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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創品牌脅首創契作

陸協碾米廠前身，是負責人陳肇浩

的祖父陳六於西元 1937 創立的「自利精

米工廠」，陳肇浩的

父親陳俊雄於 1949

年更名為「陸協碾米

工廠」，受日本教育

的他，經營理念相當

先進，1982 年即首創

稻米契作區，並自創

品牌生產「大橋牌」

包裝米，不過可能因

當時市場尚未成熟，

消費者沒有購買包裝米的習慣，加上契

作成本高，這些作法並未成功。

淡江大學資訊工程系畢業的陳肇

浩，在無人承繼家業的情況下，於 1995

年被父親召喚回鄉接手經營碾米

廠。12 年來，他的經營態度曾經

兩度重大轉變，前 6 年甚至多

次想放棄經營。

陳肇浩接手之初，台灣

白米消費市場正面臨急遽萎

縮的處境，更嚴重的是，國

人對於食米的觀念還普遍停

留在「呷粗飽就好，沒有好

壞區分」。米是民生基本必

需品，國人卻不重視品

質，也沒有以較高價格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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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蛫俗諺「米尬土礱蛫」或「米尬棧

蛫」，意指碾米廠只是將稻穀脫殼精製成

為白米的「土礱蛫」，或是堆放稻米的

「棧蛫」倉庫，重要

性可有可無，位於彰

化縣二林鎮的陸協碾

米廠，負責人陳肇浩

及其父親陳俊雄卻跳

脫傳統的「土礱蛫」

矗營模式，不但自創

「大橋牌」小包裝米

品牌，並首開風氣之

先施行「產學矘合一

專業區」稻作契作制度，以「台灣特色

米、農民出頭天」為企業矗營理念，讓消

費者吃到「農民認真的雙手，把豐饒大地

的恩賜，化為點滴甘露」的好米。

讓稻米賣好價蔥為農民找出路
以農民與消費者的橋樑自許

外騃報導 文圖｜楊螢 缹分照片提供｜陳肇浩

5 部遠紅外線乾燥機可讓不同含

水量的稻穀，在短時間內烘乾

這套台灣唯一的「自動精米設備」，高度將近 3 層
樓，可密閉一鹺化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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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優質好米的消費習慣，少數消費者雖

有優質米觀念，也僅是以外觀評價優

劣，衍生市面包裝米品質良莠不齊，部

分包裝米甚至混雜劣質米、舊米、外國

米，以低價搶占市場的現象。

專家輔導．提升品質

面對米價下研、惡性競爭的市場情

勢，陳肇浩原想放棄經營，卻在偶然的

機會下，由當時農委會農業試驗所嘉義

分所主任陳一心博士安排赴日參觀越光

米的誕生地「日本福井育成所」與主要

產地新瀉縣，看到日本人在田間架設錄

影機，仔細紀錄稻苗生長的過程，以及

從育種到倉儲的嚴謹作業流程，日本人

的種稻精神震撼了陳肇浩，也讓他重新

思考台灣稻米的前景。

陳肇浩擬訂兩項策略，希望為台灣

稻米找尋新出路。首先，他將碾米廠的經

營理念定位為「把台灣好米賣出去，而且

賣到好價錢」。他從生產好米著手，2001

年起，重拾父親放棄的契作制度，還引入

「產學銷合一專業區」作法，邀請台南區

農業改良場研究員羅正宗博士教導農民種

稻新觀念，例如從稻作的葉齡、葉色判別

稻穀品質，希望借助專家的輔導，讓農民

改以品質取代產量判斷自己種稻技巧的好

壞，他並斥資 30 萬元購買「食味機」，用以

分析米質的營養素、含水量等項目，使品質

掌握更為精確。

增添設備．管控生產

一路走來，陸協碾米廠目前契作的

「大橋稻米產銷專業區」面積達 600 公

頃，其中越光米 300 公頃、台 9 號壽司

米 200 多公頃、益全香米 60 公頃，稻田

則集中於濁

水溪畔的

彰 化 縣

羅正宗博士 (圖左) 教導農民以紌作葉齡與色澤判別

紌穀品質好壞。

種紌達人林續

種植越光米超

過 25 年，為台

灣越光米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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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肇浩的父親創設的「大橋牌」，名

稱源起於西螺大橋，這條跨越濁水溪、

有「台灣第一長虹」美譽的鐵橋，雖能

彰顯濁水溪生產的優質濁水米，但陳肇

浩則將品牌精神改為「聯繫農民與消費

者的橋樑」，他首創

將稻米品種打在包裝

上，將品種融入包裝

與品牌內，20 多年

來推出 20 多種稻米

品種的小包裝米，如

歷史最悠久的「大橋

越光米」、小包裝的

「飽餐一頓越光米」、

「飽餐一頓益全香

米」，還有以十穀米製成的米麩等。

強化包裝脅介紹達人

陳肇浩更首創將種稻達人的照片與

簡介放在包裝上，讓種稻達人成為包裝

與品牌的一部分，此舉不僅將樸實的莊

稼人介紹給消費者，同時讓消費者知道

自己吃的米出自何人之手，成為最直接

的品質保證。

陳肇浩認為，「包裝是對農民的一

項責任」，因此對包裝格外用心，前年他

將在台已有 30 年栽培歷史的「冠軍食味」

越光米、歷經 9 年才研發出來，有「臻

品香米」美譽的益全香米、以及獲比賽

冠軍的「米中之王」台 9 號台灣壽司

米，以「冠臻米」組合禮盒包裝上市，

還將該 3 種米的種稻達人林續、吳綢、

陳協的照片印在包裝上，這項巧思在農

委會主辦的 2005 優質台灣米禮盒商品設

計比賽中，獲得最佳人氣獎；布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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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鎮、竹塘鄉、埤頭鄉與溪州鄉。

陸協碾米廠的各種包裝米，早於

1993 年即獲得 CAS 優良農產品標章認

證，重新成立契作區後，陳肇浩積極規劃

生產源頭管控措施，每位農民均需填報生

產日誌，包括當日施

肥量、灌溉排水管理

等；碾米部分，則引

進新型冷藏倉庫及日

本最先進、且是台灣

唯一一套的「自動精

米設備」，從洗米到

脫殼精製一貫化密閉

作業，該設備並具有

稻米分級加工功能，

而從其近年添購的 5 部遠紅外線乾燥機，

更可窺探他對品質要求的程度，該乾燥機

每部 1 次可烘乾 2 大卡車的稻穀，一般碾

米廠約 1、2 部即足敷使用，但陳肇浩認

為，台灣稻田的面積都不大，每塊地種出

的稻穀含水量也不一，乾燥時間不一致，

必須 5 部乾燥機運作才能在短時間內分別

烘乾含水量不同的稻米。

自主檢討脅回溯管理

另外，陳肇浩還採行內部自主檢討與

回溯管理作法，前者係每天進行米質新鮮

度、完整率等 12 項檢驗；後者則從零售

市場、餐飲店分析食品品質，並聽取業者

的意見。

品質提升後，陳肇浩開始致力於行

銷，他仿傚日本人的作法，採行分級包裝

與分級銷售策略，優質米才能賣得好價

錢，但只有此策略還不夠，他還在品牌、

包裝與通路三方面下足苦工。

不要小看這台小儀器，它可是分析米質、要價 30
萬元的「食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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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屋環保手提組禮盒」

則獲得第 2 名。

另外，陳肇浩還主

打餐飲業通路，例如微

風廣場的餐飲店家、連

鎖店「二呆飯糰」等都

指定使用「大橋牌」的

米，而從銷售數量來

看，餐飲通路的成績並

不亞於零售市場的小包裝米。

良心事業脅肯定用心

從無奈接下父親的碾米廠，又多次歷

經打算放棄的掙扎，陳肇浩前 6 年的經營

態度只是賺錢營生，直到赴日參觀越光米

的產地，才轉變為「既然要做，就要做得

最好」，近年他的經營態度又有改變，因

為對於農民的萬般情

感，他決定「為農民找

出路」，這也是他近年

主打「台灣好米」、

「台灣特色米」、「台灣

精品米」等品牌的主要

原因。

陳肇浩表示，台灣

農民多半抱持「這冬歹

冬望後冬」的樂天知命態度，他們要的只

是豐收與溫飽，而品牌、包裝與銷售的成

敗 80％ 仍取決於生產品質，農業是良心

事業，消費者不太可能從口中察覺白米是

否安全未被污染，他要教導農民種出優

質、安全的稻米，同時負起把關的責任，

只要消費者肯定他們的用心，台灣米與台

灣農民就會出頭天。

「大橋稻米產騃專業區」的農民每天填寫日

誌，內容包括施肥、施藥與灌溉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