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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於疫情影響之後，跨國境的航班無論是海運與空運的不穩定性，使

得各國在食物安全與穩定供應方面的考量重要性提升。這也促使各國對保

鮮技術和冷鏈技術與管理的重視程度大幅提升，國際間除了商業研究的交

流與合作也越趨重要。本人研究領域為採後處理的研究與開發應用，應邀

參加了四年舉辦一次的採後處理國際性研討會，以期擴展其學術視野，並

在會議中分享各自的研究成果，進一步提升國際能見度及合作關係。 

    本次除了進行學術交流外，這次活動還包括實地參訪紐西蘭的研發單

位和商業包裝場，紐西蘭每年出口園產品量達51億美金，因此深入了解當

地的運作模式及生產系統十分重要。這些實地考察的目的在於探討當地氣

候條件對生鮮農產品的影響，並思考未來的發展目標。隨著全球對於永續

農業的重視，不過公家或私人單位皆致力於開發新品種、推動永續農業、

建立行銷品牌、導入自動化與人工智慧以及實現淨零排碳等目標，這些努

力都旨在加速達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如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水資源、衛生設施及其永續管理、建立具有韌性的

基礎設施、推動綠色經濟，確保永續的消費與生產模式以及最主要的確保

糧食安全、消除飢餓並促進永續農業發展。 

    本次國內參加人員有臺灣大學、中興大學教授，農業研究單位有農業

試驗所外，臺中區農業改良場也有數位研究人員參加，並在為期數天的研

討會上發表了專題演講或海報。隨後並在紐西蘭北島進行了市場調查，調

查當地通路與園藝產品的種類及販售價格等資料，並探討臺灣未來園藝產

品的發展方向及可參考仿效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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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隨著疫情的結束，各國對於確保食品安全和發展冷鏈保鮮技術愈加重

視。因疫情延宕，全球採收後研討會將於2024年11月在紐西蘭 Rotorua 舉

行，可以說是重要之學界與產業的蔬果保鮮研究盛會。過去紐西蘭每年出

口到世界的園產品高達51億美金，而臺灣生鮮蔬果則不到3億美金，而相較

於臺灣紐西蘭到主要市場的船期與距離卻遠上許多，但是仍能維持良好品

質。因此可以借鑒紐西蘭的生產、採收管理、切實的分級包裝及運輸模式，

來彌補國內供應鏈的缺點以提升出口量與品質。臺灣的學術界、農業試驗

所及改良場共有10位代表參加，其中4位進行口頭報告，其餘則展示海報發

表。本次研討會涵蓋了從基礎研究、分級包裝、可持續性維持到商業生產

的供應鏈各個方面，並討論遭遇到的問題進行相關實驗，以降低損耗。食

物耗損也是本次研討會的重大問題之一，從預防管理、飼養動物、農業新

產品的再利用、營養物質的蒐集等項都是重點，透過政策與源頭的管理，

進而減少食物的耗損。此外，還希望透過自然誘發物(natural elicitors)

來檢少逆境的影響，增加貯藏性；包裝與貯藏環境對鮮食葡萄品質的影響；

還有新興果實的後處理研究如加拿大的藍綻果（Haskap）二次代謝物及其

對人體健康的功能，以及非農藥資材可食用包覆物對於農產品的應用與探

討。透過這次國際學術交流，能夠了解國際最新的研究趨勢與產業方向。

此外，參訪紐西蘭的 Robotic Plus 公司(田間噴藥與修剪機器人)、Apata

分級包裝場(外銷奇異果包裝選別場)，了解其實際運作情況。同時，還調

查紐西蘭當地農產品的銷售模式，透過實際層面的市場調查來確認銷售可

經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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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2024採後處理研討會 

日期 行程 備註 

11/9-10 本所-桃園機場-紐西蘭奧客蘭-Rotorua 

 

去程 

11/11-15 參加2024 Postharvest Symposium 

參加第十一屆國際採後處理大會 

Oral presentation 

Full Article  

Field trip  

11/16-18 調查奇異果產區與包裝場 

調查溫帶果樹產區 

調查紐西蘭各類超市通路販售情形 

現地調查與討論未來合

作意願 

11/19 紐西蘭-桃園機場-本所 回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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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過程與心得  

    此次研討會於紐西蘭 Rotoura會議中心同時舉辦三個技術通路與未來健康

相關的研討會，包含第九屆國際園藝學會(ISHS,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Horticultural Science)採收後國際研討會、第七屆採收後病理學國際研討會

及第十屆水果與蔬菜對人類健康影響國際研討會(FAVHEALTH 2024)。其中有關

Postharvest2024研究聚焦於採收後技術、供應鏈管理、冷鏈物流、氣調控制等

創新解決方案，以減少食品損耗和提升果蔬品質。本次會議以 Powhiri (毛利

傳統歡迎舞)進行開場，主題演講持人一開場就說明紐西蘭離世界各地的消費市

場都很遠，更凸顯採後處理技術在遠程貯運的重要性、作為國際性組織應如何

達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努力，有哪

些主要的作法以降低食品浪費與損失。本次報告也針對了氣調研究發表了相關

資料，其中氣調貯藏有了更新一層的發展，從傳統的 RA(21% O2)到 CA(Control 

atmosphere : 2-5% O2)，進而到 ULO(Ultra low oxygen 1-1.5% O2)以及最新

的 DCA (Dynamic controlled atmosphere: 0.2-0.9% O2)。其中透過了 chlo-

rophyl fluorescence(DCA-CF)、Respiration quotient(DCA-RQ)、Ethanol 

production(DCA-ET)及 CO2 respiration(DCA-CD)各種方式來操作測定最新的

DCA方案；同時也透過了這個方式可以顯著減少青蘋果 Granny smith 品種的採

後病害感染程度，減少了後期的櫥架耗損。 

    南非鮮食葡萄協會也發表了維持鮮食葡萄品質的相關試驗，主要是聚焦在

包裝與貯藏的方面。測試的層面與傳統研究層面有所不同，反而是注重在包裝

的材料、二氧化硫在運送過程中的維持、包裝袋的形式、包裝時回溫(free wa-

ter)的問題、貯藏時回溫以及消費者貯藏的情形等。在包裝的部分，注重的是

包裝的效率、可回收性的環境友善程度、通風程度與降溫的速度、結構的強度

和果實受傷後腐爛的速度等；二氧化硫釋放程度的速度會影響到產品的腐爛速

度，報告結果顯示快速釋放與中速釋放效果較佳，但是仍須注意二氧化硫的傷

害影響程度。最後貯藏時的回溫對腐爛影響很大，需要特別留意。 

    而在酪梨產銷鏈部分，發現在非洲地區，不正確的推廣採後處理技術服務

反而是最大的品質劣化影響因素，接著就是漸趨高價的農藥肥料以及油料成

本，因此對於臺灣農民與農民團體來說，可從推廣研究單位獲得正確的技術與

知識，是臺灣農業發展十分重要的因素之一。 

    另外紐西蘭 Plant and food research 中心針對 QR code有著相關的研

究。QR code 最主要針對農產品標示的項目有六種，分別是: 1. 目錄管理: 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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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食物耗損與確保食物新鮮及確認位置 2. 可追溯性: 產品的驗證與供應鏈的

可追溯性 3. 安全性: 確保產品的銷售與召回 4. 可持續性: 相關資訊與可持

續回收的經濟模式 5. 消費者的承諾: 產品品牌性 6. 增進包裝性: 消費標示

與增加消費者的體驗。其中最新型的標示還能根據 UV 、溫度及濕度的變化來

變換 QR code的內容，進而導向不同的網址與訊息。 

    採後處理和採收後病害是在生產端就需要特別注意的研究方向，而在消費

端則要教育民眾成為永續而負責任的消費者。因此西班牙的研究也指出，歐洲

牛番茄品種低過10度可能造成寒害，會形成表面 pitting降低硬度及顏色氣味

改變，後續增加腐爛情形，並且希望透過自然誘發物(natural elicitors)來增

進果實的品質，因此透過 Methyl salicylate(MeSA)當作外援的單一物質來降

低非生物逆境的抗性，進而搭配 Sodium nitroprusside(SNP)做為採前處理物

質來減少鹽害與乾旱的問題。 

    產地參訪部分，包含了田間栽培整修與噴藥機械 Robortic Plus 公司的介

紹，該公司因為公司機密資訊無相關照片，但內部相關資料一再顯示，組合式

平台的設立(拉車頭搭配後續不同操作平台模式已然建立)，並且該公司不僅僅

是硬體販售公司，針對軟體部分也十分具有競爭力，可3D構建場域的立體圖

案，進而規劃相關的噴藥模式，令人印象深刻。接著介紹中大型包裝場與外銷

公司 Apata，該公司有著3200塊農地約2800個配合農民，配合著 Zespri 集團協

助包裝與低溫貯藏項目。最重要的項目就是在分級與耗損部分剔除，主要有關

的 KPI就是針對包裝與冷藏的價格競爭力，以及產品耗損的表現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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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ata包裝場內部自動搬運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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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主要出口作物品項(奇異果:56%; 蘋果: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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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鮮通路販售情形(開架式低溫販售櫃) 

 

 

包裝與截切蔬菜占比多(約20-30%) 

 

通路陳列國產水果(部分搭配外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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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產地到消費者供貨通路模式(紐西蘭) 

 

 

 

 

 

奇異果園栽培模式(四周有自然樹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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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特產 Manuka蜂蜜產品與加工品 

 

 

 

 

主要栽培品種差異性與特性(Hayward, Sungold, Ruby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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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栽培品種產量與收益(Hayward, Sungold, Ruby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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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耗損與研究的相關性發表 

 

 

 

 

 

非洲酪梨遭遇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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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針對台灣棗發表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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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過程與心得(市場調查研究) 

本次市場調查部分，Woolworth Metro market 與 New World等通路販售

店，販售農產品近似於北美超市，販售物品部分為本國產部份熱帶產品如香蕉

(澳洲進口)、紅龍果(越南進口)、椰子(泰國進口)，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居

然有韓國產的麝香綠無子葡萄，包裝模式與進口臺灣的相同，由此可見，韓國

除了原先的市場外，目標是針對全球重要消費地進行攻城掠地。整體而言，除

原型蔬果外，仍會搭配部分截切蔬果為地產蔬果，而當地餐廳也會選用當地產

的生鮮產品進行銷售。漿果類也逐漸因為健康因素走入消費者的目光中，搭配

著消費者喜好新奇的心理，新興作物的採後處理技術需求逐年增加，另外為了

減少塑膠包裝，可食性或減少包裝材料的方式逐年進展，或是增加回收的相關

材料，進而可透過不同領域的專業人才進行研究，也是未來發展的重點之一。 

 

五、本計畫後續進度規劃與建議事項 

本次到了紐西蘭北島觀察農業生產價值鏈，與參加四年一次最大的國際研

討會，參加國際研討會發表演講，展現臺灣研究量能，並認識相關研究人員、

資材業者與商業公司人員，促進未來交流，並藉這次參訪先進農機公司了解現

況，參訪 Zespri協力包裝場，了解後處理技術的實際操作；另針對紐西蘭供應

鏈通路市場調查以了解園產品的價格、品質及進口需求。 

後續預計持續連繫場內交流的研究人員，因其主要研究項目均為採後處理

技術開發與推廣，惟品項與供應模式有所不同(如臺灣與西班牙)，因此透過相同

品項之不同栽培模式與包裝供貨模式，可做為未來臺灣維持品質，建構農食價

值鏈之參考使用。 

本次感謝農業部與農試所長官經費支持，方能有此項成果，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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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訊: 

• 以下資料旨在本人參加2024年採收後研討會中有關供應鏈監控技術的工

作坊討論，探討其在商業供應鏈中的實際應用及其挑戰。 

• 核心包括供應鏈監控技術的多重優勢、當前面臨的挑戰以及未來的需求

方向。 

第1部分：供應鏈監控技術的優勢 

• 追蹤條件與位置 

• 實時了解供應鏈中的條件，這使得在貯運過程中能夠及時請求改

變條件。 

• 能夠監測的指標包括溫度、濕度、光照、二氧化碳濃度、震動

等，這些都對產品質量至關重要。 

• 透過追蹤貨物及其可追溯性，供應鏈的透明度得以提升，甚至可

以追蹤到零售貨架。 

• 技術還有助於潛在的碳排放追蹤與減少，支持可持續發展的目

標。 

• 數據洞察 

• 監控軟體所提供的元數據可幫助使用者識別多年或季節的趨勢，

從而做出更明智的決策。 

• 透過比較實際條件與最佳條件，企業能夠識別出在運輸過程中可

能出現的問題，並及時調整。 

• 決策輔助與問責 

• 供應鏈監控技術能夠幫助企業做出更優化的產品決策，例如在必

要時重新導向貨物，從而減少食物浪費並提高利潤。 

• 增強的貨物的可見性使得供應鏈各方能夠對其行為負責，從而提

高整體運營效率。 

第2部分：當前挑戰 

• 成本與可及性挑戰 

• 隨著技術的進步，網絡變更（如3G到4G到未來5G）可能帶來的問

題影響了監控技術的可靠性。 

• 成本效益的評估不夠明確，特別是對於需要監控多個地點的情

況，成本往往過高，使得小型企業難以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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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戶問題 

• 並非所有供應鏈參與者都能夠訪問數據，某些技術的可見性受到

限制，這可能導致信息不對稱。 

• 監控技術有時被供應鏈處理者視為懲罰性措施，而非促進合作的

工具，影響了技術的接受度。 

• 整合與數據管理問題 

• 需要更好的設備整合，以便不同技術進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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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圖檔如下繪製成心智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