業基因改造

生物管理條例草案內外，日後並應加強落實相關工作之推動。 

三、 本次年會提及之基改以外其他新科技之未來研發重點，包括：基因體與育種之結

合、動植物健康之管理、再生循環資源之永續應用、機能性農產品之加值開發、

人機協同智慧農業之開發、巨量資訊之應用及地理資訊與作物機械之結合等議

題，經確認我國刻正規劃推動之農業生物經濟及農業生產力 4.0 兩項方案均已含

括，故政府部門應積極尋求資源帶領產學研各界全力投入此全球發展趨勢。 

四、 澳洲 CSIRO 研發單位之研發方向符合全球發展趨勢及產業需求，在技術移轉支持

產業發展上亦多所貢獻；此外，維多利亞州政府與 La Trobe 大學共同成立

AgriBio-Centre for AgriBioscience，以結合學研單位共同致力動物與植物之研發並促

進跨域合作之模式，均值得農委會所屬試驗研究單位及農科院參考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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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照片 

 
圖 1.ABIC 2015 於 Melbourne Convention 

Center舉行 

 
圖 2.臺灣參與 ABIC 2015 之與會者陸振岡

教授（臺灣海洋大學）、李紅曦副處

長、吳金洌秘書長（中央研究院）及

楊程堯副所長（由左至右） 

 

 

 

 

 

 
圖 3.大會議室進行 9個共通主題 

 
圖 4.與會者於會場參與討論情形 

圖 5.會場攤位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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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會場海報展示 

 
圖 7.AgriBio-Centre for AgriBioscience

大樓入口 

 
圖 8.AgriBio-Centre for AgriBioscience

大樓內部情形 

 
圖 9.AgriBio-Centre for AgriBioscience

參訪 

 
圖 10.楊副所長與駐澳代表處郭逢耀參事

於墨爾本大學（由左至右） 

 

 

 

 

 

 

 

 

 

 
圖 11.拜會墨爾本大學（自左而右為

Hung-Hsun Yen （ Veterinary 
Science）、Paul Taylor（Veterinary 
& Agricultural Sciences）、Simon 

Firestone（Veterinary Science）、
校本部代表、楊副所長、Anders 
Wennstrom（國際研究計畫經理）及
黃玉蘭簡任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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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BIC 2015 大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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