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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國蔬菜種植面積約 15 萬公頃，產值 599 億元，年產量 282 萬公噸，夏季

（5－10 月）約佔全年產量的 35 至 40%，冬季（11 至翌年 4 月）約佔 60 至 65%。

依自然環境與產期模式而言，蔬菜生產有顯著的季節輪替特性：瓜果類蔬菜多集

中於春夏季，葉菜類或茄科蔬菜則多集中於秋冬季。雖種類豐富多元，但生產與

市場價格極易受到產量供需與環境氣候影響，如颱風、梅雨或多種異常氣候常易

造成價格波動大幅上升，導致農民收益極易受損，政府亦常需利用進口蔬菜協助

平穩市價，造成經濟損失。種苗乃生產的基礎，我國蔬菜栽培已普遍運用穴盤育

苗方式生產，並形成蔬菜育苗產業，上下游專業分工，因此，如能妥適調控前端

蔬菜種苗生產，應能有助於後端蔬菜栽培產量的穩定。 

    蔬菜育苗產業之發展，自民國79年起農委會陸續輔導設置蔬菜穴盤育苗場，

導入專業化與機械生產蔬菜穴盤苗，87 年設置 21 家，目前約達 200 家，生產蔬

菜作物種類包括茄果類、瓜果類、十字花科葉菜類、萵苣類等蔬菜苗，普遍採用

機械播種，使用穴盤以 128 穴格，育苗設施以人工管理之低度隔離溫網室設備為

主。主要設備包含播種機、介質混合攪拌或填充機、灑水覆土設備、自動排箱積

箱系統 、輸送或搬運系統 、堆高機、催芽室等，其中 93.2%業者具有播種機者、

68.2%擁有介質填充機、31.8%擁有自動排箱積箱系統。近年來我國蔬菜生產面積

逐年下降，103 年蔬菜穴盤苗年產量約 10.9 億苗，產值為 17.8 億元(含嫁接苗)。 

    蔬菜育苗產業因產銷競爭激烈，業者無不期望轉型升級，尋求較高利潤產品，

如從較低價的播種育苗轉型到較高價格的嫁接苗生產，當氣候及病蟲害因素，造

成蔬菜生產困難度增加，帶動茄科及葫蘆科蔬菜嫁接苗需求增加，蔬菜育苗場積

極增加嫁接苗生產品項，但蔬菜嫁接苗生產以人工為主，且有淡旺季情形，業者

普遍反映人力為現今育苗場經營的限制因素。 

     

蔬菜種苗產銷智慧化發展 
    蔬菜種苗產銷智慧化以人性化互動科技為基礎，藉由簡易觸控模式隨開即用



介面，開創育苗者與生產者間溝通新模式。現階段以建構物聯網智能育苗為目標，

整合與優化種苗生產，藉由導入精凖管理與智能生產技術，配合巨量數據庫(Big 

data ; Megadata)、資源節約(Conserve resources)技術與供銷訊息回饋等多元關鍵

訊息，促進蔬菜種苗規模生產與遠端智慧管理，建構穩定安全健康蔬果生產與環

境資源永續高效應用，未來除可促進育苗產業智能化發展，更能大幅減輕資源耗

損與提高種苗品質等目標。農業 4.0-種苗產業領域計劃將陸續建構種苗資訊管理

平台、育苗作業及環境管理智慧聯網以達到蔬菜種苗產銷智慧化目標。 

 

種苗資訊管理平台建構：種苗資訊管理平台以育苗場、產銷班及農企業為育苗排

程產銷聯網標的，應用產銷物聯網、計畫生產策劃排程聯網、種苗產程智慧化配

銷平台、供需預測模組生產物流資訊數位化等概念。管理平台內容應包括：育苗

物料、訂苗排程、種苗配送、智慧化聯網整合服務等。種苗產程智慧化商業管理

模式目的在於提高供苗精準度，減輕育苗者之管理負擔。同時經由聯網介接 ICT

智能育苗平台和專家知識庫數據聯網，於權限場域間提供種苗資訊整合服務。 

 

育苗作業及環境管理智慧聯網建構：智慧聯網鏈結包括專家知識庫數據庫、ICT

智能育苗平台鏈結系統、遠端控制精凖種苗生產管理系統及溫網室設施控制系統，

於權限場域間提供種苗資訊整合服務： 

1. 建構資通訊智能育苗平台：應用多樣資料包含種子倉儲資料、種苗生育曲線、

氣候環境條件、後端市場資訊、主流品種應用、客戶訂貨系統等，建置網狀鏈結

資料與資訊分析，結合資通訊技術(ICT)，擴大遠端遙測控制應用。智能化育苗平

台，除應用於種苗生產與栽培管理外，亦可擴大於果菜栽培生產與彈性調控，進

行妥適之產期調節與健康安全生產模式，形成智慧化集團管理與生產健康安全之

蔬菜作物。 

2.遠端控制導入精準種苗生產管理系統：蔬菜種苗之遠端控管系統，配合蔬菜種

苗生育模式，整合雲端資料庫數據及各項參數，建立異地控管功能。藉由環控育

苗溫網室機械自動化操作系統；於種苗溫室以國產環境控制微控器配合感測器以

開閉溫室通風、噴微霧裝置及遮蔭網等。自動調控溫度、濕度及光度至最適化栽

培參數，進而調控設施環境以生產優質種苗。並配合病蟲害防治預警系統如蒐集

設施環境變化與整合栽培管理及病蟲害監測等重要相關資訊，應用遠端監測原理，

即時發佈防治措施，期能有效防範大面積的災損、建構安全種苗生產體系，提高

育苗管理彈性與減少勞力依賴。除可有效減輕因環境或人力資源不足等問題，更

能配合市場資訊，精凖執行種苗生產與提升育苗良率。 

3.蔬菜育苗數據資料庫建構及應用：自動化育苗參數運用包括整合型數位無線資



料記錄，收集多個小型資料集(data set)如溫網室微氣候環境因子(空氣、介質溫

度濕度、光度及光合效益等)、病蟲害發生資訊、栽培技術改善影響。縱橫聯結

多樣資料關聯性結合專家知識庫建立，以充實大數據資料庫，輔以蔬菜種苗生長

曲線預測模式及自動化育苗各項參數，提升苗期管理效率。提供種苗業者因應多

樣環境變遷資訊與產期調控方針，以建立優良健康蔬菜種苗生產體系。 

 

種苗產銷智慧化穩定供銷模式之產業應用 
種苗產銷智慧化一方面可以進行精準生產調控，另一方面可以提升生產效

能，農業 4.0-種苗產業領域計劃產業應用將以產銷聯網生產設施小葉菜類及高效

隔離產程設施導入生產健康種苗示範如何將產銷智慧化導入產業。 

1. 產銷聯網精準供苗、區域性整合自動化移植設施生產小葉菜類： 

蔬菜種苗供應鏈結構顯示，多數育苗場之育苗生產乃依氣候條件以季節性供

苗為模式，種苗預訂生產比例低於 50%， 4-8 月為育苗場淡季。根據蔬菜市場

拍賣行情價格統計，蔬菜 5~9 月是價格高檔期，倘藉由種苗供應資訊、產銷班或

農民團體之種植面積、市場需求量等參數蒐集，建立種苗資訊管理平台，事先接

單調整種苗排程，應可降低季節性供需失衡程度。育苗場更可結合氣象資料於預

測災害發生前提早規劃育苗，計畫性利用機械移植小型葉菜類，結合產銷班或農

企業提供小型葉菜類設施栽培供貨，或於颱風過境後加速復耕效率，紓解農村勞

動力缺乏，提高新農民投入生產意願穩定農民收益，精凖掌控蔬菜市場供需。唯

我國自動化人機輔具開發與歐美先進國家相比起歨較慢，大型自動化機具引進可

經評估後可直接應用。但國內之溫室設施採用簡易構造，設施內之迴轉空間狹小

國外未有合適機械引進。國內之溫室設施小葉菜類種植仍以人力種植為主，移植

效率每 0.1 公頃 4 人/工作天，工作倍極辛勞。目前小葉菜類移植機之研發仍未

完全自動化，以 12 匹馬力四輪傳動之曳引機為動力來源附掛八行式移植機構組

成之小葉菜移植機，每次雖可移植 8 行，移植效率為 0.2 公頃 4 人/工作天，雖

可減輕工作辛勞但工作效能僅能提高一倍。移植效率未來仍有待强化，期能有效

降低農業人力老化短缺及促進青年農民從農意願。 

2. 種苗高效隔離產程設施導入及設施專用健康種苗生產： 

在開放空間環境下種苗之培育受到病蟲害危害，期望以開放環境生產無病

蟲害之健康種苗猶如緣木求魚，尤其是茄瓜果類、草莓及百香果等種苗極易因為

育苗環境缺乏妥善隔離管控，而將媒介昆蟲、水源介質傳播之病原帶入本田或栽

培設施，徒增病蟲害管理成本，影響農產品安全或造成產量損失。透過高效隔離

環境健康種苗生產系統，將可能的病蟲害因子落實隔離管理，建構一個潔淨的育

苗空間，生產出潔淨、無帶病原菌健康的種苗，供設施或田間栽培利用，將有效



減少田間病蟲害管理作為，除了降低生產成本外，因本套系統的施作可降低生產

者對農藥的依賴，才是根本解決農藥殘留所造成之食安問題，達到多方共贏局面。

種苗高效隔離產程設施導入適合茄瓜果類、草莓種苗等設施專用健康種苗生產系

統應用。高效產程隔離設施之建構導入部件包括：（a）自動控制開頂溫室隔離設

施。（b）正壓送風降溫系統包括:降溫水牆、正壓送風管多元隔離關鍵濾材及外

遮陰系統之自動控制部件介面整合研發等。（c）環境監測感測系統包括:設施環

境之溫溼度、日射量、風速及二氧化碳濃度等，透過氣象感測器作完整記錄，而

由資料收集器控制埠可依設定條件與其他儀器(惟幕開閉、養液系統)連結，作自

動化精準管理，同時也可利用無線感測系統，透過網路作即時監測，相關技術已

相當成熟可立即運用。並經由設施環境參數與病蟲害的控管監測與驗證，達到設

施專用健康種苗生產之目的。 

 

結語 

蔬菜種苗產業供應鏈發展之瓶頸包括：1.產程勞力密集且供需整合度低傳

統種苗生產面臨勞動力不足、高齡化與土地取得不易。2.生產系統資訊零散，缺

乏系統性整合，精準度低，生產效能差。3.缺乏產銷資訊，供需易失衡等問題。

因此蔬菜育苗產業之未來應朝向育苗場及產銷班農企業聯網方式精準供苗，利用

ICT 智能化系統控制與遠端智慧管理之方向發展，並結合高效隔離產程環境生產

健康種苗或自動化移植機械設施生產小葉菜類，改善季節性蔬菜穴盤苗供需失衡，

以達到提昇產業結構之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