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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透過臺日每年辦理的茶業技術交流會議可以促進學術及產業等各領域的交

流，本次會議交流內容包括臺灣特色烏龍茶產製技術、應用智慧化技術於茶樹

病蟲害防治現況與研究進程。期望藉由雙方交流會議讓臺日更多茶業技術及人

員互動交流，共同推動雙方茶業的發展及創造新的價值，將有助於兩國在農業

方面更緊密合作，共同提升農業合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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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的與行程規劃 

(一)目的： 

為維持臺日雙方良好茶業技術交流，茶改場及農糧署於 103 年共同舉辦第

一屆臺日茶業技術交流會，之後 104 年於靜岡縣辦理第二屆、105 年於茶改場

辦理第三屆、106 年於鹿兒島辦理第四屆、107 年於農委會辦理五屆，108 年第

六屆臺日茶業技術交流會並已規劃於日本辦理，故欲藉本計畫赴日出席交流會

及研習相關技術。本次技術交流與研習主題包括針對臺日茶業發展現況及智慧

化茶樹病蟲害管理技術等。 

世界農業逐步進入智慧化管理，智慧化農業著重以機械化管理，機械化管

理之茶樹有著密植特性；此外，茶樹在枝葉鬱密的生長情形下較容易有病蟲害

發生問題，包括茶樹髮狀病、茶赤葉枯病、粉蝨類及捲葉蛾類等。臺灣在智慧

農業也有所著墨，但前仍處於初步階段，本場自執行農業 4.0 智慧化溯源系

統、茶葉智慧化生產管理系統、茶葉產期預估與最適生產模式之建構及病蟲害

影像辨識開始，已著手將智慧化農業初步與茶業產製銷管理結合。然有鑑於日

本產業於技術研發及產業發展應用已相當成熟且穩定，臺灣智慧型農業處於初

期階段，許多關鍵技術亟需建立，茶樹的智慧型農業及機械化病蟲害整合性管

理目前在世界上研究較少，日本茶業歷史悠久且多採大面積栽培管理及自動化

採摘及生產，鄰近茶區之日本野菜與茶研究所對此多有著墨，期能藉由技術研

究、觀摩及討論的過程，得到日方經驗以應用於臺灣智慧化茶葉生產。 

 

 (二)行程規劃： 

日期 時間 内容 地點 

11/5 

18：30 富士山靜岡空港 

臺灣桃園>日本靜岡 
 

東橫 INN 靜岡駅南口 

(靜岡縣靜岡市駿河區泉町 3-24) 

11/6 

10：00 

～12：00 

參訪生產現場 

(預定：靜岡縣島田市) 

日本靜岡 
14：00 

～17：00 

2019 年度日本茶業學會研究發表會 

(靜岡縣コンベンションアーツセンターグラ

ンシップ、靜岡縣靜岡市駿河區池田 79-4) 

17：30 

～19：30 
2019 年度日本茶業學會研究發表會懇親會 

11/7 

10：45 

～11：00 

世界茶展開幕儀式 

(靜岡縣コンベンションアーツセンターグラ

ンシップ、靜岡縣靜岡市駿河區池田 79-4) 日本靜岡 

11：00 

～16：00 

參觀世界茶展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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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9：30 

～14：00 

第 6 屆臺日茶業技術交流會會議、午餐 

(農研機構果樹茶業研究部門金谷茶業研究據

点、靜岡縣島田市金谷猪土居 2769) 

日本靜岡>日本東京 
14：30 

～15：30 

參訪乘用型茶園管理機 

(カワサキ機工工場、靜岡縣掛川市伊達方滑

川 810-1） 

約 16：00 JR 掛川駅前往東京 

11/9 

9：30 

～14：00 
參訪日本現代化茶店(原宿表參道) 

日本東京>臺灣桃園 

17:45 成田空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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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察內容 

1. Harada 製茶農園公司 

因靜岡縣近年來平均每年減少 200 公頃茶園面積，及面臨務農人力

高齡化、人力缺乏、茶價下跌等問題，為了維護當地產業所以 Harada 公

司在 2008 年成立，期能維持當地茶產業。Harada 公司主要以大面積平

坦茶園導入機械化生產作為因應現況之解決方法。Harada 公司目前契

作面積約 300 公頃，年產量約為 1500 公噸毛茶(茶乾)。 

Harada 公司自 2009 年起陸續取得 JGAP、GLOBAL GAP 及 ASIA GAP

等認證，公司負責人說明目前 Global GAP 為最嚴格之驗證標準，只要達

到 Global GAP 亦可達到其他驗證標準，目前契作之茶園皆以達到 Global 

GAP 為生產管理目標，而日本國內以 JGAP 認知度最高，亞洲市場以 Asia 

GAP 為主，負責人也說明多驗證對於商品銷售是有助益的，且日本國內

若要申請政府補助，諸類認證為基本入門門檻，日本國內補助以評分制

度，有多少認驗證就可以得多少積分以獲得相對應之補助。 

Harada 公司十年前開始進行之茶園管理從基本參數取得，包括茶園

中大氣溫濕度、土壤水分、土壤溫度及 EC 等，並與國內大廠合作遠端

監控(影像等)技術及導入智慧化機械(無人採收機等)，而無人採收機及

遙控除草機目前在日本並未上市，以國家型計畫正在進行研究中。日本

國內無人噴藥機受限法規，僅在試驗階段，尚無推廣至茶園使用。而無

人機管理茶園接受度部分，公司負責人說明目前仍習慣田間操作有人在

現場，尤其是在噴藥部分。 

有關人力缺乏而引進農業外籍勞工部分，主要自越南引進外籍勞公，

每十人會搭配一位翻譯，有配給宿舍；在外籍勞工管理中以實習制度進

行訓練作為配套，目前日本政府認為若不引進外勞及使用機械，將會無

法維持產業面積，而管理外籍勞工策略為配合引進人力及使用智慧化機

械，當外籍勞工返回原國家後沒有智慧化機械亦無法複製生產技術。在

本國農民訓練上則與臺灣相同，在各農研機構開設相關訓練課程。 

 

2. 日本茶業學會研究發表會 

2019 年度日本茶業學會研究發表會由日本茶業學會於靜岡縣舉辦，

本年度學會發表內容包括(1)栽培、(2)病蟲害、經營、育種、(3)製茶、成

分、土肥等分項主題，來自日本各試驗單位及大專院校針對茶葉不同研

究主題進研究發表，本年度發表研究題目如附錄一。 

 

3. 世界茶展 

由靜岡縣政府主辦之”2019 年世界茶葉節秋季盛典”於 2019 年 11

月 7 日至 10 日於靜岡縣會議藝術中心舉行，今年度為第七屆世界茶葉

節，本次活動期間不僅將通過“日本飲茶方式競賽”介紹飲茶的新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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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還在會場實施塑膠垃圾削減活動及關於永續發展農業的茶草場農

法的研究發表，積極推進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本次活動尚包含主辦

世界各國的茶葉綜合展銷會，邀請國家包括臺灣、中國、泰國、斯里

蘭卡等主要產茶國家，以促進茶葉的消費。 

 

4. 第 6 屆日臺茶業技術交流會會議 

11 月 8 日於日本靜岡縣農研機構果樹茶業研究部門金谷茶業研究

所舉辦第六屆臺日茶業技術交流會議。本會議首先由臺日雙方介紹茶

產業產銷概況及未來發展趨勢及目前應用智慧化技術於茶樹病蟲害防

治上研究近況與應用現況等。本場蘇場長代表說明臺灣茶特色，尤其在

部分發酵茶的高香氣及重喉韻之產製技術獨步全球，未來將透過風味

輪、分類分級系統，更進一步與消費者進行良性互動與溝通，並作為產

品行銷之參考；日方由農林水產省生產局橋本陽子代表說明，近年日本

綠茶國內外發展情勢並對於國外市場行銷取得相當成果，另對於國內

茶農高齡化趨勢，亦積極導入智慧農業新技術；此外，在日本國內 IPM

（整合性防治技術）有專案性補助，並對於因氣候暖化茶園病蟲害相改

變，提出與臺灣進行共同調查與研究防治方式之合作意願。 

在茶園病蟲害智慧化管理技術交流中，由本場林副研究員代表說

明智慧化技術應用茶園病蟲害管理現況及介紹兩項智慧化病蟲害相關

研究技術，包括茶樹病蟲害影像辨識系統開發及植保機應用大面積病

蟲害防治技術研究等；日方則由佐藤安志組長代表說明日本主要茶樹

病蟲害綜合管理生產體系。 

佐藤先生演說內容摘錄： 

近五年日本國內病蟲害管理出現大變化，日本在新策略擬定中，

期提高國內農產品出口量，而日本出口國也不斷增加，農藥殘留問題為

出口最重要的問題。日本主要出口對象為歐美各國，各國農藥殘留標準

已正面表列，也因為歐美不生產茶葉，造成生產國及消費國的標準不一。

為了生產高品質茶葉需要進行病蟲害防治，在生產國家一般來說農藥

普遍地被作為防治手段，但要出口到歐美則農藥殘留則是很大的問題，

故日本希望能採用農藥以外的防治方法以提高出口量。 

日本為了防治病蟲害制定了 IPM 系統，主要概念為 1.預防中營造

不適合病蟲害發生的環境，2.防治時機的制定，3.投入防治（農藥、非

農藥），然而中央僅針對概念性進行綱要制定，各縣府再針對各地作物

別及環境特性等進行制定各自的 IPM 管理模式。目前針對 11 種作物制

定 IPM，由縣政府及 JA 來推廣指導農民，所以不是由中央政府制定具

體當地執行計畫。 

除了茶樹病蟲害以藥劑防治外，日方亦積極投入非化學農藥防治

的研究，包括物理防治、生物防治、栽培防治等。物理防治如利用吹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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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捕蟲機防治小綠葉蟬、燈光誘引鱗翅目害蟲、黃色黏紙誘引小型害蟲

等；生物防治包括天敵昆蟲的應用、蘇力菌及顆粒病毒防治鱗翅目幼蟲、

性費洛蒙誘引及干擾害蟲交尾等；栽培防治包括利用噴水干擾桑白介

殼蟲幼蟲孵化、抗病茶樹品種育成等。 

此外，亦針對外來種害蟲進行研究，包括來自中國大陸花卉的刺

粉蝨、自臺灣芒果接穗的智利薊馬（Ｃ系統）會危害蔬菜、花卉及茶等，

更進一步發現來自臺灣的智力薊馬已有部分抗藥性。 

 

5. 川崎機械公司 

臺日茶葉技術交流會結束後，參訪川崎機械公司，該日適逢川崎

機械公司進行公司產品展覽及觀摩會，會場展示各式茶業機械，包括自

田間之耕犁、施肥、採茶機械，製茶加工相關機械等，現場亦展示無人

茶菁採收機，顯示未來無人化茶園管理之可能性。 

 

6. 日本現代化茶店 

於東京表參道行人徒步區進行茶飲店普及率考察，短短百餘公尺

的街道上不僅有潮牌服飾，更有目前受歡迎的手搖茶飲店，茶飲店前不

乏放置著珍珠奶茶的立牌或是塑膠雕塑品等宣傳著來自臺灣的珍珠奶

茶，來自臺灣的手搖茶飲品牌店家亦非常多，包括日出茶太、五十嵐（日

本品牌為 koi）、鹿角巷等，街道上有許多外國觀光客，亦和日本人一樣

幾乎人手一杯有珍珠的飲品，可見珍珠奶茶在日本風靡程度。 

 除了考察手搖茶飲店外，本次選定一家日本現代化茶店，店內

不僅陳設許多茶葉產品供購買外，還有設置座位可以直接在店內享用

現沖熱茶飲及茶點，也店員直接交流茶業相關知識，讓年輕族群亦能

接受飲茶文化。 

7. 東京農工大學學者交流 

配合本場防檢疫領域科技計畫執行茶捲葉蛾類關鍵技術缺口之研

究，其中生物防治部分為先針對茶捲葉蛾類病原微生物進行調查，因

緣際會下與東京農工大學師生進行合作研究，也在臺灣採集到之茶捲

葉蛾上分離出具有殺雄特性之 Wolbachia t-strain，亦為世界首次發表

茶捲葉蛾上之 Wolbachia 具有影響雌雄比之病原微生物，此外，亦為

因應化學農藥減量使用目標，本場積極與東京農工大學持續合作研究

殺雄機制及臺灣其他捲葉蛾類之病原微生物種類及後續生物防治應用

價值。 

 



9 
 

四、心得與建議 

（一）智慧化田間管理技術為世界各為研究潮流，日本亦為因應務農人力老

化、勞力短缺、茶葉價格下降等問題，大量導入機械化耕作，甚至更朝著無人

化管理研發。臺灣也面臨相似問題，除了可以導入日本機械化耕作機具外，亦

須研發改良合適臺灣耕地面積零碎、坡地茶園等地形限制之機械耕作方式。 

（二）智慧化技術應用在茶園病蟲害管理技術研發中，日本與臺灣的防治技術

並無太大的落差，但日本相對於臺灣的優勢在於對於病蟲害基礎生態研究相對

扎實，相關資料可以應用於智慧化預測及決策系統中，提供更精準及即時的防

治策略，建議臺灣方面公務研究單位可與學校等學術單位共同研究本土病蟲害

發生生態，以提供智慧管理資訊系統配合氣象資料對病蟲害發生進行預測、發

布警報及提供防治方針。 

（三）持續進行臺日茶業技術交流，尤其在部分發酵茶產製及行銷推廣層面，

建立長遠合作平台及產官學界聯絡對口，俾利日後技術研發與產業輔導之後續

諮詢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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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照片及說明 

(一) Harada 製茶農園公司 

 

 

Harada 製茶農園公司 參訪一行人與公司負責人（前排右二）合影 

 

 

蘇場長致贈禮物予 Harada 公司負責人 田間展示乘坐式噴藥器械 

 

 

參觀製茶工廠之茶葉生產鏈 參觀製茶工廠之茶葉生產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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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本茶業學會研究發表會 

 

 

日本茶業學會研究發表摘要集封面 論文口頭發表現場 

 

 

論文口頭發表現場 蘇場長代表臺灣參加茶葉學會懇親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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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世界茶展 

  

2019 世界茶展會場及說明牌 2019 世界茶展開幕式 

  

世界茶展周邊展示世界綠茶比賽得獎產品 2019 世界茶展會場 

 

 

2019 世界茶展會場攤位 參訪人員與嘉義縣政府參展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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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第 6 屆臺日茶業技術交流會會議 

  

第六屆臺日茶業技術交由會參與人員合影 蘇場長致贈金谷研究所角川所長禮品 

  

農林水產省橋本小姐代表解說日本茶產業

現況 

金谷研究所佐藤組長代表說明日本茶樹病

蟲害整合管理生產體系 

  

臺灣代表參與交流會人員 參觀金谷研究所分析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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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川崎機械公司 

  

參觀川崎機械公司機械展覽 乘坐式採茶機展示 

  

製茶機械展覽區 製茶機械展覽 

 

 

乘坐式採茶機展示 與川崎公司員工合影 

 

  



15 
 

(六) 日本現代化茶店（原宿、表參道） 

  

臺灣茶飲店-日出茶太 臺灣茶飲店-五十嵐 

  

日本現代化茶店外觀 店內展售各式茶類 

  

店內飲用現泡茶飲 店內現泡茶飲及甜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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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東京農工大學學者交流 

  

林副研究員與東京農工大學井上真希教授

交流研究 

東京農工大學校門口 

 

 

 

茶捲葉蛾飼育盒 茶捲葉蛾飼育環境 

  

茶捲葉蛾飼育情形 利用人工飼料飼育茶捲葉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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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2019 年度日本茶業學會研究發表報告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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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2019 年度日本茶業學會研究發表報告目錄(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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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2019 年度日本茶業學會研究發表報告目錄(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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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2019 年度日本茶業學會研究發表報告目錄(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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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2019 年度日本茶業學會研究發表報告目錄(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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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2019 年度日本茶業學會研究發表報告目錄(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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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2019 年度日本茶業學會研究發表報告目錄(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