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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問題&需求 

 何種證據顯示氣候變遷將會改變病蟲
害與發病率？ 

 如何設計一種集約式畜牧系統來減少
牲畜間傳染病的蔓延及人類感染新型
疾病的風險？ 

 如何修正殺蟲劑在農業上的使用，以
降低蚊蟲以及人類其他主要疾病的傳
染媒介產生抗藥性？ 

 如何能增加作物及非作物的生物多樣
性而有助於病蟲害的管理？ 

 園藝景觀如何協助蟲害管理？哪一種
方式最符合經濟及社會永續功效？ 

 如何將生產多年生作物為主的農業系
統包含覆蓋作物作為一種蟲害管理的
方式？而它的經濟與非經濟的成本與
效益是如何？ 
 

資料來源:全球百大農業問題, 2010 



 使農藥、化肥使用減半的生物性整合病蟲害防治
法(微生物、植物激活素、天敵生物、費洛蒙、
毒他作用等) 

 早期偵測作物病蟲害、禽流感、家畜疾病，在田
間、畜舍、養殖池建置即時監控環境資訊與生物
資訊的感測網路 

 人類對高病原性禽流感的預防、治療法 
 透過改進生態系、環境等大規模系統的模擬模式，

預測傳染病發生風險 
 建立外來種的入侵風險評估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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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日本第九次前瞻報告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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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韓國、德國與英國前瞻報告2010 

 對植物病蟲害抵抗力的了解，將可發展出新的植物保護觀念，如此將可使植物
的病害減少到最小  

 將持續研發利用生物保護劑，自然的生物剋星、昆蟲散發之費洛蒙
（Pheromone）來保護植物病蟲害的生物控制系統 

 未來出現的病蟲害將可以事先預測，並且可發展出許多良好的保護系統 
 對於動物疾病的免疫方法與流行病學更加了解，以便提昇動物健康照顧的品質 
 實務利用基因工程與蛋白質工程技術合成疫苗與獸醫產品，防治家畜疾病 
 開發出害蟲不孕技術 
 開發出預測病害蟲發生的電腦化模式 
 對主要害蟲的生態(寄宿範圍、利害分析)將可實現現有體系的調查 
 實現植物及農作物害蟲的天敵分類調查 
 實現家畜疾病的抗病性基因檢查及其運用 
 開發出利用基因重組的疫苗生產及傳達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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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RI於東南亞大力宣導避免濫用農藥 

國際稻米研究所(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 

IRRI)穀物‧環境科學部的學者表示，由於農藥業者
未向農民說明農藥的效果和用法就高價販售農藥，
農民隨意施用的後果，導致田間生態系遭到破壞。
像日本、歐洲所建制的農藥安全使用準則和農藥業
者登錄義務，除了馬來西亞以外，東南亞國協
(ASEAN)的其它成員國並沒有類似的機制，任何人
都可以販賣農藥。因此IRRI從2008年開始，從亞洲
開發銀行(ABD)與聯合國農糧組織(FAO)取得100萬
美元的資金，設立農藥對策團隊，在亞洲各地向農
家召開說明會，宣導禁止農藥濫用。 
 
 

 
 
 
 
 
 
 
 
 
一劑雙效的豬用疫苗 

日本動物衛生研究所與動物疫苗微生物化學研究所，共同
開發出世界首創可以同時預防豬丹毒症與黴漿菌肺炎的新
型疫苗；這兩種對日本養豬業影響甚大的傳染病，過去必
須分別注射疫苗，如今新型的二合一口服疫苗，不但能降
低疫苗生產成本，也省去不少業者在注射作業上的辛勞。
然而此新型疫苗運用了基因重組技術，產品尚須先進行實
驗室及田間試驗，並經食品安全委員會審查通過，故距離
正式實用化仍需一段時間。 
 
 
 
 
 
 
 
 
 
 
 

開發快速診斷口蹄疫感染之基因檢查法 

宮崎大學針對已知的七種口蹄疫中在亞洲廣泛感染
的其中四種，解析其共通的基因，以LAMP法迅速

增幅目標基因，成功開發口蹄疫感染之基因檢查法。
由於口蹄疫的早期症狀與其他疾病難以分別，期待
將此成果應用於口蹄疫持續發生的地區，作為早期
發現的重要技術。LAMP法為簡易且低成本的檢查

法，不需要高價的儀器就可以以目視判定基因增幅
的結果，未來為驗證其可用性，期望實際以病毒來
進行實證實驗，並推廣至口蹄疫持續擴大發生之發
展中國家。 

資料來源:農業科技決策支援資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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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生物的休眠基因調控，可作為新藥開發的革
新技術 

日本發現放線菌休眠狀態的基因，可經調控加
以「喚醒」，並用於開發新型抗生素。土壤中
的放線菌雖可產生抗生素，但其合成抗生素的
基因多數處於休眠狀態，若把放線菌接種到含
有鏈黴素的培養基上培養，約20% 的菌株的抗

生素基因會解除休眠，開始合成前所未見的新
型抗生素。該研究單位人員希望不透過基因改
造，找出可應用在醫藥、農業領域的新抗生素。
在現今新型抗生素開發日趨艱難的環境下，此
技術將可帶來劃時代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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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防檢疫領域】科技前瞻議題 103年構想書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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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動物病原監測、監控、預警及其技術
之研發 

 重大人畜共通傳染病之防疫資訊推廣及與
氣候變遷關聯性調查  

2.開發農業生態系環境資源之監測與災害預警技
術 

 重大人畜共通傳染病防治、檢疫及預警技
術之研究與改進 

 屠宰場屠體表面特定重大人畜共通傳染病
病原微生物之基線收集分析及污染防治 

 重大人畜共通傳染病之防疫資訊推廣及與
氣候變遷關聯性調查  

 因應氣候變遷及糧食安全之農業創新研究
(優先推動議題) 

3.開發國際調和之農產品檢疫處理新技術 
4.開發精確、快速且簡易之農產品農藥殘留檢測
套組 

 生食蔬果農藥殘留調查及安全性評估 
 農產品安全無縫管理體系關鍵技術之開發

及建立(中綱計畫) 
 開發動植物快速檢測檢驗試劑(103多年期

計畫) 

5.建立畜禽及水產動物傳染病快速診斷系統  動物用生物藥品檢定服務及技術提升 
 動物用一般藥品及含藥物飼料添加物檢驗

技術研發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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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檢疫領域】科技前瞻議題 103年構想書 

6.建構農產品可能毒性物質資料庫及農用資
材安全鑑定技術 

 屠宰場設施設備及肉品衛生檢查之品質管
制、安全監控技術與管理一元化之研究發
展 

 動物用藥品檢定與疾病檢診用生物資材之
生產研究與供應 

 陸生及水生動物用防疫資材之開發與應用
研究 

 動物微生物種原資材之蒐集、鑑定與保存 
 農藥對人畜健康與環境安全評估研究 

7.建構動植物有害生物與外來入侵種之風險量化
分析技術 

 動物及其產品輸出入風險分析、管控與監
測技術之研發、改進與應用 

 有害生物田間流行病學及生態研究、監測、
預警及偵察技術等研發與應用 

 重要作物有害生物田間生態、診斷、檢測
鑑定及防治技術之研發及應用 

8.研發本土分離病原引起之動物重要傳染病疫苗  畜禽水產動物用疫苗與相關佐劑研發 
 禽流感及重大人畜共通傳染病疫苗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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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防檢疫領域】科技前瞻議題 103年構想書 

9.加強主要農作物有害生物整合性管理技術並
推廣應用 

 重要作物有害生物防疫技術之研發與應用 
 重要作物關鍵有害生物綜合管理技術之研發與

應用 

10.建立畜禽重要傳染病分子流行病學資料庫
並推廣應用 

 重要動物疾病防治技術之研發與改進 

11.加強能避免有害生物產生抗藥性株系與族
群的管理技術 

 植物有害生物抗藥性、藥劑感受性調查與管制 

12.建構符合國際cGMP製造規範之動物用疫苗
生產體系 

 動物用藥品風險分析及關鍵技術研發與應用 

13.加強有機農業用之有害生物管理資材開發
與應用 

 生物與非農藥防治技術之研發及應用 

 農產品殘留農藥及農藥資材其他成分分析方法
之研發 

 環境友善安全農藥資材開發 

 天然植物保護資材商品化研發及有效應用(103

年多年期計畫) 

14.開發能有效區別病原之標示疫苗生產技術  禽流感及重大人畜共通傳染病疫苗研發 

15. 建構蘭花整體外銷體系之相關技術  輸出入植物及其產品檢疫技術及管理制度之改
進 

16.建構衛生安全水產品低溫物流鏈之環境與
作業措施 

 

17.開發伴侶動物產業之醫療保健相關技術  動物用生物藥品檢定服務及技術提升 

 動物用一般藥品及含藥物飼料添加物檢驗技術
研發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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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議題 目標情景 
開發農業生態系環境資源之監測與災害
預警技術 

有效降低農產品因天然災害之損害 

開發國際調和之農產品檢疫處理新技術 我國農產品國際行銷順暢 
建構衛生安全水產品低溫物流鏈之環境
與作業措施 

水產品保存運輸安全、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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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台灣農業需求問卷調查結果 

其他尚可考慮項目: 
(1)開發符合國際標準之農產品檢疫處理新技術，促使農產品國際行銷順暢 
(2)彙整各項科研發展產出之技術與資訊，發展防檢疫領域之雲端平台 
(3)建構全科服務之植物醫生系統於各農業縣市及鄉鎮，以防止發病農之損失， 
    增加農民及企業之營收外銷潛力 



 訪談日期:102/5/23 

 訪談長官:科技處葉瑩處長 

 104年聚焦重點方向(訪談範疇:動物疫苗、飼料添加劑、生物性農藥與肥料、
檢測試劑) 

 現況瓶頸: 

 國內動物疫苗缺乏國際行銷通路，也尚待建立符合國際認證標準之檢測技術平台與相關
人才 

 國內檢測套組缺乏國際目標市場的市場分析能力建構，導致外銷潛力不彰 

 國內檢測套組多半由政府補助,缺乏民間機構資源投入導致產品市場性不高 

 生物性農藥應往綜合性管理方向發展，非單點病害治療，病蟲害防治方法的開發將跳脫
單一作物的思維而以系統為對象 

 飼料添加劑目前較缺乏產業化加值應用，國際市場的分析也較缺乏 

 須強化資材產品適地性研究，才能引導國際目標市場之外銷 

 目標: 建構具國際市場潛力之動植物防疫資材生產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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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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階段防檢疫
議題與施政目
標相關性(高、
中、低) 

      
      防檢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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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  

1.3開創小而美的特色型產業，在地產業
優化與加值 

中 動物用生物藥品檢定服務及技術提升 

動物用一般藥品及含藥物飼料添加物
檢驗技術研發與服務 

1.4調整農業人、地、產業結構，活化農
業資源與人力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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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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灣農產品市場因應全球貿易自由化
(施政目標) 

 

現階段防檢疫
議題與施政目
標相關性(高、
中、低) 

      
      防檢疫103年度構想書對應關係 

1.5規劃農業所得支持制度及其他配套對
策  

高 農藥對人畜健康與環境安全評估研究 

生食蔬果農藥殘留調查及安全性評估 

農產品殘留農藥及農藥資材其他成分分析
方法之研發 

農藥資材中危害性其他成分之安全評估與
毒性調查 

重要動物病原監測、監控、預警及其技術
之研發 

重要豬隻疾病探討及相關生產醫學之評估 

重要動物疾病防治技術之研發與改進 

動物及其產品輸出入風險分析、管控與監
測技術之研發、改進與應用 

重要作物有害生物防疫技術之研發與應用 

植物有害生物抗藥性、藥劑感受性調查與
管制 

蔬果及花卉作物有害生物整合性防治技術
之開發 

重要作物關鍵有害生物綜合管理技術之研
發與應用 

輸出入植物及其產品檢疫技術及管理制度
之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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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階段防檢疫議
題與施政目標相
關性(高、中、
低) 

            防檢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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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農藥資材中危害性其他成分之安全評
估與毒性調查 

2.2跨域整合，打造國際知名農業品牌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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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