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力
愷
　
圖
■

高
科
技
農
業

R
E
D
to
n
e

致力於通過科技協助我國農業轉型的立通公司積極推廣智能農業實踐，促使農

業生產更高效永續。公司首席執行員劉必順表示，以科技為導向的轉型是農業

問題的理想解決方案，智能農業系統將得以提升產業前景和效益。盡管智能農

業在我國仍是起步階段，但由於國內大多農場仍缺乏完善的作業系統，因此發

展潛能相當大。

現代化智能農業系統
提升產業前景＆效益

　　近年積極於推廣智能農業（Smart Farming）實踐的立通公司

（REDtone）期望通過科技的運用協助我國農業邁向轉型，為順應農

業現代化的發展趨勢奠下基礎。

達到資源最大優化

　　公司首席執行員劉必順就此指出，馬來西亞的成長動力之一是來

自農業，因此立通從過去的通訊科技業務進展至物聯網數據服務後，

即開始投入智能農業系統的研發，實現遠程監控、自動化、遙控作

業，並可通過傳感器把農場各項數據收集儲存於雲端，從而達到資源

最大優化，促使農業生產更高效永續。

　　劉氏表示，未來淡水資源短缺及人口持續增加都將加重糧食生產

的負擔，而我國農業至今大多仍沒有完善的灌溉施肥系統，數據的利

用更是少之又少，因此實行以科技為導向的農業轉型將是一個理想的

解決方案，立通因而開發出智能農業系統以提升產業前景和效益。

　　這項智能農業系統無論軟體及硬體都是由立通一力自主研發，稱

得上是我國創造的科技產品。此系統可通過設置於農場內的傳感器收

集土壤、養分、水分、溫度、濕度等參數，讓業者按所得到的數據通

過手機或平板電腦進行有效管理，促使農場良好運行。劉氏指出，使

用智能農業系統能達致精准的肥料、

水分、農藥投入，促使作物健壯、損失

率低，而且可省卻勞力、水肥農藥等用

量，得以在降低生產成本下提升作物產

量和品質。

劉必順表示智能農業系統能達致精准管理，得以在
降低生產成本下提升作物產量和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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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農業市值龐大

　　劉氏進一步介紹說，此套智能農業系統是由多個獨立運作的作業

模塊所構成，能按農場的實際情況靈活組裝，所以可適合於任何耕作

環境上的應用。這個智能農業系統推出至今已覆蓋全馬各州及鄰國印

尼，涉及的作物包括蜜瓜、辣椒、黃瓜、蔬菜等，同時在畜牧和水產

養殖亦有引用。

　　他坦言，智能農業在我國仍是起步階段，在推廣上所面對的挑戰

主要為：１）世代相傳慣有的耕作方式需要時間改變；２）科技使用

的適應及初始投資成本較高。他認為這需要透過教育、宣傳等使之為

更多農民所接受，而近來在這方面所取得的反響是令人鼓舞的，尤其

是新進的年輕業者對智能農業的接受度更高。

　　事實上，由於國內仍有近95％的農場缺乏完善的作業系統，因

此智能農業的發展潛能相當大。當然，新科技的普及也需仰賴國家政

策支持，其實政府為鼓勵高科技農業而提供了1,000萬令吉的催化資

金。劉氏表示，立通在推廣智能農業上也與金融機構合作，讓有意投

資此系統的農民更容易取得融資。

　　他特別說到，相關數據顯示智能農業在東南亞市場到了2024年

產值將達50億，而環球產值在2025年更是高達220億，在在顯示智

能農業所掀起的產業革命4.0將是大勢所趨。

仍需時間磨合普及

　　關於智能農業在本地的使用，柔佛州果農公會會長羅進益不諱

言，這項高科技農業在我國屬剛起步，大多農民都抱持觀望態度，一

般相信當有了成功的例子後即可加快推

展的步伐。他認同農業需要與時並進，

適時轉型才能真正做到永續經營，因為

在其他行業紛紛邁向智能化的當下，農

業也不能處於落後境況。

　　他指出，農耕作業每天都面臨不

一樣的挑戰，而智能農業系統的完整數

據收集有利於農民更准確地應對相關問

題，同時越來越嚴峻的勞力困境也可通

過智能農業系統的應用得到解決。他

說，其實目前本地農民已多少開始接觸

農業科技，例如利用無人機進行施噴作

業等，然而由於是初始階段，本地農業

與科技化乃至智能化仍不斷地磨合，才

能使之達到良好的實用功效，並且進一

步普及。

　　羅氏的其中一座園地正在搭建溫

室，並將於內引用智能農業系統。他表

示，馬來西亞具備發展農業的理想天然

條件，而結合上科技，包括數據化的善

用，有望把我國的農業帶向另個發展

高峰。◆

羅進益認同農業需要與時並進，在其他行業紛紛
邁向智能化的當下，農業也不能處於落後境況。立通智能農業系統如今已覆蓋全馬各州，涉及多種作物的種植，甚至畜牧養殖亦有引用。

智能農業系統包含多個獨立運作的作業模塊，能按農場的實際情況靈活組裝，適合應有於任何耕
作環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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