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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相關趨勢議題 

國際合作  未來30年，部分東亞與南亞國家，將從新興市場轉為成熟經濟體。 

 中國不只擴大全球市場，也因為在生物科技界的地位不斷提升，得
以改變並重新界定全球的農業產業、生物科技、食品加工、物流與
貿易。龐大的人口以及消費力提升，伴隨資源的耗損，都使得中國
對於農業生技發展有高度需求。 

生技  生物科技進步，有助於解決氣候變遷與資源不足的問題。眾多創新
技術，例如分子生物、基因體學以及資訊科技等，都使得農業有了
新的面貌。東亞與南亞國家在研發工作上有大舉投資，在2040年
也會在這些領域創新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各種科技(從最基本的機械化，到最先進的奈米科技)都可能改變東
亞的食品體系。 

 基改食品可望獲得多數東亞國家的支持，但「非基改」食品的魅力
依然不減 

科技管理  為因應發展局勢，結構性改變以及法規的改制都是必備的過程，以
跟上全球的標準和慣例。 

 保護智財權、確實執法以及遏止貪腐都是維持經濟成長與繁榮的重
要因素。 

Sources: Food 2040: The Futur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in 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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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世界潮流之我國農政策略及農業生技研發建議 
有關農業最新世界潮流有：(1) 包括農產品的國際貿易
自由化；(2) EU管制GMO開始鬆綁。因此，日本將要走
出的TPP路線可以作為我國談判國際貿易自由化的最佳

參考。為提升農業生產鏈的附加產值，必要採取的策略
為農作物及其加工品的精緻化。其中，應是分子農場與
牧場體系的建立與運作可發揮我國高科技能量而獲得最
高利益者。去年的諾貝爾獎生理與醫學項得主發明的
iPS細胞技術，有可能發展為優良家畜及GM家畜的複製

技術，應是我國生技專家立即着手的研發項目。此外，
優良GM種苗與無後代GM魚苗之生產，將成為高價農產
出口品。 
 

世界首次成功採用基因改造蠶開發螢光色之高機能絲線・
纖維 

成功開發以基因改造蠶生產高機能絲線・纖維。基於基因
改造蠶育成技術的提升，為提高絲線的實用性，成功開發
綠色、紅色、橘色等帶有螢光色的絲線、世界上最細的絲線、
以及作為醫療素材用的絲線等利用可能性高的絲線。此次
開發之絲線試作的織品於農業企業博覽會中展示，連媒體
界都發出廣大迴響，期待利用此次開發之絲線製作前所未
有的、時尚的、具特殊風格的產品，如高級織品、特殊用途
織布等。再者，亦可開發細胞接著性高的絲線，作為人工血
管或角膜培養的薄膜使用，其有用性與有效性都被賦予高
度期待。 

產學合作促進國家競爭力 
WEF 全球競爭力報告將一國經濟發展階段，區分

為「要素驅動」、「效率驅動」及「創新驅動」階
段。過去臺灣皆位於「效率驅動往創新驅動轉型」
階段，2011年首度晉升至「創新驅動」階段。

「創新驅動」階段的競爭首重研發創新能力，而大
學是社會上最重要的創新能量來源，這也是各界為
何呼籲大專校院要走出象牙塔、提升人才培育品質
的主因。看來產學之間能否順利配合接軌，將是未

來臺灣經濟能否成功躍升的重要關鍵。 

資料來源:農業科技決策支援資訊平台 

http://coa.ntunhs.com.tw/ 

百餘國農業首長承諾將審視農作物基因庫 

來自超過一百個不同國家的農業部門官方首長，
齊聚印尼峇里島展開會議，共同承諾在「國際
糧食及農業基因資源條約 」架構之下，對於農

作物基因庫重新進行審視，以維護生物多樣性
資源、因應未來潛在的氣候變遷及糧食危機。
各國農業首長已宣示認同氣候變遷對農作物基
因資源產生的風險，並主張基因資源的保存無
論在農民選種、傳統育種乃至於先端生物科技
等面向，均具有關鍵影響力，同時也蘊藏未來
市場商機。預期會員國將宣佈更多新投資與保
育計劃，使行動擴及全球，讓更多人能藉此受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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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國合領域】科技前瞻議題 103年構想書 

1.發展互惠的兩岸農業交流模式  
 研習畜禽相關國際趨勢重要科技及人才培育 
 農業技術研習 

2.研擬農業境外生產與運銷投資，以全球佈局確保糧
食安全 

 強化稻作育種及栽培技術以因應暖化衝擊及提升
糧食自給率 

3.加強辨識重要作物產地及品種之分子標誌快速篩選
平台 

 

4.建構蘭花整體外銷體系之相關技術  農、園藝產業鏈管理(含產業利基市場評估) 

5.強化適合熱帶與亞熱帶之優質種苗生產技術  

6.積極應用生物技術選育抗逆境、抗有害生物之動植
物品種 

 媒介昆蟲與作物病害之監測、損失評估及防治技
術研究及推廣 

 土壤傳播病害及病毒病害之抗病技術研究 
 重要作物種原蒐集、抗耐逆境品種選育、栽培與

開發利用 

7.闡明人畜共通疾病之傳染途徑及致病機制  

8.開發國際調和之農產品檢疫處理新技術 
 赴亞蔬研究中心各分支點進行蔬菜交流試驗 
 防檢疫及農產品安全評估技術研習 

資料來源:100年台灣農業科技前瞻體系之建立計畫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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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國合領域】科技前瞻議題 103年構想書 

9.有效蒐集、保存生物種原，並選育能因應氣候變遷
之農業動植物種原 

 開發抗逆境飼料作物及建構畜牧友善環境之研究 
 優質種畜禽之技術合作及畜禽種原保存及生物技

術之應用研究 
 野生物多樣性及系統分類學研究 
 生態系多樣性研究 
 生物多樣性永續利用研究 
 科普及生態教育推廣研究 

10.應用家畜禽選性繁殖系統與基因選種技術，進行
畜禽育種與飼養管理 

 強化家畜育種、飼養管理策略及產品生產技術之
研究 

 強化家禽育種、飼養管理策略及產品生產技術之
研究 

11.建立配合國際養護措施的海洋資源監測管理系統  漁業資源研究 

12.建構符合國際cGMP製造規範之動物用疫苗生產體
系 

 水產尖端技術研習與學術交流 
 

13.開發農業生態系環境資源之監測與災害預警技術  

14.加強分子生物技術於高產優質動植物品種之選育
與生產管理 

 

15.建構動植物有害生物與外來入侵種之風險量化分
析技術 

 對環境友善之鼠害生物防治研究 
 亞太地區新浮現傳染病病區域聯防機制之建立 
 潛在高風險入侵有害生物之偵察及管理技術 

 

16.健全基改作物的生態風險評估及生產管理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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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議題 目標情景 

 加強辨識重要作物產地及品種之分子標
誌快速篩選平台 

台灣農產品溯本追源 

 強化適合熱帶與亞熱帶之優質種苗生產
技術 

台灣優質作物種苗生產具國際競爭力 

 闡明人畜共通疾病之傳染途徑及致病機
制 

有效防止畜禽與水產動物傳染病的發生
與傳播 

 建立配合國際養護措施的海洋資源監測
管理系統 

配合國際管理趨勢及養護措施，建立兼
顧產業經濟效益與環境生態平衡的海洋
漁業 

 開發農業生態系環境資源之監測與災害
預警技術 

開發與應用環境變遷監測與預警系統，
有效降低農業環境與農產品之災損 

 加強分子生物技術於高產優質動植物品
種之選育與生產管理 

建立並維持高產優質之動物品種 

 健全基改作物的生態風險評估及生產管
理體系 

不具生態疑慮之有效管理基改作物生產
體系已初步建立 

資料來源:100年台灣農業科技前瞻體系之建立計畫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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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生技領域】科技前瞻議題 103年構想書 

1.建構符合國際cGMP製造規範之動物用疫苗生產體系  農業科技園區促進園區事業研究發展 
2.發展應用於監測生態環境變遷與風險評估之快速分
子生物技術 

 

3.發展生物反應器、分子農場技術，以生產有用蛋白
質或二次代謝物 

 以家蠶為生物反應器生產動物疫苗（動物用疫苗
團隊） 

4.開發能減緩或預防代謝症候群的水稻育種技術及品
種 

 

5.加強辨識重要作物產地及品種之分子標誌快速篩選
平台 

 

6.積極應用生物技術選育抗逆境、抗有害生物之動植
物品種 

 

7.應用家畜禽選性繁殖系統與基因選種技術，進行畜
禽育種與飼養管理 

 

8.發展動物生物技術提供醫藥學應用，並建立其安全
管理體系 

 

9.建立具經濟型水產種原及抗逆境品系之分子標記分
析技術 

 

10.加強開發具延緩老化功效之生物性材料及其保健
產品 

 

11.開發新興技術，以去除食品原物料中天然存在的
過敏原及毒性物質 

 

資料來源:100年台灣農業科技前瞻體系之建立計畫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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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生技領域】科技前瞻議題 103年構想書 

12.建構可應用於食品開發之多功能生物與遺傳資源
資料庫 

 

13.整合農業與畜牧副產品、廢棄物利用管理體系及
高效能源轉換技術 

 

14.開發高成功率及品質穩定之動物複製平台技術  

15.加強有機農業用之有害生物管理資材開發與應用  

16.開發能有效區別病原之標示疫苗生產技術  

17.健全基改作物的生態風險評估及生產管理體系  

 植物種苗產業發展服務平台（植物種苗團隊） 

 農業生技產業研究分析與資訊推廣 

 農業生技產業化之推動及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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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議題 目標情景 

 發展應用於監測生態環境變遷與風險評
估之快速分子生物技術 

監測生態環境災害的能力增加,使生態環

境災害劇減 

 開發能減緩或預防代謝症候群的水稻育
種技術及品種 

食用稻米就能預防代謝症候群的疾病  

 加強辨識重要作物產地及品種之分子標
誌快速篩選平台 

本土產品與外來產品可明確區分,台灣農

產品的形象安全可靠 

 積極應用生物技術選育抗逆境、抗有害
生物之動植物品種 

台灣農業的動植物品種普遍能適應氣候
變遷、抗病蟲害 

 應用家畜禽選性繁殖系統與基因選種技
術，進行畜禽育種與飼養管理 

我國畜禽品種不斷精進改良,將台灣建立

成不同功能家畜禽優良品種篩選及供應
中心 

 發展動物生物技術提供醫藥學應用，並
建立其安全管理體系 

應用生技增進農產品之品質與機能性 

  研發優質水產種原保存及觀賞魚、醫藥  

研究模式魚等經濟性新品種之繁養殖技
術 

優質養殖漁業標準化生產模式建立，因
應國內外市場需求 

 加強開發具延緩老化功效之生物性材料
及其保健產品 

我國民眾擁有健康身體 

 開發新興技術，以去除食品原物料中天
然存在的過敏原及毒性物質 

令人吃得安心的食品 

資料來源:100年台灣農業科技前瞻體系之建立計畫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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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00年台灣農業科技前瞻體系之建立計畫結案報告 

前瞻議題 目標情景 

 建構可應用於食品開發之多功能生物與
遺傳資源資料庫 

開發食品機能特性與附加價值 

 整合農業與畜牧副產品、廢棄物利用管
理體系及高效能源轉換技術 

生技發展兼顧農產品安全與生態保護 

 開發高成功率及品質穩定之動物複製平
台技術 

應用生技提升農畜育種效率與抗逆境能
力 

 加強有機農業用之有害生物管理資材開
發與應用 

將20世紀對化學藥劑有高度依賴性的化

學農業轉變為以生技為主軸的生態農業 

 開發能有效區別病原之標示疫苗生產技
術 

農畜業疫病有效預防及摘除感染源 

 健全基改作物的生態風險評估及生產管
理體系 

不具生態疑慮之有效管理基改作物生產
體系已初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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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科管領域】科技前瞻議題 103年構想書 

1.建全農業政策評估機制及績效量化指標之方法 

 強化法人、業界及學界科專 
 加強農業科技及施政績效管理 
 協助建立農業科技決策支援體系 
 強化產學合作體系與育成中心營運及輔導科技農

企業 
2.建立生態環境等農業多功能性價值之衡量制度與政
策性獎勵機制 

 

3.闡明全球氣候變遷對我國生態系與農業災害的影響
機制並提出因應對策 

 

資料來源:100年台灣農業科技前瞻體系之建立計畫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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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議題 目標情景 

 建立生態環境等農業多功能性價值之衡量
制度與政策性獎勵機制 

實施兼顧糧食生產及環境保護之農業效益衡量
制度。 

 闡明全球氣候變遷對我國生態系與農業災
害的影響機制並提出因應對策 

有效因應氣候變遷造成之災害，並發展有效緩
解之經營方式 

  

資料來源:100年台灣農業科技前瞻體系之建立計畫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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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資料來源:101年台灣農業需求問卷調查結果 

其他尚可考慮項目: 

(1)建立一套整合上中下游科研組織之機制，減少研發資源重複投入，提升科技
研發效率，加速研發成果商品化與推廣時程。 

(2)以安全食品供給鏈為前提，建構智能化農業管理系統。 

(3)建立跨領域 (如工研院、食品科技研究所、生物技術開發中心等  )合作研發 

     支援體系，藉由不同領域技術之應用 ，突破現有研發限制 ，加速研發效率 

(4)發展人力加值產業，強化推動人才布局 ，培訓新興市場人才 

(5)運用跨領域的整合創新科技在台灣的農業系統上 

(6)強化科技規劃-執行-績效落實之管理制度 



17 資料來源:101年台灣農業需求問卷調查結果 

其他尚可考慮項目: 
(1) 生技相關產品的安全性管理與測試，並與社會大眾進行溝通 
(2) 微生物肥料之產業化加值應用 
(3) 運用基改技術提升作物之生活性成分含量，以應於人類醫療與保健 
(4) 建立基因改造技術於作生產之安全評估機制 



18 資料來源:101年台灣農業需求問卷調查結果 

其他尚可考慮項目: 

(1) 境外農業生產之協助 

(2) 農業生技產品國外市場開拓 

(3) 國際種源中心之原交換與合作研究 

(4) 抵禦氣候變遷之農作生產方式) 

(5) 開發國際調和之農產品檢疫處理新技術，促使我國農產品國際行銷順暢 



 訪談日期:102/5/17 

 訪談長官:國際合作處傅子煜 科長 

 未來重點方向: 
 

(1)加強農業研發之應用與發展適應性研究(目標對象東南亞和西亞),以育成創新農事
服務產業模式 
 
(2)朝向生物經濟邁進:以低污染、低耗能的角度進行農業生產(包括飼料)，包括建構
管理食物的儲存、配送及標示系統，以確保永續的糧食供應之體系(制度); 強化農產
品利用率與多元化應用，減少食材浪費 
 
(3)整合性技術診斷諮詢服務業: 可參考荷蘭與以色列國家(技術轉介與貿易之農事顧
問諮詢服務業)，例如目前台灣世芥蘭業所發展之種苗技術貿易模式為不錯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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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適性研究所產生之相關效益包括有： 
-降低食品安全風險 
-辨識當下的脆弱性（vulnerabilities） 
-調整農業研究優先順序 
-保護遺傳資源和智慧財產權 
-強化農業改良場和溝通管道 
-商品及貿易政策的調整 
-增加人員國際化技術交流訓練 
-識別和推廣樹木及森林所提供的（微）氣候優勢和環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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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施政重點: 

 台灣農產品市場因應全球貿易自由化 

 推動農產運銷加值 

(一)台灣農產品市場因應全球貿易自由化(施政
目標) 

 

現階段國合生技
科管領域議題與
施政目標相關性
(高、中、低) 

      
國合生技科管領域103年度構想書對應關係 

1.1評估經貿自由化(TPP)對臺灣農業之影響 低  

1.2發展大而優的競爭型產業，擴大經營規模與
市場 

中 農、園藝產業鏈管理(國合) 

重要作物種原蒐集、抗耐逆境品種選育、
栽培與開發利用(國合) 

1.3開創小而美的特色型產業，在地產業優化與
加值 

中 防檢疫及農產品安全評估技術研習(國合) 

茶產業等農業精品產業發展觀光與文化創
意事業之研究(科管) 

1.4調整農業人、地、產業結構，活化農業資源
與人力 

中 農業資源有效利用及技術開發(國合) 
農業環境及設施栽培維護與管理(國合) 

強化產學合作體系與育成中心營運及輔導
科技農企業(科管) 

1.5規劃農業所得支持制度及其他配套對策  高 對環境友善之鼠害生物防治研究(國合) 

亞太地區新浮現傳染病病區域聯防機制之
建立(國合) 

媒介昆蟲與作物病害之監測、損失評估及
防治技術研究及推廣(國合) 

土壤傳播病害及病毒病害之抗病技術研究
(國合) 

潛在高風險入侵有害生物之偵察及管理技
術(國合) 

資料來源:農委會網站-102年農業重要施政 
(本學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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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施政重點: 

 台灣農產品市場因應全球貿易自由化 

 推動農產運銷加值 

(二)推動國內農產加值運銷(施政目標) 

 

現階段國合生技
科管領域議題與
施政目標相關性
(高、中、低) 

國合生技科管領域103年度構想書 

2.1依據產品外銷市場定位，進行產業
加值鏈結 

低  

2.2跨域整合，打造國際知名農業品牌 中 防檢疫及農產品安全評估技術研習(國
合) 

資料來源:農委會網站-102年農業重要施政 
(本學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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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農業科技資源運籌管理學會 

地    址：台北市松江路65號8樓 

電    話：（02）2508-4295 

傳    真：（02）2508-1670 

電子信箱：service@tarm.org.tw 

網    址：http://www.tarm.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