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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亞太種子協會（Asia Pacific Seed Association; APSA）於 1994年在泰國

成立，以提升亞太地區種子之生產與行銷為目的，並透過世界生產與銷售優質種

子來達成永續農業的目標。每年由亞太種子協會舉辦的年會（Asian Seed 

Congress），各國學術研究、政府代表、與種子苗商務公司齊聚一堂，是亞太地

區甚至為全球種子產業之年度盛事。2015年年會在印度果阿（Goa）的 Hyatt 飯

店舉行，內容包含第 64與 65屆執行委員會會議（Executive Committee Meeting, 

EC Meeting），討論大會舉行與協會運作相關事宜；種苗產業相關公司之展示、

貿易與洽談，提供各國種苗產業相關公司媒介與交易平台；會前研討會及分組研

討會，針對印度種苗產業概況、蔬菜及觀賞植物、種苗科技、各國種子協會、覆

蓋作物、品種權與生物多樣性、大田作物、雜交水稻、種子貿易與行銷等主題進

行專題報告與討論；APSA 會員大會，簡報協會運作情況並選舉表決替補執行委

員、分組主持人與新加入會員；以及高爾夫友誼賽、開幕式、歡迎晚宴、會員晚

宴及參訪行程等，促進會員交流與聯繫情誼。本次大會有 47 國 435 公司和 15

種子協會共計 1,034個會員參加，我國除本場參與外，尚有農業科技研究院、農

業試驗所、台灣種苗改進協會，以及農友、生生、慶農、欣樺、穡稼、好農家、

瑞成、長生、力禾、TT 及第一種苗等 15家公司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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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依據世界種子聯盟(ISF)統計，全球國際種子貿易額由 1970 年代不到 10 億

美元，至 2013年增長超過 10倍將近 120億美元，各種子大國皆因應研議發展國

際化產業戰略以搶奪此龐大且永續需求之商機。依據2012年ISF統計資料顯示，

我國種子進口貿易額將近 7 億台幣，出口產值超過 11 億台幣，位居全球第 46

名，亞洲第 8名。為因應農業相關產業國際化後所面臨的競爭，在拓展種苗事業

之同時，必須明瞭世界種苗產業發展趨勢，尤其是鄰近亞太地區之國家，因此積

極參與亞太地區國際會議。 

亞太種子協會（Asia Pacific Seed Association, APSA）於 1994年在泰國

成立，是以提升亞太地區種子之生產與行銷為目的，並透過世界生產與銷售優質

種子來達成永續農業的目標。每年由協會舉辦的亞太種子大會（Asian Seed 

Congress），吸引各國政府代表、學術研究人員，以及種子種苗等公司齊聚一堂，

是亞太地區與全球種子產業最重要的年度盛事之一。我國自亞太種子協會成立以

來即積極參與，今年除本場楊佐琦場長以執行委員(Executive Member)身份參加

亞太種子大會外，同時擔任種子科技活動小組(Seed Technology Activity Group)

秘書，我國參加會員還包括農業科技研究院、農業試驗所、台灣種苗改進協會，

以及農友、生生、慶農、欣樺、穡稼、好農家、瑞成、長生、力禾、TT 及第一

種苗等 15家公司計 31 名參加人員出席。 

貳、過程 

一、活動介紹與參加情形 

表一為本次亞太種子年會議程，舉辦日期自 11月 16日起至 11月 20日止，

並於 11月 15日與 20日召開該會第 64與 65次執行委員會會議（APSA EC Meeting）。

5天大會議程中，計有會前研討會（Pre-Congress Workshop）、高爾夫友誼賽（APSA 

Golf Tournament）、展示、貿易與洽談時間（Exhibits, Trading and Private 

Meeting）、APSA執行委員晚宴（APSA EC Dinner）、APSA歷屆主席午餐會（APSA 

Past Presidents’ Luncheon）、分組研討會（包含蔬菜及觀賞植物（Vegetables 

& Ornamentals）、種子科技（Seed Technology）、國家種子協會（National Seed 

Associations Meeting）、覆蓋作物（Cover Crops）、品種權與生物多樣性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 Biodiversity）、大田作物（Field Crops）、

雜交水稻（Hybrid Rice）及種子貿易與行銷（Trade & Marketing）等主題）、

大會開幕式（Inaugural Ceremony）、歡迎晚宴（Welcome Cocktail Party）、AP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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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大會（APSA General Assembly Meeting）、會員晚宴（Grand Banquet）及

旅遊行程（Post-Congress Tour）等。 

本次出國人員於大會期間除參加所有研討會、大會、年會及宴會外，也抽

空到貿易洽談區與我國 9家種子公司代表們致意打氣，並把握會議空閒時間與我

國種子公司會談，了解洽商情形與業者需求。詳細活動過程如表二。 

 

表一、Asian Seed Congress 亞太種子年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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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出國人員參加 Asian Seed Congress 亞太種子大會重要活動過程

表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11月 13 日 21:55 搭機起程前往印度果阿 

11月 14 日 16:30 抵達印度果阿 

11月 15 日 上午 準備及整理執行委員會會議資料、赴大會報到 

 14:00-17:00 楊佐琦場長參加第 64屆執行委員會 

11月 16 日 8:30-18:30 參加會前研討會 

 19:00-22:00 楊佐琦場長參加執行委員晚宴 

11月 17 日 9:00-11:00 參加大會開幕式 

 13:00-16:00 參加蔬菜及觀賞作物小組研討會 

 16:15-18:15 參加種苗科技小組研討會 

 18:30-22:00 參加歡迎晚宴 

11月 18 日 8:30-10:00 參加種子協會小組研討會 

 10:15-12:15 參加覆蓋作物小組研討會 

 13:00-16:00 參加品種權與生物多樣性小組研討會 

 16:15-18:15 參加大田作物小組研討會 

11月 19 日 8:30-10:30 參加雜交水稻小組研討會 

 10:30-12:30 參加種子貿易與行銷小組研討會 

 14:00-17:00 參加 APSA會員大會 

 19:00-22:00 參加會員晚宴 

11月 20 日  楊佐琦場長參加第 65屆執行委員會 

 18:35 搭機起程返回臺灣 

11月 21 日  抵達臺灣 

 

二、亞太種子大會活動內容記要 

(一) 第 64屆執行委員會 

    確認參加人員及議程無誤後開始本次委員會。除例行之財務報告外，會務報

告 APSA 在泰國重新註冊為國際組織之進展，並由秘書處技術組組長 Dr. Dadl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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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亞洲種子大會會前研討會、常務委員會(Standing Committee)及特別興趣組

(Special Interest Group)等。討論議案確認 APSA 智慧財產權立場聲明書

(Position paper of IPR)、確認 2015年三位出缺執委之提名，並確認及招募補

足秘書處三位離職人員缺額、確認 2016年 11 月 7-11日於韓國仁川(Inchon) 舉

辦 APSA 年會，並預定 2017年 APSA年會於菲律賓馬尼拉(Manila) 舉辦。此外本

次會議研商東南亞採種業用童工問題，未來希以 APSA立場聲明書(Position 

paper)協助各政府關注此議題。 

 

(二) 第 65屆執行委員會 

    確認參加人員及議程無誤，並歡迎新執委-中國大陸馬德華博士、印度 Mr. 

Vaibhav Kashikar及荷蘭 Mr.Casper van Kempen 後，開始本次委員會。報告事

項 APSA 將以觀察員身分參加 UPOV年會，人選由 IPR及 Biodiversity委員會推

薦人選參加。會中確認 2016年 APSA各項會議期程與國際種子相關會議日期及參

加人員，並由王智平理事長與韓國國家籌備委員會(NOC)簽定 2016年辦理 ASC

協議，決議 2016年 ASC NOC 與 APSA 經費分享以 50%：50%為原則，其他貿易桌、

保留桌、展示攤位與私人會議室等 100%由 NOC經費支應，且未來 ASC經費撥出

NOC須以收據為基礎，此外決議未來申辦國須能為 APSA維持盈餘，請秘書處研

擬申請指南供申辦國 NOC參考編列經費。其它討論議案確認回歸章程使用之常務

委員會(Standing Committee)及特別興趣組(Special Interesting Group)名稱，

確定執委會委員擔任各 SC及 SIG之共同主席名單，楊場長擔任種子技術 SIG之

共同主席(Cochair)，同意委外會計公司短期協助 APSA財務工作，授權由常務委

員(Office Bearer)雇用臨時秘書長(Director of Secretariat)及暫時代理管理

秘書處事務。會後與執行委員確認第 63及 64次執委會會議紀錄。 

 

(三) 會前研討會--印度種子產業概述 

    印度種業政策有幾個重要時期，簡要敘述如下：(1) 1966年種子法(Seed 

Act)：主要內容包括強制標籤與自願檢定，專注於種子品質監管，本法適用於公

告的作物和品種；(2) 1983 年種子控制命令(Seed Control Order)：著重於銷

售、出口和進口種子的許可證明，並根據歐盟 1955 年的法令提供國家政府規範

種子貿易的權責；(3) 1988 年種業發展新政策(New Policy on Seed Development)：

鼓勵私營部門生產商業種子，在政府開放授權的規範下可進口蔬菜及花卉種子，

植物檢疫與入境後的檢疫系統需有時限，從 1987 年以後允許國外直接投資種子

部門；(4) 2004年種子條例(Seed Bill，待立法)：規定通過 VCU測試後的銷售

種子須強制登記，並強制於網路上揭露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案，成立國家種子登記

處。 

    印度種業成長的關鍵趨力，包括：(1)印度為全球作物種植面積第二大的國

家(198 萬公頃)，農業氣候條件多樣化，包含熱帶、亞熱帶及溫帶氣候不同的溫

濕度，能提供適合的栽培環境來開發重要的糧食、經濟作物以及蔬菜新品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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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氣候多樣性，是園藝作物重要的遺傳資源中心；(3)

印度擁有廣泛的國家農業研究系統，包括 ICAR 和 SAUs以及充滿活力的私營部門

研發與技術開發體系；(4)訓練有素的人力資源，包括植物育種、種子技術、農

學、生物技術、工程學、訊息技術等研究生和博士；(5)公部門與私部門在植物

育種、生產、產品評估與發布過程的驅動力；(6)政策與環境管理的支援，以創

造一個巨大未被滿足需求的，優良品種及雜交種的活力種子部門。這些因素使印

度種業在近幾年人口與經濟持續成長的情況下保持高度成長。 

    在技術發展方面，展望採用新的技術與規範，包括(1)新的生物技術包含基

改技術，必須解決我們在生產效率兼顧生物安全與經濟基礎的挑戰；(2)廣泛的

測試，包括獲得審批所必需的生物安全檢測；(3)在平衡整體利益與農民利益的

權衡下，開放合乎國際規範的各項技術給符合條件的業界人士是必須的；(4)促

進研發能產生預期遺傳結果的分子標誌與新的植物育種技術(NPBTs)，而不是基

因改造技術。 

    未來發展的前景，著重於(1)增加具有發展潛力的雜交玉米、水稻與幾種蔬

菜的栽培面積；(2)藉由高密度種植技術(HDP)增加玉米的產量與結實率；(3)出

口優良雜交種子到亞洲其他國家與非洲地區的巨大潛力；(4)在理想地區如美國

和歐洲生產優質雜交種子；(4) 利用具潛力的優質種子提高開放授粉穀類與豆類

品種的替代率。 

 

(四) 蔬菜及觀賞作物小組研討會－利用嫁接作為蔬菜抗病蟲害的工具 

    木本作物的嫁接已有三千多年的歷史，利用嫁接可使作物獲得土壤傳播病害

的抵抗性，在亞洲每年有超過 5億株的草本嫁接作物。使用良好的砧木進行嫁接

可影響接穗的生長活力，提高產量與品質，並可增加土壤傳播病害的抗性，以及

對低溫、高溫、高鹽和水分等逆境的耐受性。 

    衛生的嫁接過程，必須注重健康的種子(無病毒和細菌疾病)、操作人員的嚴

格工作規範、必要時的消毒(托盤、手推車、桌子、嫁接工具等)以及操作室入口

的管控等。優良的嫁接植株可對世界糧食生產的持續成長做出貢獻，並且是可替

代育種的重要技術。 

 

(五) 種苗科技小組研討會－國際種子檢查協會(ISTA)與協會的認可計畫介紹 

    國際種子檢查協會是一個國際化、非營利性的種子檢查實驗室與個別種子專

業人士所組成的協會，它是在 ISTA會員國和不同經濟體的政府管理下運作。該

協會的主要目標有兩個，一個是制定、通過和發布種子進行採樣與檢測的標準作

業程序，促進統一應用這些程序，並對進入國際貿易市場的種子進行評估；另一

個目標則是促進種子科學與技術的所有相關領域之研究。目前全球有 81 個國家

(至少一個會員)加入該協會，並且在歐洲(95)、亞太地區(78)、非洲(19)、南美

洲(16)與北美洲(14)擁有會員實驗室，其中印度境內有 22個會員實驗室與 6個

認證實驗室，是 ISTA 會員數最多的亞洲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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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協會的目標是評估和監測其認證實驗室的執行，包括：測試費用與年費的

制定、強制參與實驗室的認證、儘可能的自願參加所有會員的實驗室(無論是否

為認證實驗室)、歡迎非會員的參與(服務需收費)、用一致的測定方法檢測樣品、

統計分析、評估實驗室的熟練度、監測系統誤差、監測性能趨勢以及強制實驗室

的認證資格結果；主要檢測項目有種子健康測試、基本測試與轉基因(GMO)測試。

藉由種子檢測方式的統一，使 ISTA的種子檢測方式留存於該協會的規範中，並

在 ISTA 的證書中使用 ISTA的測試結果報告，達到檢測標準一致性的目標。 

    本場楊佐琦場長代表種子技術工作小組報告 ISTA 種子檢查現況與執行情形，

並與與會人員進行問答交流。 

 

(六) 種子協會小組研討會－印度國家種子協會(NSAI) 

    印度國家種子協會成立於 2007年，是由印度種子協會、種業協會、全印度

作物生物技術協會與印度種子產業協會合併所組成，該協會在國家與國際論壇代

表印度種業，目前是國際種子聯合會、亞太種子協會與 10個國家協會的成員，

與德國、尼泊爾、孟加拉及中國種子行業建立了堅固的契約。NSAI的目標，主

要是為種業創造出一個正確的政策環境，創造更好的互動以及提供業者間的商業

機會，並在公共與私營部門之間的會議和互動中把握住共通的討論議題，促進公

私夥伴關係(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目前 NSAI共有 357個會員，包括

294個普通會員、50個準會員、10個協會會員和 3個公共部門會員。 

    目前(2014-2015 年)印度種子出口至 14個國家，總出口額為 59.4 億盧比，

由於當地有利的生產環境、設備、熟練的人力和有經驗的農民，因此計畫每年種

子出口將提高 15%。印度陸地面積占全球的 2.4%左右，具有從高山、熱帶沙漠到

赤道森林的各種地形環境，人口占全球約16%，顯示當地仍存在巨大的市場規模。

國際種子聯合會(ISF)在 2013年的統計資料顯示，印度的種業規模為全球第五，

價值為 20億美元(預估至 2014年可達 22億美元)，各種預測皆表明，印度種業

將繼續以年均複合成長率(CAGR) 12%的速度增長，是世界其他地區平均值的兩倍；

有些報告甚至估計印度的 CAGR將高達 17%。 

 

(七) 覆蓋作物小組研討會－亞洲牧草的機會 

    2013 年全球牧草的種植面積約 9,440萬公頃，亞洲的牧草種植面積為全球

第三(占 20%)，草(不包括牧草)是總體種植範圍最主要的種類，其次為玉米及苜

蓿等兩大類；全球牧草種子的零售市場價值為 33 億美元。此外，比起其他作物，

玉米由於其高營養價值及高消化率，加上其豐產的特性使它成為一個非常有價值

的作物。 

    從動物類型對牧草的需求，主要可分為：(1)肉牛：需要高糖含量的飼料牧

草使動物增肥；(2)乳牛：需要高的粗蛋白及能量的飼料牧草；(3)羊：需要高度

較矮以及高品質的飼料牧草；(4)馬：需要高蛋白質含量與高能量的牧草。這些

飼養於亞洲的動物當中，乳牛對牧草的需求量最大；儘管南亞及東南亞明顯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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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龐大乳牛族群的小農場，中東地區的乳品業者仍較有組織並具有較大的規

模。 

    印度是全球最大的牛奶生產國，但每頭牛每天的牛奶產量僅有 3.4公升，通

過更好的飼養可提高產奶量，且生產成本可藉由餵養營養飼料而減少；印度在

2025年將成為牛奶赤字的國家，優良牧草作物遺傳特性的選育將是個挑戰。特

別選育的牧草可做為更高質量的飼料，並可擴大高品質飼料的提供，填補飼料供

應缺口，同時也能促進天然牧場的改善與再生，保存特殊的飼料作物。未來印度

及中國將成為最主要的潛力增長市場，玉米青貯飼料是發展市場中最主要的牧草，

苜蓿則是第二大類；草在發展中的市場占主導地位，專業牧草的選育則是未來前

進的方向。 

 

(八) 品種權與生物多樣性小組研討會－東亞植物品種權保護(EAPVP)區域合作

論壇 

    關於東協各國的植物品種權保護現況，主要可分為：(1)植物品種權保護(PVP)

的法律不存在，或法律存在但 PVP系統尚未運作，包含汶萊、柬埔寨、寮國及緬

甸；(2)PVP系統實施，但保護效力不能與 UPOV1991公約一致，包含印尼、馬來

西亞、菲律賓及泰國；(3)具 UPOV會員資格，但使用 UPOV 1978公約的法規其保

護效力低於 UPOV 1991 公約法規：中國；(4)為 UPOV 1991的會員，但尚未保護

所有的品種：越南(當 EAPVP論壇剛發起時，韓國和新加坡皆在此列)。 

    EAPVP 論壇的框架，主要是以促進雙方合作，為會員制定基於 UPOV架構下

的植物品種權保護系統，並藉由持續性的植物育種活動，實現糧食安全和其他社

會福利的總體目標；第一屆的論壇於 2008年七月在日本東京召開，今年(2015)

七月在韓國首爾召開第八次會議，預計明年(2016)九月將在越南河內召開第九次

會議。 

 

(九) 大田作物小組研討會－高粱和珍珠粟在亞太地區的未來展望 

    全球人口預計到 2050年將達到 90億人，其中大於 10億的貧困與飢餓人口

(大約 65%的貧困和 70%的飢餓人口)生活在農村地區，隨著氣候變遷逐漸明確，

糧食和營養安全將是至關重要的議題。全球大於 85%的小農場位於亞洲和撒哈拉

以南的非洲地區，糧食生產必須提高 70-100%才能滿足需求；目前許多國家的農

業生產率正在下降，過去 5年全球糧食的庫存是持續降低的。未來糧食的需求與

成長的驅力，包括：都市化發展迅速、中產階級人口快速成長；都市市場規模成

長、收入增加且消費模式改變、小農戶與微小農民的作用將更加相關，使維持農

業生產力與小農戶收入變得很關鍵；投入的成本提高、勞動力變得缺乏且無法負

擔；必須通過適當的研發，使小農獲得利益並足以維持生計。 

    高粱(Sorghum)為全球第五重要的穀物，是重要的糧食安全作物，目前全球

栽培面積 4,100公頃，年產量 6,420萬公噸，平均產量為每公頃 1.6公噸，主要

生產地區為印度、中國、澳大利亞、巴西、美國、西非、中非、東非與南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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粱在全球有多樣化的使用趨勢，包括(1)作為食品用途，在亞洲及東南亞地區逐

漸減少，但在西非地區增加；(2)作為飼料用途，可作為家禽和動物飼料，以及

新鮮或乾草料，其需求不斷增長；(3)作為燃料使用，像是利用甜高粱生產乙醇，

此需求不斷增加；(4)作為飲料使用，適合用於啤酒和釀造的品種，此需求可能

會顯著增加；(5)當作新型保健食品，有被利用的巨大潛力；(6)作為工業用途，

包括酒精、澱粉、色素及保健食品等。預估 2050 年亞洲地區的高粱栽培面積將

減少 24%，導致產量略有下降；預計至 2050 年對高粱的需求將提高 20%，因此供

需之間的差距將進一步拉大，其中 2020-2050年對飼料的需求主要來自於中國

(29%)和印度(98%)。在非洲地區高粱的生產面積預計會擴大 34%，產量將增加 96%，

然而當地對高粱的需求將會很高(109%)，作為糧食的需求須提高 79%，作為飼料

需求須提高 169%，因此，巨大的供需缺口在未來將是顯而易見。 

    珍珠粟(Pearl Millet)是全球第六重要的穀物，是乾旱和半乾旱地區主要的

食物與營養來源，它對乾旱和高溫有耐受性，可適應貧瘠土壤及氣候條件嚴苛的

地區，並且對高鹽和低 pH的土壤有高度耐受性，可以在玉米和高粱無法種植的

地區正常成長，對灌溉及栽培管理的反應良好，在穀物及飼料的供給上均有價值。

亞洲地區珍珠粟的栽培面積在 2020-2050年期間預估將減少 18%，然而產量卻必

須增加 14%以滿足需求，中國地區的高生產率將會負責滿足增產需求的趨勢；在

亞洲地區，珍珠粟作為食品與飼料的需求可能會分別提高 7%與 23%，其中印度在

作為飼料用途部分可能會有兩倍的需求，巴基斯坦在飼料部分的需求可能會提高

70%；在非洲地區，珍珠粟的生產面積在 2050年預計將增加 32%，總產量將增長

130%。未來對珍珠粟的需求，應著重於：(1)高度中等、不倒伏、分蘗同步成熟

且可機械收穫的品種；(2)耐乾旱與高溫，且易受高密度栽培影響；(3)適合食品

加工及飼料產業的高品質榖粒；(4)可提供人體營養富含高密度鐵和鋅的榖粒類

型；(5)單切、由高葉與甜莖雜交作為飼料的品種；(6)多切、適合旱地的雜交牧

草。 

 

(十) 雜交水稻小組研討會－雜交稻米在亞洲的研究進展 

    農業和稻米在亞太地區是多樣化且在經濟上是重要的，該地區約有 17.8 億

農民，占全球農民數量的 68%；耕作面積 4.75 億公頃占全球約 32%。其中稻米的

種植面積占亞太地區作物總栽培面積的 33%，是一個真正的全球性作物，並且是

亞洲農業的重要基石。亞洲稻米的發展，包含幾個項目：(1)超級雜交稻米(Super 

Hybrid Rice)：中國引領著此育種計畫，平均產量為 15公噸/公頃，至 2014 年

此種稻米的種植面積達 20%，過去 10年中國農業部已育成 76個雜交品種；(2)

雙系雜交種(Two Line Hybrids)：具有更高的雜種優勢以及與優良品質稻米更寬

廣的親和力，過去 10年在中國的覆蓋率增加許多倍，去年成長約 30%；(3)亞種

間雜交種(Inter Sub species Hybrids)：為目前雜交稻米育種的新趨勢，如秈

(Indica) 粳(Japonica)稻雜交，目標為確保粳稻產量與秈稻品質，平均產量超

過 13.5 公噸/公頃。此外，在抗細菌性葉枯病、耐鹽性與耐褐飛蝨(BPH)的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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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也都有新的進展。 

    新的栽培系統包括直播稻(Direct Seeded Rice)與機械化移植，支持者宣稱

直播稻可節省用水 30%，且雜交種直播稻的表現良好，結實率可達到標準；機械

化移植在東北亞很普遍，主要原因是農民老齡化導致勞動成本增加；在發展中的

亞洲市場像是中國與部分印度地區，在移植高峰季節由於勞動力短缺，促使機械

化移植獲得廣泛普及。雜交稻米描繪出稻米的未來，包括(1)領導創新：藉由新

的方案協助解決現代農業的關鍵挑戰；(2)賦予農民可大可小的能力：提供他們

工具、技術與培訓，使其能在經濟上長期蓬勃發展；(3)驅動農業的永續集約化：

幫助提高生產力與環境兼容性；(4)擴展夥伴關係：充分利用現代化永續農業的

合作潛力。 

 

(十一)種子貿易與行銷小組研討會－泰國種子中心(Seed Hub) 

    近幾年來泰國致力於發展種業的原因，主要是由於種子體積小價值高，且好

的種子可提供良好的生產效率，與國家安全關係密切，並且能建立與支持農產業

的高價值鏈，目前泰國種業可能創造的價值鏈是將玉米種子業務拓展到飼料產業。

2013年全球種子市場規模約 100億美元，年成長率為 11%；泰國的種子出口值為

1.5億美元(全球第 15 名)，種子進口值為 3,500 萬美元(全球第 46名)。2014

年泰國種子的出口量為 33,441公噸，出口值為 1.54億美金，主要出口種子為：

玉米、番茄、西瓜、辣椒、胡瓜、甜瓜、甜玉米、苦瓜、南瓜、空心菜及長豇豆。

泰國具有良好的氣候，可周年生產種子，並且有技能良好的農民以及出色的連接

網絡，是個非常適合種子生產的地方。此外，泰國的公共部門(政府機關)負責研

發、某些作物的種子繁殖以及種子認證；私營部門則有 184家公司，其中只有

34家具有種子研發單位；農民的部分則是有 8萬戶的農家生產雜交與開放授粉

的種子。 

    泰國種子中心的願景，是成為全球品種開發、生產，為種業的永續提供好品

質與服務技術的樞紐，未來 5年(2020年)的目標是供應農民足夠的高品質稻米、

豆科和飼料作物的種子，且種子出口值提高至 3.12 億美元，其中的 50%來自於

泰國開發的品種。種子中心的總體規劃，包括玉米及蔬菜的種子出口，以及大米、

食用豆類和飼料作物的糧食安全種子。推動泰國成為種子中心的五個策略(關鍵

因素)包括：種子研發、規章與種子品質標準、種子生產與銷售、種子人員及農

民發展，以及提供種子地區的基礎設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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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照片 

  

圖 1：第 65屆 EC合影 圖 2：開幕式 EC與主辦單位合照 

 

 

圖 3：本場參加人員楊佐琦場長(右一)與

周佳霖助理研究員(右二) 

 

圖 4：貿易洽談桌 圖 5：展示攤位 

  

圖 6：會員大會新任 EC 合照 圖 7-1：楊佐琦場長簡報有關 ISTA

種子檢查現況 

  圖片來源：http://apsasee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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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及建議 

種苗是農業生產的根本，本次會議各個小組研討會皆強調新技術與技術應用

的重要性，而本場為臺灣種苗技術研發與建立的單位，應加強與產業連繫並積極

爭取相關計畫。 

我國的種苗公司多為小型公司，其優勢在於銷售模式彈性化且具多樣化的品

  

圖 7-2：問題與討論 圖 7-3：主辦單位頒發感謝狀 

 

 

 

圖 8-1：與 ISTA秘書長 Dr. Beni Kaufman

交流 

 

圖 8-2：與各國展示廠商交流 圖 8-3：與種子公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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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可供選擇，在各公司的努力之下，「Made in Taiwan」的種子不只具有品質上

的保證，也帶領部分市場的流行。與種苗公司洽談得知，目前新品種的育種除了

好吃以外，更重要的是相關抗病性狀的導入，使新開發品種在種苗市場具有更高

的競爭力，利用分子標誌輔助育種可提昇育種效率，然而並非所有種苗公司都具

備實驗室，在每個種苗公司皆建立實驗室也將造成資源分散與浪費，為強化我國

種苗產業發展，建議媒合民間檢測實驗室與我國種苗公司合作進行分子標誌輔助

育種及相關檢測，提昇我國種苗產業競爭力。 

擔任國際組織執行委員雖然需增加許多額外工作，但可影響組織運作與執行

的方向，我國因政治因素在國際上屈於劣勢的地位，亟需積極參加國際組織事務。

我國自 APSA 成立以來皆有人員參與相關規劃與活動，截至 APSA 第 65 屆執行委

員會，我國僅官方代表楊佐琦場長一人，且任期有限，建議除了應培訓後續接班

人，爾後若有機會也應研擬業界或學界人事加入組織規劃，穩固我國現有力量，

並找尋拓展力量的契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