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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物聯網技術於農畜
生產管理及產銷履歷 
資訊系統

前言

臺灣農業因環境限制，大多以小農為主，多數

農民均依據自身之栽種經驗進行作物種植，因此經

常發生過度噴撒農藥或施放過多肥料。此外，即使

是企業化經營的畜牧產業，有時也會因飼料中不當

的添加物造成畜禽屠體殘留抗生素或對人體有害的

化學物質，導致相關之食安問題。近年來，由於層

出不窮的農產品安全事件陸續爆發，消費者愈趨重

視食安問題。政府為了落實永續農業的精神，從生

產源頭進行管理，因而建立了產銷履歷追溯體系。

凡具有產銷履歷標章之農產品，均可從「臺灣農產

品安全追溯資訊網」查詢到農民的產銷紀錄，也代

表驗證機構至農民的生產現場，確認農民所記錄之

資料是否符合規範。驗證單位會針對農產品進行抽

驗，同時每一批產品的相關紀錄也在驗證機構的監

控下，嚴格追蹤與檢驗。現階段臺灣所推動的是自

願性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即農民並非強制性受到

法令規範而必須於種植或飼養過程中加入產銷履

歷制度。然而，目前政府所推行之產銷履歷，仍有

許多限制導致無法順利推行至所有農戶，如農民必

須透過電腦自行記錄種植或飼養之過程，並將其資

料輸入至農委會所規定之網頁，其所衍伸之問題有

二。首先，現階段臺灣之農民多以中老年人居多，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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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農民學習如何使用電腦自行登錄產銷履歷資訊，

實務執行面有一定之難度；其二，由於目前實施之

產銷履歷均是透過人力的方式進行輸入作業，其中

並無法得知填寫資料之正確性，因此易導致信任度

之問題。鑑此，本研究以物聯網 (Internet of Things, 

IoT)技術為基礎，研製一套農畜生產溯源管理系

統，使系統能在農民進行工作時，便捷地登載當下

所操作或實施之相關生產資訊。

產銷履歷作業方法探討

為因應農產品安全的提升，目前在國際上強調

的農產品品管制度，主要建立在履歷追溯體系統。

產銷履歷之目的在於賦予產銷流程中所有業者有

明確責任外，並可在食品安全事件發生時，能夠快

速釐清責任歸屬，並迅速地將問題產品從市場中移

除，降低事件對終端消費者的危害與威脅，也避免

因為消費者的不安，進而造成市場上符合安全規範

的業者無故承受事件波及的無謂損失。如此一來，

不但終端消費者對產品有信心，更建立消費者和生

產業者之間的信任。此外，產銷履歷亦可說是農產

品的品管制度，透過詳細記錄和管理機制，讓生產

者得以降低生產過程及產品之風險。底下將針對產

銷履歷所慣常使用之登載方法、現有的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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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可採行現代的資通技術進行整理與說明。

（一）紙本記錄

農民依據臺灣良好農業規範 (Taiwan 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 TGAP)設計表單，詳細記錄

農產品生產過程中的重要步驟，是最簡單方便的

方法。不過由於農產品的種類眾多，且生產方法差

異很大，因此，政府單位很難設計出適用於所有農

產品之產銷履歷表單。此外，於農產品銷售至市面

後，紙本的產銷履歷內容仍在農友手中，購得產品

的消費者並無法知道詳細登載內容。因此，農民還

是必須將這些紀錄內容輸入到網際網路上的「農產

品產銷履歷追溯資訊系統」之中，這樣消費者才能

方便地查詢到農友所記錄的生產與管理資訊。

（二）農產品產銷履歷追溯資訊系統

此方法主要是搭配紙本記錄，在作業上的配套

措施係讓農友可以用自己的帳號跟密碼，登入「農產

品產銷履歷追溯資訊系統」，直接在系統上進行記

錄。農友可輸入「個人資訊」、 「土地 /牧場資訊」、

「農產品資訊」、「生產資訊」等資訊。產銷履歷追

溯系統內亦可輸入生產過程的相關工作內容，例如：

病蟲害的防治，在輸入作業日期之後，農友必須輸

入防治對象、防治方法、施用藥劑量、藥劑稀釋倍

數等資料。農友依序將 TGAP內規範的項目依實

際施作情形輸入完成之後，就可以得到完整的產銷

履歷記錄。消費者也只需要掃描農產品上的二維條

碼，就可以取得該農產品的完整產銷履歷資料。

（三）無線感測器網路(W i r e l e s s  S e n so r 

Network, WSN)

此種技術整合各種感測器、控制器、資訊紀錄

器及通訊模組於無線感測器節點中，並藉由此裝置

對於各種不同待瞭解之資訊進行精密感測、運算及

無線通訊等應用，再使用閘道器進行資料收集及處

理後，將資訊傳送至後端伺服器，以利資料進行更

進一步之分析及研究。過去人們希望能夠在遠端取

得感測資料以達到遠端監測目的，卻因感測器監測

範圍及儲存之資料量有限，故有許多學者利用無線

網路技術來彌補此方面的缺失。早期無線感測器網

路技術礙於硬體製造技術、通訊技術及嵌入式處理

技術尚未成熟，無線感測器網路技術無法獲得有效

的發展。但是，近年來積體電路製造技術的迅速提

升，電子裝置的微小化使其得以內嵌精密感測、計

算及發展嵌入式處理技術，促使無線感測器網路技

術跳脫侷限，乃至應用於許多領域，使現今社會的

資訊流量產生跨時代的進步。運用無線感測與傳輸

技術，將可有效的解決原有產銷履歷追溯資訊無法

即時且可信的登載農務操作資訊之缺失。

（ 四 ） 無 線 射 頻 辨 識 ( R a d i o  F r e q u e n c y 

Identification, RFID)

此法是利用射頻訊號以無線方式傳送及接收數

據資料，因此 RFID的標籤並不需與讀卡機接觸即

可做資料的交換，而且標籤本身不需使用額外電力

即可儲存資料。RFID原本設計應用範圍僅適用於

一般環境，例如，RFID無法耐受農產品物流處理

所需的低溫冷凍或高溫蒸熱處理；或者 RFID應用

於動物檢疫管理上時，常造成在動物體內移動或導

致發炎等情形發生。但由於 RFID的技術發展相當

迅速，已逐漸解決原來受環境限制的影響。目前一

般農業上使用 RFID的主要運用在物流處理或動物

檢疫管理，作為產品追蹤之用。因此，在特別重視

食品安全的國家或地區，也對 RFID的發展相對重

視。

農畜生產管理及產銷履歷資訊系統

為有效改善現今人力填寫產銷履歷之不便性及

提升產銷履歷登載之即時性，本研究整合相關 IC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技術，

包括自動化感應、無線通訊、數據管理及雲端服務

等技術，以物聯網概念為基礎，發展農畜生產管理

及產銷履歷資訊系統。系統架構如圖一所示，農畜

產業現場工作人員在進行各項工作時，需配戴穿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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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感應裝置。在進行工作的當下，透過感應裝置針

對工作對象或工作項目進行掃描或感應動作，便可

完成工作履歷記錄。此系統搭配本研究自行設計之

智慧型裝置軟體，會將履歷資料儲存並透過手機通

信網路上傳至資料庫系統內，即時完成履歷登載與

上傳。管理者只要在後臺管理系統介面通過授權確

認無誤後，即可將資料彙整送出至「農產品產銷履

歷追溯資訊系統」中，完成產銷履歷之登載動作。

整個過程無須額外進行人工輸入作業，便可完成符

合規定之履歷登載工作。

經研究人員於農畜產業訪談調查了解後，符合

農畜生產管理及產銷履歷系統之穿戴式感應裝置，

應具備基本防水、防塵功能及便利穿戴之特性，且

考量未來推廣使用之廣泛應用性，該裝置須同時具

備 RFID與條碼掃描功能，方能符合多數農畜產業

使用。圖二為一款目前市售適用於本系統之穿戴式

感應裝置 1153 UHF RFID讀取器，其規格如表一所

示。該裝置搭載超高頻 RFID讀寫器，可同時感應

RFID及讀取一維與二維條碼。1153 UHF RFID讀

圖一  植基於物聯網技術之農畜生產管理及產銷履歷資訊系統架構圖

取器具備藍芽通訊功能，支援藍芽 Class 2，可通訊

距離達 10米，能與智慧型裝置直接以藍芽介面配對

傳輸。1153 UHF RFID讀取器重量僅約 160克且具

有手臂或手腕固定帶，與一般讀取感應設備相比，

對於現場人員配戴操作使用時干擾較小，較符合農

圖二  適用於農畜管理履歷登載系統之穿戴式裝置
1153 UHF RFID讀取器

資料來源：Technology Solution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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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產業現場人員操作使用。現場操作人員只要在工

作前穿戴該裝置，並與智慧型裝置完成配對，即可

在工作進行時，同步按壓此裝置感應或讀取工作器

具及物料上的 RFID標籤或條碼，並依照既定之工

作操作流程，完成感應及讀取程序，即時完成產銷

履歷所需之記錄登載。

農畜生產管理及產銷履歷資訊系統操作架

構與實施方式

經研究人員深入產業了解目前實際登載產銷履

歷之情況後，歸納出多數的產銷履歷工作登載，都

可簡化為兩個步驟進行感應登載。第一個動作為感

應實施對象（如：豬隻、豬舍、作物或農地）；第二個

動作為感應相關物品或使用器具（如：飼料、疫苗、

藥劑、肥料、清潔工具、供水器具等）。此兩步驟的

感應登載架構方式可適用於多數的農畜產業操作，

且感應操作流程完全符合原本工作步驟，工作人員

只要依照平日工作情形，在工作同時增加感應動作

即可同步完成登載。

本研究以一貫式豬場為例，介紹本系統應用於

豬場產銷履歷登載架構及方式。針對 TGAP規定及

豬場管理需求，豬場產銷履歷登載系統主要分為針

對豬隻及豬舍相關操作工作進行記錄。其中，本研

究歸納豬場產銷履歷登載系統與豬隻相關的工作記

錄如圖三所示，其中包括豬批餵養飼料、豬批施打

疫苗及豬批使用藥品。在豬場管理記錄內，與豬隻

飼養實務相關的是統一使用豬批號進行記錄，同一

批次的豬隻，會在相同的時間餵養飼料、施打疫苗

或是施用藥品。與豬隻飼養相關的工作履歷記錄流

程如圖四所示，使用者在工作進行前，首先必須配

表一  1153 UHF RFID讀取器規格

尺寸 10.2 公分 x 5.5公分 x 5.6公分

重量 158 克

防水防塵等級 IP54

抗摔高度 1.2 米

RFID支援標準 EPC Class 1 Gen 2

RFID 讀取範圍 2米

條碼掃描解析度 752 x 480 pixels

條碼協議 
適用類別

1D: All major codes
2D: PDF417, MicroPDF417, 
Composite, TLC-39, Datamatrix, QR 
code等

藍芽類別 Class 2

藍芽通訊範圍 10米

資料來源: Technology Solutions (2016)。

圖三  豬場產銷履歷資訊系統―豬隻相關登載記錄
架構

圖四  豬場產銷履歷資訊系統―豬隻相關工作記錄
登載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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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感應裝置，並與智慧型裝置 (Smart device)完成

藍芽傳輸配對連線。然後，透過掃描條碼方式，讀

取輸入豬隻批號資料，再接著掃描所施用之飼料、

疫苗或藥品條碼，來完成工作流程記錄。操作者依

照步驟確實掃描完成後，智慧型裝置會自動登載記

錄時間，並同步將資料上傳至資料庫系統 (Structural 

Query Language Database)上。

豬場產銷履歷登載資料，與豬舍相關的工作

如圖五所示，包括豬隻移入豬舍、豬隻移出豬舍、

豬舍消毒、豬舍清潔、豬舍維修等五大項工作，上

述工作均是針對各畜舍進行施作。因此，於本項產

銷履歷登載系統內，定義工作者操作流程如圖六所

示。工作人員同樣必須在進行工作前，穿戴感應器

具，並將其完成與智慧型裝置配對。然後，依照所

圖五  豬場產銷履歷資訊系統―豬舍相關登載記錄
架構

需進行之工作項目，感應相對應之 RFID條碼或讀

取器具上的條碼編號。相關器具條碼或編號感應完

成後，人員抵達欲實施工作之畜舍時，於該畜舍內

感應該畜舍之編號標籤。完成上述工作流程動作

後，裝置會自動記錄操作時間，並同步將工作履歷

資料上傳至資料庫系統完成登載。目前，本系統實

際上線測試後，經養豬業者使用後，系統操作流程

均能符合工作記錄所需。

產銷履歷系統後臺管理操作介面

產銷履歷登載系統後臺管理操作介面採用網頁

設計，使用者只要以手機或電腦連上網路即可操作

使用，毋須額外下載任何軟體。圖七為產銷履歷系

統後臺管理之新增及查閱編號用介面，系統內提供

各使用者可自行依照需求建立工作或是物品編號清

單。管理者需先在使用前預先建立物品或工作器具

編號清單，在操作介面內，只要依照物品或是工作

器具類別選取，並自行輸入相對應之名稱及詳細說

明資料，即可以完成資料建立。如果該物品是使用

條碼類別，系統並會依照編號定義自動產生相對應

之二維條碼，供使用者自行下載列印使用。圖八為

系統中，使用者輸入「茶冠肥」肥料物品後，系統顯

示的履歷登載二維條碼資料。本系統所設計之操作

方式，管理者可十分便捷地增減所需之工作或物品

編號，並可依照需求產生及列印二維條碼放在工作

區使用，大幅簡化管理者操作系統的程序並確實降

低操作系統的困難度。

現場工作人員於工作期間使用裝置完成記錄登

載後，管理人員可以由後台管理介面查閱各時段的

工作記錄情況。圖九為產銷履歷系統後臺管理操作

介面工作記錄管理頁面，管理人員可以透過介面查

詢各工作記錄的操作時間、上傳的機器編號及工作

記錄內容。依據記錄的情況，管理人員可以檢閱記

錄內容是否與實際操作情況有出入，若有必要時，可

以進行編輯修正。但考慮到電磁資料可能被不肖業

者進行異動，所有的修正操作都會被額外記錄，未

來檢驗單位可以透過操作紀錄進行追蹤，了解業者

圖六  豬場產銷履歷資訊系統―豬舍相關工作記錄
登載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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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產銷履歷系統後臺管理操作介面―編號管理頁面 

是否惡意竄改或登載不實履歷。目前，本系統已於

兩處示範場域安裝，針對產銷履歷工作項目登載共

實施 66次，系統內實際有效記錄為 65筆，系統有

效紀錄比率為 98.4%。經資料檢核，其中有一次可

能因使用人員操作疏失，重複感應相同類型物品兩

次，系統主動排除記錄所致。

透過導入本研究所發展之物聯網產銷履歷系

統，產銷履歷資料即可在工作進行當下完成資訊傳

送與登載。為符合各產業所提供之產銷履歷資訊，

使用者會需要依照農產品種類、生產批次、生產地

點等資訊進行分類，而後透過資料彙整上傳至農委

圖八  產銷履歷系統自動產生二維條碼示意圖

會建立之「農產品產銷履歷追溯資訊系統」內，供

消費者可以上網查詢。因此，如圖十所示，本系統

亦提供管理者可依照農產品種類編號、生產批次或

生產地點編號進行分類管理，並統一上傳產銷履歷

資訊。透過本系統所紀錄之產銷履歷資料與目前人

工線上輸入之系統相符；若批次紀錄內容完整，同

時也將會符合 TGAP所規定之型式。

本系統除了便利登載產銷履歷資料的主要功

能之外，由於所有工作記錄均已儲存在資料庫系統

內，因此，本系統還能提供農場管理者進行工作資

料檢索，亦可以透過查詢分析工作週期、工作執行

率、工作效率等，可作為管理者進行單位管理追蹤

使用。使用者亦可在系統上設定工作週期提醒，系

統會依據前一次的工作執行時間計算，在下次需進

行工作前提醒使用者，避免忘記執行該項工作。此

外，系統後續還能擴充提供成本效益分析功能，使

用者可在進貨時，感應物品條碼後輸入進貨量及進

貨成本，系統並自動記錄進貨時間。在物品陸續使

用後，本系統會取得使用記錄，使用者可針對物品

進行檢索，能夠查詢到物品進貨時間、使用情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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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產銷履歷系統後臺管理操作介面―工作記錄管理頁面 

圖十  產銷履歷系統後臺管理操作介面―履歷資料追蹤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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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對象，透過計算，可得到物品消耗速率、物品

花費成本、物品存量等，作為成本效益管理使用。

因此，採用這系統不僅可以簡化產銷履歷資料登載

的程序，更可同時提供管理者進行單位成效管理，

若能妥善使用，將有助於提升農事生產單位的工作

效率並透過有效控管，增進產品品質，提升本系統

使用者之收益。

結語

本研究導入 ICT技術至農畜業，以物聯網的概

念，研製出一套農畜生產溯源管理系統，使系統能

透過感應即時讀取與無線傳輸的方式，便捷地記錄

當下所操作的生產作業流程資訊，使農務操作完成

的同時也同步完成產銷履歷的資料登載。考量到未

來的推廣應用價值，本項農畜生產管理及產銷履歷

資訊系統的核心架構特別設計成適用於多數農畜產

業生產管理使用，針對不同農畜產業僅需要額外建

置部分的工作需求即可適用。物聯網農畜溯源生產

管理系統於農畜業建置完成後，農民將可透過科技

的方式取代人工繕打之需求，有效改善現今人力填

寫產銷履歷之困難與不便性。透過此生產溯源管理

系統，將可落實生產管理資料的完整性，並且因為

是工作時同步登載履歷資訊，可避免事後登載履歷

資料之輸入錯誤或偽造情況，可增加上傳產銷履歷

資訊之可信度。此外，若業者能妥善運用此科技化

的管理系統，更能透過分析追蹤，掌握單位內的工

作效率與成效，藉此改善經營管理情況，將有助於

提升單位收入及增進產品品質之控管。此系統持續

推廣應用後，預期未來對於食品安全管理與促進環

境友善將具有相當程度之助益。 AgB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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