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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張羽萱•余祁暐

國際農業大數據智慧應用

現況與發展議題研討會

農業重要資源包括土地、水、肥料、種子等，

智慧農業的發展使農業數據成為另一項關鍵農業資

源，然而全球智慧科技應用於農業領域尚處於初期

階段，農業大數據的發展面臨數據所有權歸屬、數

據隱私權保障、數據平臺型態、資料蒐集、資訊分

析、及商業應用等挑戰與議題，國際推動智慧農業

之經驗亦指出，確立農業數據管理模式乃為發展首

要關鍵。

為探討智慧農業政策發展重大議題，作為我國

相關政策法規調適參考，台灣經濟研究院生物科技

產業研究中心於 2018年 7月 5日假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 112會議室召開「國際農業大數據智慧應用現況

與發展議題研討會」，邀請農業大數據相關領域專

家進行研討，由台灣經濟研究院生物科技產業研究

中心余祁暐總監引言報告，針對臺灣未來農業大數

據發展進行討論，以協助健全我國智慧農業發展環

境。本會議主持人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科技處黃文

意科長，與會專家包括世新大學智慧財產權法律研

究所葉雲卿所長、南臺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許

舜喨副教授、東吳大學法學院暨法律學系章忠信助

理教授、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廖淑君組長。以下

摘錄會中專家重點看法與建議。

東吳大學法學院暨法律學系  

章忠信 助理教授

智慧財產權制度主要目的不在保護智慧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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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而是在進行利益分配。人類之智慧成果原本係

公有共享，不受法律保護，惟科技發明之後，人類

智慧成果得產生重大利益，乃需要透過智慧財產權

法制，就此重大利益重新分配。基於所有智慧成果

都是站在巨人肩膀上之侏儒之思維，智慧財產權法

制首須決定何者屬於巨人而不予保護，繼續公有共

享，其次尚進一步以強制授權及合理使用，限制智

慧財產權人之私權。因此，現行智慧財產權法制所

不保護者，其實是已經過仔細思考，期待繼續停留

於公有共享狀態，供各方自由利用。這種屬於公有

共享之部分，當然也可以隨時提出檢討，考慮是否

進一步保護。這是我們今日面對智慧成果之議題，

必須具備之基本認知。

關於資訊之提供與分享，得由法令規範，亦得

透過商業機制運作。例如，過去我國立法要求領身

分證應按捺指紋，被大法官釋字第 603號解釋宣告

為違憲，目的在保護人民之隱私權。如今，人民為

求出境快速通關，自動地交出指紋及視網膜；再例

如，大陸微信支付，所有交易都無法遁逃，使用者有

多少收入、消費狀況，紀錄清清楚楚，微信經營者比

使用者自己還清楚使用者之經濟狀況；本地人民使

用臉書、GOOGLE或 YouTube，在獲取經營者免費

服務之時，一樣自動地交出所有隱私資訊。商業交

易活動之下，法律有無規範，似乎並不成問題。

由前述發展事實可知，農民是否願意交付所有

資訊或數據，不一定需要立法，商業交易仍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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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良好。政府也可以透過各項機制，鼓勵農民提

供資訊數據，例如，農民必須事先提供種植數據，

未來才能納入政府補貼或保證收購數量，而政府亦

得透過其他方式，稽核該項陳報數據有無虛假，逐

步建立真實數據，例如空拍掃描測量、農藥、種子

銷售量之交叉稽核。最重要的是這些資訊數據之歸

屬與分享如何。

就智慧財產權而言，一般不會稱為「智慧成果

所有權」，蓋智慧成果係無體物，不似有體物有所有

權概念，建議以「智慧成果權利歸屬與分配」稱之。

農業相關資訊之蒐集與分析方式，有可能以營業秘

密或專利權保護；蒐集資料之電腦程式或分析報告，

得以著作權保護；收集與分析成果之商品或服務來

源，得以商標權保護；植物品種或種苗研發成果，

得以品種權保護。不過，著作權法不保護方法，而

以正當方式蒐集之資訊，例如空拍遙測蒐集資料，

也不致構成營業秘密之侵害。

關於資訊數據之收集與使用，是不是都要由

政府為之，亦屬可思考之問題。是否政府僅需處理

重要、基本或私人所不願或無力處理者？或者政

府只需訂出規則，不必親力親為，甚至與民爭利？

關於資訊數據之收集、使用與揭露，各國立法思考

不同。歐盟之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強調個人隱私之保護，美國過去則係任由

私人自由發展，臉書不當洩密之後，才思有所管制，

中國大陸則係完全無此概念。我國究竟要採取哪一

種策略，也有諸多考量，其間亦涉及國家利益之議

題，例如，雖然我國近年推動政府資訊公開或大數

據結合AI技術，但是否要將各種漁獲量對世界發

布而引發不必要困擾應進行評估。

南臺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 

許舜喨 副教授

智慧財產法規有許多不確定法律概念業管機

關及執法人員會有判斷依據困擾。智慧農業之農業

定義為何？因其蕪蔓龐雜，應先釐清，在哪部分要

探討相關問題。品種權問題，建立很多性狀資料形

成資料庫，未來可以做為檢定報告依據，與國外鏈

結，做相互採認。

未來相關資料庫應該如何串聯並做國際傳輸，

但如何串聯及串聯程度應該要進一步討論，以利鏈

接，單純資料本身及處理後資料之保護應該有所區

分，在分析過程中相關程式都可以申請專利權，所

建構的資料庫含 algorithm，若有創作性皆屬著作權

法中之編輯著作（參著作權法第 7條）。權利管理如

帳號密碼之盜用或非法入侵，將有刑事責任（參著

作權法第四章之一 ; 刑法第三十六章妨害電腦使用

罪）。

歐盟相關新聞在國發會有相關資料，並成立專

案辦公室，希望臺灣在 2年內要達到歐盟標準及認

證，應了解 GDPR內容，強調個人資料保護問題，

15-4條有要求個人資料處理時不可以侵犯他人使用

自由及權利，recital 63進一步舉例前述權利包含智

慧財產權，營業秘密，及軟體專利權。成立資料保

護官，讓其正當及合法，歐盟有明確規定僅能使用

固定數據，且利用上僅能與其有關之業務者才能使

用。

農業在個資維護及管理目前只有農金有相關管

理規範，可參照農業金融業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

管理辦法，而其他沒有立法。

全球智慧農業發展歷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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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農業需要進一步考慮後端產銷及消費者

服務，如德國已有廠商開發出一套系統，物流管理

系統資訊整合後反饋到種植者，以利整體發展。臺

灣可以藉由產銷班進行串聯，將相關資訊整合及流

通，在未來資料的串聯會是大問題，因其牽涉到進

出口、農業貸款、稅金等其他議題，資料庫鏈結和

斷點應該要審慎評估。

農業為夥伴關係，利害關係人不明確而是

關係遠近的問題，要看利益關係先後優先，可用

shareholder想法去應用。農業過去經驗應盤點及建

立相關資料庫，未來應採取農民導向，簡化專有名

詞，將專利資料庫，學術資料庫等公開資訊進行蒐

集並轉譯，供農民使用，亦可利用雲端系統，盤點

專業知識及提供顧問諮詢，如網路聊天室、夥伴計

畫。

世新大學智慧財產權法律研究所 

葉雲卿 所長

智慧財產及隱私權，歐洲有數據白皮書相關報

告，而所有權則沒有明確規定。要如何應用及產生

附加價值為管制重點，未來可以利用授權機制來有

效使用數據，但要先釐清權利所是屬於數據產生人

還是數據蒐集人，未來可能有多重主體去擁有相關

所有權。政府相關資料重點在於去識別化，呈現方

式無法直接或間接判斷即為去識別化，若用其他方

式間接比對或再利用得到相關資料，其處理方式應

進行探討，如何用著作權或隱私權進行保障，透過

授權機制進行分配，會是其發展重點。可以保護大

數據蒐集利用，但數據本身仍需要解決其隱私權問

題。簽合約時屬私人利用，一般政府不會揭露政策

目的，民眾不知道資訊蒐集品項。區塊鏈有專利研

究問題，目前以中國發展最廣，如生產履歷即可用

區塊鏈。在政策面臺灣與其他國家有不同處理，國

外主要放任企業發展，臺灣沒有大型產業，故在商

業利用建議由農委會進行，基礎型研究及利用由政

府帶動，對國家發展大數據較佳。

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 廖淑君 組長

GDPR於 2016年通過，2018年 5月正式施行，

原本只限於歐盟境內設立據點，擴展適用範圍。未

於歐盟境內設立據點，但因為對歐盟境內提供商

品或服務、或監控歐盟居民在境內之行為，而有蒐

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者，將有 GDPR之適用。

目前罰則最高 2,000萬歐元，或全球年收入4%，二

者取其高。GDPR針對個人資料之跨境傳輸，即將

個人資料傳輸從歐盟境內傳輸至歐盟境外之第三國

或國際組織，採取「原則禁止，例外許可」之作法。

可以為跨境傳輸之情況，有資料接收國為經歐盟認

定其個人資料保護與歐盟相當者（即個人資料保護

適足性認定）、BCR、使用經歐盟認可之標準契約

等。日本及韓國已開始和歐盟洽談個人資料保護適

足性認定，我國國發會日前也啟動與歐盟洽談個人

資料保護適足性認定，未來我國法規的發展動態，

可再觀察。

隱私的概念很廣，無個人資料保護之問題不

代表無隱私保護之問題，此部分宜注意。另，有關

於個人資料保護係從人格權的角度出發，非從財產

權。現行的個人資料保護法辦有賦予個人資料本

人查詢、閱覽、補充、更正等其個人資料，但未有

談及個人資料所有權之規定。有關於個人資料之蒐

集、處理與利用，個人資料保護法有相關規定可為

遵循。惟，農民對於法律之認識可能不是很充分，

或可思考如何保護農民，例如：政府部門可以提供

制式契約範本或指引供農民參考，以保護農民權益

與降低糾紛。

數據平臺並未指明其營運者為公部門或私部

門。若為私部門，其資料來源有可能來自於公部

門，而政府推動開放資料已多年，已有相關機制可

循，故可依此等機制取得資料；資料來源也有可能

來自於私部門，其間可能涉及之疑義為契約當事人

對於資料價值的認定並不相同，如有一客觀之價值

認定機制，對此平臺之推動或許是有助益的。

農業市場有其特殊性，有關資訊的使用、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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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揭露，是否可能會對市場競爭造成影響，未來可

持續觀察與了解。

結語

農業大數據智慧的應用與發展，主要利害關係

人為農民及產業，在保護農民權益及促成智慧農業

發展之間需取得平衡，太鬆可能損害農民權益，太

嚴則影響產業發展，如歐盟 GDPR規定過嚴而法遵

成本過高，反而造成只有大公司可存活，扼殺新創

公司發展，這對農業大數據發展初期多以新創公司

為主會有很大影響。現階段政府部門可訂定指南或

定型化契約範本方式因應產業需求，未來則需針對

因政策需求而蒐集、處理及利用之資訊進行法制化

研究，以避免政府因施政需求進行資訊蒐集等產生

的隱私權問題。

國際農業大數據智慧應用現況與發展議題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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