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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與桃園市政府簽訂合作備忘錄 雙方

攜手合作建構桃園農業物流園區 創新農業新典範

▲	農委會陳副主委吉仲(左4)、農糧署胡署長

忠一(左5)在水果多元產銷穩定措施記者會

與貴賓合影。

▲	農委會陳副主委吉仲說明水果多元產銷穩定

措施。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營造臺灣農業產品健

全的冷鏈物流環境，並建構可操作農業加值與

併貨再出口之國際轉運商業模式，同時善用桃

園國際機場密集航班，確保交貨彈性及爭取時

效，6月13日與桃園市政府簽訂合作備忘錄，

將於桃園國際機場周邊，桃園市政府所開發的

沙崙產業園區部分土地及另開發鄰近的國有土

地，合計約16公頃土地面積，打造桃園農業物

流園區，建構觀賞水族、花卉、蔬果、植物工

廠、種子種苗、冷凍魚、肉類及農業加值等產

業國際轉運、包裝、重整、理貨、加工之冷鏈

物流系統，並導入保稅、檢疫、檢驗、通關一

條龍便捷進出口通關服務，做為臺灣農業產品

出口拓銷之戰略平臺。

為利展開桃園農業物流園區後續開發規劃

作業，未來桃園市政府除了協助用地取得及開

發作業外，對於園區之產業引進與行政協助仍

需有勞市府團隊鼎力相助。該園區將由農委會

所屬農業生物科技園區開發營運，以農業科技

園區之產業聚落經營模式，結合桃園國際機場

與臺北港優勢的海空聯運，輔以物流業者多元

通路，帶領臺灣農業產品布局全球市場。

未來亦將於該園區規劃導入臺灣中油股份

有限公司的液化天然氣冷卻水循環再利用及智

慧化養殖系統，進行具高經濟價值的海水觀賞

魚或水產示範養殖，創造共享經濟及創新的商

業模式。

建構完整觀賞水族動物國際轉運站  突破

產業出口瓶頸    
農委會說明，臺灣的觀賞水族產業多集中

於高屏地區，農科園區更是該產業進行研發、

繁養殖、行銷的重要基地。園區為協助業者拓

銷國際市場，致力於簡化行政流程，加強園區

業者研發能量及其衛星漁場生物安全控管與疾

2

105

【
農
業
新
聞
】



農業推廣課 副研究員 賴信忠 分機410

科技農業 智慧農耕 –

智慧農業開發系統開創農業新契機

▲	農委會林主委聰賢(右1)與桃園市政府鄭市

長文燦簽訂合作備忘錄。

病檢測，符合進口國檢疫條件，並提供檢疫、

檢驗、通關一條龍的便捷進出口通關服務，讓

園區內觀賞水族業者能操作進口加值後併貨再

出口的國際轉運商業模式，然園區業者多利用

桃園國際機場密集航班來確保交貨彈性及爭取

時效，桃園農業物流園區之設置，將可突破解

決目前觀賞水族冷鏈物流斷鏈問題及降低等待

時間成本。

營造冷鏈物流環境  打造臺灣農業品牌優

質形象與市場競爭力
農委會指出，桃園農業物流園區亦規劃冷

藏、冷凍倉儲設備及農業加值客製化廠房，用

以解決國內生鮮蔬果、花卉、冷凍農畜產品等

所需溫控運輸及暫存環境，業者於生產端經過

冷鏈物流運輸，進行重整、併貨、包裝、加工

程序至出口的完整供應鏈，透過精準化智慧物

流管理，降低質變風險，有助於提升臺灣優質

農業品牌形象及市場競爭力。

結合農業生物科技園區 創造相輔相成效果
農委會表示，位於屏東的農科園區目前已

引進超過100家農企業進駐，帶動投資額約新臺

幣105億元。配合產業發展趨勢，並因應園區內

倉儲空間不足，農科園區已於107年4月建置完

成面積約15,870m2的農科園區物流中心。未來桃

園農業物流園區的設立，將與農科園區相輔相

成，除可做為臺灣農產品拓銷國際市場的戰略

平臺，並建立國內農產品貨物調撥移轉支援系

統，有效調節國內農產品供需平衡，朝向創新

農業新典範的目標邁進。

為提升我國智慧農業競爭力，本場依據

我國農業操作習慣，建置「智慧農業開發系

統」，搭配環境感測器，建立客製化的智慧

環控溫室。未來希望能協助國內設施業者導

入、升級，結合資通訊技術打造智慧農場，

以吸引青年返鄉從農。

 「智慧農業開發系統」係整合資通訊、

物聯網、數據分析及栽培管理技術，推動農

業生產管理的智慧化。本系統提供簡易操作

介面、視覺化程式積木、R語言等多種方式設

定環控條件，並採跨平台響應式網頁操作介

面，可滿足各式作物智慧生產的需求，農業

技術專家及農民將可依據栽培作物種類，自

行編輯管理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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