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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食品價值鏈係指產地到餐桌各階段經濟活動，如何透過現代科技提高每個階

段生產效率與經濟效率，發展智慧食品價值鏈是目前各國積極努力之方向。 

我國農業以「小農」為主，從個體來看是相當具有競爭力，但是從整體產業、

資源、勞動力等面向來說，正面臨到與全球農業發展相同的問題與挑戰，即是氣

候變遷造成的生產不確定性提高、人口老化與農村勞動力缺乏所致生產成本增加，

以及消費者對於食品安全日益重要等。因此，先進國家開始著手於以科技技術、

工程化管理方式，包括導入省工機械自動化生產、大數據分析系統支援農業經營

決策、建立公私部門合作等，企圖降低前揭問題對產業帶來之衝擊，以促進農業

永續發展。 

亞洲生產力組織（Asia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 APO）於本（108）年

6月11日至13日於泰國曼谷舉辦「亞洲食物與農業：智慧食品價值鏈研討會」，

計有亞太地區12個國家、43名代表參加。本次研討會藉由講者之專題報告、案例

分享，讓與會者瞭解各國政府推動食品價值鏈之方式及困難點，並進行經驗交流，

以促進所有會員國農業發展。 

食品價值鏈之提升，可增加產品品質、減少耗損、提高利潤，同時提高生產

者經濟收益、創造就業機會、拓展市場及建立穩定供需關係，對整體國家經濟、

農業生產環境及農村社會發展皆有正面助益。我國食品上市前及上市後各項政策、

輔導措施及管制作為分別由農委會及衛福部食藥署負責，目前農委會依「創新產

業5+2」國家政策，據以推動「智慧農業4.0計畫」，透過智能生產與智慧化管理，

提升農業整體生產效率與量能，同時藉由物聯網、大數據、區塊鏈等技術，建構

全方位農業服務平臺，滿足所有利害關係人需求。此外，食品上市後由食藥署負

責，透過與前端農方合作、企業參與及消費者支持等，共同提高消費者對農產品

安全信任感，並確保國人健康，達到智慧食品價值鏈多贏局面。 

本次出國參與研習經驗，有助於未來辦理我國農產品生產到上市過程中，相

關業務推動或政策草擬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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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面對全球人口快速增加、全球暖化、氣候變遷影響及開發中國家經濟成長等

因素，全球糧食安全與價格波動成為了現今重要的農業課題，農業如何在人口戰、

氣候戰、速度戰下求進步，成為一個重要的商業活動，是本次研討會集合各國知

識與經驗所要達成的重要目標。 

農業價值鏈係指從生產、採後處理、產品加工到通路行銷所有加值的過程，

無論是生產階段運用自動化、智慧化機械等精準農業，或是採後處理的冷鏈設備、

處理技術及運輸儲藏，抑或是產品經過驗證、開發多樣化加工品等，最後到通路

行銷的大數據分析、智慧超市、地產地消等，都是為了創造農業更高的價值、更

強的競爭力，所投入的各項活動。 

本次研習由APO主辦，研習目的為提升會員國如何已智慧化、科技化方式與

方法將食品價值鏈進行加值，同時學習各會員國關鍵成功因素，進而促使各國農

業永續發展。最後，由各會員國共同研擬與確認智慧食品價值鏈加值最佳成功方

式，提供各國學習仿效。 

現代農業在全球化、自由化貿易之下，市場結構正快速的改變，生產規格化、

規模化或特殊利基市場產品，如何透過現代化科技技術與導入公私部門協力合作，

讓「科技」、「安全」、「創新」、「合作」等價值附加於農產品上，儼然成為

各國重視的課題。因此，我國農業發展策略必須從過去以提升生產力為核心理念，

轉變為增加產業競爭力與附加價值，並思考如何讓政府、企業、農民團體及相關

產業，加速技術、人才、資金等資源整合，讓智慧化、自動化、資訊化的新農業

在臺灣紮根，翻轉農業。 

目前我國也致力於推動以智慧科技邁向臺灣農業4.0的時代，本次由農委會、

食藥署及中國生產力中心派員參與，可以與APO會員國交流並瞭解如何利用政策

指引、企業整合等方式，建立良好合作關係，將有助於推動國內智慧食品價值鏈

發展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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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習會議基本資料 

一、會議名稱：「亞洲食物與農業：智慧食品價值鏈研討會」（Asian Food and 

Agribusiness Conference: Smart Food Value Chains） 

二、舉辦機構：亞洲生產力組織（APO） 

三、會議日期：108年6月11日至6月13日 

四、舉辦地點：泰國曼谷（Bangkok, Thailand） 

五、參加成員：本次會議參加人員計有：中華民國(3人)、孟加拉(3人)、柬埔

寨(4人)、斐濟(1人)、印度(2人)、印尼(2人)、馬來西亞(2

人)、尼泊爾(4人)、巴基斯坦(2人)、菲律賓(4人)、斯里蘭卡

(2人)、泰國(11人)、越南(3人)等，共計12會員國、43人參加。

我國由中國生產力中心李枝名專員、農業委員會農糧署陳孝宇

技正及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闕言容技士代表參加；各國

參加成員分別來自政府機關、研究單位及民間企業等。 

六、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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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習會議主要過程與內容 

會議由泰國農業部代表、APO泰國主任及APO總部代表等共同歡迎各國與會代

表，在說明本次研習會議目的與報告APO組織宗旨及其如何致力於提升亞洲農業

價值鏈後，即依議程由講座進行專題報告及國情報告，並分組討論後綜合報告。 

一、 講座報告內容摘要： 

(一) 提升食品價值的新科技 

智慧價值鏈係指一種有效率、有創意的系統，它串連了多個生產、

加工的供應鏈部門，進行價值創造與加值。這種附加價值是來自於

產品的差異性，讓消費者願意提高其願付價格。以農產品來說，田

間價格與市場售價並沒有太大的差距。從另一方面來說，就農產品

產生巨幅價格差異時，往往是在前端供應鏈上進行產品加值；舉例

來說，可能是在產品品質穩定（例如風味、外觀等），以及其產品安

全性。除此之外，影響價格差異最重要的因素是新科技的導入。精

準的農業生產、加工過程的管控，如：運用冷鏈技術去增加購買者

信心。最近，區塊鏈的技術也是另一種新的價值增加的新技術，它

可以確認產地、進行產品溯源，以及增加產品透明度。 

(二) 推廣行銷農業食品的創新手法 

食品價值存在於公司企業依照消費者需求進行產品開發。近年來許

多食品加工業者以大數據分析做為他們產品研發及行銷策略。透過

分析消費者消費行為，這些農企業可以發現消費者隱藏需求與消費

模式，這些都是驅動新產品研發上市的動力。創新行銷策略與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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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知名度是另一種價值加值模式。以精準行銷而言，即是進行市

場區隔，針對屬於自己客群的消費對象，加強行銷力道，這些都是

提供一個產品行銷未來的願景目標。 

(三) 技術結盟使價值最大化 

在食品業，增加價值是一種增加消費者信賴與忠誠度的方式，並且

讓生產者可以獲取較多利益。供應鏈中各部門的合作，是一個重要

的方式創造消費者最大化的滿意度，以及建立他們的忠誠度。舉例

來說，農夫與在地營運主體、農企業等合作生產有機或地方特色農

產品，這樣的組合可以合理提高產品價格。此外，消費者福利也隨

著滿意度的增加而提高。因此，尋求一個公私部門或農民與農企業

間最佳合作方式，是產業間必須重視且需廣泛討論的議題。 

(四) 智慧農業的前景：創新食品與革新 

創新發展多元化食品可以創造一種新的價值。2050年全球人口將逼

近 100億人大關，人們開始尋求解決該食品安全問題。目前已有部

分具前瞻眼光的企業，開始注意到這樣全球食物問題的挑戰，並且

發展取代動物性蛋白的產品，因此，智慧食物價值鏈就是建立在這

樣創新食品之上。另一方面來說，生產端、加工端的新技術，都是

影響智慧食品價值鏈的重要元素。 

二、 國家案例分享： 

(一)印度： 

1. 現況：案內公司選定盛產於印度東部的波羅蜜為原料加工製成相

關食品，透過向農民收購原料，期望能改善其經濟情況，並在選

定生產該類產品前進行市場調查，確認有該消費需求。該公司評

估生產時可能會遇到之困難(1) 生產地至市場之距離遙遠，約

1400公里；(2)產品因運送時可能遭遇之損失，例如:碰撞、腐

壞等；(3)目前在印度，波羅蜜大多以生鮮形式直接食用，鮮少

經過加工，惟可能保存不當造成許多腐壞情形；(4) 生鮮波羅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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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價格低，約 0.1美元/公斤 (3台幣/公斤)；(5)市場需求之

不確定性。 

2. 因應策略： 

(1) 加工方面 

A. 採個別急速冷凍法(Individual Quick Freezing, IQF)

加工，並擬於種植地區附近建置 IQF加工廠。 

B. 導入半自動化之機器，將波羅蜜切割成片狀方便入口，

並於切片時加入檸檬汁以防褐變。 

C. 殺菁時同時使用蒸氣和水以防產品含水量過高。 

D. 以空氣冷卻方式取代水冷，藉以確保產品含水量適中。 

E. 後續產品將統一標準化。 

(2) 零售包裝和流通 

A. 考量消費者取向，每包產品重量設定為 300公克。 

B. 採用日本進口包裝機器，以降低包裝溫度。 

C. 本波羅蜜加工產品運用冷鏈技術，以-18度之保冷車全

程運送予消費者。 

(3) 支付方式 

A. 鼓勵農民開立自身的銀行帳戶 

B. 將農民定位為股東。 

C. 由公司直接向農民採購，不透由經銷商。 

3. 成果-產品加值：波羅蜜包裝產品(300公克/包)售價為0.6美元，

等同於 1.92美元/公斤(原為 0.1美元/公斤)，產品加工後，價

格約翻倍，並使消費者能享用地區性食品。 

(二)菲律賓：  

1. 現況：案內公司成立於 2016年，販售加工蔬果，產品在菲律賓

之超市、雜貨店銷售，並出口至美國、加拿大、中東地區、南韓、

新加坡、關島等。產品包含醃漬芒果、醃漬芭樂、醃漬木瓜、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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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和木瓜口為莎莎醬。 

2. 市場分析： 

(1) 市場上無該類產品，處於壟斷地位 

(2) 進入市場的速度與價格之決定權 

(3) 醃漬流程標準化，以減少相關資源之耗費。 

(4) 調整和開發口味。 

3. 策略 

(1) 拓展產品應用性，例如研發產品可搭配其他食材之食譜或單

作為零食 

(2) 改變消費者對產品的觀感，例如改變名稱後提升印象，進而

提高價格。 

(3) 外包裝和市面上產品有所差異，更容易被注意到。 

(4) 在地化：依據各國國情客製化口味，例如南韓口味較辣、亞

洲地區口味較甜、歐洲地區口味較酸等。藉由參予國際食品

展，詢問和收集當地民眾和買家之回饋意見、出國體驗當地

食物、研究當地食品之標準、就產品酸度、甜度、鹹度和辣

度進行調整、上網搜尋等，達成產品在地化。 

4. 販售出口產品之優劣分析 

(1) 優勢：容易符合國外政府之食品相關標準、產品在外國市場

接受度高、毛利較高。 

(2) 劣勢：研發和開發潛在客戶初期之經費較高、對成分和標示

之額外研發成本、製程較長。 

5. 後續規劃 

(1) 新產品開發：利用製程廢棄物創造相關產品，例如果皮等、

研發飲料產品、運動飲料，萃取種子所含油脂等。 

(2) 農民契作和建置契作收購站：農場交貨價格、直接和農民交

易，減少經銷商抽成、收購之芒果品質穩定。 

(三)斯里蘭卡 

1. 農業狀況：斯里蘭卡之農產，以可食用之農畜產品為主，包含稻

米、蔬果、茶葉、畜產品和漁產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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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案內藉由和該國各地小農合作，收購和整合農產品，進而作為其

他跨國企業之供應商。該公司所採用策略如下： 

(1) 價值鏈創新 

A. 依據農民契作訂單紀錄，選出適合之農民，並提供經濟

援助 

B. 依據協定之價格和品質，將農產品運送至集貨中心 

C. 依據國際規範和標準進行加工 

D. 完成產品包裝，出口至合約廠商 

E. 合約廠商驗收並視情形決定下次訂單 

(2) 生產方式創新，包含導入多隧道式溫室和灌溉系統、利用無

人機進行噴灑農藥、施肥和作物監測、應用組織培養技術於

香蕉種植、研究如何增長保存期限、馬鈴薯育種、水耕栽培

和冷鏈運輸。 

(3) 永續經營，包含太陽能、氣候變遷之因應、再生能源、水資

源保育 

 

肆、心得及建議 

一、亞洲是未來全球人口增加數量最多的地方，對於糧食增產的需求有迫切需

要，除了生產端運用精準農業以最少資源生產最多產品，提高農業產量解

決之外，還必須持續導入採後處理、加工研發、產品安全追溯等相關技術，

提供目標市場所需產品。 

二、採後處理可延長產品櫥窗壽命並確保產品品質，然而，採後處理中「冷鏈」

是目前農業發展最大的缺口，雖然農業試驗單位已有不少採後處理的研究，

但如何與設備及商業模式互相配合、驗證，仍有待努力空間；此外，發展

冷鏈來確保產地到消費者端品質穩定，涉及產地預冷、分級選別、低溫儲

藏、物流配送（含外銷）與通路回饋等許多層面，都需要農政與食品相關

單位持續輔導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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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區塊鏈技術」是國內近年來熱門討論的議題，如何運用這「去中心化、

可分別記錄、不可逆的修改」特色，來解決農業面臨的產品安全問題、產

銷價格問題、資金借貸問題等，然而這部分國內對於該技術仍屬陌生，為

與世界市場接軌，必須輔導產業將眼光放遠，逐步建立相關資料庫、運作

機制，並加強認識與運用該技術。 

四、我國農業因農地零碎分散、農業經營規模小、產銷成本高、對通路商議價

能力低、農民欠缺企業化經營能力、勞動力老化等限制產業發展，為克服

此小農體系問題，發展「農企業」是我國農業未來必須努力的方面。小農

體系對接大型通路相當不易，包括如何整合一致性產品、金融擔保、資金

流、資訊流等，都是目前小農體系辦不到，因此未來農企業角色勢必越來

越重要，去承擔整合農民產品、消費者需求、導入資本市場資源、對接通

路等，目前現有的集團產區營運主體、農民團體、產銷班等都可以輔導轉

型為農企業組織，後續農政單位應加強輔導納入。 

五、發展智慧食品價值鏈，雖然可以運用科技來解決產業問題，然而資源投入

是否具有效益、新科技所需高額資本、政策法規是否可以銜接，都需要公

私部門合作，以及政府單位跨部門、跨領域之溝通、協做與整合。農委會

目前透過科技計畫、業界參與合作計畫等，已逐步朝智慧農業 4.0發展，

惟技術開發、導入與擴散速度有限，宜透過補助或輔導等政策工具，並與

相關部會合作，加強推動智慧食品價值鏈發展，促進產業創新升級及永續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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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活動照片 

 

 

 

 

 

 

 

 

 

 

 

圖 1、所有與會國家代表及專家學者合影 

 

 

 

 

 

 

 

 

 

 

 

 

圖 2、我國三位代表完成本次研討會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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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我國代表參與小組討論 

 

圖 5、我國代表和其他與會者交換意見 

 

 

 

 
 
 
 
 
 
 
 
 

圖3、我國代表檢視小組資料 

 
 
 
 
 
 
 
 
 
 
 
 
 
 
 
 

圖4、我國參與小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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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我國代表於他國代表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