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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 年淨零碳排是全球的共同目標，農業是人類重
要的基礎產業，減碳更是責無旁貸。農業生產中，以三
大穀類作物的栽培面積與總碳排量最大，全球三大穀類
作物為稻米、小麥、玉米，其每公斤穀物的產地碳足跡
分別約為 1.33、0.83、0.60 公斤二氧化碳當量。稻米碳
足跡偏高的原因在於水田的甲烷排放 ( 甲烷的溫室效應
潛勢為二氧化碳的 28 倍 )，而玉米相對較低碳的原因則
在於單位面積產量為三者中最高，使單位產量碳足跡相
對降低；小麥則是由於單位面積的施肥量低於稻米與玉
米，因而節約了肥料生產的碳足跡與肥料施用後的田間
氧化亞氮排放 ( 其溫室效應潛勢為二氧化碳的 298 倍 )。
然而，實際上碳足跡的評估應將貿易運輸過程的碳排也
計入，也就是說，玉米與小麥的碳足跡應計入自國外陸
運、海運或空運的碳排，以玉米與小麥的最大進口國巴
西與美國為例，每公斤運輸階段的碳排分別為 1.11 與
0.76 公斤二氧化碳當量，因此在計入運輸碳排後，進口
玉米或小麥的總碳足跡反而略高於國產稻米。而國內農
試機關刻正積極研發
稻米減碳生產策略如
間歇灌溉、合理化施
肥及適時採收等，未
來本土低碳糧食生產
將較進口穀物更具有
優勢。

主要糧食作物碳足跡比一比 菲律賓青年農民來場交流參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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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擴展我國與新南向國家農業合作與交流，農業部推動
菲律賓青年農民來臺實習計畫，提供外國青農來臺實習工作和
學習的機會，藉由工作環境累積實際工作經驗，同時學習我
國文化和專業知識，拓展農業視野，提升跨國文化溝通能力，
進而促進國際合作。

為提升實習生農業新知並了解我國農業科技和研發成果，
農業部於 113 年 2 月 22 日至本場進行科研參訪與交流活動，
由白桂芳秘書代表楊宏瑛場長致歡迎詞，並期勉菲律賓青農參
訪學習後能滿戴而歸；作物環境科徐迺晴技佐介紹電動省工農
機，講解電動省工農機的相關結構與操作介面，並於現場示範
電動省工農機的噴霧作業，達到省工、省時之效；作物改良科
林煜恒助理研究員講授溫室甜椒、南瓜種植管理方式與溫室
栽培的好處，亦解釋夏秋季節的颱風對於溫室的破壞影響力；
最後由作物改良科錢昌聖副研究員闡明智慧溫室及養液系統
與設備，分享如何運用智慧化、自動化來實現精準農業栽培，
並導覽介紹溫室栽培設施。

透過此次的參訪活動交流互動，菲律賓青年農民與本場
研究人員互動，深入瞭解農業科研的挑戰，並瞭解我國農業
的發展現狀，提升其專業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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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作物的總碳足跡，除了田間生產階
段外，運輸過程也不容忽視

每公斤進口與國產穀物的運輸里程與碳足跡比較

▼ 本場白桂芳秘書(前排右 8)、吳建銘科長(前排右 1)及曾康綺助研員(第 2
排右 1)與菲律賓青農等團員合影

傳承品質，打造 6 級蜂產業的遊牧民族
臺中市太平區養蜂產銷班第 1 班

文圖/李昱錡、林怡萱、陳明煌、盧瑾源

▼ 班員互助採蜜增加採收效率

▼ 蜜蜂生態體驗觀摩，創造在地蜂產業附加價值

每年可節省成本超過百萬元，共同銷
售破 5 千萬元，顯著提高班員收益。

該班積極配合苗栗農改場哨兵蜂
箱疫情調查計畫，協助建立即時監控
通報系統，守護我國蜂產業發展，另
為提升在地蜂產業附加價值，也積極
透過生態體驗方式，打造生態休閒 6
級蜂產業，創造全國最大的蜜蜂生態
體驗觀摩規模(每年超過 2,000 人次)，
成為養蜂產銷班經營發展之典範，優
異事蹟也榮獲 112 年全國十大績優農
業產銷班的殊榮。

青 農 傳 承、 互 助 採 蜜 及 標 章 認
證，是臺中市太平區養蜂產銷班第 1
班 發 展 6 級 蜂 產 業 的 3 大 關 鍵。 養
蜂採蜜的蜂農是傳統產業中的遊牧民
族，由於須要配合時令至各地採收花
蜜，亦要瞭解作物產區環境，時時保
護手中「生力軍」蜂隻的健康情況，
該班積極開創新興思維，降低成本並
提高收益，發展永續經營的蜂產業。

該班青農人數占班員總數 5 成，
並曾任養蜂協會、蜂產品證明標章及
評審會議之委員，戮力改革蜂產業之
審查規範，提高蜂產品品質，此外，
該班亦積極取得初級蜂蜜品評師資
格，配合國產蜂產品標章及產銷履歷
驗證標章推動，於 112 年間生產產銷
履歷蜂箱數超過 1,500 箱，打造「蜂
的 家 」 班 品 牌， 並 於 107 年 至 112

年期間，榮獲全國及臺中評鑑超過 80 座
績優獎項。

歷任班長不僅扮演資源整合的重要
角色，其經驗分享更提高地區新手蜂農
對蜂產品產銷的認識，減少初期經營失
敗的團隊。透過互助採蜜 ( 放伴 ) 增加
班員及非班員間互動與知識傳承，除降
低缺工情況外，亦有效提高採蜜效率達
70%。另該班積極落實機具共同使用、
資材共同採購及產品共同銷售的精神，

玉米 小麥 稻米
運輸里程
( 公里 )

進口 18,500 12,650 2,521
國產 < 100 < 100 < 100

碳足跡
( 二氧化碳當量 / 公斤 )

進口 1.71 1.59 1.46
國產 0.60 0.83 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