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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農業與生物生產系統機電整合國際學術會議（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achinery and 

Mechatronics for Agricultural and Biosystems Engineering, ISMAB）係由臺灣、日本和韓國三

個國家之農業機械學會，於 2000 年共同協議輪流舉辦之學術會議。該學術會議每隔兩年舉

行一次，主要與會人員以臺日韓三國農機學會會員為主，會議舉辦時間和地點由輪值國決

定。ISMAB 的主要目的為提供學術交流平台，供臺日韓三國農機相關之產學界專家發表研

發成果，促進各國間之合作研究工作及國際友誼。 

因應各國農機科系之轉型發展，歷年來在 ISMAB 發表之論文除了傳統農機領域之田間

動力農機具，及收穫後農產及食品加工處理機之外，亦包括整合性科技例如機電整合技術、

感測科技、資訊與電機、系統工程、精準農業、生物與再生能源、生物機電與機器人、食品

安全、設施與環境工程、廢棄物處理、生物技術和畜產、漁業養殖及醫學工程等領域。 

2016 年農業與生物生產系統機電整合國際學術會議（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achinery and Mechatronics for Agricultural and Biosystems Engineering, 2016ISMAB），此會

議是由日本農機與食品工程學會主辦，開會地點在日本新潟朱鷺 (TPKI MESSE)新潟會議中

心，會議期間：105 年 05 月 23-25 日。本出國計畫為出席找運用計畫管理費款項之經費，

將執行計畫的研究成果，研提論文於該會議中報告發表與交流。會中下列人員將發表論文 : 

連振昌、林正亮、秦宗顯、郭世榮、張心怡、楊朝旺 、洪滉祐、黃光亮、黃建政、黃文祿

及朱建松，計有 11 位老師。 

關鍵詞：國際學術會議、生物機電、機電整合、農業機械學會、新潟朱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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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與目的 

農業與生物生產系統機電整合國際學術會議（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achinery and 

Mechatronics for Agricultural and Biosystems Engineering, ISMAB）係由臺灣、日本和韓國三

個國家之農業機械學會，於 2000 年共同協議輪流舉辦之學術會議。該學術會議每隔兩年舉

行一次，主要與會人員以臺日韓三國農機學會會員為主，會議舉辦時間和地點由輪值國決

定。ISMAB 的主要目的為提供學術交流平台，供臺日韓三國農機相關之產學界專家發表研

發成果，促進各國間之合作研究工作及國際友誼。 

因應各國農機科系之轉型發展，歷年來在 ISMAB 發表之論文除了傳統農機領域之田間

動力農機具，及收穫後農產及食品加工處理機之外，亦包括整合性科技例如機電整合技術、

感測科技、資訊與電機、系統工程、精準農業、生物與再生能源、生物機電與機器人、食品

安全、設施與環境工程、廢棄物處理、生物技術和畜產、漁業養殖及醫學工程等領域。 

第一屆會議（ISMAB2002）於 2002 年 11 月 3 日至 7 日在臺灣嘉義市國立嘉義大學召

開，由該校生物機電工程學系負責籌劃。本次學術會議提供世界各國農業與生物生產系統機

電整合之研究人員交換彼此的研究成果與經驗，與會者來自產官學界，總計參與人數：國內

約 140 人，國外約 60 人分別來自日本、韓國、美國、英國、馬來西亞、泰國、德國、沙烏

地阿拉伯，共發表 74 篇論文演講與 19 篇海報展示。會議並安排 7 場專題演講，其中含蓋農

業機械發展、食品科技、生物奈米技術、與生醫工程，此安排使與會者了解『農業機械』至

『機電整合』的演化，並進而應用於『生物系統』的概念。 

第二屆會議（ISMAB2004）於 2004 年 9 月 21 日至 23 日在日本神戶大學召開，由該校

生物系統工程學系負責主辦。第三屆會議（ISMAB2006）於 2006 年 11 月 23 日至 25 日在

韓國首爾市世貿中心（COEX）召開，由韓國農業機械學會負責主辦。第四屆會議

（ISMAB2008）於 2008 年 5 月 27 日至 29 日在臺灣臺中市國立中興大學舉辦，主辦單位為

中興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第五屆會議（ISMAB2010）於 2010 年 4 月 5 日至 7 日在

日本九州福岡市九州大學舉辦。第六屆會議（ISMAB2012）於 2012 年 6 月 18 日至 20 日在

韓國全州（Jeonju）市全北大學（Chonbuk National University）舉辦。第七屆會議（ISMAB2014）

將於 2014 年 5 月 21 日至 23 日在臺灣宜蘭市國立宜蘭大學召開，本屆主辦單位為宜蘭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歷年來，各國皆以不落人後心態承辦 ISMAB，因此該會議 12 年來之盛

況、參與人數、發表論文篇數及成果，一年勝過一年。 

ISMAB 在臺灣舉辦時，其負責籌劃單位由臺灣各大學農機相關學系接力擔任。臺灣承

擔之校系依次為 2002 年國立嘉義大生物機電工程學系，2008 年國立中興大學生物產業機電

工程學系，2014 年國立宜蘭大學生物機電工程學系。ISMAB 每隔六年重返臺灣乙次，每次

1



皆由臺灣農機學會協調相關校系輪流籌劃事宜。依此原則，2020 年將由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系籌辦，2026 年將由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籌辦。臺灣農機學

會和國立臺灣大學農業機械工程學系（2001 年更名為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曾於 1997 年

11 月 17 日至 22 日在台北市世貿中心國際會議中心召開農業機械化與自動化國際研討會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and Automation, ISAMA97），相當於

ISMAB 前身。 

2016 年農業與生物生產系統機電整合國際學術會議（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achinery and Mechatronics for Agricultural and Biosystems Engineering, 2016ISMAB），此會

議是由日本農機與食品工程學會主辦，開會地點在日本新潟朱鷺 (TPKI MESSE)新潟會議中

心，會議期間：105 年 05 月 22-24 日。本出國計畫為出席找運用計畫管理費款項之經費，

將執行計畫的研究成果，研提論文於該會議中報告發表與交流。會中下列人員將發表論文 : 

連振昌、林正亮、秦宗顯、郭世榮、張心怡、楊朝旺 、洪滉祐、黃光亮、黃建政、黃文祿

及朱建松，計有 11 位老師。 

貳、參加研討會過程與內容 

一、會議議程及議場主題 

第八屆農業機械生物機電與系統工程國際學術研討會議『The 8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achinery and Mechatronics for Agricultural and Bio-systems Engineering (簡稱 

ISMAB2016)共有 14 個專業領域，如生物工程(Biological Engineering)、農業生物機電與機器

人( Biomechatronics & Robotics in Agriculture)、田間動力機械( Farm Power & Machinery )、精

準農業( Precision Agriculture)、食品工程( Food Engineering)、收穫後技術( Postharvest 

Technology)、食品安全( Food Safety)、結構與環境技術( Structure &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生質與再生能源( Bioenergy & Renewable Energy )、廢棄物處理( Waste 

Management)、綠色技術( Green Technology)、資訊與電子( Information & Electronics)、感測

技術( Sensor Technology)、 一般領域(General Aspects)。參與 ISMAB2016 論文發表會，除了

農業機械與生物機電研究領域之外，各國專家學者都積極的從事於新興科技的研究，如微奈

米科技、生醫工程和感測技術的開發。在生物機電未來的研究上，運用新興科技是生物機電

工程人員必須著墨的範疇。 

2016 年農業與生物生產系統機電整合國際學術會議（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achinery and Mechatronics for Agricultural and Biosystems Engineering, 2016ISMAB），此會

議是由日本農機與食品工程學會主辦，開會地點在日本新潟朱鷺 (TPKI MESSE)新潟會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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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會議期間：105 年 05 月 23-25 日。所有投稿發表論文都被同行審查和評估其原創性，

學術性和研究内容及深度。此次會議為期三天，大會從 105 年 05 月 23 日上午 8 點 30 分到

下午 5 點 45 分報到，5 月 23 日上午 9 點 30 分開始進行開幕，之後邀請韓國、臺灣日本、

義大利及土耳其分別報告該國的農業機械的發展狀況及未來發展（如附件一），下午開始

四場次的分組議場的論文主題口頭發表（摘錄如附件二），5 月 24 日上午從 9 點 30 分到 

12點，下午從 2 點 30 分到 5 點 30 分，有四場次的分組議場的論文主題口頭發表（摘錄如附

件三），而論文壁報發表時間為 5 月 23 日及 5 月 24 日下午從 1 點 15 分到 2 點（如附件

四），其中口頭發表的論文篇數有 127 篇，壁報發表的論文篇數有 117 篇，合計論文篇數

有 244篇。所有出席參與者的論文發表過程順利，發表論文的摘要內容如（附錄一），論文

發表者除了臺灣外，主要有來自日本、韓國、泰國等國。 

5 月 25 日大會安排參觀日本株式會社久保田(KUBOTA)公司，其創立於 1890 年，作為

日本最大的農機製造商，長期以來在“水”、“土”、“環境”、“城市”、“居住”等與

人類生活和文化息息相關的五大事業領域中，不斷開發符合時代要求的先進技術和產品，為

人類富裕美好的生活積極創造基礎。目前在農業機械（聯合收割機、插秧機、拖拉機）、小

型建機、小型柴油發動機、鑄鐵管等領域處於世界前列。發動機製造方面，久保田擁有 85

年的生產經驗，累計銷售超過 2600 萬台，在中小馬力發動機領域具有壓倒性的優勢地位；

在小型挖掘機製造方面，久保田幾十年專注於小挖的研發和製造，從 0.5 噸-6 噸，共 33 個

機種，年銷量達 23000 台，累計銷量達到 280000 台，連續多年小挖全球銷量第一，始終以

市場實績和品質優勢成為全球小挖行業的領跑者！ 

該公司主要為農業機械方面的研究，參觀的實驗室包括曳引機及引擎動力檢驗測定

室、農產加工機械研發中心、田間機械研究室。該所於參觀當日陳列上述各領域在近年

來所研發之農機。一般而言 ,其研究成果品質甚高，頗多值得國內學習借鏡的地方。之後

走訪新潟縣的鄉村與其鬧區。由此參訪中，可以感受到日本在研究發展與都市建設的用

心。大力投資研發，以其與世界先進國家並駕齊驅；在都市建設上，力求經濟發展的同

時，也提供人民良好的生活品質以及文化遺產的保護。 

3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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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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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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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二、與會見聞或新知 

2016年農業與生物生產系統機電整合國際學術會議（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achinery and Mechatronics for Agricultural and Biosystems Engineering, 2016ISMAB），提高

機械工程與自動化工程相關的技術研究人員和從業人員之间的溝通。本次參與此國際會會議

期能瞭解目前國際在細胞力學方面的各種應用，以期未來能夠進一步做相關方面的研究。

口頭發表及壁報發表的過程順利，充分強調研究的重點，會後也和與會人士討論相關的研究

主題及成果，收穫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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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攜回參加會議論文發表證明及相關資料如下： 

(一) 研討會場報到及參加相片

研討會報到及參加大會開幕 

壁報論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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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ISMAB2016 會議程序手冊及論文摘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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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與建議事項 

一、心得 

能夠有機會參與 2016 年農業與生物生產系統機電整合國際學術會議（2016ISMAB），並

與生物機電研究的相關領域跟各地專家相互討論交流與分享研究成果，感覺獲益良多。在相

關議題相互討論及分享研究成果與實務經驗，進而強化國內相關學術研究領域應用視野，對

與會的國內學者有顯著助益。 

與來自各地的專家學者齊聚一堂，針對生物機電研究的相關議題相互討論、彼此交流、

分享研究成果與實務經驗，實在是獲益良多。會議期間與數位大陸優秀學者進行學術交

流，瞭解到現今中國學術研究已漸漸蓬勃發展，深深地覺得臺灣要繼續保持學術優勢需不

斷的提升自我的學術能力，多與全球進行學術交流，擬定學術研究正確的方向，避免閉門

造車之撼。 

二、建議事項 

參加這次會議，有些感觸與建議，這裡提出幾點建議意見： 

(一)由此次的參與過程可知，在舉辦國際研討會可交由專門公司承包，可減輕承辦人員的負

擔。反觀我國所有大小事情全需要承辦單位包辦，但事事受限於會計法，承辦人員會很

累。

(二) 由大會中發表的論文可看出，除了生物醫學工程和機電控制研究領域之外，各國專家學

者都積極的從事於新興科技的研究，如微奈米科技、生醫工程和感測技術的開發。此在

生物機電未來的研究上，運用新興科技是生物機電工程人員必須著墨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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