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註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註 2：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註 3：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

壹、 前言

美味多元的菇類料理﹐為餐桌上常見的珍饌﹐是國人攝取豐富蛋白質、
維生素、礦物質與膳食纖維等營養素之重要來源﹐更是世界各國料理不可或缺
的食材。臺灣菇類產業發展至今已有百年歷史﹐目前產業年產量鮮重約14萬
公噸﹐整體產值已逾新臺幣130億元﹐占整體蔬菜產值18%﹐為農業發展之要
角。然而﹐菇類栽培是相當辛苦且耗費勞力﹐近年來勞動人口減少導致人力成
本提高﹐成為菇類產業發展之挑戰。為解決菇類產業面臨之問題與提升產業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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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簡稱農委會）
自106年起推動智慧農業相關計畫﹐
將自動化、資通訊技術、物聯網與產
線設計及機械製造等技術導入菇類生
產流程中﹐藉以開發出解決農業缺工
等問題之方案﹐幫助產業解決問題並
增加生產量及工作效率﹐提升整體產
業環境﹐帶動產業競爭優勢。

貳、菇類領航產業團隊績效

自106年起推動至今的執行過程
中﹐菇類領航產業團隊已完成11項技
術移轉（秀珍菇、鴻喜菇、杏鮑菇、
白精靈菇及香菇之液體菌種簡易生產
技術；高效能洋菇生產模式；桑黃生
產技術；褐色蘑菇菌種及製作技術；
杏鮑菇菌種活力恢復培養基配方及配
製技術；香菇菌種生產事業化技術套
組）、建置 5項示範場域（如南投縣
名間鄉菇菌類生產合作社、蕈優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促成投資10
件共逾5.03億元（其中包含銘珠園休
閒農場、北山菇場、三川菇場生產投
資、淞茂菇場生產設備投資、丁臺菌
菇類農場研發投資等）、降低生產成
本至少8,180萬元（如蕈優生技公司
導入全自動化太空包製包機﹐降低成
本1,920萬元）、節省44,481工時（8
小時／天）、增加農民收益1,621.76
萬元。除了締造前述量化成果外﹐也
促進產業智能化發展﹐如國產化全自
動製包機誕生、推動菇蕈自動化製程

與環控科技栽培﹐以及推動成立菇類
智農聯盟等。

參、成功案例分享

一、國產菇類智慧化全自動製包機
農委會農業試驗所（簡稱農試所）

執行「菇類領航產業」計畫﹐透過
產、學、研共同合作建構太空包自動
化生產作業模組﹐並帶動業者進行模
組產業化開發之工作。由農試所輔導
之翔元自動化機械公司﹐是以自動化
機器設計及製造為核心之專業客製化
設計開發公司﹐該公司經輔導於108
年度獲得農委會智慧農業業界參與計
畫補助。第一年以該公司袋式香菇自
動化製包設備為基礎﹐創新設計出具
備整合套袋、充填、壓實、打洞、束
環、翻袋、上籃等操作之完整全自動
化製包生產系統﹐整體系統機構流程
如圖1所示。第二年工作則著重在歷
程品檢系統功能之研製﹐實現建置自
太空包製作到末端的生產全歷程之物

圖1. 國產化自動化製包機設備實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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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網功能﹐蒐集完整大數據以作為生
產技術提升、栽培管理及產品研發行
銷等應用上之資料庫。目前﹐該套以
農試所委託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共同開
發之自動化太空包製包生產技術為基
礎﹐並由翔元自動化機械有限公司製
作發表之全自動製包機﹐是首套國產
化且已經上線生產之最新設備。穩定
生產速度在26～30包／分鐘﹐可隨
客戶需求進行調整達30包／分鐘以
上﹐較傳統製包生產模式可節省3～
4個人工成本﹐並具有高效率且穩定
的品質﹐已獲得菇農與業者的一致好
評﹐未來也期待能藉由該設備投入減
少人力成本支出並增加產量。

二、導入智能驅動企業效益提升
農試所除了發展菇類生產設備

自動化之外﹐更積極協助國內菇類栽

培業者導入智能化設備﹐藉以提升其
生產效率﹐創造更好之企業效益﹐其
輔導業者中以蕈優生物科技農場為成
功之案例﹐該農場創辦人方世文總經
理由於擁有電子工程的背景﹐因此在
進入菇蕈產業後體認到人力對於此產
業的可貴﹐覺得生產菇類應注重於增
加品質而非產量﹐因而運用其自身的
跨界專業背景﹐並在智慧農業綱要計
畫支持與農試所的協助下﹐陸續導入
自動化與資訊設備﹐打造菇蕈智能生
產廠（圖2）。該農場改變傳統仰賴大
量人力的栽培模式﹐導入自動化生產
製程設備﹐並為配合菇類生長需求﹐
以環控設施及設備栽培全程控制菇類
栽培溫溼度﹐場區更採用RO逆滲透
純水以打造乾淨、零污染栽培環境﹐
提供高品質且安全健康菇類產品。此
外﹐蕈優更進一步投入全自動化固定

圖2. 菇蕈智能生產廠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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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菇類智農聯盟
成立簽約合影。

式的防污染液態培養菌種接種與太空
包自動上下架等系統﹐不僅能取代大
量的人力需求﹐亦減少人工接種之菌
種污染風險﹐藉由智能化的管理﹐提
升生產效能、穩定品質﹐緩解勞動力
缺乏之困境﹐也奠定了該農場產品之
競爭力。

三、推動菇類智慧聯盟
面臨全球化的產業競爭態勢﹐

穩定供貨、品規一致是拓展全球化市
場重要的關鍵成功要素之一﹐然過去
國內菇類栽培業者多是單打獨鬥﹐因
此無法提供規格化產品進行外銷﹐凸
顯整合菇類產業形成聯盟相形重要﹐
109年12月在智慧農業綱要計畫執行
團隊中的農試所、工業技術研究院與
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的推動與見
證下﹐菇類智慧聯盟的跨域科技合作
正式展開﹐透過智農聯盟串聯接軌跨
域科技﹐整合智慧農業服務業及菇類
生產業者﹐帶領國內菇類產業競爭力

再次躍升。這次參與
聯盟籌組的廠商﹐在栽
培面有「北山生技有限公
司」﹐在設施面有「經典環境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在元件面有「全球驗
證科技有限公司」﹐在系統面有「基
律科技智財有限公司」﹐4家業者透
過實質合作﹐共同促進菇類產業規格
化、機能化與國際化之發展﹐藉由產
業鏈結合創新價值﹐提升農企業經營
規模與效能（圖3）。

肆、農糧產業之新興拓展

菇類產業在導入智慧化技術之
前﹐因勞動力缺乏﹐使得生產效率亟待
提升﹐加上欠缺設備整合系統與自動化
升級﹐導致在品質與規格化管理上較為
不足﹐並使得菌種、栽培、採收、行銷
等智能化發展有限；但在推動產業智慧
化後﹐透過設備自動化與管理智慧化﹐
讓菇類能以工廠化的模式進行栽培﹐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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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提供消費者安心地溯源產品﹐而由於
自動化設施及智能化栽培技術導入﹐得
以強化生產流程之科技化﹐使得栽培良
率提高與生產成本降低。另也透過整合
自動化搬運及採收作業模式﹐串接生產
排程及訂單管理決策系統﹐促使產品規
格及品質有所增加﹐同時改善菇類生產
之缺工問題並提升整體工作效率﹐進而
加速菇類產業的轉型與企業化經營﹐提
升國際競爭力。展望國內目前之農糧產
業﹐在生產階段過去大量仰賴勞動力與
農民之經驗﹐因此在農民平均年齡不斷
攀升的現在﹐如能以菇類產業為借鏡﹐
開始投入自動化生產與智能化管理﹐不
僅可透過設備引入降低勞動力需求﹐還
可透過感測元件配合智能化生產補足
青年農民經驗不足的問題﹐並進一步協
助青年農民整合成聯盟﹐透過集團式經
營﹐讓小農發揮積沙成塔之功效﹐這樣
方可使國內農糧產業發展出新的紀元﹐

也可讓我國優良之農產品躍上國際﹐成
為真正的綠金。

伍、結語

臺灣菇類產業在產官學研合力
推動農業智慧化後﹐逐漸從勞力密集
的產業邁向設備與技術密集的產業﹐
未來透過智慧農業綱要計畫的持續挹
注﹐將運用數位分身技術﹐淬鍊大數
據進行精準的決策生產管理﹐提高生
產效率﹐建構精準栽培體系﹐以及應
用專家系統﹐進行產業國際布局及數
位服務﹐並透過智農聯盟串接相關產
業形成菇類智慧生態圈﹐不論是搶攻
菇類產品的外銷商機﹐或是整廠輸
出﹐都能組建國家隊拓展國際市場。
菇類產業正在升級﹐盼能透過智能化
翻轉未來﹐並在此波全球農業智慧化
浪潮中走出臺灣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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