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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自103年度起，推動農業科技產業全球運籌計畫，以農業

科技產業導向全球化發展為目標，為開拓國內農業微生物製劑相關產品在中國

大陸市場，瞭解中國大陸微生物肥料產業發展，派員前往中國大陸進行市場探

勘與交流，主要心得如下： 

（一）中國大陸在肥料施用上已經進入運用大數據資料，以及連結自動化的智能方式

來取得適當的肥料使用配方，國內農業用微生物肥料如欲進入中國大陸市場，

除以國內的純菌產品外，可增加考慮以原料樣態進入，並與化學肥料製造業者

合作，生產化學與微生物混合樣態之肥料。 

（二）中國大陸在微生物肥料市場管理已日益開放，但相對的市場競爭壓力越大，同

時中國大陸每五年即調整修正管理法規與技術資料，這對國內業者想進入該

市場必需隨時掌握脈動，以免引用過時法規，延誤市場開拓時機。 

（三）中國大陸產業界以微生物肥料與化學肥料結合之中間型肥料樣態，與國內目前

微生物肥料以純菌方式大為不同，或許國內亦可參考為化學肥料減量之方法，

惟相關微生物與化學肥料結合之相關技術(如結合方式、濃度與微生物存活力

與有效作用活力等)仍需再強化。中國大陸對於智能化配肥已在各地開始推動，

國內微生物肥料或可藉由此一管道，將微生物農業資材滲入農民使用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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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的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自 103 年度起推動農業科技產業全球運籌計畫，以農業科技

產業導向全球化發展為目標，陸續完成微生物製劑商品化開發、成立國內產學研聯

盟整合學研能量、完成國外潛在市場調查與分析，分別於 105年 8月及 106年 8月

辦理微生物製劑國際研討會，倡議成立區域合作聯盟，共同推動產業發展。為開拓

農業微生物製劑在中國大陸市場，在生物農藥方面，已藉由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平台

與中國大陸針對微生物材料輸入中國大陸市場相關管理規定進行瞭解、溝通與連結，

至於微生物肥料部分，尚需進一步瞭解該市場之產業運作與發展走向，俾後續規劃

國內微生物肥料在該中國大陸市場發展之整體策略規劃參考。 

本次前往進行市場探勘與交流之主要內容與目的如下： 

（一）建立與在中國大陸之微生物肥料業者連繫管道，並瞭解市場 運作模式及後續

市場行銷合作模式之可行性意見交流。 

（二）拜會中國大陸微生物肥料檢測與管理單位，以瞭解中國大陸在微生物肥料管

理之規範與技術標準，俾為未來國內相關業者投入發展方向規劃參考。 

（三）拜訪中國大陸農業資材相關業者，瞭解其面對使用非化學性且友善環境之農

業資材日益殷切潮流下，該業者之因應作為，以為國內農業微生物資材產業

未來合作對象，或進入中國大陸市場切入點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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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習團人員 

本次大陸研習團參加人員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科技處 1 位、農糧署 1 位、財

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植物科技研究所 1位、產業代表植保公會 1位，總共 4人，

名單如下： 

 

編號 參加身分 機關/單位 姓名/職稱 

1 農委會科技主管機關 科技處/技術服務科 李國基/科長 

2 農委會農糧署肥料主管機關 農業資材組/農機肥料科 李英明/技正 

3 植物用微生物資材產學研聯盟 農科院/植物所 林秀芬/研究員 

4 植保公會代表(主任委員) 聯發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劉健誼/董事長 

  

http://www.jiano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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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訪行程 

日期 工作項目 備註 

11月 13日 

(星期一) 

上午： 

臺北(桃園)－北京(首都機場) 

 

下午： 

拜訪大有眾和農業科技有限公司 

抵達北京首都機場 

 

 

拜會大有眾和公司瞭解該公司如何

運用大數據在化學肥料、有機質肥料

及生物製劑施用上的整合規劃。 

11月 14日 

(星期二) 

上午： 

前往拜訪中國農業大學及沃土天

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下午： 

拜訪農業部微生物肥料和食用菌

菌種品質監督檢驗測試中心 

拜訪中國農業大學及沃土天地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有機質肥料及

堆肥微生物之研究發展與應用。 

 

拜訪中國大陸微生物肥料菌種品質

監督檢驗測試中心，瞭解中國目前對

於微生物肥料之管理與檢測相關規

範與實務。 

11月 15日 

(星期三) 

全天： 

拜訪中化集團公司 

拜訪中化集團公司，瞭解該公司對於

前一年度引進臺灣微生物資材進行

測試之結果，並評估生物製劑在中國

大陸未來前景與市場開拓模式。 

11月 16日 

(星期四) 

全天： 

拜訪雲天化集團之鄭口智能化肥

微工廠 

實地訪視雲天化集團在農業生產區

第一線之智能化肥工場操作實務，俾

進一步瞭解市場使用者之實際需求

與市場潛力規模。 

11月 17日 

(星期五) 
前往北京首都機場回臺灣(桃園) 抵達桃園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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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參訪過程及交流內容 

由於本次交流以生物肥料為主要目標，對象以產業單位為主，學研單位為

輔，進行中國大陸生物肥料市場現況與發展，以下就交流與參訪各行程之內容分

別進行說明。 

（一）大有眾和農業科技有限公司 

大有眾和農業科技有限公司創立於今 (106)年 8 月，其核心幹部主

要由中國中化集團公司前任員工組成，該公司以智能配肥、土壤生

態及互聯網的運用，來服務農民生產個性化 (客製化 )的栽培肥料配

方。該公司董事長呂文係中國中化集團公司轄下化學肥料事業行銷

部前任總經理，呂董事長表示，在化學肥料行銷多年來，一直希望

肥料能更有效率使用，對土壤環境生態衝擊最少，作物栽培合理使

用肥料，因此邀集中化集團內有共同理想的夥伴一起創業。  

該公司運用大數據資料，結合土壤肥力分析資訊及農民栽培作

物種類，再加上季節氣候等因素，計算出合適的肥料使用配方及數

量，再以智能化的自動設備配製農民使用之測土配方肥料，教導農

民依配方使用肥料。交流過程中對於土壤分析檢測時效、土壤與作

物生長生理數據分析應用、如何帶動農民使用、成本利潤分析等均有

深入討論與交流。  

呂董事長也表示，去年任職於中化集團公司時，獲知臺灣在生

物肥料發展有顯著成果，並積極向外開拓市場，該公司的智能化配

肥系統中，便將微生物肥料結合於其中，期待能更有效率及更友善

土壤的使用肥料來進行農業生產。該公司的智能配肥系統中，便嘗

試將微生物肥料結合於其中，期待進一步與臺灣合作開發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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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更友善土壤的測土配方肥料進行農業生產。  

 

  

與大有眾和丁副總 (左排第 1 位 )及呂董 (左排第 2 位 )進行交流  

 

產學研聯盟錦旗贈與大有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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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農業大學及沃土天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依規劃拜會中國農業大學資源與環境生態科學與工程系李季教授，李教

授係中國大陸目前對於堆肥研究及其製造過程使用之微生物最具盛名學者之

一，與其交流瞭解目前中國大陸在堆肥微生物的研究進展與應用現狀。由交流

中可得知中國大陸在堆肥菌種使用為複合菌種群，且以同步生產菌種方式，可

有效縮短發酵所需時間。另一方面，對於堆肥基質(原料)的組成也有相當著

墨，發展速度進展不比臺灣差。 

此外，李教授與中國農科院原子能所的彭生平董事長共同組成沃土天地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應用李教授堆肥微生物技術生產有機質肥料，

該公司所使用之堆肥基質包括農業生產之有機物料、禽畜糞、作物殘體、農產

品加工初級廢棄物，以及事業(如食品加工業)動植物性廢棄物等，該公司將堆

肥生產工藝自動化，並發展槽式反應器設備，同時因應中國大陸北方低溫環

境，開發可低溫培養之菌種供堆肥及水產污泥處理用。 



10 
 

 

大有眾和呂董與本研習團員一同與沃土天地公司彭董事長(上排右一)團隊及

中國農大李教授(上排右二)進行意見交流 

 

（三）微生物肥料和食用菌菌種品質監督檢驗測試中心 

拜會中國農業部微生物肥料和食用菌菌種質檢中心及中國農業部微生物

質量安全風險評估實驗室主任李俊博士，該中心與實驗室位於中國北京農業

科學院。 

李俊主任表示，該中心負責中國大陸微生物肥料之分類與技術標準專責

機構，近年中國大陸微生物肥料管理觀念已由過去保證成分及肥料效果演變

到微生物菌種安全控管，對於微生物肥料商品是否具有宣稱之效力，則由市場

機制去淘汰不合需求者。因此該中心每五年必需隨產業發展實況，修正與調整

中國大陸微生物肥料之管理法規與技術資料。 

中國大陸李俊主任與本研習團臺灣負責肥料管理主辦人農糧署李技正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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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瞭解雙方在微生物肥料管理概念與實際執行情況，雙方交流結果顯示，微生

物肥料登記管理的基本觀念與分類相差不大。微生物肥料應用效果，在臺灣為

「供給植物養分或促進養分利用」，在中國大陸包括「提供或活化養分功能」、

「產生促進作物生長活性物質能力」、「促進有機物料腐熟功能」、「改善農產品

品質功能」、「增强作物抗逆性功能」及「改良和修復土壤功能」，中國大陸微

生物肥料應用效果部分橫跨臺灣農藥效果。 

另在執行面的規範中國大陸發展速度很快，且有專責檢測中心來協助技

術與標準的開發，目前臺灣由農委會所屬農業試驗改良場所研發技術，農糧署

負責肥料登記管理，微生物肥料產品開發技術與登記管理標準未能同步，仍須

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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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農業部微生物肥料和食用菌菌種質檢機構之樓層簡介 

  

土壤檢測樣本進行微量元素分析之前處理 

  

記錄檢測樣本微生物種類及數量 清洗檢測所需玻璃培養皿準備過程 

 



13 
 

 

 

食用菌培養室 

  

李俊主任解說肥料登記送審文件(左圖)及介紹菌種鑑定儀器(右圖) 

  

本研習團員與李俊主任(右圖 3)進行肥料管理意見交流與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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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國中化集團公司 

原規劃拜訪中國農業部全國農業技術推廣服務中心，經聯繫人告知，因適

逢中國大陸十九大結束未滿達一個月，該中心在未接獲新的政策指導前不宜

妄為，因此推薦該中心轄下之產業協會與本團交流，故前往中國中化集團公司

進行交流，該集團公司由農業事業部總裁覃衡德率中化化肥控股有限公司馬

躍副總經理，及中化現代農業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周智一同參與交流。由於中國

中化集團與臺灣去(105)年已有接觸交流，因此覃總裁表示過去一年以臺灣生

產之微生物製劑結合該公司化學肥料之穩定測試及效力測試表現均佳，未來

將再訂購已測試的微生物肥料 200 噸進行下一階段的區域效能測試。並期望

臺灣聯盟或公會能再推薦優質微生物肥料產品，擴大雙方合作內容。由此可

見，中國大陸在化學肥料使用上已出現土壤環境與生態壓力，化學肥料大公司

已積極投入微生物肥料與有機質肥料及化學肥料結合之複合功能型肥料。 

（五）雲天化集團之鄭口智能化肥微工廠 

本次由雲天化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區域總經理陳飛帶領前往北京南方，

位於故城縣之農業生產區，拜會鄭口智能化肥微工廠，由王鳳來經理親自接待

進行交流與實地訪視。雲天化集團之鄭口智能化肥微工廠所扮演的角色是化

肥經銷處，微工廠的概念，就是把工廠生產的肥料直接提供給農戶，省去了中

間代理環節，由廠家直接賣給農民，降低購買的成本。當農民需要購買肥料時，

雲天化的工作人員會事先到農戶的地裡進行測土，之後雲天化的專家團隊會

根據測土資料，製訂專門針對這塊地的測土配方肥料，缺什麼元素補什麼元

素。依據實地測土，客製化生產農民種植作物所需肥料，把關生產流程，農戶

從購買到產肥，流程方便快速，讓農民精準施肥，量身打造適合自己土地的肥

料，可節省化肥成本，並使每粒化肥都能物盡其用。 



15 
 

由工廠現場實物設備來看，裡面有一台智慧配肥機，這台配肥機也就是自

動化定量肥料拌勻機，它主要是由配肥機與電腦兩部分組成。電腦控制部分則

包括土壤肥力分析資料，栽培作物種類等資料庫運算，經輸入作物種類、土地

區域及面積，系統則藉由資料庫運算提供調配配方，並控制配肥機配製肥料。

在操作過程中，原料（氮、磷、鉀、有機質）分別從不同的進料口加入，同時

這台機器上方會裝設攝影鏡頭，一旦發現在肥料生產過程中存在造假現象，雲

天化的總部可以遠端停機。智慧配肥機會根據電腦的訂單，自動將原料進行配

比進行生產，全程都由電腦操作，生產過程不存在人為干預，它生產出來的肥

料是一種精準的有機與無機的摻混肥，而且一袋化肥，從農戶下單、支付到系

統接單自動生產，耗時不到十分鐘。 

雲天化公司藉由電腦控制系統，掌握該公司基礎肥料使用量，除此之外，

也掌握農民栽培作物種類與面積。整套系統除了依大數據資料運算外，也開放

農民添加其他有機質肥料同時配製，同樣在電腦操作界面輸入有機肥料之成

分，再由系統運算，而最後的調製配方在送至調製機前，仍可由人工選擇調整

配方比例。所生產之肥料包裝袋上之標籤，標註著配方肥的生產地址、生產時

間、產品價格、購買者姓名、適用作物、養分含量等資訊。同時，標籤上還印

有生產追溯的二維碼，用戶通過手機掃描二維碼，可清楚瞭解產品的資訊以及

誰是生產者。 

經與王經理交流運作模式時，王經理表示說服農民使用的確需要時間，他

是採用示範與第一次賒帳方式，讓農民開始使用智能配肥。在利潤方面，農民

在生產相同產量的前提下，肥料使用成本確實下降，而在肥料銷售利潤上，王

經理表示每公噸大約有 100 元至 200 元人民幣，比起過去相同數量的銷售利

潤為高，而且庫存壓力變小，更重要的是農民會事先下單，並選擇肥料施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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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對於協助運送肥料至農民處，可事先有效率安排，不會同時擠在農忙時期。 

 

  

智能配肥機 智能配肥機之電腦控制系統 

  

右側進料口 左側進料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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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配肥機生產之肥料包裝標示及二維條碼 

 

 

智能配肥之工廠實境 三朗鄉土壤之元素量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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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肥經銷處之精神標語 

 

本研習團人員參訪智能化肥微工廠之拍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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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心得及建議 

（一）中國大陸在肥料施用上已經進入運用大數據資料，以及連結自動化的智能方式

來取得適當的肥料使用配方，這一點值得國內參考，如此可更精準且有效率的

使用肥料資材，惟相關數據資料庫之串接應用，將是面臨的第一個課題。其次，

由於國內個別農民生產作物種類較多，且栽培面積相對較小，如此能否達到運

用大數據的智能配肥系統的經濟效益，仍有待計算證實。 

（二）國內農業用微生物肥料如欲進入中國大陸市場，除以國內的純菌產品外，可增

加考慮以原料樣態進入，並與化學肥料製造業者合作，生產化學與微生物混合

樣態之肥料。 

（三）中國大陸目前學研界的能量向產業發展應用之案例頗多，值得國內學習，由於

此舉能加速學研研究成果向產業釋放運用，也能減少彼此間的落差，對於產業

升級與競爭力提升有極大助益。另，國內微生物相關產品若要進軍中國大陸市

場，應先確定使用區域之環境，否則需對產品在不同環境仍有效力表現上，還

需加緊研發應對技術。 

（四）由參訪中國農業部微生物肥料和食用菌菌種質檢中心及中國農業部微生物質

量安全風險評估實驗室後，發現中國大陸在微生物肥料市場管理已日益開放，

但相對的市場競爭壓力越大，同時中國大陸每五年即調整修正管理法規與技

術資料，這對國內業者想進入該市場必需隨時掌握脈動，以免引用過時法規，

延誤市場開拓時機。 

（五）中國農業部全國農業技術推廣服務中心下轄農業產業相關團體，雖此次無法當

面交流，但未來仍可在適當時機與其交流互動，可經由該中心連結其他農業產

業團體，俾進一步進行產業互動與合作交流，將可有效縮短國內產業業者到中

國大陸探索市場與尋求合作夥伴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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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針對推動化學肥料減量目標，中國大陸產業界採用的方式係以微生物肥料與化

學肥料結合之中間型肥料樣態，與國內目前微生物肥料以純菌方式大為不同，

或許國內亦可參考為化學肥料減量之方法，惟相關微生物與化學肥料結合之

相關技術(如結合方式、濃度與微生物存活力與有效作用活力等)仍需再強化。 

（七）國內雖有土壤檢測並推薦肥料使用措施多年，但結合自動化配肥作業尚未採

用，或許因國內農民作物面積較小，且作物種類相多元，造成配智成本高，未

來或可以相同作物生產專區的概念推動智能配肥，讓肥料使用更精準。 

（八）由於中國大陸對於智能化配肥已在各地開始推動，國內微生物肥料或可藉由此

一管道，將微生物農業資材滲入農民使用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