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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介紹
本系為臺北帝國大學於1928年創校時最早設立的學

系之一。前身為理農學部農藝化學科。1945年臺灣光復

後，本校改制為國立臺灣大學，本系以原日治時代農藝

化學科為基礎，合併農學院其他科系部分講座，更名為

農學院農業化學系。由於師資陣容堅強，設備完善，旋

即於1947年成立研究所碩士班；1956年大學部分兩組：

農產製造組與土壤肥料組；1968年更成立博士班，是國

立臺灣大學農學院歷史最悠久，體制最完備的科系。

農業化學系是「以化學及生物為學理基礎，探索農

業相關的問題與產業應用」。本系致力於全方位化學與

生物的人才培育，應用於農業生產的初始端到終端(Farm 

to Table)所面臨的問題，無論是農產品、食品加工及生

物技術相關產業的開發，抑或是農地及環境的永續發展

與產業創新等，均能以化學與生物的角度切入，開創農

業發展的新面向。 4



系所介紹-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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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以「生態環境保護」與「生物資源利用」為兩
大研究方向與課程進行規劃，其中「生態環境保護」設
立為「土壤與環境科學」及「植物生理與化學」為研究
目標；而「生物資源利用」為「微生物與生物技術」及
「生物資源利用」為研究目標。

生態環境保護

土壤與環境

科學

植物生理與

化學

生物資源利用

微生物與生物

技術
生物資源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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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環境保護

 土壤與環境科學
在於生態環境維護與污染復育，包含土壤污
染環境整治與生產力提升、污染調查、農藥
使用評估等，結合化學與生物學知識以達到
永續發展。

 植物生理與化學
了解植物最適生理及營養條件，並利用植物
分子技術，或是藥用植物二次代謝物的研究，
來開發具經濟價值和前瞻性之應用。

系所介紹-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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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資源利用

 微生物與生物技術
以微生物為基礎，結合分子生物技術、基因體學、
核醣核酸體學、蛋白質體學、遺傳學、細胞生物
學等知識及技術，探究微生物的生理機制及應用。
研究領域包括：致病菌的致病分子機制探討、微
生物生理表現及應用、細菌蛋白酶研究、微生物
降解環境毒物、微生物與植物交互作用以及蛋白
質合成及轉譯機制。

 生物資源利用
運用化學、生物、農業等相關基礎科學，以及新
穎技術與方法，探討生物材料於食品、農業、化
工、醫藥等應用，提升生物資源及再生資源的利
用價值。

系所介紹-組織架構



系所特色-教育目標

 基礎與專業學科教育
基礎科學與轉業教育並重，理論與技能兼
修，培養紮實的農業化學基礎與專業知識。

 多元領域接觸與瞭解

多方面接觸農業化學及跨領域之課程，對
農業化學應用有多元的瞭解與認識。

 團隊合作

由課程中了解團隊合作及分工的重要性。

 創新領導

活用農業化學及相關專業知識，成為創新
知識的領導者。

 國際觀

鼓勵學生瞭解農業化學科技與國際潮流的
脈動。

 社會責任與人文關懷

服務課程培養學生瞭解大學生對社會之影
響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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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特色-任務與定位

 以化學和生物學的角度探討物質在人類、生態與環境體系的角色，以
解決人類所面臨之能源、環境和糧食生產及健康問題。

 生農學院的化學系 –具跨領域整合的特色



促進糧食品質和安全，改

善營養及促進永續農業

2、終結飢餓

健康取決於良好的糧

食品質

3、健全生活品質

達成糧食安全和農業

資源循環利用

1、終結貧窮

土壤碳循環、土壤品質劣

化，以及農業生產對氣候

變遷的預警和調適

13、氣候變遷

對抗土壤與環境品質劣化、

農業生態體系的永續發展

15、陸域生態

減少化學品和廢棄物進入

土壤和水、農業廢棄物循

環再利用

12、負責任的生產消化循環由土地到餐桌

「生產」
「生活」
「生態」

系所特色-永續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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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與特色-必修/必選修核心課程

大一
農業化學導論、普通生物學及實驗、
普通化學及實驗、普通物理學及實驗、
微積分、農業化學專業發展

大二
有機化學及實驗、普通微生物學及實驗、
分析化學及實驗、土壤學及實驗、
物理化學、統計學

大三

食品分析及實驗、
生物化學及實驗、
植物營養學及實驗、
分子生物學

必選修：
土壤化學、環境化學、
植物生理學、農業藥劑、
環境微生物學、
微生物遺傳學、
食品化學一、
食品加工學

大四 專題討論

 本系畢業應修最低學分數為系訂必修(85) +共同必修(12) +通
識(12) +選修(19)，其中系訂必修84學分含必修77學分及群組
必修7學分(8科目選7學分以上)。

 除以上所列系訂必修之外，有多項通識課程及選修課程可充分提供選擇，
課程內容請至台大課程網查詢 https://nol2.aca.ntu.edu.tw

https://nol2.aca.ntu.edu.tw/


課程設計與特色-課程地圖

 由臺大課程地圖網進入觀看農化系大學部課程規劃架構圖及畢業生未來發展圖：
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_all/class.php?code=6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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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與特色-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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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與特色-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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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與特色-重視實驗課程

年級 課 程 學分數

大一
普通化學實驗(2)、普通物理學
實驗(2)、普通生物學實驗(2)

6

大二
分析化學實驗(2)、有機化學實
驗(2)、土壤學實驗(1)、普通
微生物學實驗(1)

6

大三
植物營養學實驗(1)、食品分析
實驗(2)、生物化學實驗(2)

5

合計 17

16

 本系幾乎所有的基礎課程及農業化學專業課程均有
實驗課程之設計。學生的實驗課程相當完善，且基
礎操作訓練亦甚紮實。



課程設計與特色-具跨領域整合之特性

本系教師開設之課程包含土壤、環境、微生物、農藥、
作物栽培、作物生理、農產品利用、生物資源之開發、
分子生物學等，具領域廣及全方位之特性，學生選修
專業課程具有相當的彈性。

生物資源利用 植物生理與化學

土壤與環境科學 微生物與生物技術

17



課程設計與特色-專題討論及專攻生制度

專題討論
學生於本系加強所選領域之知識外，於大學部四年級
專題討論課程中可培養閱讀研究學報、論文之能力，
訓練分析論文所載的資料、圖表與結果，予以歸納、
整理，並找出重點，最後以清晰、簡明的方式報告出
來；同時培養學生參加學術研討會時，發問及討論的
經驗。

專攻生制度
除了系訂必修課程外，引導學生延伸專業領域，並自
行選擇專攻領域於特定實驗室中接受獨立實驗研究訓
練，包括學習研究態度、查閱及分析資料的能力及許
多基礎實驗技術及背景知識，以培養具備創新知識領
導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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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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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學

生態環境
保護

土壤與環境

科學領域

農業化學系

化學系

環境工程研究所
其他相關研究所

植物生理與

化學領域

農業化學系

化學系

植物科學研究所

其他相關研究所

生物資源
利用

微生物與生

物技術領域

農業化學系

微生物學研究所

生化科學研究所

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研究所

其他相關研究所

生物資源

利用領域

農業化學系

食品科技研究所

高分子科學與工程學研究所

其他相關研究所

就
業

公務機關

農委會-農業試驗場機構

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其他相關公職

私人企業

環境工程顧問公司

食品、保健、生技、檢驗等公司

化學、藥妝、製藥工廠

其他相關企業

學校及其他
研究機構

各級學校教師

中研院、財團法人或其他相關機構
等研究人員、技術人員

有證照類 專利師

國家考試類科︰農業化學、農業
技術、化學工程、環境工程、環
境檢驗、食品衛生檢驗、食品技
師、生物技術、衛生技術、生物
檢定、環保技術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