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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許嘉伊

2009農業技術交易展暨 
科技農企業徵選頒獎典禮

台灣位處亞熱帶地區，加上四面環海並具有高

聳中央山脈的地形，使我國富有多元的地理與氣候

環境，孕育了豐富的生態資源，成為農業發展的利

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所屬各試驗研究單位，持續

研發創新各項農業科技，並結合生物技術、資通訊

技術等先進科學，加速農業技術產出與應用效率，

不僅提升我國農業競爭力，更具有增進國人健康之

效益，逐步引導產業邁向永續發展。

為推動台灣農業達到科技產業化、產業科技化

之施政目標，農委會近年積極擴展國內豐富研發成

果之運用，強化農業科技智財權管理，並舉辦農業

技術交易展，將研發成果技術轉移至產業界應用，

帶動農業科技及產業升級。農委會科技處今年不僅

匯集會內具商品化潛力的研發成果，舉辦「2009 農

業技術交易展」，並委由時代基金會辦理「第一屆科

技農企業營運企劃徵選」，發掘國內農業科技企業

成功案例，於交易展當天表揚得獎企業，其創新的

營運模式與經營經驗，刺激各界相互交流，激盪出

更多創新火花。

導入智財概念 技術價值顯現

「2009 農業技術交易展」及「第一屆科技農企

業營運企劃徵選」頒獎典禮於 98 年 6月 24 日於台

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隆重登場，當天共襄盛舉的貴

賓包括，農委會主任委員陳武雄、時代基金會執行

長徐小波、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處長賴彬桂、台灣經

濟研究院顧問鄒篪生、農業信用保證基金董事長蔡

勝佳、國立台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院長陳保

基、台灣動物科技研究所所長翁仲男、農業金庫董

事長劉松齡，及主辦單位農委會科技處處長黃子

彬。

陳武雄主委表示：「農業技術交易展呈現相當

扎實的科技研發成果，提供廠商承接應用，以開發

品質更好、更精緻、更具創意、且符合消費者需求

的產品。農委會科技成果推廣應用成效越來越佳，

從民國 84 年至今，得到專利約 300 多件，技術移轉

金額達到 1億 7 千多萬元，技轉金從原本每年 1至 2

千萬元的額度，去年增加至 5 千多萬元，成效明顯

可見。由於國內農業研發能量多集中於公部門試驗

研究單位，產出豐碩的成果，早期皆視為公共財，

以不收費的方式提供給農業從事人員使用。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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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若缺乏智財權保護，不僅國內農民、廠商

可以使用，國外業者亦可免費取得。儘管於我國加

入WTO 之前，可以透過進口品管制的方式，防止外

商於免費享受國內科技成果後將產品回銷造成的衝

擊，但卻無法阻止其產品於國際市場流通。但是，

目前在 WTO 架構下，我國必須開放國外產品進口，

因此未受保護的技術若被他人取得，不僅在國際市

場與我國業者競爭，對國內市場也會造成威脅，更

加突顯妥善規劃智慧財產權之重要性。因此，研發

技術取得智慧財產權保護，才能保障廠商獲得合法

權益，避免他人仿冒，科技研發成果才能落實至產

業界應用，促進農企業發展，提升產業競爭力」。

優質農企業 深具發展潛力

「科技農企業營運企劃徵選」活動，係篩選並

發掘國內具優質發展利基的科技農企業，獲選企業

將由產業專家組成的跨領域輔導團，提供個別諮詢

協助，以加速提升農企業之競爭優勢。本屆共有八

家企業獲得優選獎，其中三家獲頒金質獎，以示肯

定。八家優選獎業者為：中華海洋生技公司、百泰

生物科技公司、育品生物科技公司、利統公司、凱

馨實業、瑞寶基因公司、聯發生物科技公司、懷特

生技新藥公司。其中獲頒金質獎業者為：中華海洋

生技公司、百泰生物科技公司、利統公司。觀察此

八間企業可一窺產業界將先進科技結合至農、林、

漁、牧產業之發展潛力。簡介各公司之研發重心如

下：

1. 中華海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研發免換水水質生

態循環養殖技術，提供整廠輸出模式，近年來專注

於發展石斑等高經濟價值魚種之室內養殖，於馬來

西亞、汶萊、中國等地協助合作夥伴生產高品質魚

類。核心技術亦應用於觀賞水族箱系列，拓展另一利

基市場。

2. 百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行微生物製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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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產銷，其台灣寶枯草桿菌生物性農藥為國內第一

個取得農藥登記證之微生物製劑產品，並獲國家品

質標章肯定。公司之生物製劑產品已佈局日本、韓

國、中國、越南、土耳其及埃及等地，並持續拓展外

銷市場。

3. 利統股份有限公司：開發蔬果長程保鮮、運銷技

術，以延長蔬果的櫥架壽命。經由衡量蔬果保鮮技

術與果農合作之風險及獲利模式，公司採取結合保

鮮技術與水果產銷業務於一身之策略，將新科技注

入傳統產業。其行銷網絡遍佈中國、歐、美、日、東南

亞。

4. 育品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專注於精進蝴蝶蘭

栽培技術，業務以外銷為主，穩定出口至美國、歐

洲、日本、南非、韓國、 香港等地，蘭花品種超過500

種。該公司採用先進設備與技術進行蘭花栽培，為國

內最具規模之蝴蝶蘭生產業者。

5. 凱馨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經營有色雞專業養殖

與產銷。以垂直整合產業鏈之經營模式，結合契

約飼養戶培育健康雞隻。公司取得CAS、HACCP、

ISO22000認證，且施行生產履歷，對於品質的堅持

使雞肉產品得以長期外銷日本，並獲得新加坡輸入

許可。

6. 瑞寶基因股份有限公司：專注於研發動物疫苗與

動物飼料添加劑等，與學研機構合作開發之疫苗技

術，亦同時於母公司生寶臍帶血進行人用疫苗研發。

瑞寶分別於屏東農業科技園區及桃園觀音地區設置

符合國際規範之廠房，將提供國際大廠委託代工服

務。

7. 聯發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積極耕耘生物性肥

料與農藥之開發，於屏東農業科技園區建置有太陽

能設備之環保生物製劑廠房。公司取得ISO9001及

14001認證，通過歐盟、美國及日本之有機資材認證

審查，已將產品推展至馬來西亞、泰國及荷蘭等地。

8. 懷特生技新藥股份有限公司：進行植物新藥研

發，研發中之六項標的已有多項進入臨床試驗階段，

其中兩項獲得美國FDA核可進行第二期臨床試驗。

考量到未來新藥之藥材品質，已著手進行原料藥材

之組織培養及優良農業操作規範（GAP）栽種之研

發。

技術再升級 農業創新局

農業技術交易展 2009 年為第五次舉辦，嚴選展

出生物技術、防疫檢疫、美容保養、食品加工、栽培

量產、設備資材、新品種、環保節能等八大類 90 項

農委會產出之研發成果，大會現場同時舉辦技術商

談會、技轉廠商經驗分享座談會等活動，另有金融

信貸單位及技術資訊服務專區，提供多方面資源，

促成產學研之間的交流與合作。以期將研發成果藉

由技術移轉應用至產業界，有效減少業者自行研

發之時間與成本，並開創國內農業科技產業潛在商

機，加速農業升級永續發展。本次展出之研發成果

豐碩，摘錄部分成果如下。

由農委會種苗改良繁殖場研發之快速鑑定番茄

抗根瘤線蟲植株基因型之特殊性引子及 PCR 檢測

技術，藉由設計特殊引子（primers），只需進行一次

PCR 反應即可檢測蕃茄植株是否具有抗根瘤線蟲基

因型，避免使用耗時又有病原擴散風險之生物接種

法測試。此外，相較於一般 PCR 檢測法，此技術不

需使用成本高的限制酵素作用即可判讀，不僅靈敏

度高，還具有省時低成本之優點。目前已經有農友

種苗公司以非專屬授權方式技轉此技術運用。

農委會防檢局與成功大學研發一種用以檢測魚

體感染之引子對、方法及套組，可同時檢測 4 種石

斑魚病原。此技術包含針對病原菌特定片段設計之

引子對，使用 RT-PCR 方法，可應用於一般實驗室

操作及 Lab-on-chip 產品，較一般 RT-PCR 檢測靈

敏，因此可以在疫情尚未擴大前檢出病原菌，具有

早期快速檢測之優勢。

丹參具有心血管保健功能，具有開發為保健食

品與藥品之潛力。農委會農業試驗所研發之優質丹

參組織培養苗大量繁殖技術，配合組織培養苗瓶內

馴化技術，不僅提升瓶苗品質，且出瓶存活率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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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移植田間栽植後，根部酮類含量為市售丹參

藥材的 1.5 倍，未來配合 GAP 栽培制度，將可提升

中草藥原物料品質。

黃金米 – 台農 76 號為農委會農業試驗所育成

之新品種。此品種為非基改稻米，適合作為良質品

食用。此品種精米外觀呈黃色，已知含有 β 型與 α

型胡蘿蔔素、新葉黃素、葉黃素、玉米黃質等五種

類胡蘿蔔素。類胡蘿蔔素具有抗氧化功能，而 β 型

胡蘿蔔素是維生素 A 的前驅物，有助於預防夜盲

症，因此台農 76 號黃金米又可作為保健米利用。

新型控釋肥料製作技術是由農委會台南區農

業改良場開發，利用從自然界取得之膠質材料製

成包膜控釋型材料，可配合植物生長需求，搭配不

同組合之化學肥料，製成包膜控釋型肥料，約可減

少三成的肥料施用，且可減少施肥次數、提高肥料

效率，達到化學肥料施用減量、降低環境負荷之目

的。目前市售之控釋型產品是採用化學膠，會殘留

在環境中，而此技術採用生物可分解材料，且效果

較市售產品佳。

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建立之農藥殘留檢測技

術已輔導中興大學、成功大學、屏東科技大學、美

和科技大學、台東大學及慈濟大學成立六處區域檢

驗中心，執行農產品及其加工品藥物殘留之檢驗工

作。其中，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及成大、屏科大、

美和、慈濟大學已獲得全國認證基金會（TAF）認

證。此外，興農公司及佳美食品公司已採非專屬授

權模式移轉此技術，於公司內部建立農藥殘留監測

系統，掌控產品品質。

今年度的農業技術交易展已圓滿落幕，而引發

研究單位與業界之間的熱絡討論將會持續發酵，由

各界共同深耕農業科技，活絡農業及其延伸產業發

展。農委會以厚植農業科技基礎，建設台灣成為全

球亞熱帶農業技術之重要研發、生產與服務基地，

列為現階段的努力目標。未來將持續以健康、效

率、永續經營的理念，並配合精緻農業發展，引領

台灣的傳統農業與先進的高科技結合，使我國農業

邁向新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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