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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台灣植物保護工業同

業公會生物科技委員會 
劉健誼主任委員

撰文/許嘉伊

前言

臺灣植物保護製劑產業於世界趨勢潮流下，

配合政府政策推動，植物保護製劑朝向低毒性、

高效化、低用量、環境中易降解及相容性高、對人

畜及作物安全、以及對非標的生物無影響等方向

發展，並積極開發新混合劑、安全劑型、微生物製

劑，加速產業升級轉型。其中，微生物農藥等生物

製劑的發展備受矚目，國際農化大廠也已積極布

局，又以 Bayer公司 2012年收購美國生物農藥公司

AgraQuest最具指標性，將生物農藥納入植物病蟲

害綜合管理應用中，用以減少病害損失、提高作物

產量、且有助於減少化學農藥抗藥性發生。我國產

學研界也投入生物農藥開發，「台灣植物保護工業同

業公會」為進一步促進產業發展，於組織中增設「生

物科技委員會」，第一屆主任委員由聯發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劉健誼董事長擔任，本刊特地專訪劉主

任委員，探討如何促進我國生物農藥產業發展，與

各界共勉之。

再創植物保護產業發展新契機

請問「台灣植物保護工業同業公會」設立

「生物科技委員會」之目的？

臺灣植物保護工業發展可說自民國 38年後，

政府相關農政單位陸續引進成品農藥分裝，當時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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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工廠設立時僅止於分裝及加工，至民國 50年起，

因為產業前景看好，國內農藥加工業者數量逐漸增

加，使得產業逐漸蓬勃發展，業界也於民國 51年成

立「台灣省農業殺蟲劑化學工業同業公會」，並於

民國 56年改制為「台灣區農藥工業同業公會」。長

期以來，農藥因為發生使用不當問題與誤食中毒事

件，再加上被斷章取義渲染下，造成社會大眾對農

藥的認知產生誤解，因而公會一方面積極協助業者

提升農藥品質，另一方面則是加強「農藥」為「植物

保護劑」之宣導，並於民國 89年正式更名為「台灣

區植物保護工業同業公會」，民國 101年更名為「台

灣植物保護工業同業公會」。目前公會共有 46家會

員廠商，包括 6家生物製劑廠，另有 7家農藥合成

廠，其餘為加工廠。為促進生物農藥發展應用，公

會於近年增設「生物科技委員會」，主要任務包括：

生物農藥科技輔導計畫之訂定暨施行事項、生物農

藥法規及相關法令之建議、國內外生物農藥科技相

關技術之轉移與協調事項、配合政府訂定之生物農

藥科技推動相關事項、國內外生物農藥科技資料之

蒐集、及其他有關環保事項。

針對我國生物農藥產業現況，請您談談相關

發展建議

台灣植物保護工業同業公會長期關注國內植物

保護製劑產業，近年更加強生物農藥方面的推動，

期望臺灣生物農藥產業可開枝散葉、蓬勃發展。我

國政府也已著手促進生物農藥研發成果產業化，例

如「雄才大略」計畫，檢視現有研發項目，預計分階

段將具潛力的標的推向商品化，透過計畫支持完成

毒理與田間試驗等登記資料，以加速研發成果商品

化。然而，除了積極推動新產品上市外，更應建立市

場信任度，重新檢視產業發展所遭遇的困難，檢討

市面上現有產品銷售的狀況及背後可能因素；從產

業環境面探討，處理現行存在的問題，思考發展策

略，評估是否應導入配套措施，才能從根本面建構

友善產業發展的環境。針對產業發展之建議如下：

1. 查驗登記不檢視藥效，加速產品上市，積極抽查

嚴懲不合格商品

建議將生物農藥產品的使用效果交由市場機

制篩選，藥效不佳的產品勢必會遭市場淘汰，因此

建議農政單位針對理化試驗、毒理試驗、產品規格

等做規範，於查驗登記階段不用檢視藥效，可節省

田間試驗相關的時間與花費，進而加速產品登記上

市。產品是否有效與田間實際使用狀況密切相關，

以化學農藥為例，即便事先於田間試驗證明有效，

若後來出現抗藥性，此產品是否應該因防治效果

不佳而下架？以確保市面商品皆符合其所宣稱之效

果？然而實務上難以如此管理，但藥效不佳的產品

將會因銷售成績不好，使登記業者自動放棄繼續銷

售。建議主管機關應完善強制抽查作業，加強抽查

範圍與頻率，嚴懲不合格商品，以確保市面商品皆

符合規範。另一方面，應加強生物農藥之生產製造

規範，除了明文規定生物農藥工廠之廠房設備要求

外，也應針對原料生產者進行管理，並禁止不合法

的代工模式。例如食品工廠替農藥工廠製造微生物

農藥或微生物肥料之原料，再由農藥工廠或肥料工

廠進行產品登記的手法應被禁止，否則等於變相鼓

勵業者不要申請生物農藥工廠與肥料工廠登記，反

而徒增產業亂象。

2. 推廣初期透過補助，結合安全用藥及合理化施

肥，鼓勵農友使用

生物農藥具有安全性高、專一性高，納入植物

病蟲害綜合管理中還可減少抗藥性發生等優點，然

而此屬於新興商品，對多數農友而言仍相當陌生，

加上農藥行習慣販賣化學農藥，因此若無政府介入

大力推廣，難以期待農友會自動採用。例如中國補

助將生物農藥用於森林與公共環境的植物病害防

治，而且部分地方政府也另外祭出補貼措施，目的

就是要擴大生物農藥應用，塑造無公害、綠色的概

念。回頭看臺灣本身，亦可參考其他產業作法，政

府為推廣環保，推出節能補助計畫，補助民眾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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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的熱水器、瓦斯爐等，成效立竿見影，更遑論

政府對化學肥料更是長期補助；生物農藥亦具有環

保概念，因此於推廣初期，為鼓勵農友使用，建議

可透過補助購買生物農藥的方式加以推廣。為了提

升推動成效，應同時配套建立輔導農友的機制，協

助農友建立正確施用農藥與合理化施肥的觀念，並

要求落實至田間施用。如此將可直接提高農業生產

端生物農藥的使用量，從需求面帶動產業發展。

3. 重新定位農產品價值，從教育著手改變民眾消費

行為

談到需求面，輔導農友的耕作習慣，可以為生

物農藥帶來直接的需求，然而此影響程度僅止於農

業生產端；若可增加消費者認同，提高國產農產品

的價值感與需求，對於本土農業生產將有所挹注，

並回饋至相關資材產業的發展。放眼坊間飲料店、

咖啡店林立，可見國人願意花費新臺幣 50、60元

買一杯飲料，但卻捨不得買每公斤新臺幣 100多元

的國產良質米；試想兩三杯飲料就能換得讓家人吃

到好米，飽餐好幾頓，為何國人寧願把錢花費在飲

料、香菸等不必要的支出上，卻不願意多支付一點

錢購買優質農產品？可見國人並非負擔不起，而是

消費習慣的問題，對國產農產品普遍存在低價的印

象。事實上農政單位已積極輔導農業生產，推動產

銷履歷、良質米等，但相關的推動措施與成效卻沒

傳達到消費者端。而且生產優質農產品需負擔相對

較高的成本，若未獲得消費者認同，更難以長久經

營。以日本為例，日本人愛用國產品是教育的結果，

日本將品質好的東西留做內銷，消費者也願意付較

高的價格表示支持；而台灣卻是相反，第一等的農

產品皆外銷，國人習慣消費低價產品。因此，應進行

消費者教育，重新定位國產農產品為優質的象徵，

農政單位應宣導臺灣農業優良的一面，呈現積極管

理與打擊黑心之態度，建立民眾信心與認同，支持

國產優質農產品。一旦國產農產品價值提升，消費

者願付價格提高，理應對本土農業有所支持，在成

本壓力較低的情況下，也有助於增加農民採用生物

農藥的意願，進一步促進農業永續發展。

採訪後記

劉主任委員於訪談時表示：「以公會生物科技委

員會主委的角度來說，思考的面向已非僅止於公司

層次，而是要如何拓展生物農藥的市場，將市場規

模擴大，大家才有發揮空間。由於臺灣國內市場有

限，因此於任內之主要目標為，將臺灣生物農藥業

務推向亞洲地區，甚至全球市場。」並於委員會會議

中進行中國與東南亞生物農藥登記的經驗分享與交

流，縮短我國業者的學習曲線。由於聯發生技公司

除了經營微生物農藥外，還包括微生物肥料，基於

產品本質上的相近性，及業務拓展的需求，劉主委

經常同時考量此兩類品項的發展，不論就產業發展

層面或公司經營層面，經常將此兩產業一起進行評

估與規劃，期望臺灣農用生物製劑產業除了於國內

健全發展外，更可加速國際布局腳步。

「台灣植物保護工業同業公會-生物科技委員會」劉健誼主任委

員（圖中）與農業生技產業季刊採訪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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