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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植物種苗產業服務

一  農民學院學員對農業社會責任之
研究   

陳乃華、林勝富

本計畫乃為建立適合衡量農業社會責

任之指標，藉以評量農業經營者對 ASR

的看法及態度，並探討其執行 ASR 的意

願，作為未來農民學院課程規劃及農業政

策執行之參考與依據。研究結果顯示，

本量表包含環境、社會及經濟指標構面

共 65 題，經項目分析後刪除 1 題鑑別度

不佳之題項，整體信度達 0.979，具有高

度內部一致性及鑑別度，可作為未來評量

農業經營者對農業社會責任相關研究之測

量工具。本研究亦發現，雖各受訪者對於

農業社會責任相關行為之認同程度深淺不

表 6-1、受訪者對於執行農業社會責任相關行為之意向
表一、受訪者對於執行農業社會責任相關行為之意向 

 

  

行行為為意意向向 人人數數 比比例例 平平均均數數

非常不同意 1 0.8%

不同意 0 0.0%

稍微不同意 0 0.0%

稍微同意 9 7.1%

同意 39 31.0%

非常同意 77 61.1%

合計 126

非常不同意 1 0.8%

不同意 0 0.0%

稍微不同意 0 0.0%

稍微同意 9 7.1%

同意 41 32.5%

非常同意 75 59.5%

合計 126

非常不同意 1 0.8%

不同意 0 0.0%

稍微不同意 0 0.0%

稍微同意 8 6.3%

同意 44 34.9%

非常同意 73 57.9%

合計 126

非常不同意 1 0.8%

不同意 0 0.0%

稍微不同意 0 0.0%

稍微同意 12 9.5%

同意 45 35.7%

非常同意 68 54.0%

合計 126

受受訪訪者者對對於於執執行行農農業業社社會會責責任任相相關關行行為為之之意意向向

5.51

5.49

5.48

5.41

從事農業除了獲取經濟利益外，我願意善盡社會責任，保護環境

從事農業除了獲取經濟利益外，我會鼓勵親朋好友善盡社會責任

從事農業除了獲取經濟利益外，未來我會持續善盡社會責任

從事農業除了獲取經濟利益外，我願意說服其他人善盡社會責任



農業部種苗改良繁殖場 119118 www.tss.gov.tw

序 六、植物種苗產業服務

二  外銷潛力作物暨種苗中小微數位
轉型輔導

陳乃華、安志豪

本計畫為促案輔導種苗中小微型農業

經營業者包含個體戶、產銷班農民、團

體、合作社等申請農業數位基盤星點計畫

之農業雲市集諮詢服務，期藉由導入數位

化工具，藉此鼓勵中小微型業者應用數位

轉型技術、產品或服務，以利產業價值鏈

升級轉型、產業數位普及、農業經營者獲

利增加及提高產業競爭力等目標。111 年

度辦理 1 場線上農業數位基盤星點計畫說

明會並親自拜訪種苗業者進行計畫內容說

明，促案輔導 14 家中小微型業者申請農

業數位基盤星點計畫及協助其導入數位化

工具，並藉由輔導過程了解其使用情形及

進行效益評估，以作為計畫後續滾動修正

之參考依據。（圖 6-1）

同，但大多數受訪者皆表示認同，其中在

環境指標構面，受訪者認為「農作物的生

產灌溉應維持乾淨，避免遭受化學或農藥

汙染」是最重要的；在社會指標構面，受

訪者特別認同「農場工作人員要獲得完善

的職災保障」；在經濟指標構面，受訪者

認為「農民有穩定的利潤才能持續經營農

場」是最重要的。另亦發現，大多數受訪

者皆表示非常同意執行農業社會責任相關

行為，期望能藉由本研究提高農業經營者

善盡農業社會責任，促進農業永續發展。

（表 6-1）

圖 6-1、雲市集 - 農業館數位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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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臺灣植物健康種苗病害驗證作業
體系執行

陳乃華、鄧卉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 以下簡稱防檢局 ) 為防止病害藉由種苗

傳播蔓延，以提升作物生產品質，特自民

國 91 年起訂定多項作物種苗病害驗證作

業須知。為提升申請程序便利性，自 91

年起委由種苗改良繁殖場 ( 以下簡稱本場 )

為各項作物種苗病害驗證作業受理機關，

目前可受理核發病害驗證作物包含馬鈴

薯、百香果、香蕉、草莓、甘藷、綠竹、

柑桔與豇豆等八項，逐步建立優質種苗生

產病害驗證體系。

為了協助國內種苗生產業者拓展外銷

業務，防檢局更於 109 年發行百香果種苗

病害驗證證明書雙語版及英文版，希冀實

質提供生產業者外銷品質得到保證。本場

為各項作物之病害驗證受理窗口，同時各

項驗證制度行之有年，積極著手規劃將邀

請防檢局、各檢察 ( 定 ) 機關及主要申請

業者，對於技術層面之精進或改善，進行

共識討論，以提升執行效率與效能。

統計 111 年受理豇豆、馬鈴薯、百香

果、香蕉、草莓、甘藷、柑桔及採筍竹等

8 項種苗病害驗證申請案總案件數完成 85

件、證書核發 69 件，累計檢查 ( 定 ) 費

收入約新臺幣 228 千元。目前各項驗證作

業依據檢查階段，需要繳交相關規費，包

含檢查費與檢定費，無論申請檢查作物為

何，檢查費用皆為新臺幣 1,000 元整，而

檢定費用因事涉抽驗樣品數量與採取之檢

驗方式不同而有差別，本場將持續推展種

苗健康驗證體系並提供意見洽詢與交流，

期望得更加厚實我國優質種苗生產驗證體

系之能量。（表 6-2）

表 6-2、111年種苗病害驗證受理及證書核發數

作物 豇豆 馬鈴薯 百香果 香蕉 草莓 甘藷 柑橘 採筍竹

受理件數 3 44 9 1 9 14 2 3

發證件數 1 41 5 2 6 12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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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蔬菜種子 ( 苗 ) 產業資訊行銷需
求調查

徐麗芬

本計畫係透過植物種苗聯合行銷平台

進行行銷推廣，並依後台訪客資料與諮

詢內容，進行行銷推廣分析。本平台自

106 年 11 月開台至今，已累計訪客人次

36,397 人次，本 (111) 年度平台訪客 2,133

人次，平台由原先業者自行更新商品名

錄，後積極由本場協助推播並更新商品，

並持續辦理並積極媒合國外業者詢問商

品情形，完成平台網站商品更新執行 100

項，包含十字花科 45 種、茄科 35 種及葫

蘆科 20 種，計畫累計共完成 500 項。

本 (111) 年度執行國外業者商品詢問

媒 合 完 成 32 件 ( 累 計 共 計 199 件 )。 完

成 3 場聯合行銷平台推廣活動，配合本場

與其他場室所辦理研討會議、農民學院課

程、配合臺中市農會青農輔導課程宣傳推

廣，參與人數約 339 人。

依平台分析，最主要的使用國家為

美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分別

占本平台全年度使用的 13.2%、11.1% 以

及 7.6%；其餘則分別是香港、印度、約

旦、孟加拉、南韓及越南等地區。其中以

亞太地區訪客為平台最主要的使用者 ( 占

61.1%)，其次為美洲地區訪客 ( 占 17.4%)

與歐洲地區訪客 (15.3%)。

客戶關係管理可以讓企業針對平台訪

客有更深一層的應用，依平台分析結果可

見，本平台主要的使用者為亞太地區，而

在非洲及澳洲地區使用平台的人次較少，

恐與平台行銷方式有關，未來可研議或調

整行銷策略。

五　　 種苗產業於高溫與乾旱環境下之
因應  
李濡夙、郭孄婷

隨著近年來氣候變遷，全球各地氣候

異常的情形頻傳，為維護糧食安全及農業

發展，持續提供耐候、易種植、抗病和豐

產種子，屬確保糧食作物來源之重要對

策。本計畫針對國內種苗業者受到高溫、

乾旱之影響及因應措施，透過訪談及問卷

方式，瞭解目前種苗產業因應高溫及乾旱

所採取的調適策略，以及其採取策略時考

量的因子，希冀作為相關單位參採。

調查結果顯示，經劃分種子及育苗業

者經營型態，由於育苗業者因經營特性，

使用溫網室進行栽培，設施內部溫度又較

外部高，管理時間短且需水少，可在短期

間內快速重新種植一批苗 ( 圖 6-2)，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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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其他災害，主要受高溫影響；種子業

者則因採種週期較栽培更長，需水量更

大，因此除了易受到高溫損害以外，亦易

受乾旱影響。因應高溫的調適策略，育苗

業者主要採以遮陰、灌水降溫或加強換氣

措施，輔以耐熱品種及減少育苗量之措

施，種子業者主要採以遮陰、加強換氣措

施及耐熱品種，輔以灌水降溫之措施；因

應乾旱的調適策略，育苗業者主要採以遮

陰、替代水源或省水栽培及減少育苗量，

輔以耐旱品種及調整溫網室換氣頻率之措

施；種子業者主要採以省水栽培或替代水

源、調整生產期及耐旱品種，輔以遮陰、

減少育苗量之措施，相關採取措施考量均

為實施成本及預防效果為主，其中種子業

者尤為注重預防效果。

圖 6-2、種苗業受高溫或乾旱災後所需恢復時間

 
 
 
 
 
 
 

圖2-1、種苗業受高溫或乾旱災後所需恢復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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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111 年人工培植拖鞋蘭登記及出
口管理現況

李濡夙、蔡瑜卿、洪張小萍、李思慧

郭孄婷

人工培植拖鞋蘭登記及出口管理制度

由農委會於民國 88 年訂定，係為促使臺

灣栽培的芭菲爾多鞋蘭屬 (Paphiopedilum)

與鬍拉密拖鞋蘭屬 (Phragmipedium) 拖鞋

蘭種苗及切花得以順利出口，並指定本場

為執行單位，辦理拖鞋蘭人工培植場登記

及種苗出口管理相關事宜。111 年元月本

場受理 1 家拖鞋蘭業者 ( 長益仙履蘭園 )

申請拖鞋蘭人工培植場證明，屬登記有

案、效期屆滿重新申請之培植場，於 3 月

會同拖鞋蘭科技審議委員及地方主管機關

實地查核 ( 圖 6-3)，5 月經農糧署召開拖

鞋蘭科技審議委員會審核後通過，農委會

於 6 月核發「拖鞋蘭人工培植場證明書」。

111 年度拖鞋蘭人工培植場登記名單共計

19 家，其可於登記的種苗種類與數量範圍

內申辦拖鞋蘭種苗或切花出口；同年計有

張仕賢、清華蘭園有限公司、洋吉蘭園及

多雅蘭園 4 家業者申辦拖鞋蘭產銷異動申

請現場查核。本場並辦理 16 家培植場拖

鞋蘭種苗出口申請案審核計 241 件，核驗

同意出口種苗 49,530 株、切花 6,120 枝，

種苗主要輸往美國、歐洲、加拿大及日本

等 27 個國家地區 ( 圖 6-4)，切花則主要輸

往美國，佔切花數量 97.7%。

111 年 12 月 8 日於本場植物種苗中心

大樓國際會議廳與臺灣仙履蘭協會共同舉

圖 6-3、拖鞋蘭人工培植場實地查核生產設施及現有種苗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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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仙履蘭產業發展座談會」，邀請國立

屏東科技大學廖曼利助理教授講授「園藝

療法及其應用」、亞太蘭花會議高紀清主

席講授「蘭花之貿易與保育—以仙履蘭為

例」及農業試驗所吳承軒助理研究員講授

「藥劑、環境與仙履蘭開花探究」，並由

亞太蘭花會議高紀清主席及本場劉明宗課

長共同主持 ( 圖 6-5)；大廳亦展示近年本

場蘭科作物相關研究，與參加座談的拖鞋

蘭栽培者與學者進行交流，期望提供仙履

蘭產業發展新的方向。

圖 6-4、111 年臺灣拖鞋蘭主要輸往國家 ( 地區 ) 種苗數量百分比

圖 6-5、亞太蘭花會議高紀清主席強調合法來源購買人工培植蘭花的重要性

 

 

 

 

 

 

 

 

 

 

 

 

圖1、拖鞋蘭人工培植場實地查核生產設施及現有種苗數量 

 

 

 

 

 

 

 

 

 

 

 

圖2、111年臺灣拖鞋蘭主要輸往國家(地區)種苗數量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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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農業推廣服務
（一）教育訓練

林勝富、陳乃華、郭孄婷

本場執行農民學院訓練業務，設置

「植物種苗訓練中心」，負責辦理種苗類

技術訓練及學程規劃，並為「種苗類」見

習農場申請之審查作業主責單位。111 年

度教育訓練業務執行情形如下：

1. 完成農民學院訓練課程及客製化訓練計

10 梯次 ( 農民學院 5 梯次，自辦 5 梯次 )，

參加人數計 308 人次，達成年度目標值。

(1) 農民學院 5 梯次計 94 人參訓，包括：

果樹嫁接苗生產技術訓練班 (13 人 )；

植物組織培養技術訓練班 (28 人 )；

種苗生產技術入門班 (29 人 )；作物

保種技術訓練班 (12 人 )；小型農機

使用及基礎保養訓練班 (12 人 ) 。

(2) 辦理客製化訓練 5 件，計 214 人參

訓，包括：

①與「台灣有機產業促進協會」共

同辦理「111 年度有機農業土壤

肥培及病蟲害管理講習會」，協

助我國有機農業人才培育及技術

發展，計 83 人參加。

②協助屏東縣霧台鄉公所辦理「魯

凱藥用植物輔導培訓課程」1 場

次計 6 小時，23 人參加。

③參與臺中市農業局「青年農民輔

導計畫 ~ 青年從農培訓及輔導」

訓練課程，計提供種苗類，在地

青農 14 人全程參與訓練。

④與「臺中市寶島農業運銷合作社」

共同辦理在地青農「作物安全栽

培研習」1 場次，協助青農栽培

技術提升，計 76 位青農參加。

⑤協助在地崑南社區執行農村社區綠

色照顧計畫，提供園藝療育課程及

師資，年度共計 45 項課程計 90 小

時授課時數，全期 18 位樂齡居民參

加。

2. 本場原訓練教室及設施老舊並經 921 地

震後構造受損， 111 年度規劃「人才培

育中心」新建工程，期望創造舒適且符

合訓練目的之教學環境，以供未來推廣

教育及人才訓練之基地。案經公開招標

均無廠商投標，原預算經檢討後保留至

112 年繼續執行。( 圖 6-6 ～圖 6-8)

圖 6-6、農民學院訓練班開訓 圖 6-7、農機操作訓練 圖 6-8、綠療育課程始業式場
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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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年農民輔導專案計畫 

林勝富、郭孄婷

本場執行百大青農輔導計畫，投入場

內、場外專家支援，除了生產技術之輔導

改進外並安排產業參訪、同業交流，獲得

不錯的成效。

1. 第 6 屆百大青農依農委會期程遴選，

本場主政之植物種苗類獲選標竿型青農

1 名：台一種苗張佳宏青農，輔導期自

111 年 8 月 1 日起，現有土地面積 22.5

公頃，專營果樹、蔬菜、花卉育苗。技

轉本場彩葉芋 2 品種，輔導健康種球及

盆栽生產，為該員本年度新增項目，初

期設定 0.1 公頃面積，已生產銷售 500
盆彩葉芋盆栽，並參與 11 月間辦理之

「台灣花卉品種推介會」，後續將擴充

生產面積及數量。

2. 依據青農需求協助取得設施設備計畫補

助 1 件，已完成驗收啟用。( 圖 6-9、圖

6-10)

圖 6-9、青農培育之優良種苗 圖 6-10、青農產品展示

（三）農業技術諮詢與服務

林勝富、陳乃華、李濡夙、徐麗芬

郭孄婷

1. 種苗技術服務推廣應用計畫

(1) 本年度技術服務團輔導訪視 F1 蔬

菜種子生產業者計 9 家 11 場次 ( 生

生、崧寶、慶農、良種、瑞成、明

豐、欣樺、好農家、稼穡 )。重要

問題回饋如下：

①人力老化缺工問題 ( 含育種人力

養成 )，移工申請門檻過高。

②進出口檢疫條件複雜，配合難度

高。

③採種隔離問題難解，建議協助設

置採種專業區。 

④ Bio-Open Lab. 及種苗聯合行銷平

台之設置，符合產業需求且對產

業行銷有幫助。

⑤農藥肥料管控問題。

⑥中國不承認台灣種子品質檢測之

報告，另在當地生產種子恐具親

本流失之危險。

⑦首度輸入作業出問題，規定、流

程不清楚，對業者造成困擾。

(2) 協助辦理蔬菜 F1 種子生產業者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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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服務 電話 信件 E-mail 傳眞 簡訊服務 現地服務 FB 或 Line

1,315 1,414 84 188 61 4 117 293

圖 6-11、業者訪視交流座談 圖 6-12、業者設備驗收 圖 6-13、參觀導覽

( 施 ) 備申辦案件審查及現場會勘驗

收 7 場次，包括：稼穡、宇辰、欣樺、

育家、生農、農友、穗耕等 7 家 F1

種子生產業者。

2. 本場致力種苗科技研發之成果，成為各

級農會、機關學校及團體參訪觀摩之參

訪點。民國 111 年全年申請來場參觀團

體計 20 團 365 人次，另種苗訓練園區

全年開放免申請供民眾自由參觀，全年

計有 2,762 人次進場參觀。111 年提供

農業技術諮詢服務案件總計 3,476 件，

較 110 年之 3,409 件成長 2%。( 圖 6-11 ～

圖 6-13)

全年諮詢服務案件統計如下：

八  蔬菜育苗產銷智慧聯網體系應用
與推廣

蔡瑜卿、張倚瓏、張定霖

106 年起本場執行智慧農業種苗領航

產業應用計畫，推動蔬菜種苗產業導入現

代資通訊技術 (ICT)，以系統化、資訊化

整合產銷管理作業，提升蔬菜種苗生產與

管理效能。

本場建置蔬菜育苗智慧化產銷管理系

統供蔬菜育苗專業場應用，已建構為蔬菜

育苗產銷聯網體系，包含雲端桌機版、

APP 版及 LINE@ 官方帳號線上訂苗功能、

派工工作進度紀錄與回報 APP 系統功能，

以及導入蔬菜育苗育成日期預測系統。

111 年擴增系統功能包含新增植床種苗庫

存 QR Code 管理與敏感性蔬菜生產與出

貨量統計查詢報表等功能，提升行動裝置

APP 版現場即時操作的功能。5 月在農委

會記者會中展示本系統種苗 QR Code 管理

功能以及育苗場導入數位化管理成果 ( 圖

6-14)。同時，為推動蔬菜種苗產業邁向智

慧化種苗生產，本場與台灣蔬菜育苗協會

串聯產業上下游，12 月成立蔬菜種苗智慧

農業聯盟 ( 圖 6-15)。
為輔導蔬菜育苗場使用本系統應用於

日常的蔬菜育苗生產作業，111 年於中、

南辦理蔬菜育苗智慧化產銷管理系統操作

講習 3 場次，講解系統基本資料建立、訂

單出貨管理、LINE@ 線上下單、行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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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4、111 年舉辦 _ 產銷數位化管理 - 蔬菜育苗產業升級之路 _ 記者會

圖 6-15、111 年 12 月 14 日蔬菜種苗智慧農業聯盟成立大會

APP 與本年度新增功能，共計 10 家育苗

業者共 21 人次參加講習。本場輔導團隊

訪視蔬菜育苗場 12 場次，導入系統與設

定工作項目參數，111 年 10 家專業蔬菜

育苗場使用「蔬菜育苗智慧化產銷管理系

統」共 1,129 人次，建立播種單、訂單及

出貨單共計 423,379 筆，較 110 年 5 家育

苗場使用系統情形大幅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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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蔬菜育苗生產預測專家系統功能
實證與優化

張倚瓏、薛佑光、蔡瑜卿、林汶鑫

吳雅芳、蔡璿如

臺灣蔬菜生產種類繁多，根據農糧署

110 年蔬菜生產概況年報指出種植面積約達

14 萬公頃，為能穩定收成並提升農產品品

質，其中超過 4 成作物需經專業育苗場培育

種苗後，再移植於田間栽培。針對目前已採

用穴盤育苗者專業化生產的蔬菜育苗場，透

過蒐集周年大量育苗生長情形以建立種苗

生長參數，同時結合連續性環境資料蒐集，

將累積的大量數據進行蔬菜種苗之生長預

測模式建立，為便利使用整合於蔬菜育苗

智慧化產銷管理系統中，作為生長管理產

程中作為預測種苗生長的依據，進而能夠

提升育苗場出貨排程效率，本年度透過個

別育苗場驗證進行設施內氣象溫度資料及

鄰近農業氣象站均溫及積溫分析，可從氣

象站推估育苗場內溫度，並透過數批次育

苗測試結果修訂參考育成標準閥值調整預

測模型，另於不同育苗場同時進行育苗測

試，可觀察到育苗場管理差異導致的苗株

表現不同，但育成預測日期結果仍符合實

際出貨日期，能滿足業者需求，未來將持

續協助導入之個別育苗場依其環境資料及

育苗情形調整其最適預測結果。( 圖 6-16)

圖 6-16、初秋甘藍播種後第 26 天後之生長情形

十  聖誕紅業者觀摩及參訪

劉名旂

聖誕紅（Euphorbia pulcherrima）屬大

戟科（Euphorbiaceae）大戟屬（Euphorbia）

多年生中小型灌木，又稱一品紅、猩猩木，

原產於中美洲墨西哥，因盛花期正值聖誕

節期間，且鮮紅苞片搭配翠綠葉片十分喜

慶，常在該節日用以裝飾擺設而得名。臺

灣地區花卉市場 111 年聖誕紅盆花之交易

量約 26.6 萬盆，年產值達 1,516 萬元，主

要產區集中在桃園市各區、苗栗縣卓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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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組織培養智慧生產與應用模式之
建立

張珈錡、簡怡文、王春蘭

為提升我國組織培養產業之競爭力，

有效的提高組培苗生產效率，本計畫擬建

構整合生產流程管理、環境監控、組培苗

生長資訊之應用系統，達成生產資訊化、

管理自動化、產品精準化之組織培養苗智

慧生產模式。本年度系統擴充增加環境感

測資訊與不良品記錄同步輸出功能，目的

為考量過去常有組織培養業者反應環境濕

學三方更能夠在團隊的回饋下，瞭解產業

動態，鋪陳市場需求。( 圖 6-20)

圖 6-17、聖誕紅產地觀摩與農民互動討論情形

圖 6-18、每日環境濕度與發霉瓶苗數量變化趨勢 圖 6-19、辦理系統教育訓練及功能討論

度與培養材料發生發霉情形之疑慮，或是

不同品項較適合放在某些特定光照環境之

考量，但皆缺乏數據實證，透過增加環境

感測資訊與不良品記錄同步輸出功能，以

每日為單位提供統計結果，期望提供管理

人員作為生產環境長期監測與影響評估工

具 ( 圖 6-18)。另外藉由持續辦理系統功

能說明會和操作人員教育訓練活動，推廣

產業導入應用，累計 111 年度辦理 6 場推

廣活動，活動參與達 24 人次，並輔導 4
家組織培養業者參與系統運行測試，其中

1 家組織培養業者持續使用超過半年以上

( 圖 6-19)，評估可有效降低各階段管理操

作時間達 75%，及提升生產數據收集和分

析應用效率，有助於精進產程管理。

 
圖 1、每日環境濕度與發霉瓶苗數量變化趨勢 
 

 
圖 2、辦理系統教育訓練及功能討論 
 
  

鎮、南投縣埔里鎮及宜蘭縣三星鄉等地，

為臺灣第二大產值之盆花作物。

本次聖誕紅產地觀摩，在重點栽培區

域參訪，可瞭解產區的產品特色，也可與

產地農民互動討論（圖 6-17），在氣候變

遷影響下，栽培環境溫度日益升高，如何

藉由改善溫網室結構及栽培方式，減緩高

溫逆境導致的插穗產量下降、植株生長停

滯、盲芽、狹葉化、停心及根系病害等生

理障礙。透過這樣的觀摩旅程，產、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