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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功能農業的概念被提出後，以及相關農業科技的提升和人們的需求增長，讓中國農產品開始進入功能時

代。中國正在推動「十三五」規劃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民的基本需求也從「吃得飽」提升到「吃得健康」，充

分提供了功能農業絕佳的發展機遇。從產業角度來看，功能農業把農業從「吃飯產業」變為「健康產業」，更開

啟了「農業3.0時代」時代；作為中國的一項新興產業，功能農業的標準和認證體系亦逐步趨於完善。

前瞻中國功能農業發展
新局

撰文/吳福成

近幾年作為生態高值科技化農業的延伸，且以

營養化、功能化為核心價值的功能農業（Functional  

Agriculture，1），已成為繼高產農業、綠色農業之後

中國農業發展第三個階段。由於功能農業係透過生

物營養強化技術手段使種出的農產品可定量提高人

體必需之礦物質，有助增強免疫力、防止疾病等作

用，而被認為將給中國農業插上科技翅膀，更被期

許為實現「健康中國 2030」大戰略的重要支撐。

特別是中國正在推動「十三五」規劃和全面建

成小康社會，人民的基本需求也從「吃得飽」提升

到「吃得健康」，充分提供了功能農業絕佳的發展

機遇。另從產業角度看，功能農業把農業從「吃飯

產業」變為「健康產業」，更開啟了「農業 3.0時代」

時代。由於兩岸農業有某種共通性，因此適時探討

中國功能農業發展路徑和運作經驗，應可提供台灣

作為推動機能性農產品 （即功能農產品）發展之參

考。 

中國功能農業的概念緣起

中國功能農業提出的背景，與發展生態高值科

技化農業有關。2009年中國科學院院士趙其國所領

導的農業領域戰略研究組制定了《中國至 2050年農

業科技發展路線圖》，並提出發展生態高值農業的

理念和技術體系模式構建。2016年中國農業部發布

的「關於印發農業綜合開發區區域生態循環農業項

目指引（2017-2020年）的通知」，更正式提出構建

中國生態高值科技化農業產業體系。 

上述農業科技發展路線圖不只提出發展生態高

值農業的理念和技術體系模式構建，還考慮到人民

消費需求變化和農業階段性發展特點，並得出了「農

產品要走向營養化、功能化」的論斷，亦即透過生

物營養強化技術或其他生物工程以生產出具有健康

改善的農產品，這也是中國功能農業雛型概念首次

被提出。後來趙其國院士又提出功能農業不僅要面

向 2050年的發展目標，更要面向 2020年的戰略選

擇，同時這也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十二五」規

劃和「十三五」規劃最有可能取得突破的新興農業

方向之一。 

在此一大趨勢發展之下，中國產學研界也將生

態高值科技化農業建設繼續往前延伸出去，並同步

開展對功能農業的系列研究，其中又以中國科學技

術大學蘇州研究院重點實驗室結合蘇州硒谷科技公

司、微港生物科技江蘇有限公司的表現最為突出；
1中國的「功能農業」其所生產的功能農產品，在台灣則稱為「機能性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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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 2013年功能農業才被定位為生態高值農業科

技支撐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功能農業的發展及其作用

檢視中國農業發展過程，先後共歷經三個階

段。1950-1990年因中國剛成立不久，戰亂破壞了農

業生產，糧食供不應求，因此滿足溫飽的高產農業

是第一階段主訴求。1990-2010年因中國推動經濟改

革開放，接軌國際市場，綠色農業概念被引入中國，

開始對農產品生產過程的投入嚴加管理，控制有害

物質的引入、從而保護人體健康，綠色農業遂成為

第二階段發展重點。2010-2050年因人們消費需求變

化和農業科技水準提升，並側重增加農產品健康內

涵，其重要意義在於透過農產品的差異化帶領農業

走出「完全競爭」(Perfect Competition2)， 並從農業的

「紅海」走向農業的「藍海」，所以功能農業遂成為

第三階段的發展趨勢。

功能農業成為中國農業發展第三個階段，其

重要作用就是要種植出具有改善健康和保健功能

的差異化農產品，特別是要消除因長期缺乏維生素

和礦物質而導致微量營養素缺乏症的 「隱性飢餓」

(Hidden Hunger)。事實上，飢餓有兩種，一種是「顯

性飢餓」，譬如沒有吃飯，就會覺得餓，是感受得到

的；另一種則是感受不到的，譬如缺乏礦物質，這

種微量營養素的缺乏又比蛋白質、脂肪、醣類等主

營養素的缺乏更具隱蔽性，因而被稱為「隱性飢餓」。

由於中國有許多地區普遍缺乏硒、鋅、鐵、

鈣、碘，功能農業的發展使命即在實現對農產品中

表一  中國農業發展三階段及其特徵

項目 第一階段〈高產農業〉 第二階段〈綠色農業〉 第三階段〈功能農業〉

發展期間 1950-1990年 1990-2010年 2010-2050年

主要特徵
為了增加農業產量，讓人們吃飽。通常

會使用化肥、農藥、基因工程等。

以生產綠色食品為軸心的農業生產經

營方式。強調無公害、綠色、有機。

農產品的營養化、功能化。它是透過

生物營養強化，或其他生物技術手段

使農產品具備保健功能性*。

注：*“訪中科大尹雪斌：中國功能農業的發展與實踐”，科學網，2013年11月18日。

資料來源：趙其國、尹雪斌(2016)，功能農業、科學網、硒谷科技公司、本研究整理(2018)。

某一種或幾種人體必需營養素的定量提高，尤其是

硒、鋅等礦物質。目前已進行市場規模化推廣的是

富硒農產品，而在稻米、麵粉、玉米粉等主糧，以

及蔬菜、水果、茶等農特產領域，也都積極推出標

準化的富硒農產品，持續食用會提高免疫力。尤其

在缺乏硒的地區，居民食用標準化的富硒農產品，

即可提高身體內的硒水準，從而改善健康。

中國功能農業的主要推廣途徑

綜觀中國功能農業的推廣途徑，先是根據 2014

年中共中央發布的第一號文件精神，組建了中國功

能農業產業聯盟，以及撮合國家農業龍頭企業開闢

功能農業示範區，進一步增強國際競爭力。接著是

中國農業國際合作促進會成立功能農產品委員會，

積極引導和規範行業發展，啟動功能農產品標準的

制定和修訂工作。另外則是全國農業科技創業創新

聯盟轉化功能農業科技資源為實現生產力，為中國

農業的轉型升級和供給側改革服務。

（一）成立產業聯盟和設置示範區以增強國際

競爭力

2014年 1月中共中央發布第一號文件「關於

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的若干意

見」，把農業轉型升級列入優先領域，並將推進農

業科技創新，採取多種方式，引導和支持科研機構

和企業聯合研發。趙其國院士順勢偕同中國科技大

學、中糧集團、京糧集團等重點企業，於同年 6月

在北京發起成立中國功能農業產業聯盟，堪稱全球

2「完全競爭」在第一級產業的農業中最為明顯，大家種同一樣東西，只能靠價格競爭而生存；而功能農業的技術則使得農產品具有差異化的優勢，即可跳脫「完全競爭」的泥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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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國家級功能農業產業聯盟。在此聯盟撮合之

下，蘇州硒谷科技、白湖農場、天方集團等多個國

家農業龍頭企業簽署萬畝功能農業示範區合作協

議，這也是全中國第一批建成的功能農業示範區。

中國功能農業產業聯盟為更好地整合行業科技

與產業資源，使功能農業產業高質量、有序發展，

特以「引導產業發展、推動技術創新」為宗旨，致

力突破共性功能農業核心技術，做大、做優功能農

業，並依靠自主技術創新和產業發展解決中國複雜

而困難的「三農」（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為國

家和地方現代化農業致富提供有效技術支撐；同時

經由聯盟企業間交流合作，希望進一步增強中國功

能農業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二）設立功能農產品委員會制定和修訂標準

中國農業國際合作促進會為了促進功能農產品

快速健康發展，推動社會關注農產品安全、提高農

產品功能化，也於 2016年 6月聯合 40多家單位和

企業，成立功能農產品委員會。該委員會指稱，功

能農產品是指具有營養功能和調節生理活動功能的

農產品，它是未來高端食品的發展方向，目前中國

還處於起步階段，代表性的功能農產品有含硒、含

鈣、含鋅等微量元素的農產品。該會祕書長趙玉田

表示，今後將會積極引導和規範行業發展，啟動功

能農產品標準的制定和修訂工作。

（三）建立創業創新聯盟、發展健康產業

2016年 11月中國全國農業科技創業創新聯盟

在北京舉辦中國新農村建設論壇，在會議期間中國

科技大學先進技術研究院功能農業工程中心、蘇州

硒谷公司等單位也發起成立首個功能農業分聯盟，

以整合農業科技智慧、資本、人力等資源，轉化功

能農業科技資源為實現生產力，以推動中國農業轉

型升級和供給側改革服務。該聯盟是中國農業領域

唯一「雙創」聯盟組織，而功能農業分聯盟的成立

則標誌著此一未來農業重要發展方向正式建立了全

國性的聯盟組織。同年 11月在中國健康產業服務網

的指導下，中國功能農業發展聯盟、中國富硒產業

發展聯盟也在合肥成立，希望透過平等互惠、資源

整合、打造平台、創新發展、合作共贏，把農業從過

去的「吃飯產業」變成「健康產業」。

中國功能農業的新機遇

推進健康中國建設，是中國追求全面小康社會

的重要基礎，也是實現人民健康與經濟社會協調發

展的國家戰略。2016年 10月中國國務院印發「『健

康中國 2030』規劃綱要」（簡稱「大健康戰略」），提

及要實施國民營養計畫，深入開展農產品、食品營

養功能評價研究，全面普及膳食營養知識，以及重

點解決微量營養素缺乏問題，讓營養缺乏疾病發生

率顯著下降。由於「大健康戰略」的印發，加上人

民的健康需求日益旺盛，中國功能農業也迎來了歷

史上最好的發展時機。

特別是 2017年 2月中共中央第一號文件「關於

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培育農業農村

發展新動能的若干意見」，把壯大新產業新業態作

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大舉措，其中還明確

提出「加強現代生物和營養強化技術研究，挖掘開

發具有保健功能的食品」，這是功能農業有關表述

首次被納入第一號文件，更突顯推動功能農業已取

得階段性重要成果。同年 9月中共「十九大」會議召

開之後，發展功能農業和富硒產業已被視為貫徹大

會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精神，積極響應習近平

總書記給農業插上科技翅膀的講話精神，以及發展

健康產業、助力健康中國戰略的具體作為。

中國功能農業的標準和認證

基本上，功能農業產出的必須是農產品，而

不是在已有的農產品中再加工，或添加一些營養元

素。具體來解讀，功能農業是透過生物營養強化技

術，向土壤中添加微量元素礦物質營養劑，改善土

壤的礦物質水準與作物的根際環境，作物吸收了微

量元素，最後功能農產品經由食用到人體，以改善

「隱性飢餓」的狀況。由於食用功能農產品涉及人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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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和食品安全問題，所以中國在推廣功能農產品

過程也高度注重標準和認證問題。

外界常把功能農業和有機農業混為一談，但有

機農業是在生產中排斥人工合成的農產品，講求自

然農法、綠色無汙染、純天然的健康營養；而功能

農業比有機農業層次更高，其農產品透過營養化、

功能化，而成為維護和提升人體健康的載體，尤其

某一種或幾種對健康有益成分基本定量是可以標準

化來實現的。但因功能農業在中國才剛興起，目前

採用標準化技術生產的功能農產品占比約在千分之

一，加上品質優劣不一，所以建立標準相當重要。

甚至功能農業的操作規範標準，也力求要能保障生

產過程安全和可控性，並作為日後追溯認證提供最

基本素材和依據。

而為讓消費者能夠安心購買功能農產品，可視

覺化標示的認證相對地重要。參照現有中國有機農

產品認證機制發展經驗，未來功能農產品認證也可

能分為兩部分，一是依據操作規範標準體系作為產

品的過程追溯認證，另一則是終端產品的功能物質

含量達標檢驗。展望未來，中國功能農產品的認證

機構應該會由農業部及相關認證／認可監督委員會

批准開展有關認證服務，並由公司化企業負責。而

認證所依據的標準，則應該包括操作規範標準體系

和終端產品的功能物質含量。

表二  中國「生態高值型功能農業」發展十大模式

1.  長江三角洲平原水網區城郊循環農業圈層模式
2.  華中稻田溼地功能的「種―養―加（工）」模式
3.  西南山地立體生態高值農業模式
4.  南方亞熱帶特種農林果開發模式
5.  濱海灘涂農業綜合開發利用模式
6.  黃淮海平原「種―養―加（工）」農業耦合模式
7.  東北平原糧食基地綜合開發利用模式
8.  西北寒旱區農牧綜合開發模式
9.  北部漠境鹽湖綜合治理
10. 黃土高原水土保持及農林果流域開發模

資料來源：趙其國、尹雪斌(2016)，功能農業，科學出版社。

中國功能農業的機遇與挑戰

中國推動功能農業發展進程，都依據原有的農

業生態類型，宜糧則糧、宜果則果、宜茶則茶、宜

漁則漁，迄今已存在著生態高值型功能農業發展十

大模式（表 2），並著重提高其健康功能內涵，注重

深加工、旅遊等二、三級產業聯動，當作大農業來經

營。在產業上則結合上百個「萬畝功能農業示範區」

的實施方式，使功能農業發展成為中國生態高值農

業體系的支撐和亮點。功能農業的發展前景普遍被

看好，咸認為是「十三五」時期最有可能取得突破

的新興農業方向之一。 

根據相關報告指出，農業企業在功能農業產業

化中的投入產出比一般在 1：20，公司產值達到人民

幣2億5,000萬元時，直接帶動產值將達到50億元，

間接帶動產值則在 100億元以上。另外，根據趙其

國院士預測，到 2020年全球將推出 80~100種功能

農產品，僅中國的產值就達 1,000億元，到 2020年

功能農業的占比將有 1%，2030年將達 10%，2050

年更將達 50%，發展潛在機遇龐大。 

但在現階段中國功能農產品的產業規模、產業

效益尚未成形，雖說有一定積累，整體發展還存在

一些困難。不少地方政府和企業急於尋求發展，缺

乏尊重市場規律，最後效果不甚理想。尤其大企業

和中小企業在功能農業生態中的生態定位是有差異

性的，所以如何讓大企業從事規模化的「單品冠軍」

的功能農產品，中小企業從事區域性、快速新鮮、

個性化和相適應的攝入量之功能農產品，也是必須

面對的有效分工問題。

尤其目前功能農產品的品牌培育和市場營銷

力道不足，消費者對功能農產品仍缺乏認知，加上

在相關法規制約下，功能農產品的「功能」無法大

力宣傳，已形成障礙。另外，當功能農產品要以普

通食品面貌出現，企業就不能明示或者暗示保健功

能，否則就違反食品安全法，若要聲稱「功能」就

必須申請為保健食品。也因此，只能轉而嘗試合理

利用「GB28050-2011食品安全國家標準預包裝食品



農業生技產業季刊20

FORESIGHT ANALYSIS

營養標籤通則」，對產品達到一定含量的營養成分

進行功能聲稱。 

結論與建議

自從功能農業的概念被提出後，以及相關農業

科技的提升和人們的需求增長，也讓中國農產品開

始進入功能時代。由於功能農業作為一個農業戰

略新興方向，本身也屬於一項全新的農產品增值技

術，已成為中國農業農村發展的新動能，更受到農

業科技界、產業界和市場消費者的高度重視。

目前功能農業已列入「十三五」規劃，作為中國

的一項新興產業，其標準和認證體系也逐步趨於完

善。發展功能農業確實有助農民增加收入，以及實

際幫助貧農脫貧，同時又可提高中國整體農業生態

高值，解決「隱性飢餓」威脅，更能促進人民健康

福祉，最後帶來農民增收、農業增效、人民增壽的

「三增效應」。

看到中國功能農業發展的機遇與挑戰，反觀台

灣的機能性農產品發展，也同樣遭遇到必須符合

現行法規、讓消費者安全和安心地食用，同時又能

兼顧提高農民收益等問題，因此兩岸似可在現行政

策允許的空間之下，針對功能農業議題尋求交流合

作，亦即利用台灣的先進農業科技、成熟的產銷管

理之豐富經驗，對接中國廣大的生產基地和消費市

場、強勁的功能農業發展政策之優勢，理應有助拓

展中國內需市場、甚至進一步攜手拓展國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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