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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地方型SBIR  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

擎虹科技本從事無廢水電路板及高效能

LED開發，經過 3年多的開發獲得突破性的

成果，在取得一定專利研發成果後，將技

術轉移給燈具廠，而公司轉型的過程中，考

量農業科技化的趨勢，公司想出了一套新的

物聯網 +的概念，想為台灣土生土長的故鄉

土地盡一份力，將電子業的經驗轉換為軟體

及自動化控制，並將市場轉換為農業領域。

同時，希望能藉由本身開發能力為台灣在地

農業 4.0 盡一份力，也期待在政府扶持下能

夠讓公司順利的轉型，從最早期創業開始，

經由育成中心的輔導，開始了 SBIR 的接觸

與了解，再次得知 SBIR 的申請機會後，就

以科技農業方面的項目獲得委員的鼓勵，也

得到新竹市政府的支持。

擎虹科技創新計畫分成三個方面進行。

第一方面食農教育與現代青農的結合：除

持續將手機種菜的概念推廣下去，提高民眾

的參與感外，很多朋友都是讓自己的小朋

友一同參與，食農教育的宣傳也達到一定

的效果。這方面將持續發展手機種菜的方

便性、參與成就感等，希望能夠達到市場

商業規模，將現代青農結合手機種菜概念，

提供給青農一個新的銷售管道。

第二方面研發農業 4.0 革命手機管理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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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系統：將目前自動化系統由桌面化擴大到

一分地、甚至一甲地的範圍，利用手機控管

讓農業不再是死板板的，也可以是高科技，

更有效率的系統。市面上一套系統動輒百

萬起跳，對於精緻農業的台灣，很難有這

樣的成本投資。為了讓小農青農都能使用

上這套系統，目標將以 30 萬輕量級系統開

發導入。

第三方面開發自動種菜定植機：不管

未來在手機種菜的領域發展，或是一些溫

網室之設施農業裡面，小型化且高效率機

械是無可避免的趨勢，但多多少少人工成

本越來越高，有時甚至有錢也請不到人從

事農忙。因此，將藉由手機種菜 + 物聯網

概念，發展出一台小型機器人種菜定植機，

可以有效節省人力，並且有效控制種植面

積、間距，讓農夫有更多時間來專心其他

更重要的農事上。

1. 建立未來社區農業模式，讓家戶單位、

資訊服務公司、農業栽植場所形成農業

創新共植行銷價值鏈。

此次申請補助執行過程中本公司獲得

很大的助益。雖然系統發展初期未能

完整，但是過程中按照計畫書的執行

及委員建議方向去思考，除了對於未

來規畫更為全面的思考外，細節、經

驗的累積更是公司轉型過程種重要的

資產。

經營者真心話

2. 吸引都會上班族、農耕愛好者等族群可以

更輕鬆便利的方式投入有機農耕，擴大

有機農業市場的資源投入，從使用族群、

資訊服務公司、農業栽植場、專業農民，

創造更廣大的創新共植價值鏈。

①增加產值200仟元 

②產出新產品或服務1項 

③衍生商品或服務數1項 

④額外投入研發費用1,000仟元 

⑤增加就業人數 2人 

⑥新型、新式樣專利1件 

 創新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