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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摘要與目的 

一、 摘要 

50年代臺灣主要以蘑菇及蘆筍為對歐洲出口產品，為加強臺德雙

邊貿易合作關係，經我國與德方多次研討後，以創立針對市場研究的機

構來加強雙方的了解。並於 1967年德國波昂（Bonn）成立「中德社會

經濟協會」（Sino-Germany Association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其後又於 2005年更名為「臺德社會經濟協會」並沿用至今，歷年臺德

間合作之研究計畫重點皆以貼近國際趨勢及農委會政策方向為主。 

臺德雙方合作完成之研究計畫已近 4百餘篇，範圍擴及「鄉村發展」、

「農業結構調整」、「生質能源利用與政策」、「農產品國際行銷及物流體

系」、「生物經濟」及「歐盟農產品認證驗證制度」、「糧食安全」、「農業

環境永續經營」、「農業多功能直接給付」及「友善環境之農業制度研究」、

「地產地消」等領域。 

臺德雙方之交流模式為兩年互相訪問為原則，除參加雙方理事聯席

會議外，亦會針對前一年度研究成果報告與分享，並邀請相關領域學者

進行交流討論。此外再依據本年度或明年度欲進行之研究主軸，先行安

排部分參訪景點，以作為後續規劃研究方向之參考。本年度援例由臺方

赴德參加第 33屆臺德社會經濟協會雙方理事聯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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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目的 

本年度除參加第 33屆臺德社會經濟協會雙方理事聯席會議外，亦

針對 104年度臺德研究計畫進行成果分享。104年研究內容為德國農業

地產地消之政策作法，研究成果建議實施農業地產地消中農業六級化是

一個很重要的措施，尤其以我國係以小農為主，要求小面積且多樣化的

小農均做到地產地消實在困難，故需培植若干農企業來輔導小農進行地

產地消。此外配合地產地消的教育及宣傳，加強民眾對於在地食材的體

認與珍惜，對於地產地消才能更加永續支持。 

另 105年針對青年農民部分進行研究，德國農民之平均年齡為，其

65歲以上之農民比率為歐盟國家中最低，其年輕的農業人力結構主要

與德國之職業教育制度與各項青農輔導制度有關。近年來本會積極投入

各項青年農民輔導工作，期望可改善我國農業人力結構老化之問題；故

本年度將針對德國之青農輔導和專業證照制度進行研究，以探討德國農

業從業人口年輕化、專業化之關鍵因素，以做為我國擬定與執行相關政

策之參考。 

此次會議另針對 106生物經濟研究部分邀請兩位德國學者進行演

講，並由我國農試所蔡副所長進行我國生物經濟推動規劃報告。會後亦

由臺德社經協會安排進行農場與農業相關協會之參訪，以瞭解德國農業

之產業現況以及其農業相關政策推動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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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過程 

一、 參與成員 

姓名 單位 
臺德社會經濟協會

臺方理事 

黃國青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ˇ 

張致盛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輔導處處長 ˇ 

曹紹徽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企劃處處長 ˇ 

蔡致榮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副所長  

陳保基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董事長 

臺灣大學動物科學技術學系教授 
ˇ 

簡立賢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顧問 

國立中興大學應用經濟學系副教授 
ˇ 

江益璋 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助理教授  

劉育姍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  

張大川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企劃處經濟研究科科員  

 
  



4 
 

二、 參與行程 

此次德國考察行程主要為參加第 33屆臺德社會經濟協會雙方理事聯席

會議，並參觀與本年度和 106年度研究主題相關之農企業或農場。首 2日主

要為進行臺德社會經濟協會雙方理事聯席會議之準備工作與開會，期間除討

論臺德社會經濟協會之會務之外，亦針對 106年度之生物經濟研究與本年度

之青年農民研究進行討論。會中亦邀請兩位德國生物經濟政策專家進行演講，

並與我方理事代表討論，以作為明年度研究方向之參考。 

臺德社會經濟協會於會後規劃安排參訪酪農場、由青年農民經營之養豬

場、農業機械公司、敏斯特地區品質協會、白蘆筍農場等單位，並與該些單

位之經營者進行座談，以瞭解德國農業政策之執行與推動情況，並藉以交流

該些農業政策於農場實務經營、管理之影響，以作為我國相關政策與措施擬

定與推動的參考。 

表一、 本次赴德行程表 

日期 事項 備註 

Sunday, 
April 03 

23:30 搭機桃園國際機場至
法蘭克福 

 

Monday, 

April 04 

06:50 抵法蘭克福機場  

 07:30 前往波昂  
 12:00 午餐  
 18:00 晚餐  

Tuesday, 
April 05 

09:00 
 
9:10 

開幕歡迎詞 
德方理事主席 
臺方理事主席代表  

 
Thomas Heckelei教授 
陳前主任委員保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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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項 備註 

 

09:20 
 
 
 
09:50 
 
10:00 
 
 
 
 
 
 
 

11:00 
11:05 
 
 
 
 
 
 
 
 
12:15 
 
 
 
 
 
13:30 
 
 
 
 

 
Discussion and 
Approval of COA- 
supported Projects in 
2017（生物經濟） 
 
Coffee Break 
 
Bio Economy – The 
National 
Policy Strategy of 
Germany 
 
 
 
 
Break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Bio 
Economy Strategy 
 
 
 
 
 
 
午餐 
 
 
 
104年度研究報告成果
分享： 
Project Report: 
Research on different 
approaches of Regional 
Marketing Initiatives in 
German Agriculture 
 

 
Dr. Ralf Nolten  
農業試驗所蔡致榮副所長簡
報 10分鐘，討論 20分鐘 
 
 
 
 
Dr. Tilman Schachtsiek 
Ref. 525 
Bioökonomie, Stoffliche 
Biomassenutzung 
Bundesministerium für 
Ernährung und Landwirtschaft 
(BMEL) 
 
 
Dr. rer. nat. Stefan Lampel 
Division Chief 
于利希研究中心
(Forschungszentrum Jülich 
GmbH, FZJ)  
生物經濟與創新部門
Division Bi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conomy 
Project Management Juelich  
 
 
 
 
 
 
 
簡立賢副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應用經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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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項 備註 

14:20 
 
 
 
 
 
 
 
 
15:10 
 
 
15:40 
 
 
15:45 
 
 
15:50 
 
 
16:10 
 
 
16:25 
 
 
16:40 
 
 
 
16:50 
 
17:00 
 
 
18:00 

Project Report: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agricultural social 
enterprises –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Taiwan and 
Germany 
 
 
Coffee Break 
 
 
Board Meeting 
Opening Remarks 
 
Welcome address 
 
 
Activities Report of the 
Association 2015 
 
Prospective cooperation 
in 2016/2017 General  
 
Research on policies 
related to young farmers 
in Taiwan and Germany 
 
Discussion on 
Improving the 
Collaboration in the 
Association 
 
Other issues and 
Conclusions 
 
Break  

江益璋助理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設
計學系 
 
 
 
 
 
 
 
 
 
Prof. Dr. Thomas Heckelei 
 
 
黃國青副主任委員 
 
 
Prof. Dr. Thomas Heckelei 
 
 
企劃處曹紹徽處長 
 
 
農業科技研究院農業政策研
究中心劉育姍研究員 
 
 
Prof. Dr. Thomas Heckelei 
 
 
 
Restaurant Majestic, 
Günnewig Hotel Bristol Bo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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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項 備註 

Wednesda
y, 
April 06 

09:00 
 
11:00 
 
 
 
14:00 
 
 
 
14:30 
 
 
 
 
 
 
15:00 
 
16:00 
 
18:00 

Departure from Bonn 
 
Dairy Farm of Fam. van 
Beek 
 

午餐 

 
 
 
Presentation 
 
 
 
 
 

農機公司導覽 

 
Departure to Hotel 
 
Arrival at the Hotel 

 
 
Heinz and Martin Van Beek 
Dickstr. 36, 46519 Alpen 
 
Lemken GmbH & Co. KG, 
(農機公司)  
 
 
 
Mrs. Nicola Lemken 
(Associate), Mr. Anthony van 
der Ley (CEO), 
Mr. Karl-Hubert Reher (Sales 
Manager), 
Mr. Niels Veltmann (Export 
Manager Taiwan) 
 
 
 
 

Thursday, 
April 07 

08:30 
 
 

10:30 
 
 

 
12:00 
 
 
 
 
 
 
 

Departure from Hotel 
 
 

Westfälische Reit- und 
Fahrschule（威斯特法
倫馬術學校） 
 
與德國國會議員Mr. 
Johannes Röring午宴 
 
 
 
 
 
 

Kardinal von Galen Ring 65, 
Münster, 48149 
 

Mr. Westfälische Reit- und 
Fahrschule Havichhorster 
Mühle 100a, 48157 Münster 
 
Mr. Johannes Röring, MdB 
Member of the House of 
Parliament and President of 
the Westphalian Farmers’ 

Union WLV (40,000 farmers) 
 
 

Philipp Schulze Es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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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項 備註 

14:00 
 
 
 
 
 
 
 
 
 
 
 
 
 
 

16:30 
 
 

 
 
 
18:00 

Pig Farm Schulze 
Esking 
 
 
 
 
 
 
 
 
 
 
 
 

 
 

Regional Marketing 
Initiative 
“Münsterland Qualität” 
（敏斯特地區品質協
會） 
 
Departure to Frankfurt 

Schulze Esking Schweinemast 
KG 
 

Vice President Deutsche 
Landwirtschafts- Gesellschaft 
e.V. DLG (German 
Agricultural Society) 
Board member ISN – 
Interessengemeinschaft der 
Schweinehalter Deutschlands 
e.V. 
Esking 5, 48727 Billerbeck 
 

Dr. Jürgen Grüner 
CEO Netzwerk Münsterland  
 

Friday, 
April 08 

08:30 
 
 

10:00 
 
 
 

12:00 
 
14:00 
 

18:30 

Departure from Hotel  
 
 

Esparagus Farm（白蘆
筍農場） 
 
 

午餐 

Departure to Frankfurt 
 

Arrival at Hotel 

 
 
 

Mr. Böckenhoff Gut 
Böckenhoff 
Am Bakenhof 1, 46346 
Raesfeld-Erle 
 

 
 

Saturday, 
April 09 

11:20 搭機自法蘭克福前往
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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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項 備註 

Sunday 
April 10 

06:10 抵達桃園國際機場  

參、 參與紀要 

一、 生物經濟研討會(4月 5日上午) 

生物經濟研討會由本會農業試驗所蔡致榮副所長簡報「臺灣農業生物經

濟 發 展 方 案 - 農 業 科 技 創 新 機 會 (Taiwan Agricultural Bioeconomy 

Development Plan - Innovative opportunities for agricultural S&T)」作為相關討

論之背景（簡報如附錄一），除說明臺灣為何推動農業生物經濟、臺灣農業

生物經濟重點產業、臺灣農業生物經濟的策略與措施外，並提出臺灣欲參考

德國生物經濟之處。隨後討論中德方副理事主席 Dr. Ralf Nolten表示，生物

經濟範疇廣泛相關雙方合作研究計畫鎖定之主題應再聚焦較易於執行，惟未

有具體研究方向之建議；我方回應德方生物經濟應用領域中確保全球營養、

使用再生資源供應產業、開發基於生質量之能源載具及生物經濟聚落建立等，

我方目前著力仍少，建議應聚焦涵蓋其生產健康與安全食物、永續農業生產

及國際合作等領域，並以智慧農業生產為題做進一步雙方合作研究主題，惟

囿於時間無法進一步確定，因此留待雙方再討論確認。 

此外，臺德社經協會邀請德國聯邦食品及農業部(BMEL)官員及于利希

研究中心之研究人員進行德國生物經濟政策與措施之相關演講，其演講題目

包括「Bio Economy – The National Policy Strategy of Germany」和「The 



10 
 

Implementa- tion of the National Bio Economy Strategy」，簡報、摘要及重點請

參閱附錄二及附錄三。 

 

圖一、本會農業試驗所蔡致榮副所長報告我國生物經濟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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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于利希研究中心 Dr. rer. nat. Stefan Lampel 之報告 

 

二、 104年研究成果分享(4月 5日下午) 

我國學者所進行之 104 年研究成果規劃於下午時段與與會德方理事及

貴賓等進行分享，其分享的題目包括由國立中興大學應用經濟學系簡立賢副

教授所執行之臺德日韓農業地產地消之研究與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設

計學系江益璋助理教授所執行之臺德農業社會企業發展策略之研析（簡報如

附錄四及附錄五）。其中農業地產地消研究部分除報告德國之推動模式之外，

亦包含日本、韓國等與我國農業特性較為相近之亞洲國家相關政策之推動情

形，其報告獲得德方理事的讚賞與認同。另農業社會企業部分，德方理事針

對社會企業是否適用於農業上提出疑慮，且與國際學界中「農業部門中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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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企業」之理解有所混淆，在區分上應再更加嚴謹，並建議應針對社會企業

有更明確之定義，再來討論其本質上是否適用於農業發展為佳。 

 

圖三、104年度農業地產地消研究成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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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04年度農業社會企業研究成果分享 

三、 臺德社會經濟協會雙方理事聯席會(4月 5日下午) 

第 33屆臺德社會經濟協會雙方理事聯席會議：聯席會議中之我方會務

報告係由本會企劃處曹紹徽處長擔綱（簡報如附錄六），亦另由農業政策研

究中心劉育姍研究員針對青年農民議題進行報告（簡報如附錄七）；針對本

年度所進行之青年農民研究部分，德方理事提出我國目前而言平均栽種面積

仍太小，對於青年農民進入該產業為一大阻礙，其除了會難以達到規模經濟

降低生產成本外，其收入亦難以支持農戶日常需求。然我方理事表示我國農

業政策目前主要朝兩大方向進行，其一為擴大單一農戶之生產面積，另一則

為推動精緻農業，使單位面積之生產量增加，透過兩方面的推動增加農戶的

農業收入，才可以提升青年從農之意願。此外對於本年度欲進行研究之「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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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知識與資訊系統」及「專業證照輔導」議題予以肯定；另對於水土保持局

所欲進行之 105年農村競賽研究及 106年度智慧農村部分則限於時間，會議

中並未深入討論，將於返國後另請水土保持局提供更為詳細之說明，提供給

德方理事參考。 

 

圖五、第 33屆雙方理事聯席會議交流狀況 

 

四、 Fam. van Beek (4 月 6日上午) 

Fam. van Beek 為位於 Alpen的酪農場，該農場之主人目前已經退休並

由其子繼承農場。由於德國農場有單子繼承之傳統，透過單子繼承也可以減

少農場土地分割的情形，以該農場來看，該農場主人有三個兒子，但繼承農

場者為其長子，因此其次子與三子若要經營農業則需要到其他地區購買或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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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農場。此外，為了管制農場內的建築，當農場主人的兒子繼承農場後，則

需住在原本其父母的居所，而退休的農場主人則取得可在農場內蓋另一居所

的權利，此一管制方式也可避免農場內隨意建農舍的情況。而我國目前對於

農地繼承並沒有單子繼承之規定，導致於我國農地往往因為多子繼承與分割

使得農地之產權零碎。 

該酪農場總共 70公頃牧地(自有 35公頃)，由於使用自動化設備運轉，

每隻牛都有 RFID耳標與項圈，透過柵條式地板配合地下設施及刮糞機以及

Lely 牛舍清潔機器人，以固定路線與頻度及時維持牛舍地板清潔，最後再

將牛糞轉提供液肥施噴於牧場田地。農場主人亦帶領參觀酪農場之內部，其

中有兩套 Lely Astronaut 自動擠乳系統（如附錄八），每套大約 12萬歐元，

適合 55至 60隻乳牛的作業需求。將傳統每天 2次、每次 6小時的人工擠乳

作業，提升至每天平均 2.8次的自動化擠乳，且乳牛可自主選擇在任何時間

擠乳，總產量達到每年 120萬加侖的牛乳產量。牛舍內的擠乳設備為全自動

設施，乳牛若開始脹乳則會自動到擠乳設備處進行擠乳，該自動化擠乳設備

會先清潔乳牛之乳房，而後 4個擠乳裝置會透過紅外線的偵測與定位吸附到

乳房上並開始進行擠乳。擠出來的乳汁則會先蒐集到一集乳桶中，且在擠乳

過程中會偵測乳汁狀態，若偵測乳汁中有血液則會停止擠乳避免對乳牛造成

傷害。擠乳設備上設有飼料的儲料槽，其可透過精料的提供吸引乳牛到擠乳

設備的位置進行擠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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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擠乳設備上方具有飼料的儲料槽。 

此外該全自動擠乳設備在結束單一隻乳牛的擠乳作業後，才會將乳汁

全部送到共同集乳槽，其不但具有可結算單一乳牛之乳量作為紀錄，亦可確

保不致於將品質不同或受汙染的乳汁混入一般乳汁中。擠乳作業結束後設備

會自動清洗管線，以進行下一輪的擠乳作業。此外，該擠乳設備亦會將相關

資訊回傳到電腦中(圖九)，除可供農場主人觀察乳牛情況與分析數據外，亦

透過電腦將相關資訊傳輸到設備公司，如此當設備出現問題時則設備公司可

於遠端進行判斷，並可即時進行維修處理，而緊急情況下更可以在 20 分鐘

內抵達現場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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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全自動擠乳設備。 

 

 

圖八、全自動擠乳設備的集乳處。 

 



18 
 

 

圖九、自動化擠乳設備會將資訊傳輸到電腦中。 

此外牛舍內亦具有電動按摩設備，乳牛若有需求則會自動移動到該設

備下抓癢或按摩。牛舍內的地板皆採用溝槽設計，且有一清潔機器人在內部

自動將乳牛排泄物推移至溝槽下，以維持牛舍內的清潔。 

 

圖十、牛舍內具有電動按摩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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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清潔機器人將乳牛排泄物推至溝槽下。 

自動擠乳系統可謂是真正符合生產力 4.0 的智慧畜養，除增加牛乳生

產外，可將人力需求減至最少並做最有效利用，並對牛隻進行個別化監測與

充分控制。 

 

五、 Lemken 農機公司 (4月 6日) 

Lemken農機公司（詳細公司簡介詳如附錄九）為一家族企業，該公司

自 1804 年設立，發展歷史相當悠久，其所開發的農業機械包括用於播種、

耕作、植物保護所需之各項設備，雖然該公司過去開發之設備主要適用如歐

洲或美洲等大面積耕作使用，然從 2012年之後，Lemken農機公司開始布局

亞洲地區，並在印度、中國都設有分公司，且針對當地的栽種習慣與農機需

求設計農業機械，由此可知該公司對於亞洲市場開始重視。由於亞洲市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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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多數具有耕作面積小、地形多變之特性，且農機使用之習慣與歐洲國家

不同，如部分東南亞國家偏好將中耕機等農業機械亦作為交通運輸工具使用，

故該公司於亞洲國家設廠除利用當地工資便宜之外，亦可跨入農業機械設備

產業正在起飛的亞洲市場。 

此外，該公司之產品有八成以上之皆為自產，亦即其自行設計、製造

零組件，此一生產方式在許多德國農業機械公司皆為常見，其之所以自製率

高主要是為了要確保產品之品質。且該公司之主要企業顏色為藍色，其包括

商標、產品、工廠外觀等皆採用同一藍色，其將顏色與公司品牌形象建立強

烈的連接，使消費者可看到顏色就可辨識該公司的產品，強化該公司產品在

市場上的辨別度。 

由於德國之職業訓練體系中亦和農場與農業相關公司合作，該公司亦

為參與職業訓練之單位。德國之二元制職業訓練體系不但可使受訓者早日進

入並適應職場環境，對參與訓練之公司而言，其亦可以即早找到可加入公司

的生力軍，對參與職業訓練之畢業生與企業而言，皆可增加進入職場與公司

經營的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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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與 Lemken 農機公司主管進行交流。 

 

圖十三、Lemken公司外部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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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Lemken農機公司所生產之設備。 

 

六、 威斯特法倫馬術學校 (4月 7日上午) 

該校自1922年開創自今已超過90年，該所學校除了訓練專業騎師之外，

亦包括訓練馬術裁判、教練等。由於德國對於農業相關的職業訓練具有一套

制度，且其多將職業訓練建立於其教育體系之中。德國之教育於小學 4年級

之後進行進行分流，小學 5年級之後即進入中等教育，其中等教育之教育機

構分為主幹中學(職業預校,Hauptschule)、實科中學(Realschule)、綜合中學

(Gesamtschule)、普通中學(Gymnasium)等類型，其中主幹中學主要為進入職

業教育作準備，主幹中學之畢業生從 9或 10年級畢業後就進入職業學校

(Berufsschule)接受職業訓練，德國之職業訓練主要為二元制，亦即除了一般

學科之教育之外，亦同時進入職場接受實習訓練；而職業學校的畢業生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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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相關職業之國家考試，其中通過師傅級國家考試者所經營之農場才能作為

職業學校學生實習之場所。亦由於德國之職業教育體系完整，因此德國之農

業相關工作屬專業工作，其從業人員也多受過有系統、專業的訓練。 

 

圖十五、威斯特法倫馬術學校訓馬場。 

 

七、 豬肉外銷農企業(4月 7日下午) 

Schulze Esking Schweinemast KG 為 2014 年成立的公司，主要業務為

豬隻飼養及生產相關副產品。負責人 Philipp Schulze Esking先生僅 30餘歲，

為一青年農民，並為「德國農業協會」（DLG）副主席、「德國豬隻飼養協會」

理事。 

「德國農業協會」（Deutsche Landwirtschafts-Gesellschaft e.V）是一個成

立於 1885 年，影響力極大的社團，有官方資金協助運作。該協會總部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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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法蘭克福，致力於促進農業和食品領域之科技進步和發展的非政府組織，

是歐洲重要的食品和農業發展組織之一。自 1885年創建以來，DLG建構農

業和食品領域中理論和實務交流的平台，並有 200多名專業人員服務於德國

和德國以外的辦事處（如中國、波蘭、瑞士、義大利、羅馬尼亞、土耳其、

荷蘭和俄羅斯等）。且 DLG 向全球 25,000 多名德國和世界級會員提供專業

服務，如：農業和食品技術推廣、農業機械品質/安全認證、食品安全檢測、

刊物出版與教育培訓、農機和畜牧展覽以及田間現場指導活動等。而 Philipp 

Schulze Esking 先生在「德國農業協會」主要負責豬肉食品的業務，包含國

際貿易。「德國豬隻飼養促進會」（Interessengemeinschaft der Schweinehalter 

Deutschlands e.V.）提供會員交易、國際貿易、產品保險、認證等各類服務，

此外其他例如沼氣、再生能源設施、提供 app的服務，也都涵蓋在這個協會

的範圍。 

Philipp Schulze Esking先生的豬場可同時飼養 4萬頭豬，該豬場飼料主

要採用液態飼料，因此在進入農場之前可先看到儲放作為飼料原料的玉米粉

(圖十六)，該玉米粉皆為當地所生產，由於其穀物粉新鮮且德國環境較為乾

燥，因此其品質可維持穩定，其儲存時間可長達一年，且不易有我國易產生

之發霉與黃麴毒素等情況。而玉米粉與其他飼料之原料與營養素來源採用自

動化設備進行調配(圖十七)，且經過該自動化設備的調配與控制，農場較易

針對飼料的成分與品質進行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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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Philipp Schulze Esking 先生的豬場為肥育場，從其他鄰近地區買來

豬隻後進行肥育並銷售，也因為僅處理單一階段，故豬場之畜舍設計、飼料處

理、環境管理等可較為一致，對於豬場整體管理較為容易。其豬場之飼養空間

對外採用玻璃進行隔離，其採光效果較我國一般密閉式豬舍為佳。另地板之溝

槽設計可讓豬隻排泄物直接進入溝槽，且其隔板設計在豬舍清潔上不但易於清

理且不易有污穢物的殘留之優點(圖十八)。該豬舍之飼料槽設計於內部隔板之下

方，其具偵測感應功能，可自動進行液態飼料的補充(圖十九)。 

由於德國法規之規定，因此養豬場針對會造成環境汙染之廢棄物等需要另

外繳交費用處理，其豬隻的排泄物處理費約為 12-15 歐元/立方公尺，平均計算

每頭豬約有 10 元的成本費用在於處理其產生之排泄物。其豬隻平均飼養到 125

公斤即可銷售，每頭豬隻收益約僅 10 歐元，若以每年可進行 3 輪飼養來計算，

則該農場每年可生產 12萬頭豬，總收益約為 120萬歐元。在疾病管控部分，因

德國之農場較廣闊，且各農場之距離較遠，在疾病管控上較我國易於管控。此

外，因為當地土地較為昂貴，每公頃約為 8萬歐元(約為新臺幣 296萬元)，對於

青年農民而言，土地成本之壓力也很大，因此在農場擴張上並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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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豬場用以作為液態飼料原料的穀物粉。 

 

 

圖十七、控制液態飼料混合與調配之設備與機房。 

 

 

 



27 
 

 

圖十八、豬場之養殖設備。 

 

 

圖十九、豬隻養殖設備，其飼料槽設計於隔板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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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敏斯特地區品質協會 (4月 7日下午) 

敏斯特地區品質協會為一推廣敏斯特地區農產品之協會，建立於 2009

年，其組成成員包括農產品的生產者、餐廳等，目前之成員有 57 個，該協

會之資金來源主要來自於成員。該協會之目的包括建立與強化地區的合作網

絡、促進地區的觀光業與經濟發展、提升地區產品的知名度、開拓新的產品

通路與市場、鼓勵新品牌的合作與建立、促進消費者對地區產品的消費等。

其所推廣的項目包括農產品與農產加工品，並利用地區標章與品質的建立，

使消費者對標章和該標章所代表的農產和農產加工品有更多的認同感。 

敏斯特地區的農產品種類多樣化，其除了啤酒之外，亦包括豬肉、牛

肉、各種蔬菜水果，以及該些原料所做成的各種加工產品或餐飲，該協會也

透過連結當地的農產品生產者，推廣其地區的農產品品質認證標誌，並對加

入該標誌的農戶與其生產的產品進行品質的驗證，建構一個足以讓消費者可

以認同的標誌系統，進而推廣其地區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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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與敏斯特地區品質協會之代表合影。 

 

圖二十一、敏斯特地區品質協會介紹其相關農產加工品。 

 

九、 Esparagus Farm白蘆筍農場（4月 8日上午） 

農場位於處於敏斯特區（Münsterland）及魯爾區（Ruhrgebiet），創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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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134 年，1439 年時曾被修道院接管，1595 年再度回到私人經營，30 年

戰爭期間又被西班牙傭兵霸佔為白蘭地酒廠。直到 19 世紀逐漸轉變為特色

作物農場，種植蘆筍、草莓、藍莓。 

在德國白蘆筍主要作為高級食材使用，且多作為主食，其中有 80%為

消費者購買，另外 20%左右再銷往高級餐廳。另外在價格方面，本次考察

Esparagus Farm已是產地之一，且該農場也有自行銷售自產的白蘆筍，依據

不同的規格及大小而訂有不同的產地價格，大約在每公斤 13歐元至 15歐元

不等。另如果已採收時間過長，亦有推出特價優惠，價格約在每公斤 7歐元

至 9歐元左右。 

 

圖二十二、白蘆筍現場銷售情形 

此外德國白蘆筍產業，大多依據不同客戶族群之需求而生產不同規格

大小之白蘆筍，而如我國稻米產業一般，白蘆筍亦有特定農場負責生產白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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筍苗，再轉售給白蘆筍農場進行栽培。此時白蘆筍主要係以特殊農機進行培

植，非以人工進行，主要考量的理由是以人工培植的話，其根系可能因此而

無法順利延展，導致生長效果不佳，而以農機培植的話，可以使根系延完全

展開來，而所生產之白蘆筍品質也較佳。惟該特殊農機功能獨特，農場主人

有其機密性之考量，無法向本團人員介紹其操作步驟或特殊方法。 

 

圖二十三、白蘆筍分級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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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四、不同長度與寬度之白蘆筍比較 

 

圖二十五、已分級白蘆筍包裝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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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參與心得與建議 

一、 農業機械：Lemken 農機公司對於農業機械的設計除了堅固耐用之外，也

相當強調使用者經驗，即其農業機械設計亦會參考農民之栽種模式、栽種

習慣、土壤的狀態等，並藉此設計出適合農民使用的設備。從該公司之經

營，反觀我國農業機械公司，雖然我國具有不少優良的農業機械公司，但

我國之農業機械仍多採用改良為主，此一情形對產業之影響包括：(1) 難以

申請智慧財產權。由於我國農業機械多為改良型設備，且各零組件皆來自

於不同公司，自行設計之部分較少，此一情形使得產品在申請智財權保護

上遇到困難，且對公司而言其產品開發自主性較低，因而難以對外競爭。

(2) 品牌效益低。由於零組件多非自製，因此在品質管控上面、後續維修零

件更換等容易遭遇困難，且產品的品牌形象建立上也較不易。 

二、 自動化生產：本次考察 Fam. van Beek酪農場之經驗在於，引進自動化擠乳

設備可大量減少人力需求，並且擴大經營規模。一臺自動化擠乳設備可以

服務約60頭乳牛，除不需大量人力進行擠乳工作，亦無季節性缺工的問題。

而我國畜牧業雖有引進部分機械設備來幫助生產，惟多以人力生產，除容

易面臨缺工之問題，亦需與其他農業產業在農忙時節爭取人力協助。而如

引進自動化擠乳設備應可減緩乳牛業者對於人力需求之壓力，亦可以減少

人力成本。惟在引進自動化擠乳設備的同時，也應同步考量相關售後服務

系統之建置，例如乳品質分析、疾病檢測與設備緊急維護等，都需要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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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單位之協助才可使其效益最大化。 

三、 農業地產地消：敏斯特地區品質協會對於農產品的推廣為「地產地消」良

好的範例，過去我國亦推行過一鄉一特色等政策，然地方農產品除以初級

農產品進行推廣外，更應連結其他二級、三級產業。此外並採用地區標章

與認證系統，使消費者對於該標章之產品具有信賴感，進而願意消費該地

產品。在推廣標章產品外，除了強調在地優良食材外，應針對標章之內涵

向民眾教育說明，使其瞭解標章之精神，更容易獲得認同。如推廣標章以

大量推出之方式進行，反而會讓民眾不知道在眾多的標章中，何者最能契

合民眾的訴求。 

四、 農業專業：若以我國農業相關教育訓練來看，我國雖然亦有技職體系，然

目前我國農業相關技職體系之實務操作仍不多。此外，雖然我國設有農業

相關技術士、技師考試，然這些技術士和技師考試與職業的選擇關聯性不

高，對技職體系之學生而言亦非畢業之要件，對實際投入農業經營者而言，

即便沒有受過相關訓練仍可經營農場或從事農業。長久以來，至使我國一

般民眾對於農業從業人員的專業性存疑，或不認為農業為一專業型工作；

而實務上農業的田間操作如農機操作、農藥與肥料的施用皆有其專業性，

除了輔導農民取得相關知識外，更可思考如何協助農民取得專業證照，使

其專業性受到認可，除了提升農民信心外，消費者食品安全也因專業施作

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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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 
一、生物經濟研討會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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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聯邦食品及農業部簡報、摘要及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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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聯邦糧農部 Dr. Tilman Schachtsiek簡介「德國生物經濟-生物經濟國家政綱

策略(Bioeconomy in Germany – The National Policy Strategy on Bioeconomy)」 

德國聯邦糧農部(Federal Ministry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BMEL) Dr. Tilman 

Schachtsiek 簡報德國生物經濟國家政綱策略，內容包括定義與策略路徑、生物經

濟之國家政綱策略、實施、德國聯邦糧農部之研究資助、RTD可再生資源計畫與

展望。該國較寬廣的生物經濟定義為「在一個未來可行的經濟系統的架構內，基

於知識的生產與可再生資源的使用，以提供所有經濟部門的產品、程序與服務」，

其強調食物、飼料、燃料(生物能)，但也包括基於生物的化學品、技術材料(生物

塑膠、WPC…)、藥品、化妝品…。 

協調性生物經濟政策聚焦於目標、指導原則、策略路徑與措施，並規劃有經

濟與能源政策、食物政策、農林漁業政策、環境與氣候政策、研發政策與發展政

策的產出。其指導原則包括食物安全超越產業與能源原料生產的優先性、創造具

較高價值的消費路徑偏好、強化階層與耦合的利用、支持關鍵技術、符合社會環

境自然與動物保護的標準及競爭性生物經濟需要良善訓練與充分資訊涵養的專家。

該國生物經濟國家政綱策略中跨部門與主軸兩方面的行動領域與相關策略路徑如

圖二十六與圖二十七所示。而該策略內的措施如圖二十八所示，係考量消費者、

生質量生產、轉換及穩定物價(volarization)間環動循環之關係而以系統分析支撐永

續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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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六、德國生物經濟國家政綱策略中跨部門的行動領域與相關策略路徑 

 

圖二十七、德國生物經濟國家政綱策略中主軸行動領域與相關策略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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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八、德國生物經濟國家政綱策略之措施 

在實施上，其部間生物經濟工作小組 (Interministerial Working Group on 

Bioeconomy, IMAG)的組成包括 BMEL、BMBF(聯邦教育與研究部，Federal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BMWi(聯邦經濟事務與能源部，Federal 

Ministry for Economic Affairs and Energy)、BMU(德國聯邦環境、自然保育及核能

安全部，Federal Ministry for the Environment, Nature Conservation, Building and 

Nuclear Safety) + BK、AA等的直接牽涉部門(每年 4次會議)，而工作包括生物經

濟相關活動(研發支持計畫、新徵案、主要公共事務等)的定期資訊交換、共通工

作的聯合準備(亦即生物經濟進度報告的製作、科學監測報告的接續等)及與國家

生物經濟委員會(National Bioeconomy Council, BÖ R)的合作。而在實施所遭遇的挑

戰則有(食物、飼料、纖維與燃料的)完整性策略路徑需要一組廣泛與良好協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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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仍然未曾存在)、如何保證「食物優先」原則、生物經濟策略的許多目的只

有在逐步進行，並具有私部門活動與投入下才能被達成，以及生物經濟的願景與

共同理解仍然欠缺等。 

Dr. Schachtsiek 進一步解釋他們為何真正需要為生物經濟建立一個充份監測

的系統?理由有三：第一、當作量測經濟中基於生物部份的經濟發展。德國於 2010

年進行第一次計算，生物經濟在總 GDP 上占 6%；在從 1995 年至 2010 年的增值

上，總體經濟增加 16%，而生物經濟相關者增加 22%。第二、鑑別生物經濟的驅

動者常以聚焦資助活動於特定部門、技術或產品。最後、跨領域議題包括土地使

用的改變、環境效應、大眾接受度、有害的貿易扭曲效應及原始材料的競爭等。

其不只鑑別困難，而且監測具相當的挑戰。 

德國聯邦教育與研究部兼顧研究、發展與產業，關鍵議題在經濟發展及生物

經濟，因此基本上資助歐盟(EU)、BMBF、BMEL 等的生物經濟研究，BMEL 與

BMBF 間基於協調性與競爭性的生物經濟研究資助的合約，其在加速創新的五個

階段(實驗室規模、測試性規模、示範、工業化生產與上市)中尤其著重在示範與

工業化生產階段。Dr. Schachtsiek以 RTD(Research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可再生資源計畫(如圖二十九)說明，其 2015總經費達 8,300萬歐元，並自 2015年

5月 7日修改並延長計畫，其目前關鍵資助領域如圖三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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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九、RTD可再生資源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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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RTD可再生資源計畫目前關鍵資助領域 

最後，Dr. Schachtsiek 於展望中提到生物經濟策略的進度報告及以 BMBF與

BMWi 三年測試性生物經濟監測會是下一步工作，而改善研究協調與在德國、歐

盟與國際間的進一步合作是中長期目標，至於共同的歐盟生物經濟政策則維持在

未定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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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尤利希研究中心簡報、摘要及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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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尤利希研究中心 Dr. Stefan Lampel 簡介「德國生物經濟的研究資助:生物

經濟的國家研究策略 (Research funding of Bioeconomy in Germany: The 

National Research Strategy on Bioeconomy)」 

德國于利希研究中心(Projektträger Jülich) Dr. Stefan Lampel 簡報「德國生

物經濟的研究資助:生物經濟的國家研究策略」，內容從21世紀的社會挑戰開始，

並簡要重複基於知識生物經濟的願景與目的及德國生物經濟國家政綱策略之措

施。從觀點上看，他指出生物經濟係一種生態系統、有機體與基因間跨學門並

具國際性的議題，在於了解、預測與使用生物系統，以提供有效與系統性的解

決方案，其整合從生物學、化學、數學、物理、工程科學、農業與營養科學、

電腦科學、環境科學、社會科學及經濟學等的知識，並開發世界食物供應、氣

候/環境保護、農林業、生物技術、食物產業、漁業、砧木/植物育種、木材/紙漿

產業、化學/製藥產業、能源產業、服務、商業及引擎建構/工廠結構等的創新。 

Dr. Lampel指出，德國生物經濟國家研究策略 2030計劃牽涉 BMBF、BMEL、

BMWi、BMZ(聯邦經濟合作與發展部，Federal Ministry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BMU、研究所(HGF〔亥姆霍茲聯合會 Helmholtz Association〕、

WGL〔萊布尼茲科學聯合會 Leibniz Association〕、FhG〔弗勞恩霍夫協會

Fraunhofer-Gesellschaft 〕、 MPG 〔 馬 克 斯 - 普 朗 克 科 學 促 進 會

Max-Planck-Gesellschaft〕)、產業與聯邦各州。該計劃自 2010 年開始，期間六

年，計劃經費 1.4576億歐元，機構經費 0.9766億歐元，總經費 2.4億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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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Lampel 解釋，為推動該計劃設有全國生物經濟委員會 (National 

Bioeconomy Council)，並分第一階段(2009年 1月至 2012年 5月)及第二階段(自

2012年 9月開始)兩期進行，負責工作包括作聯邦政府諮詢顧問、社會對話，並

針對教育、研究與發展提供經費資助建議。該國生物經濟合作的跨部政綱策略

實際上牽涉 BMEL、BMBF、BMWi、BMZ、BMU 與 BMVBS(聯邦運輸建築與

城市發展部 Federal Ministry of Transport, Build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圖三十一顯示德國生物經濟國家研究策略 2030計劃的實施項目，其中如圖

8 所示生產健康與安全食物及永續農業生產領域相關的項目(以橢圓顯示者)皆係

牽涉植物(作物)相關研究。可惜的是由於兩國現況與生物經濟計劃強調之不同。

其中 KMU-innovativ 鎖定在中小企業，動機在於資助活躍在生物技術或想要擴

展其業務向生物技術的新發現或既有企業，而目標在於提供個別中小企業的產

業化、競爭前研發(pre-competitive)或中小企業與大學、研究所、產業與大企業

集團的資助。而值得注意的是其生物經濟全球合作的整體概念包括有：以一個

全球脈絡實施的生物經濟、在超越歐盟的國際計劃下資助德國的合作夥伴、國

際合作夥伴必須帶來他們自己的經費(除了雙邊模組)、生物經濟相關主題的研發

計劃、貢獻德國生物經濟國家研究策略五個行動領域之一、集團組成完全彈性(包

括產業、大學或研究機構)、偏好的合作國家包括阿根廷、包西、加拿大、智利、

馬來西亞、印度、俄羅斯及越南。而其 2016年的生物經濟全球合作徵案規劃在

今年的第三季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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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一、德國生物經濟國家研究策略 2030計劃的實施項目 

至於德國生物經濟國家研究策略 2030 計劃的群聚與網絡情形如圖三十二

所示，而生物經濟相關的前沿群聚如圖三十三所示，其皆已逾我國農業生物經

濟的範疇，更顯現兩國生物經濟推動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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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二、德國生物經濟國家研究策略 2030計劃的群聚與網絡 

 

圖三十三、德國生物經濟國家研究策略 2030計劃之生物經濟前沿群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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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補足德國生物經濟國家研究策略 2030計劃實施項目中牽涉植物(作物)相

關研究之現況與產業情形，特補充兩則信息如后，俾供窺探虛實並提供參考： 

 量測作物的大型歐盟計劃 

(摘譯自 HortiBiz (原來源：EurekAlert!)，2015年 3 月 18 日，

http://www.hortibiz.com/item/news/large-scale-eu-project-to-measure-crop-plants/) 

 

作物與不斷變化環境反應的量測是尤利希(Juelich)研究人員所協調一個新

的大型歐洲計劃  - 歐洲多環境植物外表型學與模擬基礎設施 (European 

Multi-Environment Plant Phenomics and Simulation Infrastructure, EMPHASIS)。

EMPHASIS 是新研究基礎設施歐洲策略論壇 (European Strategy Forum for 

Research Infrastructures, ESFRI）路徑圖的一部分，其中 ESFRI的成員國協調歐

洲的研究策略。 

當它們對環境刺激作出反應時，植物裡面會發生什麼？在回應溫度與水的

供應上植物外觀(外表型式)如何變化？當地環境如何影響植物成長，而且哪些特

性是育種者在未來品種必須考慮到，以提高產量並降低水與營養的需求？ 

http://www.hortibiz.com/item/news/large-scale-eu-project-to-measure-crop-p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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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歐洲多環境植物外表型學與模擬基礎設施計劃旨在創造植物外表型與育

種獨特基礎設施的一個整合歐洲網絡。對糧食安全與生物經濟重要的作物是

EMPHASIS的焦點，其目標之一在加快與改進新品種的選育。 

在 EMPHASIS中，研究人員探討在溫室控制條件、在特殊田間條件與模擬

未來環境條件下的作物。在這些裝設中，研究人員能夠改變例如二氧化碳的濃

度以及土壤或空氣的溫度。以先進、非侵入性的技術，他們可以量測並分析植

物的結構與生理。EMPHASIS 貢獻創新的感測器與自動化系統以破譯新的育種

相關特性，並提供 IT能力以連結外表型數據與基因型數據。 

例如德國植物表型網絡（German Plant Phenotyping Network, DPPN）與法

國植物表型學網絡（French Plant Phenomic Network PENOME, FPPN）的國家植

物表型平台，將透過 EMPHASIS與在比利時、英國與其他歐洲國家的研究機構

進行連結。EMPHASIS 與來自產業的用戶與例如感測器技術、機器人與農業領

域的其他研究組織合作，並為他們提供在氣候室、溫室與田間的現代化植物表

型分析基礎建設、建模平台與高端技術。 

在由歐盟資助的籌備階段之後，EMPHASIS 將在 2018 年被實施，並將在

2020年全面投入運作。尤利希研究中心(Forschungszentrum Juelich)將與法國的合

作夥伴密切合作並協調 EMPHASIS。作為一項關鍵技術，植物表型分析是糧食

安全與永續生物經濟所不可或缺，在該主題中，尤利希研究中心擁有全國性的

主導角色。尤利希研究中心也協調德國與歐洲植物表型網絡（DPPN、EP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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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國際植物表型網絡（IPPN）的全球倡議。 

 量測農作物產量的 SWIR成像系統 

(摘譯自 HortiBiz (原來源：Imaging and Machine Vision Europe)，2015 年 3 月 14日，

http://www.hortibiz.com/item/news/swir-imaging-system-to-measure-crop-yield/) 

 

針對植物外表型分析 (plant phenotyping)開發自動化解決方案的德國

LemnaTec 公司已建造完成一套成像實驗室系統供量測作物產量。被稱為

Scanalyzer3D的該系統使用熱成像、短波紅外線（shortwave infrared, SWIR）攝

像機與螢光成像，以收集植物生長、根系發育、水吸收與乾燥及光合作用的數

據。 

Scanalyzer3D 是一套自動測試系統，其在溫室中給予栽培作物的定量且非

破壞性測量。植物通過一系列光學量測空間，在其中它們在不同波長被成像。

該試驗在植物生長週期的不同階段被重複以收集隨著時間推移的比較數據。 

在第一個量測站，個體植物間或例如從一葉到另一葉單株植物內的溫度差

異被以熱成像儀量測。 

http://www.hortibiz.com/item/news/swir-imaging-system-to-measure-crop-y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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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在第二個量測站，Allied Vision公司具有一個 2,900萬像素 CCD感

測器的 Prosilica GT6600彩色攝像機記錄植物隨著時間推移的尺寸、成長與發展。

根部被以也來自 Allied Vision公司的 Goldeye InGaAs SWIR(短波紅外線)相機成

像。此處，吸收量被量測以確定該根系統的效率。營養(植生)生長然後也被以短

波紅外線攝像機分析，以提供莖與葉中水含量、透過擴展在乾燥過程中以及接

續乾旱之後植物恢復的資訊。最終量測站倚賴螢光以突顯植物中的特定物質，

例如葉綠素。 

整個過程自動發生，植物盆經由輸送帶從一個測站行進到下一個，在那裡

它們被從不同的角度與從上面攝像。 

短波紅外線攝像機可以突顯植物中水分含量或水的分佈。因為水在 1,450

至 1,500 nm的波長範圍內吸收紅外光，其在紅外線圖像中看起來是黑色與不透

明，因而一棵植物內的含水區域相應上就顯得較暗。因此，蒸發與乾燥也可被

看到。 

由攝像機所捕獲的數據被以 LemnaGrid 公司的 LemnaTec 軟體進行分析與

處理。LemnaTec 的客戶包括有巴斯夫(BASF)、拜耳(Bayer)作物科學、杜邦

(DuPont)及例如 ACPFG（澳洲）、ICAR（印度）與法國國家農業研究所 INRA

的國際研究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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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Lely Astronaut自動擠乳設備及系統 

由於 Fam. van Beek乳牛牧場採用荷蘭 Lely公司相關產品的經驗良好，

因此進一步蒐集該公司相關文宣資料列述於后提供參考。圖 7 顯示 Lely 公司

Lely T4C(牛隻時間)可連結之現代牛舍管理的組成選項，可說是真正乳牛畜養

的全面解決方案。 

 

圖三十四、Lely T4C(牛隻時間)可連結現代牛舍管理的組成選項 

 Lely的畜養方式宣稱一個人每年可生產 200萬公升牛乳 

勞動生產力的提升是確保未來健康乳品企業並以動物友善方式實現更高

每工人平均牛奶產量的最大挑戰。Lely認為一個人每年擠乳 200萬公升是可能

的，藉由擠乳機器人的使用 10〜15％的產量增加可容易被實現。 

 想像中最可靠的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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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 Lely Astronaut機器人擠奶系統可提供想像中最可靠的員工，此種機

器人員工在使用壽命期間(該機器人應被以超過 15年時間計算折舊)每天 24小

時擠乳。它靈活而且可完全被訓練，以準備乳牛擠乳、附帶乳杯、再附裝一旦

必需時、擠奶後取出，並進行後處理。 

 一個完全不同的機器人化作業場域 

由於 Lely Astronaut機器人擠乳系統，很多因素可以個別乳牛的基礎而被

進行監測;該因素在傳統擠乳畜群中不能被提供。成功的機器人擠乳是畜場管

理的新樣式，其決定從農民被轉移到乳牛，而那也是早期訊息掌握的全部。分

別再次處理個別乳牛成為可能......而那導致乳牛健康的提升、產犢間隔的縮短

與飼料成本的減少。 

 牛是關鍵-永續乳牛畜養面臨的挑戰 

永續性、動物健康與福利在乳牛畜養上的角色正變得越來越重要。消費

者要求農業產業要有一個動物友善的生產方法，健康與較長壽命的乳牛應該有

與增長牛乳生產壽命相結合的一個正向關連。因此乳品產業的挑戰在於以一個

有利可圖的方式實現這些需求。 

 打造圍繞牛隻的環境 

Lely Astronaut機器人擠奶系統被設計以改善動物的健康與福祉。例如，

乳牛有最簡單的入口進入該機器人，並且不迫使進入牛框中的特定位置。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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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與乳杯的附件都做得非常衛生，以改善乳房健康。大量的數據也被收集，

其將幫助農民預防疾病，並提高整個牛群的動物健康狀況。 

 牛隻自由來往 

乳牛自由決定什麼時候吃、被擠乳或躺下，因此改善乳牛的健康幸福程

度。藉由照顧乳牛並投入額外努力於乳牛的舒適度，因而延長牛乳生產期。牛

舍的足夠空間，也給乳牛機會展示她們的自然行為，從而導致乳牛的更好福

祉。 

 放牧與機器人擠乳 

在牧場放牧乳牛是乳牛、農民與消費者大為讚賞的畫面。以自動化系統

放牧的優點在於機器人系統所餵飼精華飼料並非唯一的激勵因素，並 24 小時

內兩次或可能三次的鮮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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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五、與機器人擠乳結合的放牧布置 

 Lely Astronaut A4 – Lely宣稱真正贏利的創新 

Lely 公司宣稱已圍繞牛隻建造一個概念，以確保乳牛喜歡在一個低門檻

系統內被擠乳。其係真正獨特的機器人手臂概念，以及從此擠乳專欄容易進出

的 I流概念。 

 最佳造訪行為 

此Lely Astronaut A4乳牛專欄的主要革命性特點在於其被稱為 I流概念的

走動經過設計。由於這點乳牛在不轉彎下直接走入進出該單元。這使得它對乳

牛更容易，其縮短學習曲線、提高進出量並因此影響機器人能力的結果。 

每天較多 150公斤的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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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獲得清晰的圖像，Lely對於數千 I流機器人與早期沒有 I流概念的數

千機器人進行基準分析。最引人注目的結論是，每頭乳牛的造訪已被減少近 4

％的擠乳專欄時間。此更短的處理時間對擠乳機器人的能力有直接的影響，在

擁有 120頭乳牛的農場這代表每天 150公斤的額外產能。 

  

+ 4％ 

容量 

 無Ⅰ流   I流 
 

 快速附接與無不必要的運動 

附接速度與準確度是機器人能力的關鍵因素。Lely的乳頭檢測系統（teat 

detection system, TDS）具有三位準雷射掃描技術的特色，其確保乳頭的快速與

準確檢測。它也消除不必要的機械手臂運動，其對乳牛是較溫和的，並允許所

有類型乳房的最快速附接。 

 Lely所宣稱 Lely Astronaut機器人手臂的十大好處 

 友善乳牛的設計。  

 乳杯安全地停在手臂上。 

 更有效的清潔與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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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快速的乳頭檢測。 

 透過動態脈動進行量身訂做的擠乳。 

 由於較少機械手臂動作的輕鬆擠乳。 

 接近行動的精確牛乳品質測量。 

 絕無在地板上的乳杯。 

 透過較少動作的節能。 

 結構堅固與耐用的材質。 

 視頻短片 Lely Astronaut A4 - Farmer 

benefits(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7pS3OJ-fI8) 

 牛乳品質 

無論是否關於感測器、系統中處理牛乳的創新與獨特溫和方式，或清潔

乳房的方式，Lely都不斷尋找實現牛乳最高品質的最佳方式，其獨特的牛乳品

質控制系統（MQC）允許只有一流的牛乳。 

 一套獨特的牛乳品質測量工具 

Lely MQC（牛乳品質量控制）位於機器人手臂內側剛好在乳房旁邊。在

擠乳期間，每個乳杯的牛乳被連續監測。其提供關於乳腺炎(mastitis)、脂肪與

蛋白質及乳糖(lactose)的重要信息，供管理牛乳品質與乳牛健康，其允許迅速

反應，並達到最佳的牛乳品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7pS3OJ-fI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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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每個擠乳杯的有效乳腺炎監測 

預防乳腺炎可以節省因減少牛奶生產、醫療與勞力的成本而大量提升收

入。該選項式 MQC-C體細胞計數(somatic cell count, SCC)量測在監測乳房健康

上具有重要意義。該整合系統以一個高效率的方式監測每頭牛每個擠乳杯的

SCC。偏差警報將會被報告並通知，其以最低的成本給予牛群中所有乳牛乳房

健康的恆定控制。 

 最佳的刷子清洗 

刷子實際上將去除即使是黏固的污垢與糞便，並清理乳杯可能接觸處乳

頭週遭以及靠近乳頭乳房的底部區域。清洗每頭乳牛之後，整個系統會被徹底

消毒，其防止交叉污染。 

所有擠乳動作間乳杯的蒸汽清洗 

該機器人的 Lelywash 清洗系統在白天執行不同的清洗類型。選項式

Lely Pura蒸汽清潔系統直接以熱蒸汽清洗乳杯，接著又有普通水的短暫沖洗，

該兩系統一起將消滅所有細菌的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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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4C（InHerd）- 更多的控制，更自由 

Lely 認為，農民應該花大部分的時間在他們的牛群中，並照顧好他們的

乳牛。牧場管理並不是一項辦公室工作;因此 Lely T4C提供基於同一系統的兩

種介面。PC 版提供一個在大螢幕上，供策略決策一個完美概觀的舒適度。移

動式牛群中(Inherd)版本呈現的策略性信息成為操作性、需要知道的所有數據，

並提供隨地隨時需要檢查、行動與改善的工具。 

 以 Lely T4C控制您的乳牛場 

無論是在牛舍、辦公室、田地或家裡，該 Lely T4C（Time for Cows，乳

牛時間）管理系統給您對於乳牛場的完全控制。它知道在牛舍裡究竟發生了什

麼事，並同時作為操作系統、牛群管理人、私人助理與教練的全部角色。 

 T4C連接並控制 Lely設備 

此 Lely T4C管理系統連接所有的 Lely設備，其收集或使用信息。其作動

起來很容易，例如，如果合併放牧與機器人擠乳時，Lely Grazeway選擇欄柵

首先檢查一隻牛是否被允許離開牛舍。當乳牛最近已被擠乳，T4C將打開門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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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給予到草場的權限。 

 檢查、行動、改善...完成！ 

Lely T4C InHerd是提供移動裝置工具的一個組合。T4C InHerd讓你藉由

異常管理可以檢查何處最需要注意。它幫助您透過教練輔導精確地行動以做正

確的事，在正確的時間與正確的地點。它幫助你透過為您提供對您表現更深入

的了解，而改進您的結果，其導致一個更有效的工作流程並讓人更安心。 

 

圖三十六、T4C移動式牛群中（InHerd）操控介面 

可用的 Lely T4C InHerd工具 

 

 

FarmSetup 

創建與編輯使用者者帳戶與你農場的變化。 

http://www.lelyt4c.com/en/tools/FarmSet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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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 

檢查今天哪些任務需要被完成。 

 

 

HowTo 

檢查一項任務如何被完成。 

 

 

SystemToday 

檢查您 Lely設備今天需要哪些預防性維護。 

 

 

Cow 

檢查個別乳牛的信息並設置正確的行動。 

 

 

FarmNotes 

與你農場上其他 InHerd使用者快速與有效地溝通。 

 

 

Signals 

知道何時一個機器人停止擠乳。 

 

 

FarmBeats 

檢查牛群與擠乳機器人的性能。 

 Lely Discovery - 你個人的牛舍管家 

Lely 為牛舍清洗提供一項智慧解決方案，其滿足酪農關於乳牛住房最佳

衛生不斷增長的需求。該 Lely Discovery移動式牛舍清潔機以機器人技術為特

http://www.lelyt4c.com/en/tools/Today/
http://www.lelyt4c.com/en/tools/HowTo/
http://www.lelyt4c.com/en/tools/SystemToday/
http://www.lelyt4c.com/en/tools/Cow/
http://www.lelyt4c.com/en/tools/FarmNotes/
http://www.lelyt4c.com/en/tools/Signals/
http://www.lelyt4c.com/en/tools/FarmBe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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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其靈活性與徹底性確保乳牛住房地板被儘可能保持乾淨，因而確保最大的

酪牛舒適度與最佳化衛生。 

 有感與簡約 

此 Discovery移動式牛舍清潔機是一部電池驅動的車輛。在安裝時，您可

以使用 E-Link遠端控制以預先設計將由 Discovery遵循的路線。路線規劃是靈

活的，因此你有選項，以確保一天中某些時段期間牛舍中某些區域的更密集清

潔，譬如小隔間後面。 

 總在作業路線上 

在柵條地板下或內無需感測器，其內建的超音波感測器確保 Discovery在

預定距離下遵循牆壁。Discovery 牛舍清潔機設計的一個特殊元件是所謂的前

方環，該特點可以防止該設備被阻隔。此外，該環可確保牆壁的適當追循，以

及操縱以避開障礙物，而內置的陀螺儀讓 Discovery隨時掌握其位置。 

 當任務完成時 

在清理牛舍之後，Discovery返回其充電站。該充電站被裝配在牛舍的一

個方便地點，也當作各清潔路線的起點。 

 視頻短片 Lely Discovery - How it 

Works(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jX_D8Em02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jX_D8Em0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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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Lemken農機公司介紹 

Lemken是一家國際上活躍、專業作物栽培的專家技術供應者，其目前被

該家族的第 7 代擁有。範圍包括設計供土壤犁耕(準備)、播種與植物保護的高

品質、強有力與可靠技術，並強烈集中於農業企業家的個別需求。 

Lemken強調他們過著並呼吸農業生活。因為只有對農業具有深入理解的

人能夠生產滿足全部用戶要求的農業機械。他們從使用設備的人類觀點看見創

新，並且奠基於材料與加工過程的選擇以及在該器具的功能性與使用者友好性

上。 

Lemken 追隨一個願景 - 農場主可以獲利地生活。在農場主、貿易與製

造商間的交換是相互成功的基礎，以及由永續有效工程所保證一個全球糧食供

應的基石，那願景造就 Lemken成為農業願景公司(The Agrovision Company)。

由下列該公司的文宣所揭示的宣傳口號可以窺見其公司的內涵、文化與追求的

方向： 

 藍色意謂創新與農場主可以獲利地生活的一個願景 

 藍色意謂土壤栽培、播種與植物保護 

 藍色意謂生產設定基準 

 藍色意謂想法、專利與概念 

 藍色意謂全世界越來越多田地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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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色意謂永續與糧食安全 

 藍色意謂知識、進步與團結 

在「藍色意謂土壤栽培、播種與植物保護」部份，實在是 Lemken的農業

機械不僅可由其藍色而迅速鑑別，而且主要都在田間工作。土壤栽培(準備)設

備(圖 3)完全為播種而準備土壤。播種設備(圖 4)讓非常準確的播種結果成為可

能，其對獲得高產量是決定性的。並且，植物保護設備(圖 5)保護產量並保證

一種環境相容的農藥散佈。Lemken 知道市場會改變，農業受一系列的改變因

素影響，而且每個農場主的工作隨著個別的成功而增加。因此，他們以犁與犁

附件的範圍允許大約 5 萬種實際組合而為應用的最多元領域說明準備好回應

改變，並強調 Lemken簡單地代表多元性。 

 

圖三十七、Lemken 土壤準備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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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八、Lemken 播種機具 

 

圖三十九、Lemken 植物保護機具 

在「藍色意謂生產設定基準」部份，Lemken全部外來材料在接受該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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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被以光譜分析檢查。在其「硬化與回火」部門，原料基本上在自動化的過

程中被轉化成強硬與抗磨耗的工件。這是每攝氏溫度決定正確冷卻、被硬化的

結構與時間間隔的一個過程，他們使用特別開發的機器人研磨機械保證異常光

滑的表面磨光，其研磨方向符合板犁上土壤的流動，因此在所有土壤中保持容

易拉曳。他們使用非常現代的陰極油漆浸浴塗佈機器(cathodic dip-paint coating 

machine)以施噴靜電油漆粒子到零件上。後來，它們被燒炙以保證一種對腐蝕

的長期維持防衛。最後，該設備被專業人員裝配，並由品保部門給予最終檢查，

這是在整個生產週期期間被給予的一個強烈高優先程序。 

在「藍色意謂想法、專利與概念」部份，Lemken宣稱其工程師總是為農

場主提供可量化增值的目的工作，因此所開發的機具必須增加每公頃產量或必

須讓工作更好、更容易、更環境上友善或更不費勁。相關創新的粒子如下︰在

1978 年，他們想要改進犁調整的舒適度，而且同時增加曳引機拖拉工具的牽

引。該解決辦法是 Optiquick調整中心(Optiquick Adjustment Centre)，其後來被

使用於全部 LEMKEN的承載曳引機犁具。另一個里程碑是具可擴張鎮壓環概

念的 VarioPack犁溝鎮壓(VarioPack furrow press)。牽引點受控拖車與其他功能

性元素已被該公司創造，並且仍然是最新一代犁溝鎮壓的標準。 

Lemken創造具補償凹面碟片與可交換翼側犁頭的碟式中耕機、一種具雙

重碎裂滾柱(crumbler rollers)的種子植床建構組合、具新型反向齒輪的半乘載可

逆犁或氣動條播機中具有深度滾柱的雙碟式犁刀。直到今日魯賓短碟耙(Ru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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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rt disc harrow)的碟片位置與土壤導引仍是獨特的。在土壤栽培(準備)上，

Zirkon迴轉耙(Zirkon rotary harrow)已引起轟動，其迴轉方向可被反轉，因此允

許改變犁耕位準。 

DuraMaxx犁體(DuraMaxx plough body)曾造成轟動，因為與正常的鋼相

較，在該磨耗部分被磨穿之前，其堅固的工具鋼允許高達 75％的較高區域覆

蓋。該單元更容易通過土壤，因而節省燃料。另外，該磨耗部分藉由簡單地鉤

上而被安裝在載具上，而且在沒有工具下可以兩倍速度被儘快更換。該拴扣元

件被膠黏，由於防止在孔洞區域的破裂，因而相當大地增加其使用年限。 

在「藍色意謂全世界越來越多田地的存在」部份，Lemken 在 Alphen 的

總部有一個 55,000 平方公尺的生產面積，而且額外的生產場址已在德國的

Meppen 與 Fohren 被建立。2012 年 Lemken 開始在印度那格浦爾(Nagpur)耕耘

機的生產。另外，在俄羅斯 Detschino 與中國青島也有服務中心，為了不只能

夠成本有效地供應該些地區，而且也建立當地 LEMKEN的存在。目前全世界

超過1,000個雇員(在Alphen的研究設施內有140位研究人員)為Lemken工作，

並且他們的數目正持續上升。目前，Lemken有 22個分支機構供應在歐洲、北

美洲、亞洲與非洲的市場，而且他們的銷售網路被連續擴大。除德國外，歐洲

的主要銷售市場目前是法國與俄羅斯，但是例如加拿大或中國的海外市場正持

續增長。 

犁占 Lemken 銷售額(如圖 6)的大約 3 分之 1，隨後是短碟耙、種子播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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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迴轉耙、中耕機、田間噴霧機、種子植床建構組合與包裝機。透過擴大範

圍並開發新市場，以及保持接近農場主的概念，Lemken 營業額在 2003 年與

2012 年間已被四倍擴大，而 2010 年至 2014 年以千歐元計算的總銷售額如圖

7。 

在「藍色意謂永續與糧食安全」部份，Lemken的設備經常被改進以實現

對環境保護與永續生產過程的宣稱，例如許多 Lemken的土壤犁耕機器已裝配

有牽引協助，並轉移重量作用力至曳引機的後軸。其不僅增加工作速度，也讓

燃料節省高達 20％成為可能。永續性設計產品的另一個例子是其密集式中耕

機 Karat，當很多機器具有有限的功能範圍時，此單元已被裝有一個快速更換

系統，因此該機具可被迅速更換，因此最佳化使用也有助於燃料消耗的顯著削

減。LEMKEN也宣稱其土壤保護與設備的耐久性、保護資源與生產中 CO2排

放的減少一樣扮演對全球食物供應做出有效貢獻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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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Lemken各種產品的市場占比 

 

圖四十一、Lemken2010年至 2014年以千歐元計算的總銷售額 

值得一提的是 Lemken的行政辦公處在 2004年被完成時，已使用生產期

間所產生的過程熱以在冬天加熱大樓，其能源消耗費用比一個相當大小的傳統

辦公大樓較低大約 77％。當其油漆工廠在 2009年被建造時，零組件被使用熱

交換器以裝配庫間的熱度進行加熱。為所需要該能量的另一部分，50 支探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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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安裝到 30公尺的深度以擷取地熱能，以該種方法 Lemken每年節省大約 500

公頓的 CO2。在 2012年，一個光電系統被安裝在 Lemken於 Alpen的工廠上。

這個系統產生大約 515 千瓦的最大產量，並有助於每年降低 250 公頓 CO2 的

進一步排放，以這種方式 Lemken的生產過程與環境相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