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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農業食品部門的持續生產力增長和轉型一直是 APO成員的共同目標。該部門

面臨著許多隨著時間推移而不斷演變的挑戰，例如全球暖化，減少收成並降低作

物品質；消費者偏愛更新鮮、更有吸引力的農產品，導致農藥使用量增加；浪費

的包裝；和更大的糧食損失。而大流行造成的大規模供應鏈中斷是重大的新挑戰。

快速增長的亞洲人口需要更多的食物，而在日本等一些發達國家，人口正減少和

老齡化，更凸顯農業勞動力減少的問題以及加速採用智能農業技術的緊迫性。 

亞洲生產力組織(Asia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 APO)秘書處於 2022年

8月 31日規劃一次關於農業食品演變的虛擬會議。來自 9個國家的 35名參與者

了解農產品行業面臨的最新和未來挑戰、鑑於不斷演變挑戰而進行永續農產品管

理所需的準備工作，以及具有韌性農產品企業確保公民糧食安全的技術。 

除了更廣泛的目標外，會議也強調未來發展農業食品業務、準備減輕農業未

來風險以及將多樣性和全球化納入未來食品的政策。來自日本的兩位專家、中華

民國(本文報告人)和泰國各一位的專家在會上發表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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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一、 目的 

基於促進國際交流及提升我國與本所國際聲譽，報告人接獲亞洲生產力組織

邀請擔任該國際組織 2022年 8月 31日所主辦「農食演變(Agrifood Evolution)」

數位多國線上會議講座並參與綜合座談，講題為「為未來農業風險做準備

(Preparing for Future Risks in Agriculture)」。 

 

二、 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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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講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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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心得與建議 

除了本文報告人外，本次會議另有日本的兩位專家及泰國一位專家發表演

講，其內容摘述如下： 

主題 1：未來農業食品業務發展的政策—永續糧食系統：“MedDRI”策略，

由日本農林水產省國際策略司副司長 Shingo Futami先生主講。他分享日本透過

創新促進產能和永續發展的國家策略。該策略被稱為永續糧食系統的MeaDRI，

並解釋其目標和內容。Futami先生結論道：(1)沒有“一體適用”的解決方案導致永

續糧食系統，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優先事項。(2)在日本的情況下，重點是創新，

但每個國家都應考慮到地理、氣候、農業/其他條件，找到自己的優先事項和解決

方案。(3)日本開發的技術（例如數位工具和害蟲防治）可以幫助面臨類似挑戰的

國家。例如，亞洲的稻米生產國可能會發現它們很有用，它們在氣候上有相似之

處。(4)目標是實現人類可以在永續環境下生活的世界。日本已準備好與國際社會

合作應對這些挑戰。 

主題 2：為未來的農業風險做準備，由本文報告人中華民國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農業試驗所副所長蔡致榮博士主講。本文報告人回顧未來農業發展面臨的挑戰，

並分享台灣智慧農業作為為未來農業風險做準備的例子。還簡短地提到其他四項

類似的研究工作。本文報告人總結說：(1)開發新產品、服務和導入新的數位農業

金融計劃等創新以解決農業部門面臨的挑戰將是實現永續發展的關鍵，從而實現

永續農業並為農業未來的風險做準備。（2）為了利用此一潛力，目前數位農業

以生產為導向的重點需要擴大。需要探索其他好處，包括更好的環境績效、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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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農業政策和更高的透明度。歸根究柢，從數位農業發展到進一步考慮永續性驅

動因素是未來實現更永續農業的必經之路。 

主題 3：未來食品製造的挑戰，由泰國Kesetsart大學農工業學院食品科學與

技術系副教授Weerachet Jittanit博士主講。Jittanit博士談到更新有關當前食品製造

技術、消費趨勢和周邊情況的信息。描述食品製造商應考慮的未來挑戰。 Jittanit

博士總結說：(1)未來食品製造面臨全球暖化、人口結構變化、消費者行為以及未

來可能出現的危機等各種挑戰。(2)食品科學技術是應對這些挑戰的關鍵知識。（3）

食品科技的角色與時俱進，以應對不斷變化的環境和挑戰。(4)未來還需要加強跨

學科合作以克服食品製造的挑戰。 

主題 4：日本未來食品的本地化和全球化，由日本大阪城市大學商學院行銷

學教授Tetsu Kobayashi博士主講。Kobayashi博士描述兩個策略方向：日本食品服

務的全球化和本地化。全球化與本土化並不矛盾，而是並存，並解釋這兩種策略

對食品多樣化的意義。 Kobayashi博士總結說(1)從短期餐飲服務的角度來看：日

本的餐飲服務在數量和品質都受到COVID-19的顯著影響。然而，非接觸式服務

的增加，是一個定性的影響，植根於透過降低勞動力成本以提高服務生產力的長

期觀點。(2)從長期餐飲服務的角度：對日本餐飲服務的長期影響包括以下三點： 

(i)透過降低勞動力成本提高服務生產力(ii)應對入境旅遊(iii)關注當地食物作為

區域資產。（3）餐飲服務的活力和多樣性：日本的一些地方菜是純本地起源的，

但許多是起源於其他地區的產品，並被引入該地區（全球化），然後適應當地的

飲食文化（本土化）。因此，食品服務的全球化促進多樣化，而不是同質化。餐

飲服務的多樣化也促進人們間尋找起源的互動。 

總結而言，日本兩位講者有關永續糧食系統(“MedDRI”)與食品服務的全球

化和本地化策略思維，以及泰國講者的未來食品製造挑戰，都值得借鏡，建議提

供參考。 

整體而言，就如本報告人於與會簡報的第24頁所揭示食品的未來(Krishnan, 

2021)：實際上，在疫情之下，食品和農業經歷可能改變行業進程的重大結構變

化。其中，五個不斷發展領域(包括蛋白質去商品化、渠道數位化、食品和農業數

位化、受控環境農業和食品與健康的融合)中的許多趨勢，都與數位化密切相關，

而且其中若干項目國內雖已有相對著力，但需要以系統系思維進行進一步運籌實

做。顯然，整個食品系統的結構變化將創造一個更具韌性、去中心化、消費者驅

動的未來，這也是實現永續性的關鍵，建議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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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本報告人於與會簡報的第25頁所揭示促進永續發展的糧食系統：深刻的

四部分轉型提議，係指透過評估糧食系統轉型經由農業-糧食和營養安全-環境健

康-氣候-社會正義關係實現2030年議程的能力，Caron et al. (2018)透過突顯四個

部分(應對氣候變遷、生態系統的可行性和永續性、健康和永續的食物消費模式、

農村地區的復興)提出糧食系統轉型的總體框架，每個部分都可用特定的變量表

徵且不可或缺，這些可用於設計相關指標以評估系統轉型的影響，實值得借鏡，

建議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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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除了本文報告人外，本次會議另有日本的兩位專家及泰國一位專家發表演講，

其內容簡報如下： 

1. Topic 1: Policies to Evolve the Agrifood Business in the Future-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strategy “MedDRI” presented by Mr. Shingo Futami, Deputy Director, 

International Strategy Divisio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ies, 

Japan. 

2. Topic 3: Challenges of Food Manufacturing in the Future presented by Dr. 

Weerachet Jittanit,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aculty of Agro-Industry, Kesetsart University, Thailand. 

3. Topic 4: Loc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of Future Food in Japan presented by Dr. 

Tetsu Kobayashi, Professor of Marketing,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Osaka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Jap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