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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105年-108年中程科技發展策略及方向(E化領域) 
(以下各項內容請以標楷體14號字，單行間距撰擬) 

一、 領域發展願景 

我國農業近年來面對氣候變遷、亞洲等新興國家崛起、消費者多樣性需求、新興

技術發展及知識經濟興起等諸多改變與挑戰，同時我國亦刻正面臨國際間雙邊或

多邊之經濟合作協議快速發展，所以必須加強加值與產業結構調整。 

台灣雖以「小農生產」為主，但透過累積厚實的研發基礎與農民努力勤奮，皆能

帶動農業產業不斷的進步與發展。但面對上述挑戰與改變，台灣農業勢必進行轉

型，方能強化競爭力。在小農基礎，土地、人力發展受限的前提下，如何應用資

通訊技術來協助農民提高生產經營效率、強化品質與供應鏈服務，進而增加國際

競爭力，將是未來台灣農業決勝的關鍵。 

因此E化領域105-108年中程科技發展策略擬定為｢運用資通訊技術協助台灣農業大

型化、企業化與國際化」，在生產、經營、品管、物流、行銷等面向，透過產學合

作及獎補助方式鼓勵農企業導入資通訊應用，以降低人力需求、強化精準管理。

期待能達到「生產精準化、管理行動化、行銷數位化、服務雲端化」的願景。 

 

二、 情境分析與SWOT分析 

台灣農業要與國際競爭，在土地面積與人力資源有限的前提下，勢必要朝向「量

少質精」的精緻農業方向發展，同時要能確保供貨與品質穩定，方能讓買家有長

期合作的信心。因此從生產開始，到行銷推廣，就必需要能全盤掌握過程中所有

資訊。試想，當台灣農民在國際食品展上，可以透過手中平板電腦，讓國際買家

看到產品品質與生產流程（例如以台灣鯛為例，可以透過網路查看養殖池的pH

值、含氧量等環境參數），同時可以精確告知供貨的數量與交期，並能透過網路提

供即時的客戶諮詢服務，相信對於提升台灣農業競爭力將會有大大的幫助。 

 

｢運用資通訊技術協助台灣農業大型化、產業化與國際化」SWOT分析如下： 

優勢 劣勢 

1. 台灣農業有相當厚實的研發能力，

將是導入資通訊應用的重要基礎。 

2. 台灣資通訊技術優異，發展農業資

通訊應用門檻相對較低。 

3. 台灣農產品品質優良，有產業競爭

力。 

4. 台灣農業生產技術有口碑，具有品

牌知名度，將有機會發展成產業。 

1. 台灣農業以小農為主，投入資通訊

研發與導入的資源有限。所以必須

透過政府資源，提供前期協助。 

2. 台灣傳統農民對於資通訊應用的觀

念與知識尚待加強。所以必須強化

示範農民或農業專區的應用，以做

為效益典範。 

 

機會 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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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農民陸續接班，有創新觀念與作

法，更有企圖心與衝勁。 

2. 台灣科技業積極投入農業領域，期

望能整合農業科技應用。 

3. 政府政策鼓勵農業產業化，國際化

及新創事業發展。 

1. 新興國家競爭越形激烈，價格與品

質對台灣農產品皆造成強大威脅。 

2. 區域經濟合作協議將讓台灣農業無

法避免國際競爭壓力。 

3. 農業人力資源越來越缺乏，必須降

低人力需求。 

 

三、 領域農業科技研發策略及研發重點 

策略一: 發展農業資通訊解決方案，提升經營效率 

研發重點一：依據「生產精準化」需求研發環境即時監控感測設備。 

研發重點二：結合智慧手機功能，發展行動化管理之應用服務。 

研發重點三：強化單一技術發展，以整體解決方案為研發目標。 

研發重點四：以農企業需求為依據，尋求示範農企業合作開發。 

策略二: 打造農業專家知識庫，建立雲端服務體系 

研發重點一: 整合台灣農業專家知識，進行數位化與架構化資料處理。 

研發重點二: 依據使用者人機需求，發展人工智慧化諮詢服務介面。 

研發重點三: 應用雲端技術，提供資料與服務串接平台。 

研發重點四: 進行資料篩檢，在可公開範圍內提供opendata服務。 

策略三: 農業資通訊應用產業化 

研發重點一: 鼓勵推動產學合作方案，強化研發成果產業化應用。 

研發重點二: 縮短技轉作業時程，快速因應市場發展需求。 

研發重點三: 規劃【農企業資通訊發展補助方案】，鼓勵農企業自行投資。 

研發重點四: 建立「農業資通訊應用合作聯盟」，提供技術交流與培訓。 

 

四、預期目標及效益 

1.強化資通訊應用成果推廣效益 

期透過產學合作、技轉及獎補助等方案，鼓勵研究機關將研究成果與農企業進行

緊密合作，提高實際應用效益。 

2.發展農業資通訊解決方案，推動「農業整廠輸出」產業服務 

透過農業資通訊解決方案之發展，將有機會推動「農業整廠輸出」新興產業。 

3.協助農企業大型化、企業化、國際化 

農業要轉型，勢必要推動產業規模，而資通訊應用則是規模管理重要基礎，因此

透過資通訊應用將能協助農企業大型化、企業化、國際化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