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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活動目的 

一、 亞洲生產力組織(The 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APO)創立

於1961年，總部設在日本東京，是一個標榜非政治、非營利及無歧視的

區域性政府組織，強調會員國合作，提升生產力，促進亞太地區社會經

濟之永續發展。 

二、 APO會員包括我國、孟加拉、柬埔寨、斐濟、香港、日本、印度、印

尼、伊朗、韓國、寮國、蒙古、馬來西亞、新加坡、尼泊爾、巴基斯

坦、菲律賓、斯里蘭卡、泰國及越南等20個亞太地區經濟體。我國為

APO創始會員國之一，與該組織互動良好，合作密切，本(2018)年1月26

日我駐日代表謝長廷先生於東京拜會APO秘書長Dr.Santhi 

Kanoktanaporn，雙方重申彼此密切友誼，APO並計畫於今年在台灣執行

8個多國計畫。 

三、 本次「農產食品之冷鏈及物流管理研習會(Workshop on Cold Chain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for Agrifood Products)」，目的有二：1.分享各國相

關經驗，吸取適用之方法；2.藉由實地參訪及小組討論，對斐濟整體農

業(特別是物流冷鏈之建置)提出建言。研習考察結束時，由參與成員應

用所學的知識，擬定國家行動計畫。 

貳、 活動時間與地點 

  本工作坊為 2017 年 12 月 11 日至 12 月 15 日在斐濟納迪(Nadi)之 TANOA

飯店舉辦，期間並安排參訪冷鏈物流(果菜)農企業 3 家。 

參、 與會人員 

  本次工作坊參加成員包括印尼、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柬埔寨、越

南、尼泊爾、伊朗、印度、孟加拉、斐濟、巴基斯坦及我國等國家 22 位代

表參與，我國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東區分署陳學良專員代表出席(大

會合照如附件 1)。 

肆、 活動過程及內容 

  本次活動緊湊紮實，內容分為專題演講、國情報告、實地參訪、分組報

告 4 個部分(活動日程如附件 2)，依序進行。大會於 12 月 11 日上午 9 時於

TANOA 飯店準時召開，由斐濟農部常任秘書長 Jitendra Singh、亞洲與太平

洋農村綜合發展中心(CIRDAP)秘書長 Tevita G.Boseiwaga Taginivalu、APO

農業部農業企劃官 Dr.Shaikh Tanveer Hossain 等人共同揭幕。在介紹來自紐

西蘭等 3 位專家後，本次活動隨即正式展開。 

一、 專題演講：本次工作坊邀請來自新加坡、印度及紐西蘭之專家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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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逐一發表專題演講外，亦全程擔任每位出席者的「陪伴師」角色，

提供問題解惑、意見分享等服務，讓每位參與者的問題或意見得到反

饋。此外，APO本次活動主辦人(執行官)亦介紹其團隊之冷鏈相關研

究。謹摘要如下： 

(一) APO計畫執行官Dr.Shaikh Tanveer Hossain發表之報告頗令人印象深

刻，主題為孟加拉鄉村蔬菜冷藏設施之設置。孟加拉鄉村普遍貧

窮，研究人員利用磚頭、水泥、砂、簡易竹木搭設方型的設施(約

4平方公尺，大型)，在外界溫度34~41℃時，內部可保持在22~29

℃、濕度保持在90%，有利蔬果採後保鮮，成本低廉，且婦女亦

能簡易操作，有利鄉村婦女的勞動參與。 

(二) 新加坡專家 Rodney Wee： 

1. W博士是Asia Cold Chain Centre的執行長，學識淵博，渠指出亞太

地區農產品冷鏈建置在10年前開始受重視，但各國因不同的資源

稟賦、技術、氣候、預算等因素，發展程度迴異，成果差距極

大。各國消費者在食品安全、風味、品質上已漸要求，而採後

處理速度是一個關鍵指標，如何在一定的時限、品質條件下，

將糧食(蔬果)從田邊送到餐桌上，成為冷鏈發展的目標。 

2. 亞太各國的農產冷鏈建置已成為農業發展的櫥窗與指標，本次

各國代表齊聚一堂，希望能多互相了解，彼此協助，讓亞太地

區的冷鏈發展更趨成熟，消費者的食安也更能確保。W博士之演

講勾勒亞洲地區冷鏈發展的程度與現況，讓不同國家的參加者

得到相同的理解，對於本次工作坊的進行實具有畫龍點睛的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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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專家 Avinash Kumar 

Srivastava 先生 

新加坡專家 Rodney Wee 

博士 

紐西蘭專家 

Brendan Hoare 

   

Secretary, Department of 

Consumer Affairs, India 

CEO, Asia Cold Chain 

Centre 

Managing Director 

(三) 印度專家 Mr. Avinash Kumar Srivastava：S專家介紹印度政府發展

農產品冷鏈之成果，渠先介紹印度農產品中易腐壞的品項(如香

蕉、牛奶、豆類、水產等)，以及相關相關的洗選、分級、包裝、

冷藏等作業程序；強調印度政府對於農企業在融資協助、所得稅

減免的獎勵措施，並表示印政府對於協助農企業冷鏈建置，其力

道愈來愈強。 

(四) 紐西蘭專家 Mr. Brendan Hoare： 

1. H專家本身是農企業的高階經理，擅長以企業策略的角度分析冷

鏈的發展，他認為民眾的消費行為改變是明顯的，各地的消費

者對食物(農產品)都要求美味、健康，這對企業發出一種訊號，

必須發展出對應的食品保鮮能力及優勢產品，並形成經營策

略，以利在市場要求愈來愈高的環境下成功。 

2. 渠之演講中舉出數個紐西蘭農產品受到歡迎的因素，其中”紐

西蘭為非核國家(New Zealand is nuclear free)”，作為對外行銷的

口號，頗令人矚目。H專家以企業管理的角度分享觀點：作任何

決策前必須釐清客戶是誰?在哪裡? 對於行動目的必須非常清楚

等看法，此等觀點應用於冷鏈之建置及發展目標，亦甚為實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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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情報告：各國代表(participants)須提出國情簡報，內容可為整體發展

或個別案例，介紹各國之冷鏈發展。本人以台灣稻穀冷筒倉儲為例，

說明台灣稻穀利用冷筒儲藏之理由、發展與現況(如附件3)，並有多位

與會者提問，已現場逐一加以回應。以下摘錄柬埔寨、尼泊爾等國代

表之發言重點。 

(一) 柬埔寨：該國之農產品冷鏈問題以電力昂貴、缺乏運輸車輛、人

力投入以及冷藏庫的設備投入。小農部分的運銷則較屬初級，多

以機車堆疊或小發財車載運。 

(二) 蒙古代表介紹該國畜產品之冷鏈發展及挑戰，表示該國肉類之價

格頗高，主因為中間商存在之故。雖然蒙古首都烏蘭巴托每年1

月之平均氣溫可達攝氏零下負30℃，但7月均溫卻可達攝氏30

℃，肉品冷鏈仍有其重要性，但缺乏冷藏專用之運輸車輛，大多

僅能使用常溫運送，此為一大缺失。 

(三) 尼泊爾代表表示，該國是內陸國，消費者也愈來愈重視農產品的

新鮮度，所以冷鏈的建置日趨重要。雖然尼國有些地區已經發佈

食品安全法規，施行也上軌道，但全國性、系統性的冷鏈發展仍

然闕如。 

(四) 巴基斯坦代表強調，該國之農產品冷鏈發展，也如同其他開發中

國家一樣，面臨人力、技術、資本及法規上的落後，導致該國園

產品採後損耗達3~4成，十分驚人!渠亦坦言，目前該國部分省份

有冷藏設施，但要普遍發展的最大障礙，在於消費者仍未能了解

農產品冷鏈保存、運送的重要性及急迫性。 

(五) 菲律賓代表說明該國之農產品冷鏈正往上發展，儘管在法規配

套、操作成本及跨國公司等限制下，該國之漁產、畜產及蔬果產

品冷鏈建置，在人口成長率(2016年為1.6%)、經濟成長率(2016年

為6.9%)、消費者偏好及出口市場皆看好下，得以繼續提升。 

(六) 斯里蘭卡的農業產值占其全國GDP 7.5%，境內四成的勞動力配置

在農業，超過八成人口居住鄉村，農業扮演重要經濟角色。然

而，因為落後的採後處理技術及運輸方式，農作物(鮮果)的耗損

率高達25%~50%。 

(七) 越南代表則指出該國政府並未建立外銷水果(如紅龍果)採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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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之標準如溫度、濕度，也缺少技術研究，導致農民僅能依賴

經驗及個人感覺加以處置，蔬果品質不一致。另值得一提者，係

越南代表以帶有英文字幕之影片介紹該國之紅龍果產銷情形，對

照台灣同一產業，令人頗有感受。 

三、 實地參訪：本次活動APO與斐濟農部安排參訪3處地區農民，實地觀察

農場之產銷情形及冷鏈運作。 

(一) 農場 1：MANASA EXPORT,BILALEVU，該農場位距離 Sigatoka 約

10 公里處(Sigatoka 為我駐斐濟技術團駐地)，該農場除自行栽培

外，另與斐濟中、西地區 120 位農民合作，供應各式蔬果，並出

口茄子、芋頭葉、芒果、辣椒、薑黃、秋葵、咖哩葉、豇豆、泡

泡果(寶爪果)等 13 種農產品至紐西蘭或加拿大(溫哥華地區)。該農

場所擁有的冷藏設施(備)包括 4 座冷藏庫，其他 1 座由斐濟農部補

助(價值 22.8 萬當地幣) ，與 5 輛冷藏運輸車。 

   

� MANASA EXPORT 農場之冷藏

庫，清潔維持狀況有待加強。 

� MANASA EXPORT 冷藏運輸

車。 

 

 

� 農場紙箱資材之貯放情形，尚

屬井然有序。 

� 低溫冷藏車之管理文件貼於

牆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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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農場 2：MAHEN EXPORT, BILALEVU：該農場位於上述 MANASA 

EXPORT 旁不遠處，設立於 1998 年，目前有 53 位全職員工、25

個臨時工，與斐濟中西部 300 個農民擁有合作關係，亦供銷紐西

蘭與加拿大一些斐濟農產品。該農場擁有一座冷藏室，斐濟農部

補助 3 座電力系統(價值 F$7 萬當地幣)、4 輛冷藏運輸車。 

  

 

� MAHEN EXPORT 農場之冷藏庫。 � MAHEN EXPORT 工人處理芋頭

葉。 

  

� 芋頭葉可供食用，圖為工人之清洗

作業。 

� 斐濟多項農產品依賴出口紐西蘭，

市場單一為其弱點(圖為木瓜裝

箱)。 

 

(三) 農場 3： CHETY VALLEY GREEN：CHETTY VALLEY GREEN 農

場距離 Sigatoka 約 5 公里，創始於 1990 年，目前有 4 個全職員工

與若干臨時工；農場面積共計 14 英畝，聯合其他約 100 位農友，

供應斐濟納迪機場(Nadi Airport)旅館及機場所需之蔬果。目前擁有

1 座冷藏室與 3 輛冷藏運輸車。 

  



8 

 

  

� CHETY VALLEY GREEN 外觀 � 訪視蔬果冷藏室內部情形 

  

� 堆置一角之鳳梨未見冷鏈處理 � 蔬果格外品之保存方式 

 

(四) 參訪心得 

1. 參訪活動承辦單位(斐濟農部)針對受訪農場，似未聯繫說明妥

當，部分農場在受訪時，未有實際運作情形(類似農閒時期)，僅

能依靠農場主人以口述方式了解其蔬果冷藏運作，無法觀察蔬果

之理貨、進冷藏庫作業，頗為可惜。 

2. 上述受訪查之 3 家農場與其他數十到數百位農民合作，共同運銷

蔬果至目標市場，扮演類似我國農民團體所辦理共同運銷之角

色，功能上運作尚屬順暢，參加農民人數甚多，惟設施、設備與

工作流程似與台灣仍有差距。 

3. 農業為國力的延伸：12 月 17 日參訪活動，一行經過我駐斐濟技

術團團部(附近)，附近設置台灣協助興設的溫室及番石榴果園(果

實見有套袋)，全團團員為本人(台灣代表)歡呼鼓掌，讚賞台灣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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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濟農業之貢獻。 

 

說明： 

中華民國駐斐濟技

術團於 1999 年成立

(1978 年開始派

員)，位於 Sigatoka

地區。本次行程參

訪斐濟農部所屬之

研究站，即位於我

團駐地旁。 

 

四、 分組討論 

(一) 活動背景：各國代表分為 4 個小組，分組結果第 1 組：台灣、印

度、斯里蘭卡 1、斐濟及孟加拉；第 2 組：伊朗、斯里蘭卡 2、泰

國、印尼、斐濟；第 3 組：柬埔寨、馬來西亞、越南 1、巴基斯

坦、斐濟；第 4 組：越南 2、菲律賓、尼泊爾、蒙古、斐濟。4 個

小組分頭進行討論，並製作簡報檔案，並派一人上台報告。全程由

上述 3 位「陪伴師」全程輔導。 

 

 

說明： 

共同討論、分析議

題，過程中需要多

次交換意見。每位

成員之觀點若有不

同，可以專業性

(如農業經濟學角

度)說服之。 

 

(二) 成果簡報：各小組依據以下原則進行簡報，並回應其他小組之提問

1.依據成員在 12 月 17 日(第 2 天行程)參訪活動中所觀察之問題、

現象，加以彙整，自選重點提報；2.綜整各小組成員的心得與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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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擬訂適合斐濟之行動方案；3.將上述資料製作成簡報並上臺發

表，由其他學員提問或提供意見。 

(三) 本人所參加組別之討論成果摘要：本組先描述所參訪之 3 個農場之

人力、設備、地理條件、所產作物品項、冷鏈建置等情形，再利用

SWOT 分析，綜整出斐濟農產業之冷鏈及整體農業發展方向(簡報

詳附件 4)。 

伍、 整體心得與建議 

一、 參加國際性活動以語言能力、積極態度為首要 

(一) 現今國際性活動都以英語進行溝通，參加者須先熟稔設定之主

題常用英文專業用語(如農業冷鏈發展、社會企業、有機農業等

等)，有助縮短討論、交換意見時，所需的理解時間。各種農業

主題的資訊可至 FAO、APO、USDA、英國 Defra 等網站，搜尋

最新資訊，以及語言表達方式；此外，世界貿易組織所建置的

WTO ECAMPUS 亦有許多農業、環境領域的課程(courses)，可在

註冊後上網觀看，十分有益。 

(二) 參加者除輪值發言之場合，須主動與他人交換意見，可就會議

主題、農業發展、文化多予交流，有助提升眼界；此外，建立

國際友誼網絡為附加價值。本次工作坊本人擔任核心活動之一-

各國國情簡介之主持人，負責介紹各國代表、協調發言順序、

控制發言時間，工作內容雖與會議主題無直接關係，但可提升

參加活動的自信心及參與感。 

二、 熟稔活動議題之專業知識 

本次工作坊的主題訂為農產品冷鏈發展，在出國前必須針對此一主題

詳加搜集國內發展情況、各縣市有特色的案例，藉此強化冷鏈的相關

知識，非但可分享給有意義的內容，亦可讓人感受到台灣代表事前準

備的用心。以本人為例，藉由了解台灣農政單位在稻穀低溫冷藏桶政

策方向、目標，各縣市的冷藏筒設置情形、尚待加強項目，有系統地

向其他國家介紹台灣稻穀冷藏設施的發展情形，且引起許多詢問。 

三、 APO在農業領域辦理多樣主題活動，投入相當多資源，建議可依據領

域分類，將台灣赴APO研習各項主題(如冷鏈、農企業、鄉村發展等

等)之人員，於返國投入各自部門一定時間後，擇時開會(可邀APO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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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人員列席)，就研習主題發表、分享更有深度之見解，延續APO活動

之效果。 

四、 農產品冷鏈建置是國家農業進步程度的指標之一，本次工作坊許多東

南亞國家之代表都表示其國內之冷鏈發展尚待大力提升；我政府之新

南向政策，欲與東協、南亞等國創造互利共贏的新合作模式，在農業

技術合作方面，農產冷鏈或可為雙方搭橋的主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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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大會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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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大會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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