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變的環境
鶯歌鎮在清朝光緒年間名為鶯歌石

庄，因其北面山脈斜坡翠風中屹立一大

岩石，其形狀似鷹，古稱為鷹哥石，又

因鷹與鶯同音，於是改鷹哥為鶯哥，因

哥為語助詞無意義，故又將哥改為歌，

清代改為鶯歌石。到了民國 9 年日據時

代又改為鶯歌庄；民國 29 年升格為鶯

歌街；民國 34 年台灣光復後改稱為鶯

歌鎮 (設治樹林)；於民國 35 年將原屬

於鶯歌鎮之樹林地區分治為「樹林」、

「鶯歌」兩鎮，鶯歌鎮從此定名。

鶯歌鎮位於台北縣西端、東與樹林

市相接，西與桃園縣八德市、桃園市毗

鄰，西南與桃園縣大溪鎮相鄰，東南與

台北縣三峽鎮相鄰，北與桃園縣龜山鄉

用「贏」的策略
挑戰「變」的農會
─專訪鶯歌鎮農會總幹事曾華賜
文圖｜廖樹宏  部分照片由鶯歌鎮農會提供

曾華賜總幹事

「執行力」在於團隊的紀律，也

在於領導者的情緒韌性，讓我們在鶯

歌農會曾華賜總幹事的「引歌高亢」

中，一同去見識鶯歌農會的「變」。

人物專訪

相鄰，屬於都是邊緣的鄉村區，該鎮夙

有「台灣景德鎮」之美譽，陶瓷種類多

采多姿，琳瑯滿目，是名符其實的陶瓷

重鎮。

鶯歌鎮農會於民國 6 年創立「鶯歌

石產業組合」；民國 22 年改組為「鶯歌

街信用販賣購買利用組合」；民國 3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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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

一.	就交通與區位而言：鶯

歌鎮與三峽鎮同為北二高交流道

出口，三峽鎮以風景著稱且有台

北大學與建築業進駐，無形中讓鶯

歌鎮發展導致遲緩。又台北線捷運發

展至土城，無形中使土城地價高漲，使

資金流入土城也影響鶯歌發展的速度。

二.	就產業發展而言：鶯歌鎮的陶瓷

產業受到大環境的影響，逐漸的衰退後

雖然目前正積極轉型，但速度很慢，未

能帶給鶯歌產業的新的活力，無法讓鶯

歌迎頭趕上三峽的發展。

三.	主導產業部門未形成：鶯歌鎮最

大的優勢產業在於陶瓷生產與歷史，目

前尚未與觀光、教學與生態形成一個產

業鏈，成為鶯歌產業

發展的主導部門，所

以仍然停滯在於業務

發展的階段中。

鶯歌鎮農會在

幾屆總幹事的領導

下，勵精圖治，

以勤儉守成為原

則，但曾華賜接

任後並不以此自

滿。曾華賜深知

面對大環境的變化，不能

停留在舊有的經營模式裡，因此毅然地

將舊有的辦公室隨同火車站的擴建及鄉

公所的改建，由後站搬遷移至前站，位

居交通要塞，集交通、行政金融與市場

為一體，展現高瞻遠矚的遠光。曾華賜

認為，面臨激烈的競爭，如果不能加快

調整的腳步，馬上就會遭遇被淘汰的命

改組為「鶯歌街農業會」；民國	 35	 年

「農業會」改組為「鶯歌鎮合作社」；

民國	 38	 年奉令成立「鶯歌鎮農會」。

歷經	 90	年頭的發展，目前設有	 3	個分

部，員工	90	餘人、存款	80	餘億元。

似曾相識的理念
早年，鶯歌鎮鎮民所從事的行業是以

農業為主，陶瓷業為輔，但受

到都市化與工

業化的影響，

鎮陶瓷業已取

代農業成為本

鎮的主要工商產

業。鶯歌鎮曾華

賜總幹事說，當

地現行耕地面積

約	 670	 公頃，漁

池山林土地面積約	

470	 公頃，農業戶

數為	183	戶，農業從業人口為	890	人，

歷經	90	餘年的改革蛻變，農會已從典型

鄉村型農會逐漸轉型成都市型農會，不

過，曾華賜仍強調，就第三產業的型態

而言，鶯歌鎮仍然屬於保有傳統純樸風

的農業小鎮，主要原因可由三方面切入

鶯歌車站配合當地陶瓷觀光改建新站，
於民國 92 年落成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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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因此他訂下創設三館的遠景，要化

危機為轉機，為農會注入新的活水、新

的生命。

一. 建立休閒旅遊農會館：旅遊養生

是未來發展的主流，不管兩岸或台灣地

區休閒旅遊是不可或缺的行業，尤其是

台北地區的土地有限，能當作旅館也不

多，況且鶯歌位於都市邊緣，如果能夠

引或挖掘溫泉，相信農會的休閒旅遊館

會更有賣點，可

帶 給 農 會 新 的

氣 象 與 收 入 來

源。

二. 建立農

特產精品館：

農會系統長久

以來生產許多

農特產品，並

有百大農產精

品 的 嚴 選 ，

可是一直沒有高級

的銷售地點或通路。

因此鶯歌鎮農會配合

地方陶瓷的特色與農會

館的建立結為一體，

籌 設 「 農 會 農 特 產 精

品館」，吸引觀光客將

產品禮品化，賣給富人

當贈品，賣給美人當化

妝品，賣給老人當保健

品，以提升農特產品的附加價值。

三. 建立農會的殯葬館：走完人生

最後的尊嚴，端賴殯葬的完善性。目前

農會系統有台東地區農會、大城鄉農會

對於開創殯葬禮儀不遺餘力，但是未能

做到從殯到葬一條龍服務。為改善並端

正殯葬的習慣，農會應先行研究其合理

化與公開化的禮儀，結合生前契約的觀

念，推動完善性的殯葬管理，讓所有人

死得其所，再創農會的新業務。

榮華富貴的團隊
一般到農會可能發現，農會內部因

選舉派系林立，或農會工作官僚化太

重，或死氣沉沉，聊無生機，鮮有像鶯

歌 鎮 農 會 上 下 一

體，縝密的團隊分

工 ， 處 處 充 滿 創 商

機、搶業務的活力。

鶯歌鎮農會整體員工

達 90 人，所以任何

一種業務的推動就有 

90 個業務員參與，其

形成原因有三，茲分

述如次：

一. 信用部分部

賣農產品的經驗：

鶯歌鎮農會為開創

業務，提升會員的

通路效益，4 年前

在分部中擺設全國

各地農會的產品銷

售，養成農會每一

員工推銷的習慣，

藉以訓練使每位農

會員工成為展業員高手。

二. 專業推銷紅雞蛋與紅葡萄酒的獎

勵經驗：為激起整體銷售的能力，特別

嚴選品質好、品牌優的紅雞蛋與紅葡萄

酒，當作節慶專案獎勵，一舉成就造成

全國首座現代化陶瓷博物館，提供展示、研究及推廣教育

陶瓷博物館有志工們提供導覽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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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賜機會的通路
鶯歌鎮農會在總幹事的

領導及秘書的策劃下，打通

了農會業務的任督二脈，首先

準備因應來訪鶯歌陶瓷客，開設

農會首創的「陶藝展售館」，一

方面吸引國內觀光客，一方面迎接

大陸觀光客或專業交流人士，讓消費

者把錢花光，活

絡市場交易。

其 次 ， 配

合愛台十二建

設的農村再生

方案，先行推

動都市型的

體驗農業，

讓消費者吃

喝玩樂，健

康 快 樂 。

此外，還

要將休耕土地

重新復耕，使市民農園重新活絡起

來，並配合節能減碳運動，打造鐵馬鶯

歌鎮，引領新風潮，讓鶯歌鎮成為年輕

人族群的自行革新天堂，其作法如下：

一.	開設鶯歌陶瓷原創力商店：將鶯

歌鎮陶瓷創作品商品化，利用室內創意

設計呈現出其價值，引陶博館的參訪者

來此消費，提供本土藝術作品，引大陸

客深入了解台灣農會轉型的經驗，創造

出商品價值。

二.	建立新型的體驗農業結合市民農

園：以稻米為主要體驗，讓消費者從播

種、收割、碾米、爆米香、作粿過程中

體驗，其中最重要是碾米，提倡小包裝

轟動，創下紅

葡萄酒一次賣

兩萬瓶，走出紅

雞蛋成為鶯歌鎮

農會「吃蛋人」

品牌。

三.	 推動政府

專案放款的經驗：

除了鼓勵同仁放存

款業務以外，為建

立與會員的關係，將

政府專案放款視為推

動業務的主力，讓員工與會員成為不可

分離的關係，一方面關心其生活，另一

方面也關心貸款戶的徵信，無形中鞏固

會員的通路。

由於有這些經驗的累積，創造了鶯

歌鎮農會工作團隊的基礎。為展現鶯歌

鎮農會的「榮華富貴」的團隊，乃由鐵

血的總幹事、創意的秘書、藝術的股長

及鐵律的員工組成鐵四角，並制定一套

完善獎勵辦法激勵員工貫徹到底，讓業

務成為大家完成的願景，並共享甜美的

成果。

萬人登山活動創下
鶯歌有史以來參加
人數最多的登山活
動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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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行業。

贏的策略
鶯歌鎮農會在小而美的結構中，將

突破其「變」的環境，創造出〝高總收

益〞。曾華賜總幹

事表示，除天時地

利人和外，領導者

也要有高瞻遠矚的

眼光，要有寬大的

心胸廣納百川，要

有公平合理、獎賞

分明的激勵制度，

才能讓所有員工以

農會為事業的發揮

所能，營造空前的

團隊精神。

米小家庭使用，讓消費者碾自己愛吃的

米，一方面體驗、一方面銷售。而以蔬

菜瓜果類為主體驗，讓消費者採摘，甚

至讓消費者自行烹調，建立新型的市民

農園。

三.	 建立鐵馬

行鶯歌城：由鶯歌

鎮農會提供自行

車，成立農會鐵

馬	 logo	逛街體驗

行。其中有情人

行、自由行、老少

行、親子行等。農

會各分部成立鐵馬

店長服務中心，讓

鶯歌鎮成為節能減

碳的示範區域，帶領農會系統走向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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