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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參加由財團法人工業研究院籌組之「探索智慧農業海外標竿見學營」，會同農

企業、學界及資通訊廠商等 20 餘位跨界人士，前往日本九州 4 個城市，拜會學研

及產業共 10 個單位，研習地狹人稠又有全球最嚴重人口老化問題的日本，在農業

方面如何積極以智慧農業研發與推廣加以因應之思維、策略、措施及目前推動現況。 

日本運用省力或智慧化機具及系統於農業實務耕作，以提高耕作效率及增加

農民收入，已是進行式，惟基於成本及效益考量，目前仍以法人團體或具規模之公

司始有能力使用；除了科技創新，營運模式創新也會帶動大的變革及產生大效益；

包含農業在內之各產業，均積極與 IT 科技結合以開展新的事業。 

我國智慧農業自 2015 年起開始推動，目前 10 項產業及示範場域之成果正逐漸

展現，有鑑於智慧農業可因應缺工問題並提高營運效率，建議農業部門可擴大跨域

合作、支持試驗研究單位多投入、鼓勵民間加速導入運用。 



2 
 

目次 

壹、出國目的 ------------------------------------------------------- 3 

貳、出國人員與行程 ------------------------------------------------- 4 

參、出國內容 ------------------------------------------------------- 5 

一、學研單位---------------------------------------------------- 5 

二、產業單位-----------------------------------------------------7 

肆、心得與建議 -----------------------------------------------------12 

 

附圖----------------------------------------------------------------14 

  



3 
 

壹、出國目的 

財團法人工業研究院（以下簡稱工研院）為配合國家重要政策，籌組「探索智

慧農業海外標竿見學營」，邀請農企業、青農、學界及資通訊與感測元件廠商等，

前往日本九州之福岡、佐賀、熊本、宮崎共 4 個城市，拜會農研機構、農業法人、

農場、企業及學校等 10 個單位，研習有關 ICT 系統與技術、農用無人機、無人耕

耘機及相關示範場域等，期了解日本智慧農業研發與推廣之新思維及策略，以及傳

統農業在導入智慧化系統前後差異、轉型智慧化之經營管理調整等。出國人員期參

與該見學營，俾研習後供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智慧農業及省工機

械等相關業務在研發及推廣之推動參考，更期帶動中彰投轄區之智慧農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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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出國人員與行程 

一、出國人員：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李紅曦場長。 

二、出國行程：  

日   期 行程 內    容 

10 月 14 日（一） 啟程 桃園機場至福岡機場 

10 月 15 日（二） 參訪 
九州大學農學部 

佐賀大學農學部內 OPTiM 公司 

10 月 16 日（三） 
參訪 農研機構．九州沖繩農業研究所 

農業法人新福青果有限會社 

10 月 17 日（四） 

 

參訪 

宮崎縣立農業大學 

JA 宮崎菠菜工廠 

宮崎縣綜合農業試驗場 

霧島酒造工廠 

10 月 18 日（五） 

參訪 

 

返程 

熊本杉卡米農場 

井關 ISEKI 熊本製造所工場 

福岡機場至桃園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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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出國內容 

本見習營計參訪 4 個學研單位及 6 個產業單位，參訪內容如下： 

一、學研單位 

（一） 九州大學農學部 

由安武大輔准教授（農業氣象專家）及岡安崇史准教授（農機及農業情報

專家）兩位教授簡報及現場導引介紹。 

九州大學於 1919 年創立，目前學士、碩士及博士生共約 18,747 位。 

該校運用溫室設施來進行研究及產學合作，包括環境要素之監測與調節

（例如二氧化碳施加）、以影像監視作物以掌握光合成速度來進行生長與生產

預測等（圖 1 至 6）。與外界廠商所進行不同處在於，藉由作物生理生態的掌

握與監控，產生資訊，預測生長生產及收穫，提供給生產者作為栽培參考。 

（二） 農研機構 NARO 之九州沖繩農業研究所 

由旱作研究領域長小柳敦史及旱作研究領域農機組長石井孝典兩位簡報

及接待。 

小柳敦史領域長說明，NARO 本部在知城縣，1960 年成立，從事農畜研究，

全國 3,000 名員工，原為農林水產省之研究所，18 年前 2001 年時改制為獨立

機構，目前經費主要由政府支應。所長為工業博士，正朝農工結合方向努力，

此方向日本與臺灣一致。NARO 具 20 個分支，九州沖繩農業研究所為其一，

由於九州與沖繩氣候較熱，故農業發達，但因面對人力不足及國外農產品進口

衝擊，故 1960 年時即成立此研究所，目標有二，包括生產高產值農產品及進

行品種改良，主要作物為甘藷及飼料玉米。其下 3 個據點分別在熊本（畜產）、

福岡（水稻）及都城（甘藷），餘為較小各有約 2 個人員之研究室 3 處，分別

在長崎、鹿耳島（甘蔗）、沖繩（病蟲害研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1.甘

藷品種改良，包含烤地瓜用、澱粉用及燒酎用；2.玉米，日本主由 Pioneer 等公

司進行分配，但九州自行開發品種，以克服病蟲害及萎縮病兩大問題；3.農機，

包括採收菠菜之機器及種植甘藷之機器；4.稻田作物生理遺傳研究，包括甘藷

DNA 研究及病蟲害研究等；5.農田土壤研究；6.支援農民作業，包括農田耕作

及採收之技術支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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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井孝典組長則指出，日本全國 UAV 運用愈來愈廣泛，農林水產省針對

在農業之運用範圍規範出 3 部分，包括：農藥噴灑、農作物生長收穫與病蟲害

監測、鳥獸害破壞之監測及驅除（圖 7）。但也提到較大之農業組織機構始有

能力從事，一般農民意願不高且有執行難度。農林水產省之「推動智慧農業加

速化實證計畫（2019-2020）」，期掌握各地區狀況，構建 UAV 及無人農業機

械使用，導入現場讓農民使用為目標，已在全國 69 個農場實施。 

石井孝典組長另針對菠菜生育掌握加以介紹，表示以往很難進行收穫預測

及病蟲害預防，但運用現代科技即可達成。例如，利用影像拍攝可較以往需赴

現場之情形，可更清楚判別生育不良情形，並更快速且精準地解析品質不一等

問題，進而提高品質、產量及產值；又如，SfM（Structure from Motion）-MVS

（Multi View Stereo）之 3D 拍照技術，經指定範圍 UAV 即可自動拍出很多照

片，將照片拼圖可得全面，並可轉換為立體圖，即可清楚了解菠菜生育情況，

另利用標高可測出高度，即可由照片看出菠菜田高度，了解生育階段及預估收

穫量。此外，利用太陽光照射在物體上經物體吸收後反射來估算作物生長情形

之 NDVI 正規化植生指標（NIR-R）/（NIR+R），應用於水稻，由葉片顏色及營

養取得，即可得知何時施肥及推估產期及收穫適期。以菠菜而言，利用 2D 檢

測、3D 檢測及 NDVI 光的反射（主由最新成立的筑波農業觀測技術研究所在

進行） ，即可了解生長情形。 

（三） 宮崎縣立農業大學 

由西森竜一教師引導介紹。全校僅有 120 位學生，學生基本農學課程外，

另加 ICT 課程 30 小時，3 年前開始此課程，ICT 課程由民間企業來教授。 

宮崎縣農地不大，縣政府乃制定規範將該縣農業大學土地，開放供該縣企

業承租，提出「次世代營農挑戰-促進省力化及效率化計畫」，以進行智慧農業

產學合作，期實證農地大規模栽培，除可活化民間資源，學生亦可實習進行人

才培育，農民另可來觀摩成果，達多贏局面（圖 8）。一個僅有 120 位學生的

縣立農業大學，但卻創造出據說為全國唯一的制度。 

「次世代營農挑戰-促進省力化及效率化計畫」（圖 9、圖 10）共有 2 期，

第 1 期在 2015-2017 年，實習農地 5 公頃及 4 公頃各 1 筆，分別針對畜產飼料

作物（玉米）及加工業務用蔬菜（甘藍、菠菜、紅蘿蔔、芋頭）進行大規模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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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試驗。第 2 期則在 2018-2020 年追加 1 筆 2.7 公頃農地供加工蔬菜使用。實

驗田合計 11.7 公頃，提供縣內企業進校實施 3 年，1 筆土地提供給 1 家企業租

用，租金年收 200 萬日圓，該家企業可邀集其他企業共同營運。 

以冷凍加工蔬菜農地合計共 6.7 公頃為例，實施項目包括栽培管理、機械

化分業化（部分委託法人執行）、感測技術（土壤資料蒐集分析（圖 11），運

用 UAV 進行病蟲害防除、農藥噴灑及農地管理）、新栽培體系建構（湛水栽

培、對應天候變動栽培，混種不同蔬菜作物故品項可擴大）、與實際需求者媒

合（包裝出貨、貨櫃出貨，收取多樣性品種，則產量增加、品質提升、省力化、

成本得削減）。參與之產官學對象，除了宮崎農業大學及縣府農林振興局與試

驗場外，民間企業則包括農研機構 NARO、法人團體、在地組織、種苗商及銷

售業者等（圖 12）。 

（四） 宮崎縣綜合農業試驗場 

由濱口卓郎企劃情報室主任研究員、日高透副場長、金丸俊德果樹部副部

長接待，說明該試驗場（團員合照如圖 13）於 1899 年成立，面積共 62.6 公頃，

為縣設立之試驗場，另有分布各區域之 4 個試驗場，分別研究茶、亞熱帶果樹

（芒果、荔枝，芒果 30 年前即開始研究）、芋頭、牧草，此地點主要研究作

物包括蔬菜、葡萄、水稻、小麥、大豆、牧草等。 

本次參訪主要係至田間試驗現場，參觀瞭解穿戴式人機輔具（日本稱動力

衣）之研發情形（圖 14）。所研發之人機輔具，包括：採果用上臂減力型（3.5

公斤，已技轉，農民試用後若合用，廠商將生產製造）（圖 15）、通氣降溫衣

（電磁充飽可使用 8 小時）、全身支撐型（減輕腰部負重）。經試驗，全身支

撐型若搬運 20 公斤重物可連續搬運 30 籃。這些人機輔具之功能經人體穿戴試

驗結果，作業前後之脈膊、心跳數降低多，作業效能提高、所施力量減低，作

業完成後疲勞度降低（圖 16）。 

二、產業單位 

（一） 佐賀大學農學部育成之 OPTiM 公司 

由皈田泰章總經理（圖 17）接待，渠於京部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曾在臺

灣工作參與過臺北、高雄及桃園機場等捷運之興建。OPTiM 為由佐賀大學育成、



8 
 

由學生成立、座落在農學部內之公司（圖 18），2000 年設立。公司正式員工

300 人，含非正式 500-600 人，每年增加 100 人。 

該公司積極嘗試九州內各產業* IT 的營運模式，其中在農業*IT 部分，舉

出目前主要運用在農業行政（面積及災害調查等）及農業生產兩部分。以面積

及災害調查而言，以 UAV 搭載近紅外線及一般相機掃描進行拍照，經畫像辨

視、分析，可提早 5 天發現水稻褐飛蝨危害情形，即可快速精確掌握確認而施

用農藥，改進傳統上需赴現場之耗時費力，並解決人眼無法判識之問題（圖 19）。

此外，OPTiM 的智慧農業解決策略為，成功利用 AI 的深度學習技來檢測病蟲

害，達早期感測並準確施用及減用農藥目的，病蟲害如經解析查出問題所在，

可直接針對罹病株去精準噴藥，而減少用藥達到防治目的，以毛豆栽培為例，

農藥施用即可較慣行模式減少用量並達殘留檢查零檢出之結果（圖 20）。 

以現今UAV 最廣為運用之噴藥部分，該公司發展出較特殊者，為使用 UAV

配合相機辨視確認稻田罹病區域，並運用部分害蟲具趨光性之特性，於夜間由

UAV 附掛燈具將蟲誘出並直接進行噴藥，故和慣行之全面灑布方式相比，農

藥減量可達 50-100%，作物收成後經該公司全數買回再包裝販賣，售價為一般

之 3 倍（去年收 70 公噸，以 300 公克、2 公斤、5 公斤包裝販賣）（圖 21）。

藉由智慧農業，OPTiM 得以致力推動安心安全農業。 

該公司想辦法從九州看全世界，表示日本市場也小，想拓展至全球。努力

推安心安全農業，希能改變全球農業生產。日本有機農業佔 0.2%，導入 IT、

UAV，有機市場即可能得以增加。很多人認為農業是夕陽產業，但皈田泰章總

經理以其眼光來看認為是重要的成長產業，自我期許由日本九州往東亞成輸出

大國。 

（二） 農業法人新福青果有限會社 

由栗原貴史社長接待，指出宮崎縣有許多小農，由父母及子女家庭式經營，

但新福青果係以公司形態且導入 ICT 來進行農業經營。該會社 1987 年成立，

資本額 6,700 萬日圓，主要營業對象含大小型超商及店家等，包括小賣業、加

工業、外食產業及出口商，主要從事甘藷、牛蒡、馬鈴薯、胡蘿蔔、芋頭等蔬

菜之生產、加工及販賣。農場規模自營 35 公頃及契作農家 100 公頃。員工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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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名（含研修生、打工者及殘障者），自營農場作業人員共 10 人，含負責機

械操作者 5 人及來自柬埔寨外國研修生 3 人。 

表示過去以紙本或手機到現場計量檢測，現在亦使用手機或平板電腦但可

將資料傳輸至 ICT 資料管理中心，除了生產之外，其他資料亦同，資料收集後，

簡單者直接供閱讀，複雜者經 ICT 團隊管理分析，再告訴農民，整體農田及農

場經營較利於管理。目前更進一步導入 UAV 及無人農機來協助農務，作業速

度快、效率高且較輕鬆，此外技術人力及現場人員均可減少，ICT 新人員或原

行政庶務人員經短時間訓練即可快速操作執行，人力養成時間及花費成本降低

很多，職員類別也產生結構性不同。 

本次參訪，亦至現場觀摩無人農業機器在田間之操作情形（圖 22、圖 23、

圖 24）。無人農機以 GPS 定位路線，並由人在旁以平板電腦遙控即可，儘管

可以無人操作執行，但人仍在其上確認較安全，惟不碰方向盤。 

（三） JA 宮崎菠菜工廠 

由稅田勇代表取役專務解說。因為消費變化，回歸國產、簡單便利、消費

機能化及食安重視，促使個人及業務用加工蔬菜需求增加，該工廠乃於 2011 年

成立，並發展出農地採契作，蔬菜收成後冷凍加工，再運送至東京大阪等大都

市之營運新模式。全年原料 5,200 公噸，包括冷凍蔬菜 4,000 公噸及截切生菜

1,200 公噸，其中菠菜佔 70%。2018 年營業額 15 億元日圓。為日本同時已取得

Gloabl Gap 及 FSSC 22000 兩項驗證之唯一公司（圖 25）。 

與一般不同的營運模式為有產地後再建造工廠，選擇周圍 20 公里內在收

穫後 30 分鐘內可快速送回加工以維持鮮度之地點蓋工廠，農地共 96 公頃（在

宮崎縣立大學亦租有農地）。契作農民負責整地、除草及施追肥共 3 項，餘由

工廠委託法人負責噴藥及採收等作業（圖 26）。農民依據栽培標準化手冊來進

行管理，工廠則派遣年輕社員擔任顧問定期至農田巡迴，現場檢測並以平板電

腦記錄，確認生育狀況，同時提供諮詢輔導。 

目前致力智慧農業，期強化農業技術*先端技術的應用，以協助農民有效

栽培及提高收入。表示藉由田間感測器有關氣象、土壤、水分等資料之系統蒐

集，並以 UAV 蒐集影像並分析，可精確有效掌握作物生育情況，亦有利產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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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產量的預測，若以派人至現場檢查之傳統方式，則耗費人力又無法全面性掌

握。 

（四） 熊本杉卡米農場 

由大澤洋一理事長接待，並由德永今朝憲事務局長簡報及現場導覽。 

該農場於 2014 年成立。有鑑於全球人口高齡化最嚴重的國家為日本，農

業從業人員高齡化嚴重，人手不足為嚴重問題，為保護當地產業，乃成立法人

機構，以活用年輕人，來守護地區農地及農業。 

所經營農地約 260 公頃，主要作物包括水稻、大豆、小麥及洋蔥等。病蟲

害由法人協助進行，農機耕作部分若農民無法以小型農機處理，則委由法人代

行。經營範圍包括 13 聚落，成員 239 戶、138 戶契作農戶。農地 1/3 由法人直

營（農民後代無法經營的結果）。年收入 5.2 億日圓，包括政府補助之 2.58 億

日圓、事業收入（協助農民病蟲害管理及收穫所得）1.6 億日圓等，支出主為

農作委託費（作物施作費用）2 億日圓。 

該農場共 2,000 塊農地之智慧農業農地管理，係導入久保田農機 KUBOTA

之 KSAS 系統（KUBOTA 提供軟體，月租費 2,000 日圓），利用 google 及 KSAS

兩系統套疊將農地標記，以 GPS 定位並使用平板電腦進行田間確認，資料上傳

至管理中心進行管理與分析（圖 27）。KSAS 導入後，有利確認田間作業狀況，

紀錄亦容易分享，亦可進行收穫及食味預測，有利產品販賣，而肥料農藥施作

可徹底管理，有利提高消費者溝通及使用信心。系統導入後之整體效益是，較

過去提高作業效率，人力減少而收入提高，過去農田代耕錯誤的問題便可克服。 

現場有一台 KUBOTA 水稻收穫機，含食味及收量感測器，稻穀一經採收

即可直接進行米質食味測定，要價 1,700 萬日圓（圖 28、圖 29、圖 30）。 

（五） 井關 ISEKI 熊本製造所工場 

由福田先生及淩先生等人接待。1920 年成立近 1 世紀，為日本第 3 大農機

公司，創辦人理念係為解放農民過度之勞動。工廠在熊本，佔地棒球場 3 倍大

小，員工 302 人。採預約生產，每日生產量控制在 15 台，其中 3 台為大型農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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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農林水產省為鼓勵企業推出適合女性操作之農機，經推動「農業女子

應援計畫」，井關農機亦有參加，研發前有徵詢女子意見，研發後亦有辦理示

範推廣活動（圖 31、圖 32、圖 33）。儘管目前沒訂單，仍預為因應未來潛在

需求市場。 

ISEKI 新近研發可測水分含量的水稻收穫機（圖 34）。另亦研發出業界中

第一台的可變施肥田植機（圖 35），該機以超音波檢測土壤深度及以電極測電

導度，據以得知土壤肥沃度後，馬上適時進行施肥，可以精確施肥，減少不必

要肥料的浪費，並達到防止作物倒伏及收穫減少的目的。 

（六） 霧島酒造工廠 

全日本最大燒酎製造公司，每天使用原料均產自九州之 85 公噸甘藷，用

以生產出 4.5 萬瓶燒酎。重要 3 個甘藷品種中之 1 種係得自農研機構 NARO 之

九州沖繩農業研究所。該公司入口圍牆上以巨幅醒目看板，揭示所製作產品之

原料及水均係 100%來自九州及國內，並且 100%國產（圖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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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日本因地狹人稠，又有全球最嚴重的人口老化問題，但也因原即科技發達，故

在農業方面積極以省工機械化及智慧化加以因應，以本次 10 個參訪地點所見，綜

整心得與建議如下： 

一、 創新研發可支撐產業發展 

日本除了積極開發女力農機及穿戴式人機輔具，以符合未來需求趨勢，以及

強化影像監視作物以掌握光合成速度來進行更精準之生長與生產預測等基礎研

究之外，運用省力或智慧化機具及系統於農業實務耕作已是進行式，包括：以

UAV 局部精準噴藥以減少用藥、以無人農機在田間耕耘與採收、以具食味/收量

/水分含量感測器之收穫機進行水稻採收等，惟基於成本及效益考量，目前仍以

法人團體或具規模之公司始有能力使用。 

我國智慧農業自 2015 年起開始推動，目前 10 項產業及示範場域之成果正逐

漸展現，惟建議未來得多鼓勵改良場投入研發，以利在第一線與轄區之相關農

產業或異業有更多之接觸與互動，並期得以帶動轄區之智慧農業氛圍觀念與運

用實績。 

二、 營運模式創新會帶動變革 

宮崎農業大學土地提供業界承租以進行智慧農業產學合作，創造跨域研發、

學生實習及農民觀摩之多贏局面；熊本杉卡米農場因應農村人力老化與不足，

成立新的法人機構，從事集體產銷，並運用智慧農業機具與系統來提高耕作效

率及增加農民收入，故除了科技創新，營運模式創新也會帶動大的變革，產生

大效益。 

我國智慧農業除了科研投入，建議下階段可更積極創建智慧農業環境氛圍，

其他非科研之經費或政策工具等資源亦得配套啟動，政策性宣誓將可引導民間

全面性投入相關之研發與應用。此外，宮崎農業大學土地開放業界承租以進行

重要科研產學合作案例，建議本會相關試驗研究單位或可參採，初步可由業具

育成中心之試驗所試行，由現行以室內辦公室及實驗室為主之育成場域，放寬

至戶外試驗田，可行後再逐步推動至各區域改良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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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跨域合作可壯大農業發展 

佐賀大學農學部育成之 OPTiM 公司，因結合農業科技與 IT 科技而開展新的

事業；這次工研院所組的研習團，成員來自農、工、商及投資界，大家著眼的也

即在農業*ICT 的跨域發展機會。異業都嘗試在農業尋找發展機會，而智慧農業

更需跨域合作，農業界應該積極善用，藉開放更大的參與空間來誘導異業進來

讓農業加速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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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圖 1. 九州大學安武大輔准教授簡報說明由葉片氣

孔開合、糖分轉換或 CO2 進一步施用等光合成
速度來進行作物生長與生產預測 

 

圖 2. 九州大學安武大輔准教授簡報說明由葉片氣
孔開合、糖分轉換或 CO2 進一步施用等光合
成速度來進行作物生長與生產預測 

  
圖 3. 九州大學安武大輔准教授說明所研發影像監

視以掌握作物光合成速度來進行生長與生產
預測之系統 

 

圖 4. 九州大學安武大輔准教授說明所研發影像監
視以掌握作物光合成速度來進行生長與生產
預測之系統 

  
圖 5. 九州大學 CO2 施加系統 
 

圖 6. 九州大學影像監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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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NARO 石井孝典組長提供之農林水產省「推動智慧農業加速化實證計畫（2019-2020）」 

 

 

圖 9.宮崎縣政府於宮崎縣立農業大學實施之「次世代營農挑戰-促進省力化及效率化計畫」之施作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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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宮崎縣政府於宮崎縣立農業大學實施之「次世代營農挑戰-促進省力化及效率化計畫」內容 

 

 
圖 12.宮崎縣政府於宮崎縣立農業大學實施之「次世代營農挑戰-促進省力化及效率化計畫」，以冷凍加

工蔬菜農地為例之實施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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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宮崎縣立農業大學田間感測器 
 

圖 11.宮崎縣立農業大學進行智慧農業產學合作，
除實證農地大規模栽培及活化民間資源，學
生亦可實習進行人才培育，農民則可來觀摩
成果，達多贏局面。 

 

  
圖 13.團員於宮崎縣綜合農業試驗場合影 
 

圖 14.宮崎縣綜合農業試驗場田間動力衣觀摩 
 

  
圖 15.宮崎縣綜合農業試驗場採果用上臂減力型人

機輔具由團員試穿 
圖 16.宮崎縣綜合農業試驗場人機輔具功能經人體 

穿戴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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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OPTiM 皈田泰章總經理 圖 18.OPTiM 由佐賀大學育成、由學生成立、座落在 

九州大學農學部內 

  
圖 19.OPTiM 簡報表示，以 UAV 搭載近紅外線拍攝

圖像，與一般照片比較，可提早 5 天發現水稻
褐飛蝨危害情形，而得準確施用農藥。 

 

圖 20.OPTiM 成功利用 AI 的深度學習技來檢測病蟲害， 
達早期感測並準確施用及減用農藥目的。以毛豆 
栽培為例，農藥施用即可較慣行模式減少用量並 
達殘留檢查零檢出之結果。 

 

  
圖 21.OPTiM 致力推動安心安全農業，作物收成後全

數買回再包裝販賣，售價為一般之 3 倍。 
 

圖 22.團員於新福青果有限會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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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新福青果有限會社田間無人農機 
 

圖 24.新福青果有限會社無人農機於田間操作情形 

  
圖 25. JA宮崎菠菜工廠為日本同時已取得Gloabl Gap

及 FSSC 22000 兩項驗證之唯一公司 
圖 26.JA 宮崎菠菜工廠的契作農民負責整地、除草及 

施追肥共 3 項，餘由工廠委託法人負責噴藥及 
採收等作業 
 

  
圖 27.熊本杉卡米農場 2,000 塊農地之智慧農業農地

管理，係導入 Kubota 之 KSAS 系統，利用 google
及 KSAS 兩系統套疊將農地標記，以 GPS 定位
並使用平板電腦進行田間確認，資料上傳至管
理中心進行管理與分析 

圖 28.熊本杉卡米農場所見含食味及收量感測器 
之水稻收穫機，稻穀一經採收即可直接進 
行米質食味測定，本裝置即內含感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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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熊本杉卡米農場所見含食味及收量感測器之

水稻收穫機，稻穀一經採收即可直接進行米
質食味測定，本裝置為感測顯示器。 

 

圖 30.熊本杉卡米農場所見含食味及收量感測器之水 

稻收穫機 

  
圖 31. ISEKI 研發女力農機，研發前有徵詢女子意見，

研發後亦有辦理示範推廣活動 
 

圖 32. ISEKI 研發女力農機，研發前有徵詢女子意見， 
研發後亦有辦理示範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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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日本農林水產省為鼓勵企業推出適合女性操

作之農機，經推動「農業女子應援計畫」，
ISEKI 亦有參加 

 

圖 34. ISEKI 新近研發可測水分含量的水稻收穫機 

  
圖 35. ISEKI研發出業界中第一台的可變施肥田植機 
 

圖 36.霧島酒造工廠入口圍牆上以巨幅看板揭示 
產品之原料及水均係 100%來自九州及國內， 
並且 100%由自家工廠生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