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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報告內容不含封面以 20 頁為上限，格式：標楷體 14 號字，固定行高 21

點，邊界範圍上下左右各為 2cm) 

壹、基本資料 

計畫名稱 智慧農創管理人才特色教學亮點計畫 

成果摘要 

本計畫為協助推廣農業，結合科技與農產資料對苗栗縣

市進行包括：農特產物產銷數量預測、最佳產量配置、

目標族群產銷推廣、精準行銷之農村文化創意、創新農

業產銷管理等計畫目的。透過本校深耕在地議題，智慧

管理實踐在地農業，本校身處苗栗縣市優勢與特殊性地

理位置，結合本系特色課程，強化學生對於此具特色發

展所需農業文化創意人才，與創新智慧農業行銷人才培

育等，本校經營管理學系運用經營管理專業理論與實

作，致力推廣農業在地深耕紮實管理能力以智慧農創為

創新亮點。參與本計畫同學相當用心投入於智慧農創專

案的發想、行銷策略的規劃/執行、運用智慧科技分析農

產資料，本計畫共計 5 門配合課程，培育智慧農創學生

180人次，並產生農創專案 39案。 

聯 

絡 

人 

姓名 郭光明 職稱 助理教授 

E-mail kmkuo@nuu.edu.tw 聯絡電話 1594 

 

貳、計畫目標 

本計畫為協助推廣苗栗地區農業，透過結合智慧科技與產銷相關資料，藉

以達成苗栗地區「農特產物之產銷數量預測」、「最佳產量配置」、「目標族

群之產銷推廣」、「精準行銷之農村文化創意」、「創新農業產銷管理」等計

畫主要目標。 

參、執行成效 

(配合計畫預期成效及績效指標，說明辦理情形及執行狀況描述。) 

在本系基礎課程支持下，計畫參與學生皆受過管理、行銷、創新、與資料

分析等相關課程訓練，已具備參與智慧農創所需初步知識與技能，本計畫再透

過五門相關進階課程，藉以達成本計畫的預期目標：「農特產物之產銷數量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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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最佳產量配置」「目標族群之產銷推廣」、「精準行銷之農村文化創

意」、與「創新農業產銷管理」。這五個目標分別由「行銷企劃」、「問題解

決與創新技術」、「人工智慧與產業應用」、及營運決策與大數據分析(日間部

與進修部)」等五門課程配合達成。預期目標「農特產物之產銷數量預測」與

「最佳產量配置」由「營運決策與大數據分析(日間部與進修部)」與「人工智

慧與產業應用」三門課程相互搭配；而「目標族群之產銷推廣」、「精準行銷

之農村文化創意」、與「創新農業產銷管理」則由「行銷企劃」與「問題解決

與創新技術」兩門課程搭配，本計畫預期目標相關績效指標詳如表一所示。 

表一、本計畫質化與量化績效指標 

質化績效指標 量化績效指標 

農創業師輔導教學、推廣農創與產銷講座 參與學生數：50 

農創業師授課時數：2 

推廣農創場次：1 

配合課程數：1 

農創管理實務專案導向教學 參與學生人次：180  

農創實務專案數：39 

配合課程數：5 

智慧農創競賽 競賽組數：39 

參與學生人次：180  

配合課程數：5 

成果展 參加人次：29 

 

在計畫績效指標達成狀況方面，在「農創業師輔導教學」與「推廣農創與

產銷講座」兩個指標方面，本計畫由「問題解決與創新技術」課程安排 50 位

同學於 110 年 11 月 11 日至苑裡鎮農會，由總幹事以「智慧科技」結合「傳統

農業」的題目進行專題演講約 2 個小時，演講中提及透過不同智慧科技，為農

會帶來耕作農作物上的提升，並使用基因改造，產生不同顏色的稻米運用在彩

繪稻田，藉以吸引人潮觀光，期望能使同學們掌握目前農業產業發展與農村再

生與智慧科技在農業應用的發展趨勢，同學並實地體驗手作課程，藉以瞭解如

何透過智慧科技提升農業產銷活動。此外「行銷企劃」課程亦由同學主動前往

苗栗各地區瞭解特色農產，例如紅棗、稻米、與草鞋等農產品/作物，進而產生

創意行銷案以重新活化當地特色，並期望能活絡當地經濟。 

至於在「農創管理實務專案導向教學」指標方面，計畫配合的五門課程，

「行銷企劃」課程著重於培養同學能發掘並分析智慧農創行銷機會，依據行銷



 3 

目標制定相對的推動策略方案，不僅讓同學能具備行銷溝通企劃之技能，更重

要的是著重於培養同學落實行銷策略的能力，本課程共有 38 位同學修課，產

生 7 組智慧農創專題。當中前三名的農創提案包括：「棗稻闖關者」、「食牆

Happy Day-紅棗花茶配」與「DIY 繩編提袋」，都是運用苗栗當地特色農產品

作物所提出的行銷企劃案。同學從一開始不知如何著手規劃，透過課程學習與

現場實地參訪瞭解，各自提出相當具有特色的規劃案，並安排相關活動時程，

且落實執行，進而完成目標，前三名農創專案如圖一所示。 

  

  

  

圖一、「行銷企劃」農創專案 

「問題解決與創新技術」課程著重於培養同學具備智慧農創問題解決能

力，透過理論學習、課程活動參與及實務經驗，引導同學應用理論與獨立思

考，進而找出農創真正問題所在，進而分析農創問題，找出不同可行解決方

案，並實際利用智慧科技解決農創所面臨問題，本課程共計有 48 位同學參

與，共提出 9 個農創專題。前三名智慧農業資料專案包括：「大數據整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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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該如何解決」、「科技與農業如何媒合」、與「智慧農業如何與產銷履歷

結合」，參與同學從確認問題、擬定解決方案、方案評估、到選擇方案均投入

許多時間與心力，所產生智慧農業提案內容十分豐富充實，顯示同學在這個學

習過程中獲得相當多收穫。 

  

  

  

圖二、「問題解決與創新技術」農創專案 

 

而「營運決策與大數據」課程主要目標在訓練同學利用 Python、Pandas、

Matplotlib、與 Numpy 等不同資料分析工具與技術，分析農業相關資料，將資

料進行不同的轉換與運算方式擷取當中的關鍵資訊，進而透過表格與圖形等不

同資訊呈現方法提供重要資訊，展現資訊中所隱含的重要農業知識，也就是以

智慧分析工具找出農創相關問題，並針對該問題提出相關改善建議。課程要求

同學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所提供的農業開放資料平台實際資料進行分析，並需

特別針對苗栗地區農業相關資料，本課程共計有日間部學生日 31 位與進修部

學生 25位參加，共產生 13個農創專題(日間部 8個，進修部 5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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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間部前三名智慧農業資料分析專案包括：「公糧業者倉庫及加工設

備」、「探討苗栗縣果品的產量-以鳳梨、柳橙、文旦柚為例」、與「苗栗縣農

業、漁業、肉品市場概況分析」，參與計畫大部分同學對於 Python等程式語言

其實都不熟悉，因此課程從最基本語法教起，同學也相當用心學習，這點可由

各組同學所完成的報告內容發現，藉由此計畫的進行，同學不僅學習到 Python

等工具的語法，對於苗栗地區的農業亦有進一步的瞭解，對於爾後應用資料分

析應當有所幫助。 

進修部前三名智慧農業資料分析專案包括：「蔬菜旬別產量變動情形」、

「蜂蜜、蜂王漿、蜂蠟產量分析」、與「農產產地價格資料」，進修部同學由

於日間需工作，因此在學習上也較日間部學生更辛苦，儘管如此，進修部同學

仍利用時間完成農創提案。日間部前三名農創專案如圖三所示，進修部前三名

農創專案如圖四所示。 

  

  

  

圖三、日間部「營運決策與大數據」農創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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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進修部「營運決策與大數據」農創專案 

 

而「人工智慧與產業應用」課程則偏重於訓練同學利用機器學習與深度學

習方式，建立智慧農業預測模式，課程中訓練同學分別學習機器學習法相關軟

體套件，例如 Scikit-learn 與 Keras，以及 Logistic regression、 Linear 

regression、Random forest、與 Neural network 等不同演算法，讓同學具備人工

智慧應用能力，本課程同樣要求同學須從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開放資料平台取得

資料，並特別針對苗栗地區的資料進行分析，進而建立不同農產品產量、銷售

額、銷貨價格的人工智慧預測模式。前三名智慧農業資料分析專案包括：「公

糧業者倉庫及加工設備」、「台灣各地區牛奶產量」、與「家禽交易行情預

測」，儘管 Python 語言、機器學習法、甚至深度學習對於同學而言均相當陌

生，但透過課堂的學習，同學也能利用機器學習或是深度學習方法，針對各自

所訂定的農創題目進行預測模式的建立，這對同學爾後運用機器學習或是機器

學習將有所幫助。本課程共計有 38 位同學參與，共提出 10 個農創專題，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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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農創專案如圖五所示 

  

  

  

圖五、「人工智慧與產業應用」農創專案 

本計畫配合的五門課程參與學生共計 180 人次(行銷企劃 38 位、問題解決

與創新技術 48位、營運決策與大數據分析(日間部 31位與進修部 25位)與人工

智慧與產業應用 38 位同學)，除課程參與之外，五門課程參與學生均分別進行

智慧農創企劃案或農產資料分析案的競賽，共計提出 39 件智慧農創企劃案或

分析案(行銷企劃 7案、問題解決與創新技術 9案、營運決策與大數據分析日間

部 8案、營運決策與大數據分析進修部 5案、與人工智慧與產業應用 10案)。 

而在「智慧農創創業競賽」指標方面，五門配合課程依據本計畫智慧農業

主軸設計，並舉辦課程成果競賽活動五個場次，參加競賽人數共 180 人次，競

賽依據同學所完成報告分別進行評比，行銷企劃於 110 年 12 月 8 日、人工智

慧與產業應用於 110 年 12 月 14 日、營運決策與大數據分析(日間部)於 110 年

12月 15日、營運決策與大數據分析(進修部)於 110年 12月 20日、問題解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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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技術於 110 年 12 月 23 日舉辦競賽，競賽分別擇優前三名進行表揚與獎

勵，而競賽成果亦於 110 年 12 月 27 日於管理學院立德樓 2 樓 C1-210 教室舉

行競賽優秀成果展，五門課程共計 15 件得獎作品參展，共計參加 29 人次，藉

以宣導計畫執行成效，並引發其他同學對於智慧農創的興趣。 

肆、活動照片集錦 

※請提供解析度 300dpi以上 JPG檔照片至少 6張，並附上說明。 

 
 

在藺草文化館前全體大合照。 在農會辦事處三樓進行實作體驗。 

  

總幹事進行課程演講及分享。 參觀苑裡鎮農會的彩繪稻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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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農會溫室進行小黃瓜栽種體驗。 老師頒發感謝狀給總幹事之合照。 

  
行銷企劃特色農創活動體驗。 行銷企劃成果競賽各組發表。 

  
行銷企劃成果競賽各組發表。 行銷企劃成果競賽各組發表。 

  
行銷企劃成果競賽各組發表。 行銷企劃成果競賽表揚優秀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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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與產業應用成果競賽發表。 人工智慧與產業應用成果競賽發表。 

  
人工智慧與產業應用成果競賽發表。 人工智慧與產業應用成果競賽發表。 

  
人工智慧與產業應用成果競賽發表。 人工智慧與產業應用競賽表揚優秀組別。 



 11 

  
營運決策與大數據(日間部)成果競賽發表。 營運決策與大數據(日間部)成果競賽發表。 

  
營運決策與大數據(日間部)成果競賽發表。 營運決策與大數據(日間部)成果競賽發表。 

  
營運決策與大數據(日間部)成果競賽發表。 營運決策與大數據(日間部)成果競賽表揚優秀組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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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決策與大數據(進修部)成果競賽發表。 營運決策與大數據(進修部)成果競賽發表。 

  
營運決策與大數據(進修部)成果競賽發表。 營運決策與大數據(進修部)成果競賽發表。 

  
營運決策與大數據(進修部)成果競賽發表。 營運決策與大數據(進修部)成果競賽表揚優秀組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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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解決與創新技術成果競賽各組發表。 問題解決與創新技術成果競賽各組發表。 

  
問題解決與創新技術成果競賽各組發表。 問題解決與創新技術成果競賽各組發表。 

  
問題解決與創新技術成果競賽各組發表。 問題解決與創新技術成果競賽表揚優秀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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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成果展 計畫成果展 

  
計畫成果展 計畫成果展 

  
計畫成果展 計畫成果展 

伍、對未來推動之檢討與建議 

(請針對計畫執行的過程中，提出未來可以改善或使其更好的具體建議) 

本計畫執行需與相關課程密切配合，各配合課程原先皆已安排期末成果發

表時程，然配合主管機關要求將報告繳交時程提前，導致整體計畫執行時程安

排也突然受到影響，雖課程時程可配合調整，然此狀況確有可能影響計畫執行

的實際成效，建議爾後在安排計畫執行時程上可將此狀況納入考量，避免計畫

執行與配合課程時程安排臨時受到影響，連帶影響學生學習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