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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珮瑜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助理研究員 

出國類別：其他-展覽會參訪  

出國地區：中國大陸  

出國期間：106 年 10 月 14 日至 106 年 10 月 18 日  

報告日期：107 年 01 月 12 日  

分類號／目：  

關 鍵 詞： 上海，農用化學品，植物保護，製劑配方，肥料  

內容摘要： 本次參加人員共 2 人，於 106 年 10 月 14 日至 106 年 10 月 18 日到上海市

參觀全國農藥交流會暨農化產品展覽會（ACE）暨中國國際肥料展覽會（CIFE），

該會議旨在打造國際化、專業性、一站式農化產品採購平台，展示內容涵蓋農藥、

肥料、製劑機械裝置、包裝設備等相關配套產品，參展廠商超過 700 家（包含農

藥生產與進出口、農藥原體、中間體、製劑加工、機械設備等相關企業），提供貿

易洽談、信息推播的互動橋樑。本次參訪期間與多家參展的植物保護業者交換意

見，討論海峽兩岸的農藥產業政策，收集 新農用化學品的市場趨勢與製劑配方

技術訊息，特別是針對無人載具使用的劑型研發、防飄散的劑型研發等等。本報

告提出 2 點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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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緣起與目的  

全國農藥交流會暨農化產品展覽會（AgroChemEx，ACE）為每年10月由中國農藥工業

協會主辦；中國國際肥料展覽會（China International Fertilizer Exhibition，CIFE）

今年為第二年舉辦。此次參展廠商700家以上，包含農藥生產與進出口、農藥原體、中間體、

製劑加工、機械設備、節能設備、優良實驗室操作分析（Good Laboratory Practice，GLP）、

包裝物流等相關企業，展示內容涵蓋農藥、肥料、製劑機械裝置、分析儀器、包裝設備等

相關配套產品，提供貿易洽談、信息推播的溝通互動橋樑。 

上述展覽會雖在中國大陸的上海市舉行，但屬於國際性展覽，許多先進國家（來自印

度、巴西、韓國、日本、瑞士、義大利等國）皆有企業代表參展。本次考察主要目的為瞭

解農化產品及資材的新產品資訊，並做為發展臺灣植物保護安全資材的重要參考。隨著全

球環保意識抬頭、跨國農化公司併購加速等因素影響，深刻感受到全球皆在朝向綠色農業

發展，實施化肥、農藥零成長，臺灣亟需開拓國內農藥產業升級，積極掌握國際農藥研發

趨勢與規格接軌。 

農委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以下簡稱藥毒所）近年來積極發展安全劑型，同時專注

於農藥飄散的議題、無人載具專用的劑型，及微生物製劑施用劑型等議題，今年（106年）

積極派員參觀中國國際農用化學品、植物保護用品與肥料等之展覽，本次展覽會屬於國際

性展覽，許多國家皆有商業產品參展。本次考察本所並未提供產品參展，主要目的為實地

瞭解農用化學品、植物保護防治資材、肥料劑型等新品資訊，並與國際主流農藥業者互動，

收集可做為發展臺灣植物保護安全資材的重要參考資訊，積極掌握國際農藥研發趨勢。 

 

貳、 行程概要  

10/14 上海市。晚上到達浦東國際機場。 

10/15 ~10/17 上海市。全天在世博展覽館參觀農藥交流會暨農化產品展覽會以及國際肥料展，

與會場內多家植物保護業者討論農業藥劑劑型、設備、助劑與產品開發趨勢。 

10/18 上海市。下午返回臺灣桃園市與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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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參訪紀要與心得  

2017 年 10 月 15 日至 10 月 17 日，在上海世博館舉辦為期 3 天之第十七屆中國農藥

交流會暨農化產品展覽會、第二屆中國國際肥料展。展出場地共兩個展館，分別為 H1、

H2 館，主要展項為農藥交流與農化產品展覽，肥料展區與品項較小。由第 10 屆中國農藥

工業協會創新貢獻獎（Fig. 2）得獎內容可窺中國近年農藥主要研發方向為：高效、安全

/環境友善、低毒，此為農藥縱向發展趨勢，而橫向發展為防治對象的拓展與新劑型的開

發。 

H1 展館，展出品項主要為原體藥、成品藥劑、佐劑、增效劑等，生物藥劑則佔很小

一部份。助劑或增效劑部分則有針對配合無人載具進行開發，使得既有的農藥劑型可配合

助劑或增效劑使用，增加既有劑型的應用性與提高效能（Fig. 3）。另外，本次會場中提

供了新劑型-乾懸浮劑（Dry Flowable，DF）的加工原理與優點（Fig. 4），可做為國內

農藥劑型發展的參考。現場也有廠商專門提供製劑開發設計之服務，可針對客戶需求提供

原廠委託設計並代工（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s，ODM）或原廠委託製造代工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s，OEM）服務。 

H2 展館主要展示生產不同製程農藥的器械展出，包括研磨裝製、研磨裝置中的各類

材料鋯珠、生產鏈串接，整廠 layout 規畫等等，另外尚有不同型態的離心裝置、擠壓造

粒機械、包裝機械、包裝材等等廠商展出，甚至是可提供各類試驗或檢驗分析報告的 GLP

實驗室（Fig. 5）等都有設攤展出其服務與產品。 

H2 展館另包含肥料展，肥料展區包括各類氮肥、鎂肥、液體肥料與其他如腐植酸等

肥料。較特別的是肥料其根據施用的功用發展不同劑型，包括控施肥（lose-control 

fertilizer）、根際肥（root rhizosphere fertilizer），腐植酸等也針對使用者提供

不同的劑型，如粉劑、片劑、粒劑等，增加其應用性。 

中國不僅是農藥的生產大國，也是全球農藥的出口大國。由 FAOSTAT 資料顯示，中

國的農產量包含主要水果、主要蔬菜與穀類總量均逐年提升，顯示中國之農業耕作技術、

農藥使用技術與農藥生產技術亦大幅提升，特別是在農藥生產技術與農藥製劑種類發展的

態樣逐漸豐富多元。由於全球對環境議題與食安議題的關注提高，已開發國家與經濟大國

對於農藥劑型發展的趨勢，約略有下述幾項：(1)淘汰落後劑型，例如粉劑；(2)新增相對

環境友好劑型，例如長效劑型；(3)新增多相劑型，如微乳劑（Micro- emulsion，ME）、

膠囊懸浮劑（Capsule suspension，C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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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FAO/WHO 在農藥標準制定和使用手冊中共記載了 65 種農藥劑型，而中國大陸

於 2016 年的農藥劑型名稱與代碼亦隨之修訂，共列 61 種劑型（原 134 種），因此可見新

劑型的發展與淘汰舊劑型，將有助於提升農藥的利用率、降低環境風險及提高食品安全，

亦為國際農藥發展之趨勢，因此本次的參訪中，特別關注安全與高效的農藥或佐劑種類之

主要原因。 

此次參訪關注問題如下： 

1. 中國農藥產業為網絡狀發展，農藥產業聚落完整，從上中下游包含原體製造、成

品開發設計、與終端產品的國際通路等，橫向包括各類型的溶劑或農藥其他組成份的專業

分工公司等，整體農藥產業網絡完整。我方模式則較類似單點或直鏈式發展，除原體多為

進口之外，多為中游的成品製造商；橫向產業如前述的相關溶劑或介面活性劑等配合工廠

等較為闕如。 

2. 微生物產品多樣化，包含各類副產物或代謝產物，其應用方法也多樣化，在產品

端的設計，已主動為使用者進行配置（Fig.6）；此外對於微生物產品，其希能在短時間

內提供大量的有益微生物，以人海戰術進行防治或對作物產生促進生長等效益，因此稀釋

倍數低，單位面積使用的微生物濃度高，另對於微生物產品不易保存的議題（保存期限）

似有解決方法（Fig.6）。其他包含漢方植物保護製劑亦有少部分產品展出。 

3. 農藥輔助劑型種類與應用方式多樣化。現場有多種類的農藥輔助劑展出（Fig.7），

包括方便小農小面積使用之小包裝增效劑（Fig.8）或是增加現有除草劑功效，如針對特

定除草劑開發增加其效用的輔助劑（Fig.9）等。 

4. 相關衛星工業如溶劑（Fig.10）、介面活性劑等等產業供應鏈分工細緻完整。亦

有微型反應器之展示，可將各類農藥劑型是否可穩定形成的試驗局限於方盤迴路中，既可

節省溶劑或其他惰性成分的用量，有兼具可快速反應與降低汙染及操作風險的優點

（Fig.11）。 

已注意特定議題或成份的開發應用，如肥料劑型、生長調節劑（Fig.12）的開發或

安全活性成份之殺鼠劑開發（Fig.13）。 

5. 展場知識產權（智慧財產權）保護與諮詢提供。 

因應之道如下： 

1. 根據 2016 年政策指標研究資料庫『農藥市場發展現況及趨勢』一文，中國是全世

界農藥使用量 高的國家，也是世界級農藥發展的重鎮，許多農藥的相關產業，包括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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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劑、溶劑、惰性原料、製造機械、包裝材料等，均有高度的競爭力與細緻的分工態樣。

而農藥產業為風險性較高之產業型態，台灣使用量 高的農藥產品為殺蟲劑，而殺蟲劑的

環境毒性與哺乳動物及非目標生物相關性較高，加上台灣地小人稠，工廠、居住環境與栽

種環境無法明顯區隔，因此應該選定重點產品，如高效低毒之殺蟲劑，配合增效劑之選定

與開發，提高農藥的效能及降低使用量。 

2. 在本次展覽中可以發現，相較之下我國微生物農藥態樣與種類較少，對於微生物

農藥的代謝產物產品種類也較為少見。而在本次展覽中，中國將仙人掌桿菌（學名：

Bacillus cereus，中國稱蠟樣芽孢桿菌）菌株與其代謝物，開發成相關商品，並配合其

他產品使用，如照片上所示之申嗪黴素。經查，申嗪黴素是由螢光假單胞菌 M18 經生物培

養分泌的一種抗菌素，具有廣譜抑制植物病原菌並促進植物生長作用的雙重功能的殺菌

劑。估不論我國是否將仙人掌桿菌開發為微生物農藥，但或可思考相關的微生物農藥產品

的使用態樣可以更多元豐富，並先行考量組合使用之方式以整組使用的概念提供給使用

者，以降低農民自行混用與濫用的機率。 

3. 台灣農地面積狹小，農藥使用效率不高的幾個原因包括陽光、環境溫濕度影響、

農藥使用種類多等等，而在提高使用效率部分，在本次展場中可見到許多方面小面積使用

與保存的小包裝增效劑，或提高除草劑效率的增效劑種類開發，該類產品在我國市場並不

常見，未來或可為我們發展農藥劑型與使用型態的另類思考。 

4. 本次參訪行程中，印象 為深刻的是關於安全殺鼠劑（Fig. 13）的開發。目前市

面上殺鼠劑的活性成分多為抗凝血劑，本次參展中見到使用硫酸鋇作為殺鼠劑，該廠商宣

稱該類殺鼠劑之安全性相當高，甚至銷售員當場試吃給我們看，以表示其高安全性。由於

鼠害問題為國內較少探討的議題，目前國際上生物性殺鼠劑主要為肉毒桿菌屬菌株，本所

有專門的動物試驗中心及殺鼠劑相關試驗經驗，未來也可多了解使用該類鹽類殺鼠劑之可

行性。 

5. 報到處設置有中國知識產權局的人員服務，我們詢問相關展覽事項時，注意到知

識產權局的人員也說明，若有侵權或是申請知識產權相關疑問時，可以向該櫃洽詢，對我

們來說是滿特別的經驗的。 

 

肆、 結論 

本次參觀展覽會，除瞭解農藥產品的發展趨勢。如前述，劑型之種類與產品態樣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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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型開發部分包括組成份的選擇、活性成分的選擇、 終產品的型態、終端使用者的使用

習慣及環境與安全考量，均影響劑型發展的策略。近幾年，中國亦積極規範與限制高毒性

之溶劑使用，並發展各類提高農藥使用效率之佐劑，或配合新穎施藥器械，如無人載具，

發展防飄移之劑型。我國利用無人載具進行施藥的部分，尚處起步階段，如何應用舊的藥

劑種類搭配提高農藥使用效率之佐劑，來銜接目前無人載具專用劑型之缺乏，或控制藥劑

飄散等問題，將值得進一步思考與研究。 

本次參訪中，雖微生物相關產品與中草藥相關防治產品種類相對化學藥劑種類較少，

但可以看到在微生物的代謝產物中，有多元的應用方式，例如防治根瘤線蟲，或是直接以

代謝產物防治水稻病害等，其中亦有分別組合不同代謝活性成份之使用方式，如Fig. 6A

所示，其係組合兩種微生物代謝產物使用。販售終端亦為組合式產品，透過包裝外觀的改

良，可降低農民自行錯誤混用的機率。 

此外，對於易有粉塵問題的粉劑劑型，本次參展中亦見到乾懸浮劑（DF）的加工原理

與優點，大大降低粉塵對於製造廠商與施用者的危害。 

 

伍、建議 

一、中國目前發展農藥劑型的策略，係由將過去以分散/潤濕/穩定為主的開發思維，轉變為

以藥物的傳遞為主的研究方向，因此研發新型藥物或劑型，首先考量的是傳遞技術

（delivery technology），對新劑型的研發重點將放在製劑組成分的選擇。如提高藥效

的方式、低揮發性有毒氣體（VOC）、控制釋放劑型（又稱緩釋劑型）、防飄散劑型、防

淋溶劑型等。目前發展較完整的有：低 VOC 劑型與控制釋放劑型。此外，中國所擬訂的

研究方向亦與全世界對於劑型的研發方向高度相關，因此我國亦可積極在環境友善劑型

（如控制釋放劑型）、防飄散劑型等研發方向上持續努力。在低 VOC 劑型部分，我國在

農藥管理法中已對於農藥其他成份的限量進行管制，如成品農藥中二甲苯的限量標準為

≦10%，苯胺的限量標準為≦1%等，因此在低 VOC 的環境與安全議題上，我國劑型發展較

中方更為進步與重視製造者與使用者安全。而在控制釋放劑型中，目前已登記的成品農

藥種類中，則付之闕如。因此，未來除可投入研發能量外，並針對國內主要耕作型態、

施藥種類與防除之害物等排序優先次序。 

二、政府的監管法規將能帶動劑型的發展，由於社會氛圍對作物安全、農產品安全、環境安

全、生態安全、人身安全與製造過程安全的要求與期待提高，因此包括環保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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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法規、農藥生產與銷售端的積極管理，都有助於安全高效劑型的發展與開發。

而對於高安全性的農藥種類，如生物藥劑可適當的鬆綁販賣條件，例如持有農藥販售資

格的電商可以網路販售等，或能有效推動該類安全農藥的使用率與使用廣度。而對於風

險性高的藥劑種類或劑型，則可加強評估其替代方案或藥劑。 

 

陸、致謝 

很感謝所內提供這樣的參訪機會給年輕同仁見習，在本次的參訪中看到農藥大國對於

農藥使用的不同面相之發展與市場規模，心中著實有震撼，也產生不少的腦力激盪。在農

藥產業的研發與發展中，除應更加貼近市場之使用者需求外，多與國際廠家聯繫，了解產

業動態，方能在整個產業鏈中鑽研出國內農藥發展研發方向與提供規範、建議的基礎與利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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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參訪相關照片 

 

Fig. 1. 為期三日的展覽會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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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第10屆中國農藥工業協會創新貢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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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A. 飛防助劑。 

 

 

 

 

 

 

 

Fig. 3B. 農用噴霧增效助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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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新穎劑型-乾懸浮劑（DF）。 

 

 

 

 

 

 

 

 

 

 

 

 

 

 

Fig. 5. 可提供各類試驗或檢驗分析報告的GLP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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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6A. 微生物製劑複方產品及組合使用方法，菌類保存其限達2年。 

 

 

 

 

 

 

 

 

 

 

 

 

 

 

 

 

 

Fig. 6B. 微生物發酵產物之應用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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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7. 農藥輔助劑及其原理。 

 

 

 

 

 

 

 

 

 

 

 

Fig. 8. 方便使用之小包裝農用助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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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9. 除草劑專用之增效劑。 

 

Fig. 10. 農藥專用溶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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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1A. 微型反應裝置。 

 

 

 

 

 

 

 

 

 

 

 

 

 

 

Fig. 11B. 微型反應裝置之反應盤放大圖。 

 



 17

 

 

 

 

 

 

 

 

 

 

 

 

 

 

 

 

 

Fig. 12. 植物生長調節劑與鎂肥。 

 

 

 

 

 

 

 

 

 

 

Fig. 13. 新穎生物殺鼠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