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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緒言

農業是一種很古老的產業﹐現代
農業則面臨需要運用高科技高智慧的挑
戰﹐政府倡導發展科技智慧農業已經多
年﹐自106年最高農政機關的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正式提出發展智慧農業的政
策主張﹐至今已有相當時日與可觀的成
效﹐但可再努力的地方還有不少﹐一些
農民並不見得都已具備農業的智慧與能
力﹐正當農業面臨工商業與都市發展的

壓力﹐更加困難經營之際﹐需要運用智
慧的程度也越提升﹐對此理念與實務也
必要再多加宣導與發揚。

本人於前些時撰寫一篇〈現代知
識青年從農的難題與好處〉短文（載於
《農政與農情》110年9月號﹐第351
期）﹐文中提及知識青年農民面對小農
經營的困境必要轉向精緻化經營﹐投入
較多科技與資金在狹小規模土地上﹐對
於投入科技智慧僅點到為止﹐未作較深
入討論﹐經友人指點﹐可提示年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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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農民如何利用人工智慧（AI）﹐提升
農業水準﹐令我感到必要再開闢本題目
對智慧農業發展作一番較深刻的探討。
回顧《農政與農情》在108年8月號（第
326期）對這種農業的推動有過專刊報
導與討論﹐且在實行方面也已訂立有機
農業促進法以及農產品交易法等﹐供為
推動依據。在此本人僅就感到重要也需
要補充的理念加以論述。

二、智慧農業人力與人才的來源基礎

實際運用與發展智慧農業的人
是農業人力與人才﹐自古以來經過農
民的操作經驗與改進﹐以及農業技術
專業人員的用心研究﹐農業智慧不斷
累積增加﹐往後新智慧的開創與運用
還是要依靠研究人員與農民繼續努力
參與﹐也成為智慧農業的主要來源基
礎。這種智慧要能較快速開花結果﹐
研究人員需要能更廣泛吸收科學智
識﹐應用在發展農業生產技術等事務
上。農民除了接受應用新農業科學智
慧在實際操作上﹐更要多用心思考各
種可能的技術創新。技術專家與農民
之間也還要有農業推廣人員作為媒
介﹐有這些人才與人力的來源基礎與
努力﹐農業智慧或智慧農業便能更有
效提升與發展。其中新投入農業的知
識青年農民﹐必定會是一股發展新農
業智慧的重要力量﹐因為這種智慧攸
關他們的生計與前途。

三、開創高價值的產銷技術與方法的

智慧目標

智慧農業以能開創高價值的農
業產銷技術與方法為主要目標﹐經由
發展這些新技術與新方法達成提高農
業生產量與生產值﹐增加收入﹐改善
生活﹐也可提升產業的競爭力。廣義
的農業產銷技術與方法智慧﹐不僅限
於自然科學的﹐也包括人文社會科學
的。有關自然科學性的農業技術智
慧﹐過去大家較不陌生﹐主要建立與
依賴在生物科技的智識上﹐農業研究
機關與農業改良場等都以發展這類技
術智慧為努力目標。農業的人文與社
會科學智慧則常會較被忽略﹐以為其
與智慧農業較無直接關係。農業在生
產階段應用生物等自然科學智慧可能
較多﹐但到銷售消費階段﹐可應用的
人文社會科學智慧則相對不少﹐其中
較重要的人文智慧是要走向更為合乎
人性。生產技術採用機械化﹐節省人
力﹐減輕勞動的辛苦就是合乎人性人
文的生產技術智慧﹐加工與調配合乎
消費者需求與口味的農產品﹐也是適
合人性人文的運銷智慧。各種農業生
產與運銷組織團體與制度的設立與運
作都是重要的社會科學智慧﹐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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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與社會科學智慧都潛藏未來發展智
慧農業的重要契機與願景。

其實任何新智慧的開發都不可
依循舊思維﹐過去未曾有的經驗與成
果常是未來可觀發展新智慧的重要方
向﹐農業科技研究人員與實際務農的
農民人力與人才必須要有此思維與眼
光﹐才能創造出前所未有的可觀智
慧﹐將農業發展推向更高的層次﹐開
發更高的價值﹐使智慧農業的政策與
運動更加發揚光大。

四、農業智慧應多元發展

農業智慧的發展應該是多元的﹐
多元的目標除了應該包含自然科學智
慧與人文社會科學智慧﹐還應從農業
構成的多項元素與多種過程去尋找與
開發。過去被發明與發現的技術智慧
已經不少﹐都值得將舊方法重新嘗
試﹐看看能否找出更加有用的新技術
新智慧﹐尚未被發現的新技術與新智
慧更需要努力去探索創造、發現與發
明。依照農業構成的要素與運作過

程﹐列出如下要點﹐或許可供為任何
有心研發農業新科技、發展農業新智
慧的人較方便尋找的依循脈絡。
（一）    農業構成要素方面可能開發的

新技術新智慧
1.    基地要素：這類要素的相關智慧
包括適當地點、面積、相關區位
的辨識、取得方式、配合設施
等﹐在這許多方面要作適當的選
取﹐都要具有許多智慧。

2.    原料要素：包括土壤、水、肥
料、飼料、種原等﹐各種細項
要素的相關智慧也很多﹐像是
對土壤性質的瞭解、利用、改
良﹐水的來源、品質、注入或
使用時間與數量﹐肥料的來源
與使用﹐飼料的調配﹐各種原
的取得與改良等﹐都包含多種
知識與智慧﹐應為智慧農業經
營者有所知﹐並會應用。

3.    氣候要素方面：包括陽光、
風、雨、雷電、霜、雪、冰、
雹等﹐樣樣都會影響農業與人
命﹐智慧農業的經營者也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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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所應對﹐才能避開傷害﹐得
到安全。

4.    人力要素方面：這方面的智慧
包含對量與質的瞭解、取得、
使用、維護、改進等。農業經
營者本身是重要的人力﹐也可
能利用到其他人力﹐都要行為
與利用得法﹐才能合乎智慧。

5.    資金要素方面：農業需要資
金﹐取得、分配、利用資金都
要精打細算﹐才能比較符合智
慧。不浪費、不冒險﹐也不損
失﹐才較有效率、較安全﹐也
較有利。

6.    技術要素方面：農業技術包羅
萬象﹐涉及到許多方面﹐關鍵
的技術是生物性的﹐這方面重
要者就涉及到育種或品種改
良、栽培或飼養、除草、除
雜、病蟲害或瘟疫防治等。此
外也涉及物理化學技術﹐像是
灌溉排水、建造設施、施肥用
藥等。各種技術的學問都很高
深﹐有人研究一生都難知全﹐
一般農民更難具備﹐但要成為
智慧農民﹐不得不認真學習﹐
非要得知一二不行。

（二）    農業運作過程方面可能開發的
新技術新智慧
農業經營就過程方面分﹐

大約可分生產、加工、運銷、
消費等階段﹐要使農業超越原
始傳統型態﹐進階智慧層次﹐

增加價值﹐提升競爭力﹐在每
一階段或過程都要注入技術智
慧。在每一階段或過程都可以
也應該參照各種元素﹐施加各
種適當智慧與技術﹐改善農業
品質。就近來農業科技在各過
程或階段所推出的新技術新智
慧略作舉例﹐作為示範﹐也供
為應用與啟發。

1.    生產過程方面：這方面新發展
的技術與智慧為數可能最多﹐
重要者有為節省人力並提高效
率的各種農業機械的創造與使
用﹐包括大小不同農機或農業
機器人、設施農業的推展、菇
類菌種及各種果菜作物新品種
的研發、新效能農藥的使用
等。這些新方法與新技術使生
產者農民都能獲得實質的經濟
利益。 

2.    運銷過程方面：這方面的新智慧
約可分兩大方面認識﹐一方面是
新運銷制度的建立﹐像是共同運
銷、直銷、宅配等。另一方面是
包裝器物或設備的改良﹐像是紙
箱的普遍使用﹐以及冷凍運輸技
術的設備﹐都能保護農產運輸的
安全與新鮮﹐生產者與消費者都
能得到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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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工儲藏方面：這方面最明顯
的進步要屬食品加工﹐發展多
元化產品、變化添加物及改良
包裝等。

4.    消費過程方面：這一環節或過
程的新方法與新技術也有可觀
的發展﹐較明顯的有超市與便
利商店的普遍化、食材製品多
元化、生鮮供貨、食品安全驗
證、發展農產品國際貿易等。

五、結合研發與應用的重要

智慧農業的發展既要顧及研發﹐
也要顧及應用。有研發工作﹐新技術
與新智慧才能較快速出現。向來農業
科技的研發主要靠高等學術研究與教
育機關﹐如中央研究院、各大學及研
究所﹐還有農林漁牧業試驗所與改良
場等。有人應用研發出來的新農業科
技與智慧﹐研發的結果才能落實﹐後
繼的研發力量也才能增強。

應用農業新科技與新智慧的人則
有廣大的農民、農產品加工業者、農
產運銷商以及消費大眾等。今後智慧
農業要能繼續往上推升﹐仍然要兼顧
也要結合研發者與應用者雙方面﹐且

要使兩者的關係更加密切﹐兩者才不
會脫鈎﹐才不會不切實際﹐農業新技
術與新智慧的進步才能更為迅速、更
有績效。

六、工業界的研發經驗可供借鏡

在此科學發達技術進步的時代﹐
各行各業的智識與技術發展都甚快
速﹐稍具規模的工業機構為能快速有
效求新求精、提升競爭力﹐都會自設
研發部門並投入可觀的資金從事研發
工作。我國小農制的家庭農場以及小
規模的農產加工與運銷單位常缺乏能
力自設研發部門﹐從事研發工作。農
業科技的研發只能依靠政府公部門設
立專門機構進行﹐投入的資金人力也
難與工業界相比擬﹐進步的速度相對
就比較緩慢。如果農業界的實際從業
者也能像工業界有親自參與研發工作
的機會﹐從切身遭遇的問題或實際需
求中吸取經驗、參與研發、解決問
題﹐滿足需求的知識、方法與技術﹐
則農業科技與智慧的進步將會更為快
速﹐農業或許就不至於演變成為夕陽
產業而逐漸沒落。在此我衷心期望主
管科技發展與農業發展的部門也能認
真考慮鼓勵具有相當知識程度的青年
農民加入農業科技與智慧的研發﹐由
匯集經營相同類別的農業工作者﹐分
門別類﹐集體共同研發實際有用的農
業技術﹐累積農業智慧﹐始能加速農
業的進步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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