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
灣的產業指標以30年為跨界，1.0以農業發

展為主，2.0技術升級，以科技業為導向，

下一個階段是3.0的時代，將會是1.0+2.0=3.0 的

新產業時代，以農業而言，也就是農業結合科

技，翻轉成為新農業的契機。

以鳳梨酥為例，土鳳梨製成的鳳梨酥是農產

加工品的一種，但在新農業的時代中，不再僅是

傳統耕種、生產加工的過程，而必須翻轉觀念，

鏈結成為新的產業模式。

在這個理念下所發展的新農業，關鍵就在於

「不要把農業只當成農業看」，而是革新傳統觀

念，一改過去2.0時代追求降低生產製成本（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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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大健康時代的新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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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科技革新

前友達光電總經理、微熱山丘執行長、現任天來創新集團董事長陳來助，從半導體面板

業跨足烘焙事業，以其科技管理背景長才，將來自台灣的鳳梨酥推向國際，如今他更一

舉投入新生活產業的開創，期待以科技思維，整合醫、食、農三要素，布局未來即將來

臨的大健康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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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n）的作法，注入科技管理的思維與技術，思

考如何把原本1塊錢的產品，做到100倍的價值。

從鳳梨的故事開始說起

微熱山丘所採用的土鳳梨便從契作種植開始

做起，以保障農民的收入。契作的方式引發產業

正面的回應，因為農作的收成獲得保障，吸引年

輕人回鄉投入農業，為產業注入新血，農民也可

以將多餘的時間與心力放在育種、耕種技術的鑽

研上，研發改良出更高品質的鳳梨，一舉改變產

業生態。

當科技的觀念注入之後，產品加工也開始尋求

更精準的定位。在製作鳳梨酥內餡時，難免殘留易

影響口感的鳳梨子，傳統多以人力在悶熱的烘焙廠

中進行揀選，相當辛苦又耗時。當時在工研院的協

助下，針對此問題需求研發「產業機器人智動化揀

選技術」，運用視覺動態導引功能，讓機器人可在

熱燙的鳳梨醬中，準確地揀選鳳梨子與其他雜質，

不僅節省人力，也大幅提升揀選良率。

一旦技術與觀念開始革新之後，就可以進一

步發掘產品新價值，創新產品。例如低溫萃取技

術成熟後，可自鳳梨莖中萃取出高濃度、高活性

的酵素，製作成具備胃腸保健、過敏調養、清創

傷口等保健醫療功能的鳳梨酵素，以色列一家公

司便將台灣生產的鳳梨酵素開發成醫療級用藥，

以其所蘊含的去痂酵素治療三級燙傷。

此外，在循環經濟及全物利用的趨勢帶動

下，鳳梨可運用於更多元的領域，例如在工業

上，可製成植物纖維補強複合材料、生態建材、

3C產品外殼；亦可作為紡織、造紙及包裝材、清

潔美容保養品等民生用品；且鳳梨本身為生質燃

料的一種，也可當作綠色能源使用。

當農業進入大健康時代　醫食農的整合

當產業導入新的思維與觀念後，亦帶動其嶄新

生命力，農業不再只是古老的一級產業，甚或是二

級手工加工業，而是強調精準知識的科技業。這是

一場跨界合作的升級戰，科技不僅可以提升農業生

產力，更是全面提升產品的價值，迎接未來大時代

的挑戰。

未來大時代有3個挑戰，超高齡社會、孤單社

會、肥胖社會。當人類壽命愈來愈長時，對於食

安、健康的需求將會愈來愈浮現，因此，這是翻轉

農業，迎接需求端革命，大步邁向大健康時代的轉

捩點。

在新竹科學園區整建老建築所開設的「車庫餐

廳」，便是一次從農場到餐桌的革命。餐廳烹製的

美味料理，皆來自地方小農運用科技於所生產的安

心食材；餐廳亦運用科技管理方式，統計消費端的

來客量、點菜率等數據，建立大數據資料庫，作為

更具效率的行銷策略分析。此外，現場也販售料理

中所使用到的食材，直接由消費端支持生產端，鼓

勵其繼續生產好食材，形成良善的循環，實踐新農

業結合新零售的創新產業模式。

當從產地到餐桌的產業鏈串聯之後，便會逐

漸朝大健康時代下的醫食農整合的趨勢發展。因應

人類壽命的延長，對於農業生產的需求不再只是吃

得飽，更要吃得安心與健康。生活產業由食、衣、

住、行、育、樂的層面擴大，「醫」與「養」將會成

為八大「新生活產業」之一，結合科技的新農業，將

會成為支撐樂活與安老精準保健需求的核心，這將會

是農業未來可望創新產業模式的趨勢！

當產業導入新的思維與觀念後，亦帶動其嶄新生命力，農業不再只是古

老的一級產業，甚或是二級手工加工業，而是強調精準知識的科技業。

天來創新集團董事長    陳來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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