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客為尊‧耕耘在地情感
走動行銷‧穩定中求進步
─專訪雲林縣斗六市農會總幹事張杰欽
文｜王櫻  圖｜王鵬欽  部分照片提供｜斗六市農會

客戶才走進斗六市農會大門，服務人

員已奉上一杯茶─這是總幹事張杰欽強調

的「以客為尊」理念。「只要客戶對農會

服務有任何不滿，我一定追根究底，找出

問題癥結。」憑藉著這項理念，他耕耘在

地情感，也獲得農民充分信賴。穩定中求

進步是他一貫的經營哲學，面對環境的變

動，他堅持著自己的步調，一步一腳印地

走著。

人物專訪

在地的農家子弟，農會體系完整

的資歷，斗六市農會總幹事張杰欽擁

有農會總幹事職務所需具備的背景與

條件，包括穩健的人格特質。

張杰欽踏入斗六市農會已有	36	個

年頭，剛任職農會時，服務於供銷部

門，而後轉任信用部⋯，幾乎歷練農

會各個部門。民國	86	年，張杰欽決定

參與總幹事遴選，「那時的斗六市農

會並不出色，信用部與供銷部業績表

現也不佳。」當時擔任秘書的張杰欽

心裡有些想法，希望農會各個部門的

功能充分發揮、讓農會變得更好，在

全力角逐下，順利獲聘為第	13	屆總幹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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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杰欽另覓地點興建辦公
大樓，突破營運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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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拜訪，了解其需求。」

張杰欽並按照每個員工的薪點規定

業績目標，雖然員工的壓力與工作量增

加了，不過年底考核時，張杰欽會依據

走動行銷的業績多寡分配獎金，他

指出：「一方面施予壓力，一

方面給予誘因。」在此鼓

勵下，信用部與供銷部

的業績均提升不少。

專人奉茶．人性化

服務
以客為尊！張杰

欽將此奉為農會經營的

圭臬，一切作為皆以此

心態為出發點。有別於一

般金融機構的冷漠，他在信用

部入口處設置門廳小姐，客戶一進門便

有專人奉茶，並指引所需服務的辦理窗

口。張杰欽說：「許多農民在田裡工作

結束後直接到農會辦理存提款，難免口

乾舌燥，此時若能貼心地奉上一杯茶，

讓他們解解渴，心情也愉快多了。」服

務台則固定有	 2	名專人為客戶提供各項

手續諮詢或給予協助，他表示：「部分

老農識字不多、甚至不識字，需要服務

競爭劇烈．農會求生存
掌舵	 11	 年來，台灣的農業、金融

環境變動劇烈，農會信用部與其他金融

機構的競爭日趨白熱化。張杰欽指出，

斗六市是雲林縣主要的行政與商

業金融中心，農會所在位置

一帶就有	 6、7	 家銀行

，所面臨的競爭不言

可喻。上任總幹事後

，張杰欽企圖振作

業績疲軟的信用部

，將服務對象擴及

一般民眾，而非僅

止於農民。由於舊農

會辦公大樓位於交通擁

塞的斗六市西市場邊，停

車不易，影響客戶上門的意願

，他決定另覓地點興建辦公大樓，始能

突破營運瓶頸。

除了硬體建設外，張杰欽在管理、

制度方面也有所變革。「農會必須走出

去，不能再躲在象牙塔裡！」他發動員

工施行走動行銷，鼓勵員工走出辦公室

，到農民家中拜訪，了解客戶真正的需

求，給予最貼心的服務。他說：「不論

是存放款或商品行銷，都必須到客戶家

信用部入口處設置門廳小姐
，客戶一進門便有專人奉茶

文旦是斗六市的明星農產，每年都賣到缺貨 斗六市農會每年舉辦文旦評鑑

58v17-輸出.indd   34 2008/8/26   7:53:54 PM



97年9月1日 35

活
動
與
資
訊

活
動
與
資
訊

品
種
與
技
術

市
場
與
經
營

專
題
與
研
究

農
村
與
文
化

人員幫忙填寫存提款單據等，金融機構

若能提供更人性化的服務，便能解除他

們的不安全感。」

張杰欽指出，農

會屬地區性組織，鼓

勵員工走動行銷，即

希望藉此耕耘在地情

感，獲得農民充分的

信賴。一旦產生安全

感與信賴感，即便農

會與其他金融機構在

利率方面有微小差距

，也不會影響客戶上

門的意願。

張杰欽剛接任總

幹事時，斗六市農會

信用部存款約	33	億元

，如今已成長至75	億

；放款也從最初的十

數億元成長至	49	億元

，逾放比約	 2％，存

放比	68％，呆帳準備率	100％。穩定經

營是張杰欽擔任總幹事以來一貫的步調

，特別強調對人的尊重，注重員工的服

務態度以及服務品質。「只要客戶對農

會服務有任何不滿，我一定追根究底，

找出問題癥結。」

斗六文旦．質精量少
斗六市面積約	 9,000	 公頃

、耕作面積近	6,000	公頃，農業

人口約占總人口	 4	 成，其中專業

農民不到	 2	 成，農作物以水稻、文

旦、柑桔、花卉、蔬菜等為主。

水稻是斗六主要農產品之一，種植

面積約	2,700	至	2,800	公頃，以種植台

梗九號為主，另外也有益全香米，皆以

「斗農」品牌行銷，年銷售量	 1,200	多

噸，銷售點以斗六市

農會及	 6	個辦事處為

主，加上	 80	 多個員

工走動行銷，依張杰

欽的說法：「等於是	

80	多個銷售點。」幾

乎在斗六市及鄰近鄉

鎮即銷售一空。

斗六市位於嘉南

平原北端，氣候溫和

，在濁水溪的孕育下

，土壤肥沃，適合果

樹生長，其中以文旦

最為知名，目前種植

面積約	 220	公頃，產

量不高、但品質極佳

，許多農民光是接受

預訂就賣到缺貨，雖

然文旦果農多能自產

自銷，不過部分消費者對農會較有信心

，感覺品質較有保障，因此斗六市農會

每年也代銷	2,000	至	3,000	箱，同樣以

「斗農」品牌分為特優、優、良	 3	級銷

售。	

「斗六文旦不需要農會員工推銷，

文旦油包要細緻，體型越小越好吃。
「老欉」生產的文旦，果肉細緻彈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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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老欉」生產的文旦，果肉細緻彈	 Q

、汁多香甜，最是迷人。為提升「斗六

文旦」的品質與品牌形象，斗六市農會

每年均舉辦文旦評鑑與促銷活動，並企

圖將在地產業與文化結合，行銷斗六市

，活動地點多選擇當地著名的太平老街

舉辦，參與民眾雖以在地人居多，卻也

凝聚市民對於家鄉的向心力。

明日之星．茂谷柑亮眼
斗六市有	34	班柑桔產銷班，陣容

龐大，多種植文旦、茂谷柑與柳丁

，近年來積極形塑「斗六茂谷

柑」品牌形象，所種植的茂

谷柑又稱「冬之露」，約

於國曆	 11	月以後採收

，在市面普遍缺乏水

果的冬季彌足珍貴。

顧客多是上網或慕名前來訂購。」張杰

欽說，斗六市文旦產量不多的原因在於

文旦收成期距離中秋節約	 10	 天時間，

採收約需	 7	天，銷售黃金期短促而急迫

，若產量太大容易影響品質與價格，因

以質精量少為發展策略。

張杰欽指出，文旦體型越小越好吃

，油包細緻、重約	 8	兩左右最佳，尤其

促銷活動多選擇於當地著名的太平大街舉辦

斗六所生產的白米以「斗農」
品牌行銷，銷售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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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杰欽表示

：「斗六約於民國	

73	 年開始種植茂谷

柑，目前雲林縣也僅

斗六市推廣栽培茂谷柑

。」雖然茂谷柑種植約	4	年

即可收成，不過由於容易裂果，

管理不易，得勤於疏果、防曬，既費工

成本又高，種植的人少，因此產量不高

。近年，在管理栽培技術持續改良下，

產量增多，品質也更上一層樓，市場知

名度隨之提升。斗六市農會每年均與公

所合辦「茂谷柑節」，期待新興的茂谷

柑能繼文旦之後，成為斗六市農產的明

日之星。

由於茂谷柑

產期適逢年節，

橘紅的色澤與「

大吉大利」的象

徵意義，是拜拜

的最佳選擇。皮

薄汁多，果肉細

緻甜蜜的茂谷柑

在產量不高、保

存期限長，市場

需求殷切等多重利多下，儼然成為冬季

的果品新貴，銷售價格始終亮麗。

農業走向．少量多樣化
配合農業政策，農產朝少量多樣化

發展的斗六市，甚少遭遇滯銷問題。然

而農民多為兼業，以及農業人口嚴重老

化，卻是揮之不去的隱憂。「農會致力

推廣教育，鼓勵農戶的新生代走入農村

。」儘管農會努力推廣，不過張杰欽指

出：「現在做農沒有誘因，利潤太低，

有時甚至虧本。」他認為，目前農產品

價格仍然偏低，並未反映出種植與資材

成本。「只要利潤好，就會有人願意投

入。」張杰欽分析，已經休耕的土地，

即使政府不補助休耕，未來復耕的機會

也不大：「小地

主大佃農將是未

來的趨勢。」

在安全農業

以及永續利用土

地觀念逐漸普及

下，斗六市許多

農民已改施有機

肥，且盡量不噴

灑農藥。今年有	

8	 班產銷班投入

建置產銷履歷，其中部分絲瓜	 (蔬菜)、

山藥	 (特用作物)	產銷班已獲得認證，茂谷

柑、文旦等柑桔產銷班正著手建置中。

「穩定中求進步！」是張杰欽一貫

秉持的經營哲學，面對環境的變動，稍

作適度的調整，笑說自己沒什麼創新的

他，堅持著自己的步調，一步一腳印地

走著。

斗六市農會成立的銀髮族健康育樂服務中心，是全國首創

斗六生產的絲瓜獲產銷履歷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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