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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化創新 遇見智慧科技女農

2019-10-09 11:40 台灣光華雜誌

【文˙曾蘭淑 圖˙林格立】

熊亞萍、楊佳慈與蘇秀蓮，是女性，是女性的農夫，還是智慧科技女農。熊亞萍

運⽤科技創新農業⽣產與管理；楊佳慈迎戰氣候變遷對農地帶來的挑戰；蘇秀蓮

突破傳統、偏鄉、性別與族群的疆界，開墾友善⼟地的有機農場，創造了包容性

與永續的發展。他們三位正呼應了亞太經合會（以下簡稱APEC）⻑年推廣的⽬
標：善⽤性別化創新、掌握包容性機會。

根據聯合國農糧組織的統計，東亞和東南亞（不含⽇本）的農業女性勞動⼈⼝約

佔49.5％，女農可以成為經濟成⻑和脫貧的重要動⼒。然⽽，以往婦女對農業
的貢獻，卻往往被忽視。

" $ 買

為了讓女性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成為重要的⼒量，⾏政院性別平等處處⻑吳秀貞

指出：「APEC 2016年的領袖會議宣⾔，⿎勵女性進入科學、技術、⼯程與數
學（簡稱STEM）等領域。2019年APEC更進⼀步提倡，⿎勵婦女參與智慧科技

農業，不僅可以減少農業婦女的勞動負擔，更可以增加農業⽣產，創造包容性與

永續性成⻑。」

智慧科技女農：熊亞萍、楊佳慈、蘇秀蓮。（由左⾄右）

熊亞萍、楊佳慈與蘇秀蓮，這三位挑戰職業性別藩籬，在農業領域發光發熱的科

技女農，正是呼應2019年APEC倡議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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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引領的雲林⻄螺⽟米⽥

⾝處烈⽇曝曬、⾼溫焚⾝的⽟米⽥中，穿著布鞋、輕裝簡從的鮮綠農業科技（簡

稱鮮綠）董事⻑熊亞萍，卻完全無懼豔陽與紫外線，時⽽神采奕奕地問候收割的

⼯⼈，時⽽在⽥邊與契作的農⺠洽談市場收購價格。

農產品商品化、產業化

很難想像，五年前熊亞萍剛創立鮮綠時，穿著套裝與⾼跟鞋，被封為「⽥間LV⼩
姐」的她，被農⺠拒於「⽥」外。如今，鮮綠旗下有⼀百多位契作的⽟米農，年

契作⾯積超過五百公頃，年產量8億5千⽀⽟米，並且是全台灣最⼤的食⽤⽟米
供應商。

原本在摩根、匯豐擔任理財專員，2013年底匯豐宣布裁撤台灣的資產管理部
⾨，她⾯臨了中年失業的危機。「我對外說是退休，其實是被 layoff（資
遣）。」熊亞萍說。

曾試著到柬埔寨管理製鞋⼯廠，在被迫跨出舒適圈的茫然中，無意之間吃到⼀⽀

清甜⼜爆漿的⽔果⽟米，「驚為天⼈」之餘，她嗅到營運商機。

導入科技企業化管理

雖然先⽣陳順情的家族是⻄螺果菜中盤商，熊亞萍卻捨棄傳統果菜市場拍賣的管

道，她從創新的⾓度，切入⽣產、加⼯與⾏銷的⽣產鏈，將⽟米、⽟米筍等農產

品變成商品。換句話說，她把⽟米當成基⾦的⾦融商品來經營。

⼀檔賣得好的⻑青基⾦，要篩選、配置、包裝，還要有保本能⼒與穩定的績效。

鮮綠為了直接打進超市等通路，提供穩定、安全的貨源，⼀開始就申請「產銷履

歷」標章，正巧碰上食安風暴，有「食品⾝分證」的農產品成為各通路的搶⼿

貨，所以讓鮮綠⽟米短短⼆年，就席捲全聯、好市多（Costco）等通路的貨
架。

在⽣產管控這⼀部份，當清晨即收割、還冒著⽥間熱的⽟米，送到鮮綠時，就以

⼀條龍的加⼯、機械化的包裝，迅速地將⼤量新鮮的⽟米，送上⾼級超市的通

路。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9/10/09/draft/6920206.jpg&x=0&y=0&sw=0&sh=0&exp=3600


⽥間經濟學：把⽟米當基⾦

特別的是，能讓笑她是LV⼩姐的農⺠，⼼⽢情願地交出⽟米讓她賣，熊亞萍發揮
累積了18年從事理專的⻑才與優勢。

昔⽇為攏絡資產規模動輒上千萬元的客⼾，不時舉辦品酒會、彩妝講習；今⽇，

她發揮女性溫柔親切的特質，將「汗滴⽲下⼟」的農⺠當成公司的員⼯，邀請他

們來中秋節烤⾁與員⼯旅遊，營造向⼼⼒；還為農⺠做制服，讓農⺠揪感⼼之

餘，真正打動農⺠的是以⾼於⼀⾄⼆成的保證價格收購，讓農⺠願意供應質量穩

定的⽟米。

鮮綠也與輔導產業轉型的中衛發展中⼼合作「農業科技雲」，透過⽥間裝設氣象

站，監測⼟壤、⽔質、溼度、酸鹼值、農藥濃度與陽光等條件，透過⼤數據算出

噴藥時間、最佳採收⽇期，也透過App的管理，提⾼採收效能、確保⽤藥安全。

熊亞萍向理專時期的客⼾募集資⾦，花了上億元蓋標準廠房，讓鮮綠處理⽟米可

以機械化，是將農產品產業化，⾛向農企業的關鍵。雖有向股東交代獲利的壓

⼒，還肩負了照顧員⼯⽣計的社會責任，中年轉業的熊亞萍說：「每天與真誠的

農⺠在⼀起，真的很開⼼。」

✦嘉義中埔種苗溫室對抗氣候變遷

在嘉義中埔鄉的種苗溫室，秋天的涼意完全起不了作⽤，⾼達攝⽒30多度的悶
熱溫室，包得只剩⼆隻眼睛的帝霖公司執⾏⻑楊佳慈，摘老葉、噴藥，隔離病

株，⼀做就是八⼩時。

由於氣候變遷加劇，使得植物遭受病蟲害的情形愈來愈嚴重，楊佳慈與團隊將香

蕉、草莓的種苗打上預防針，讓植物更能抵抗氣候的變異與病蟲害。

帝霖公司的抗病種苗，吸引供貨給好市多、7-11的專業蕉農採購，⽬前⼀年銷
售量達到12萬株，使⽤的⽥區超過100公頃。因應增加的訂單，博⼠農夫楊佳慈
⼜再斥資上千萬元，在嘉義中埔擴廠。



2013年中興⼤學⽣物科技研究所畢業的楊佳慈，適逢科技部推出「創新創業激
勵計畫」，⿎勵將科研結果商品化、產業化，楊佳慈與中興⼤學的學弟張恭豪等

三⼈集資300萬元，創立了帝霖公司─興⼤苗圃，培育「抗病種苗」。

由於中興⼤學教授黃介辰等學者，進⾏香蕉黃葉病的⽥間防治研究⾏之有年，帝

霖透過技術移轉的⽅式，選出有利菌種作成植物疫苗，在種苗進⾏無性繁殖時注

入疫苗，就好像⼈出⽣要打預防針⼀樣，提升植物對病蟲害的抵抗⼒。

帝霖的抗病種苗單株要19元，與單株12元的⼀般種苗相比，農⺠第⼀個反應：
「這麼貴。」出⾝屏東佳冬鄉香蕉世家的業務⻑張恭豪，先向親戚叔伯推銷。他

說，「⼀旦香蕉遭到黃葉病的侵襲，甚⾄⾼達五成的香蕉樹死掉，必須廢園。抗

病種苗縱使貴⼀點，親戚們也願意⽀持。」有了親情贊助，再加上那⼀年香蕉⼀

公⽄破百元，有賺到錢的農⺠願意投資，帝霖公司順勢地第⼀年就賣了五千株種

苗。

⼝碑⾏銷，專業諮詢

⾄於抗病種苗的成效如何？楊佳慈誠實地說，市場的反映不⼀。有⼀處香蕉園，

先前黃葉病的罹患率⾼達20％，⽤了抗病種苗後，罹病率降到零；但也有蕉農
反映抗病種苗「沒有⽤」。

由於農⺠之間⼝⽿相傳是最重要的⾏銷管道，看得懂植物性狀與病蟲害的她，親

⾃到⽥間診斷，不分⼤農、⼩農，提供⽤藥防治的諮詢，是肥料⽤太多造成肥

傷，或是⽥間淹⽔太嚴重，利⽤LINE隨時回覆農友的疑問，⽤⼼服務，因⽽建
立了⼝碑，還有遠從⾦⾨、澎湖離島的農友來訂購，讓楊佳慈第三年就賺到當時

的投資額，並且有信⼼加碼投資在中埔擴建種苗廠。

✦花蓮光復邦查有機農場

⾝⾼不到150公分的蘇秀蓮，從沒有務農經驗的她，2002年在花蓮光復鄉⾺太
鞍部落從頭開始學習務農，希望藉此追求⽣活的穩定。

她⼀入⾨，即從成本⾼、產量少的有機菜園開始，⾃⾏育苗，堅持不⽤化肥、除

草劑，培育豐沃好⼟，⼤地也回饋她，從三分地到現今14.9公頃，⼀年⾄少可

⽩⼿起家，學以致⽤

以⽣產五千公⽄的蔬菜、七千多公⽄的雜糧與稻米，並且成功將菜蔬供應全聯等

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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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住歧視做⾃⼰

2001年的桃芝颱風重創⼭地部落時，總是打零⼯的蘇秀蓮，在2002年參加教會
舉辦的「⾺圵共同農場」（⾺圵就是重新開墾之意）重新復育被風災破壞的⼟

地，學習耕作。她⼀邊學有機農法，⼀邊利⽤前夫家的⼀分地，試著種植紅蘿蔔

與⼩⽩菜，雖然種成功了，但賣不出去，只能⾃⼰吃或把菜打掉，收入不穩定。

為了⽣計，蘇秀蓮參加縣府以⼯代賑的計畫，到⼤興村裸露的⼭坡地去種樹。⼯

作以⼀期⼀期計，收入更不穩定。

由於⻑期處於⼯作不穩定的不安全感中，極欲追求⽣活安定的她，下定決⼼回來

全⼼務農，2004年參加世界展望會為了培訓部落婦女⼀技之⻑的計畫，許多學
員因為有補助就參加，沒有了補助就賦閒在家。只有蘇秀蓮⼀路接受培訓，沒有

間斷，進⼀步學習農場管理與有機驗證的申請，接著到鳳林鄉擔任吉拉卡樣農場

經理，從做中學。

2009年她回到光復鄉，租了三分地，從種植地瓜葉、南瓜與四季豆開始了邦查
有機農場。

⼀個離了婚的女⼈回到部落，當地的⼈當著蘇秀蓮的⾯數落她：「妳是原住⺠，

⼜是個女⼈，不可能獨當⼀⾯的啦！女⼈就是要依附在老公與家族底下。妳種菜

還不噴農藥，不可能成功的！」蘇秀蓮當時⼼裡反彈著：「我要做的事情，不是

由你們來決定。」她不畏⼈⾔，毅然決然繼續⾛著有機耕種的路。

燠熱的⽥間，不斷重覆著勞動與體⼒的⼯作，她不以為苦，經常⼀陣涼風吹來，

比吹冷氣還要舒服的⽥間⼩確幸，聊慰著她的⼼。

善⽤管理知識，訂定栽培計劃

蘇秀蓮不像⼀般農⺠跟著搶種市場價格最好的菜蔬，不管彼時⾼麗菜價飆得多

⾼，她依據不同菜蔬的⽣⻑節期，訂定⽣⻑與栽培計畫。初秋種植龍葵、野莧、

⽊鱉⼦葉，11⽉換成⾼麗菜、紫背菜與⼭茼蒿。然⽽，種苗⾏不願根據她的需
要供應種苗，求⼈⼀次、⼆次，最後她決定「不求⼈」，⾃⼰培育種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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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培育種苗的技術談何容易，種苗⾏也不願傳授know-how，蘇秀蓮⼟法煉鋼，
從失敗中學習，不斷摸索，⼤約花了三年時間，浪費了許多耗材、種⼦，才慢慢

領悟出育苗的技術與時程。她現今將育苗的SOP系統化，同時公開，供需要的⼈
索取。「因為我⾛過那段路，歷經許多的失敗，我希望這些免費的資訊，可以幫

助跟我⼀樣不是很有錢的⼈。」蘇秀蓮說。

⼀開始通路有限，她勤跑有機市集、有機農產品展，因⽽接到重視食安健康的基

⾦會訂購，從三⽄的蔬菜箱，成⻑⾄每週有⼀百多⽄的訂單，成為穩定的客源之

⼀。

也因為按著栽培計畫育苗、耕種，供貨穩定，加上有機認證的加持，隨著全聯超

市推出⼩農直送計畫，邦查農場從三家爭取⾄20家全聯超市的訂單。

有機耕耘，⽣機盎然

由於不⽤除草劑，農場前兩年蟲害嚴重，收入少是經營有機農場初期必經的困

境，蘇秀蓮以堅毅的語氣說著：「坐在地上哭，作物就會活過來嗎？只能快快振

作，打掉重種。」

經過多年的復育，現今的邦查農場，踏在鬆軟的農地上，地瓜葉、龍葵等菜蔬

中，看得到牧草、⽜筋草、香覆⼦與刺莧，以及⼩蝸⽜、椿象、芽蟲與瓢蟲的多

樣性⽣態。

蘇秀蓮⾛在堅持有機種植的這條路，不只讓⾃⼰有了穩定的營收，隨著超市等通

路訂單的增加，也為部落的婦女提供了⼯作機會，農場裡即聘⽤了八位⼆度就

業、平均55歲的婦女。「有⼟地就有⼯作。」蘇秀蓮的努⼒正說著「春風能叫
⼤地回春，勤勞可使五穀豐登」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