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近年來各領域無不投入

智慧化與數位化發展，許多

國家與企業都在產業鏈積極

導入感測、智能裝置、應用

物聯網及巨量資料解析技術

等，冀望配套系統化的管理

來提升自己的競爭力，臺灣

在此發展潮流中亦未缺席，

正致力推動生產力 4.0。筆者
認為在農業類發展方案推動

策略中，與有機鳳梨果實販

售較有關聯者為物聯網的導

入。雖然乍聽之下，「物聯

網」與有機鳳梨果實的販售，

感覺上好像聯結性不高，但

其實在不久的將來，果實的

販售型式是否會有重大的變

化卻是不言而喻。因此，如

能儘早了解甚至採用，對農

場的販售作業甚至整個經營

效率，應有相當之助益。為

便於有機農場經營主對此議

題有概略的了解，本文整理

物聯網相關應用概念，期能

提供參考之用。

物聯網

「物聯網」概念首次出現

於比爾蓋茲 (Bill Gates) 在
一九九五年一段描述智慧化

居家生活想像的文章中；到

了一九九八年，美國麻省理

工學院提出電子產品代碼系

統，之後由 Kevin Ashton 提
出以無線射頻識別技術及自

動感測設備，連結網際網路

進行訊息傳輸與交換。後續

隨著科技的發展，建置出經

由資料擷取及通訊自動傳

輸，將實體物件 (產品 ) 和
虛擬數據 (代碼系統 ) 進行
聯結，實體物件藉由各項偵

測及識別，轉換成數位資訊，

並透過網路平臺控制來提升

產業服務。物聯網概念成形

之初，因當時連上網際網路

局限於固定式上網裝置；例

如桌上型或筆記型電腦，方

便性不甚足夠，故未能蓬勃

發展。

近年來智慧型手機普及且

便利性佳，改變了人們的上

網模式，也使得資訊取得變

成只在彈指之間；更由於全

球化的網路基礎建設越臻完

善，因此，增加了網際網路

與傳統電信網路間訊息交換

的方便性，更能夠將被獨立

定位的物件，經互相聯通的

網際網路連接，提升即時的

訊息來聯結生活的便利性。

物聯網架構

一、感知層

藉由各種條碼、RFID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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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物聯網
助益有機鳳梨果實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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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供應鏈、智慧化運輸與

物流等。

果實販售作業導入 
物聯網思維

近來農政單位積極推動智

慧農業物聯網，其概略是綜

合應用前述各項技術 (例如  
WSN、RFID、QR code 及行
動應用等 )，在農產業上自生
產、集貨、物流到銷售等環

節，均規畫導入應用資 (通 ) 
訊技術予以控制掌握，再經

由無線通訊技術，強化農產

品產銷資訊及農產品安全管

理監控。

在多元應用方面，簡述數

項如下：

一、管理資通訊平臺

透過建立資訊服務平臺，

將果園感應原件取得知之訊

息，透過網路上傳至物聯網

平臺，配合氣象預報進行各

項整合，經由農產品交易資

料、生產量等微環境數據，

透過智慧型手機，將資訊做

成農業智慧管家，運用科技

的方法替有機鳳梨果農規畫

生產及銷售計畫。

二、雲端服務

實際採用時，農場經營主

第一步可先完成臺灣農產品

生產追溯系統，並落實產銷

履歷記錄，以建立農場各項

作業流程相關資訊，可配合

極端氣候條件的預估，例如

何時有颱風、豪雨或低溫寒

流，配套減災方式及控制植

株生長速度，避開災害、降

低損失。例如：

(一 ) 微調採收時程
例如原先設定數天內於某

一日進行採收，但當農業智

慧系統感測到果園狀況不適

合 (例如水分含量或日照條
件 )，便可依天候狀況微幅調
整，或提早或稍延遲。讓整

個果園的採收管理，變成一

個動態過程，而這些每日調

整及管理的數據，農場經營

主可以很容易藉由手機，讀

取元端上的訊息而做出相應

決策。

(二 ) 配合網購需求
當產品 (實體 ) 轉為代碼 

(數位化 ) 而進入物聯網，
在物流過程可主動傳送訊息

到消費者手機上，以提高取

貨的便利性；當顧客有任何

反應或回饋時，農場經營主

也可以很快了解及處理。另

外，萬一販售過程發生客訴

問題，因產品已運抵消費者

手中，不論是否回收果實，

運費問題均要處理，或許可

以考量在物流端導入保險概

念，至少可補償物流失。

結語

先不論我們想不想接受，

事實就是：物聯網時代已經

來了。物聯網將會讓我們的

日常生活發生天翻地覆的改

變，面對局勢變化最好的方

式就是了解它、面對它、加

入它，期望有機鳳梨農場經

營主，都能儘快了解物聯網。

籤及讀寫器 )、有線及無線感
測器所組成，對不同場景進

行感知與監控，並負責傳遞

感測資料。感知層主要可分

為感測技術與辨識技術，在

感測技術方面，是使智慧物

件具備感測環境變化或物體

移動的能力；而辨識技術是

使物體可記錄及回報自己的

身份或狀態。實際應用時，

可快速辨識物品 (例如我們
出貨的鳳梨 ) 的身份，並提
供完整的產品相關訊息，例

如產地、農場、生長過程、

採收日期、出貨日期及物流

狀態等，同步提供給消費者。

感知層的核心技術可應用在

有機鳳梨果實販售流程者例

如有：

(一 ) 感知網路 (WSN)
以具網路傳輸能力之系

統，透過如：數據撥接、行

動通訊系統 (GSM)、有線乙
太網路及無線 (WiFi) 網路等
通訊技術，進行互動式資料

傳遞服務。有機農場可應用

於果園環境、作物生長發育、

採收與分級、包裝及物流過

程等相關資訊的即時傳輸。

透過感知器與網路結合，可

測知週遭環境數據之變化，

農場主可透過判讀這些數據  
(例如氣溫高低、水分含量變
化、果皮顏色變化等 )，可迅
速得知果園環境及果實品質

變化的實際情形，作為果園

管理、物流損耗及消費者溝

通之依據。

(二 ) 實體數位化
1. 射頻識別技術 (RFID)

RFID 技術相較於條碼技術
有成本較高的缺點，但具有

自動辨識準確度高的優點，

在有機鳳梨產品生產過程，

RFID 技術建議應用在農場
的產銷履歷自動紀錄、供應

鏈管理及提高物流效率等方

面。

2. QR Code 條碼技術
此技術具備成本較低、儲

存量大、小尺寸的輸出、反

應快速及抗損表現佳等商業

應用特性，在有機鳳梨銷售

過程可應用在單顆果實或整

箱果實之標識。目前農委會

已在推動國產農產品安全追

溯系統，只要掃瞄 QR code 
條碼，就可以得知生產者資

訊、履歷及批次果實等資訊。

二、網路層

感知層收集到的資料傳輸

至網際網路，因此與網通設

備、電信營運服務、網際網

路服務及雲端服務供應等有

關。在物聯網的網路通訊技

術中，包含各種通訊範圍與

傳輸速率的無線通訊網路，

在區域網路 (內網 ) 通訊上，
實際應用時可追蹤貨品在供

應鏈上的即時資訊；而在外

網通訊上可將之與智慧型手

機互相聯結。

三、應用層

根據不同需求以相對應的

應用軟體，並將物聯網與相

關行業間的專業，進行技術

融合，來串聯各種傳輸網路

和應用服務等。例如應用於

農場環境監測、農場管理、

↑圖2. 果園環境可經由感知元
件測定，透過感知器與網路結
合，將數據傳達經營主手機中

↑圖1. 在出貨箱上貼上 QR code 
條碼，消費者可以很快讀取箱
內果實生產者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