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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有機山藥產銷班經營診斷輔導 

沈聰明 2001-12 花蓮區農業專訊 38:20-23 

前 言

現階段台灣農業正面臨加入 WTO 的開放，導致市 

場競爭日趨激烈，為因應內外環境快速的變遷，透過培 

訓之農業經營管理顧問專家進行產銷班診斷輔導， 運用 

農企業專業技能與工商業經營管理知識， 讓經營管理理 

念與改善手法落實於農業部門， 以提升農業產銷組織的 

競爭能力並創造優勢， 引導傳統農業走向合理化與企業 

化經營之路。 

山藥種類多，塊莖形狀依品種不同而異，可分為圓型、掌狀、長型等，其中以長型山 

藥較受本省消費者喜愛，民國七十三年，本場自日本引進利用〝塑膠管誘導栽培法〞，採 

用省產現有價廉之塑膠天溝(即一般用於屋簷之導水塑膠管)予以製作成栽培用管，配合田 

間作業措施，經多年來的試驗觀察，以此種栽培法所栽植的長形山藥，在採收時極為方便， 

薯條外觀光滑平直，且不易受損，可提高商品價值及延長其貯藏期限。 

本場於民國 81 年即積極推廣山藥，並提供花蓮 3 號山藥種薯予農民於 82 年試種，85 

年度由花蓮縣農會組織有機山藥產銷班，由改良場提供種薯，補助有機肥料及部份資材， 

種植面積約 2.5 公頃，班業務亦開始初步運作，在班員共同努力下，配合改良場、縣政府、 

縣農會之積極輔導，所栽種之有機山藥亦漸受到市場的青睞，而慢慢打出班的品牌形象。 

然為突破產銷班經營瓶頸，提升經營績效，於 89 年度將花蓮縣有機山藥產銷班納為責任 

輔導點，進行經營診斷分析，探討問題之所在，提出改善的對策，並依產銷班之需求進行 

輔導工作。 

花蓮縣有機山藥產銷班成立於 88 年 11 月，班員 

人數共有八名，班長由楊朝永先生擔任，並設書記、 

會計各一名，班員平均年齡 50 歲，教育程度專科 1 人、 

高職 4 人、國小 3 人。經營面積達 15.15 公頃，其中自 

有 8.38 公頃、租用 6.77 公頃，栽種作物以山藥為主， 

品種則以花蓮 3 號、中國長為大宗，另有千里達、名 

間長紅、大汕、基隆種、台農 2 號、嘉義種等。班員 

生產之山藥，除少部份由個人自行販售外，大部份以共同運銷方式，在銷售通路上則以有 

機商店 40﹪為最多，其次為中盤商 30﹪、直銷 15﹪、超市 10﹪、其他 5﹪。為開拓山藥 

市場之廣深度，產銷班更開發出山藥半調理食品，即長形山藥真空包，使消費者有更方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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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選擇，另外與食品加工業者合作開發出各式各樣山藥加工產品，如麵、麵茶、羊羹、冰 

淇淋、山藥粉等，邁向多元化經營。 

產銷班營運分析與輔導 

藉由產銷班班會的參與討論，核心幹部的晤談與觀察，診斷發掘所面臨的經營問題， 

並依組織與人力管理，生產管理、品質管理、現場管理、物料管理、行銷管理、研究發展、 

財務管理等功能別，針對其問題加以探討與分析。經由診斷分析之各項問題中，不論在班 

員間之向心力、生產品質之提昇，或增長班經營績效上，以共同經營方式確可解決大部份 

急需處理之問題。為符合產銷班目前之迫切需求，擬定短程輔導計畫即協助產銷班訂立共 

同經營事業之制度、生產計畫、銷售計畫及共同經營目標，並落實各項工作之運作，藉以 

共同經營事業成功之利基，凝聚班員向心力，提昇班經營能力與績效，增加班員收入，奠 

定產銷班永續經營之基礎。 

產銷班經營診斷輔導執行成果及效益一覽表 

輔導計畫 執 行 成 果 執 行 效 益 

1.加強建立團隊共識， 

強化會議功能與組織運 

作。 

．集會場所規劃設計。 

．重新擬訂班公約。 

．建立班會召開模式及議決事項追 

蹤制度 

．建立共同經營事業。 

☆增強班員間認同感及凝聚力。 

☆落實班組織運作功能。 

☆強化議事功能，提昇議決事項 

執行率 25%。 

☆奠定合作利基及永續經營之 

基礎。 

2.集貨場改善規劃設 

計。 

．清洗、分級、包裝、儲藏一貫作 

業省工設施之規劃設計。 

．完成省工設施效益評估。 

．規劃設計營業看板及設置運用。 

☆改善作業環境，提升工作效率 

62%。 

☆節省包裝及清洗人工成本每 

公頃約 46,000 元。 

☆掌握營業活動狀態，適時調整 

營運策略。 

3.經營管理資訊化 ．購置電腦及週邊設備。 

．產銷班經營管理系統安裝。 

☆提升產銷資訊之搜集及利用。 

☆奠定網路行銷之基礎。 

☆經營管理資料處理電腦化。 

4.加強分級包裝及品牌 

建立 

．訂立產品規格分級標準及價格。 

．確立品管人員及制度。 

☆強化分級包裝，提昇出貨品 

質。 

☆建立品牌穩定既有客戶，增進 

拓展客源之實力。 

5.建立共同經營事業 ．租地 5 公頃共同經營栽種花蓮 3 

號有機長形山藥。 

．訂定每股 14 萬元共 30 股，由班 

員認購，籌措 420 萬元之資金。 

．確立生產作業標準流程。 

．訂定共同經營事業之生產計畫。 

．共同採購肥料、資材，提升議價 

☆凝聚共同經營事業共識。 

☆提升品質均一性。 

☆提昇生產品質，增加良品率產 

量約 29%。 

☆提昇經營績效，每公頃約增收 

450,000 元。 

☆降低生產成本 24%，每公頃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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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 

．人力支援、共同作業。 

．完成 1 公頃噴灌設施。 

．建立共同經營財務記帳作業。 

節省 180,000 元。 

☆投資事業成本估算能力之養 

成。 

☆建立共同經營事業之模式。 

結 語

本班往年由於班員各自生產，品質參差不一，雖委由班長銷售，但行銷作業運作不佳， 

致使經營績效低，並造成班員間信任度及凝聚力的不足。由於近年來市場競爭壓力大，投 

入診所輔導工作時，本班正面臨困惑與抉擇轉捩期，經由診斷分析的期間，瞭解到「共同 

經營」是大部份班員的希望，但因缺乏信心及完整的制度，遲遲無法決行。診斷期即進行 

農企業經營管理理念之宣導，改變班員之經營心態，並增進其感情交流，經幾次班會之討 

論溝通，確立進行共同經營事業。 

本次輔導工作重點即是協助班共同經營事業之規 

劃與運作，由於本班班員分散花蓮縣各鄉鎮，逐於 88 

年底前經由選地、檢驗土壤之評估後，確立於新城鄉 

租地 5 公頃採共同經營栽培花蓮 3 號有機長形山藥。 

爾後即引導班員於班會時，共同討論栽種前各項作業 

流程及工作分配，而確立生產作業之標準流程，訂立 

生產作業計畫。另經由討論估算生產作業成本及資金 

需求，決定共同經營事業以每股 14 萬元共 30 股，由班員認購籌措 420 萬元之資金。由於 

受到氣候連續下雨之影響，使得應於 89 年三月中旬前完成種植作業之工作，拖至四月下 

旬，並且生長期間微受颱風積水之影響。於 10 月下旬開始採收，初步估算將有七成之良 

品率，即 5 公頃約有 52,500 公斤之產量，其中以 B 級品佔 60%居多，AA 級約 5%、A 級約 

15%、C 級佔 20%，若銷售價依分級標準價格，預估將有 8,000,000 元之營業額。 

由於 90 年受連續颱風侵襲影響，生產品質未臻理想，加上經濟的不景氣，以致往年 

通路之銷售量減少，實際經營績效有待班員的努力再予以評估。本次的輔導已建立起共同 

經營事業之基礎模式，雖然過程中仍有許多需要改進之處如：生產計畫之落實；成本估算 

之誤差，造成股金及股數之修正；缺乏資金繳收機制之訂立。但整個運作過程對班的經營 

能力確實提升不少，並奠下今後永續經營之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