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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地區梨產銷履歷制度認知之研究 

黃穎捷 

摘要 

本計畫以參加中部地區農業訓練班農民及梨樹栽培的果農為調查對

象，進行比對研究，探討政府有關梨樹栽培的產銷履歷制度被認知的情況。

研究顯示，參加中部地區農業訓練班農民，對政府推動「梨產銷履歷制度」

的瞭解程度，稍為瞭解者佔 41.7%，瞭解者佔 27.9%；由政府農業機關得知

「梨產銷履歷制度」信息者佔 55.4%，由鄉鎮農會得知「梨產銷履歷制度」

信息，佔 32.5%；對推動「梨產銷履歷制度」的項目，認為以提升食品安全

性為最重要，佔有 60.9%；認為提升產品管理效率為最重要，佔有 27.7%；

而有助於市場農產品價格為最重要，佔 25.1%。受訪者以消費者立場，對未

來標示「梨產銷履歷制度」的農產品接受程度，佔 80.5%。對標示「梨產銷

履歷制度」農產品的購買意願，有意願者佔 36.1%，很有意願者佔 32.7%，

頗有意願者佔有 16.1%。 
梨樹栽培的果農對政府推動「梨產銷履歷制度」的瞭解程度，稍為瞭

解的佔 41.7%，瞭解的佔 27.9%。由政府農業機關得知信息者佔 55.4%，由

鄉鎮農會得知信息有 32.5%，由網際網路得知信息有 15%，由電視報導得

知信息反而較少，只佔 14%。對政府推動「梨產銷履歷制度」主要目的項

目的重要程度，以提升食品安全性認為最重要者，佔 60.9%，提升產品管理

效率為最重要者，佔 27.7%，認為有助於市場農產品價格者，佔 25.1%。是

否有意願參加「梨產品產銷履歷制度」之輔導及驗証，有意願者有 40.1%，

很有意願者有 33%。對於是否有意願參加產銷履歷制度的相關推廣教育訓

練，很有意願者佔 39.3%，有意願者佔 37.2%，頗有意願者佔 14.4%。對

將來參加產銷履歷制度時，最需要農政單位輔導或協助的措施或項目，需

求最高的項目為「生產栽培技術輔導或協助」佔 49.8%，「訓練講習需求」

佔 41.2%，「需要經費補助」佔 32.5%，「需要運銷方面輔導」佔 28%。 
 

關鍵字：農業推廣、產銷履歷制度、認知 

 

 

 

 



30  農業推廣經營專輯 

 

前言 

在世界經濟貿易自由化的潮流之下，台灣的農業正面臨嚴苛的挑戰，

有鑑於此，農委會積極推動優質、安全、休閒、生態的發展目標。採用梨

產銷履歷制度，是我國加入 WTO 邁向國際化重要的步驟，這項讓農作物從

田間到餐桌都有可追溯紀錄的制度，於歐、美、日等國家日漸受到重視，

讓國產外銷無障礙，且讓消費者吃得更安心。 
政府農業政策，梨樹已列入建立農產品產銷標準作業規範作物之一。

本計畫以參加中區農業訓練班農民及純梨農為調查對象，了解受訪者對梨

產銷履歷制度認知性及接受程度，對產銷履歷制度執行意願，供政府提供

相關輔導措施及需求之依據。 
 

研究方法 

本計畫以參加中區農業訓練班農民及純梨農為調查對象，以問卷及訪

問方式進行。問卷內容包括受訪者背景調查，具備相關電腦資訊設備及電

腦操作使用技能。受訪者對梨產銷履歷制度認知性及接受程度，對本制度

訊息得知管道及政策宣傳效果評估。對產銷履歷制度驗証瞭解及信賴程

度，調查農民採行梨產履歷制度意願，希望政府提供相關輔導措施及需求，

及接受產銷履歷制度相關推廣教育意願。 
 

結果與討論 

回收中區農業訓練班農民有效問卷 379 份，其中男性為 303 位，佔

80%；女性為 76 位，佔 20%（表一）。受訪者年齡分佈，以介於 41-50 歲者

為最多，佔 38.5%；其次為介於 31-40 歲，佔 28%；再其次為介於 51-60 歲，

佔 18%。 

表一、參加訓練班農民有效問卷受訪者基本資料－年齡 
項目 人數 百分比(%) 

性別 男 303   80.0  
 女  76   20.0  

年齡 20 歲以下  2    0.5  
 21-30  37  10.0  
 31-40 108   28.0  
 41-50 146   38.5  
 51-60  68   18.0  
 61 歲以上  8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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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常態性梨農有效問卷計 62 份，其中男性 57 位，佔 91.9%；女性為

5 位，佔 9.1%（表二）。平均受訪者年齡，呈現嚴重老化現象，51-60 歲佔

62.9%，60 歲以上佔 18.5%；21-40 歲少壯梨農只佔 11.1%。 

表二、常態性梨農受訪者基本資料－年齡 
項目  人數 百分比(%) 

性別 男 57  91.9  
 女  5   9.1  

年齡 20 歲以下  0   0.0  
 21-30  2   7.4  
 31-40  1   3.7  
 41-50  2   7.4  
 51-60 17  62.9  
 60 歲以上  5  18.5  

 
調查參加中區農業訓練班農民是否具備相關電腦設備與操作技能（表

三），47.5%受訪者具備個人電腦（桌上型），39%受訪者具備數位相機，

51.5%受訪者具備 ADSL；受訪者有 62.5%會操作網際網路，49.8%會操作電

子郵件。 

表三、中區農業訓練班農民是否具備相關電腦設備與操作技能 

項目 人數 百分比(%) 

具備個人電腦(桌上型) 180  47.5  

具備筆記型電腦    64  16.8  

具備 PDA(桌上型電腦)    57  15.0  

具備數位相機 148  39.0  

具備 ADSL 195  51.5  

會操作網際網路(Internet) 237  62.5  

會操作電子郵件(E-mail) 189  49.8  

會操作簡報製作軟體    76  20.0  

會操作 Word(文書製作)軟體 132  34.8  

會操作網頁製作    24   6.3  

會操作 FTP(檔案傳輸)    17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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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常態性梨農受訪者是否具備相關電腦設備與操作技能（表四），

43.5%受訪者具備個人電腦（桌上型），17.7%受訪者具備數位相機，9.6%受

訪者具備 ADSL；受訪者有 11.2%會操作網際網路，8.0%會操作電子郵件。 

表四、常態性梨農受訪者是否具備相關電腦設備與操作技能 
項目 人數 百分比(%) 
具備個人電腦(桌上型) 27  43.5  
具備筆記型電腦     7  11.2  
具備 PDA     1   1.6  
具備數位相機 11  17.7  
具備 ADSL     6   9.6  
會操作網際網路(Internet)     7  11.2  
會操作電子郵件(E-mail)     5   8.0  
會操作簡報製作軟體     1   1.6  
會操作 Word(文書製作)軟體     2   3.2  
會操作網頁製作     0   0.0  
會操作 FTP(檔案傳輸)  1   1.6  
 

調查參加中區農業訓練班農民對政府推動「梨產銷履歷制度」的瞭解

程度（表五），稍為瞭解的受訪者佔有 41.7%，比例最高，瞭解的受訪者佔

有 27.9%。 

表五、參加訓練班農民有效問卷對政府推動「梨產銷履歷制度」瞭解程度 
項目 人數 百分比(%) 
非常瞭解 9  2.4  
頗瞭解 38  10.0  
瞭解 106  27.9  
稍為瞭解 158  41.7  
不瞭解 69  18.2  

 
調查常態性梨農對政府推動「梨產銷履歷制度」的瞭解程度（表六），

稍為瞭解的受訪者佔有 51.6%，比例最高，瞭解的受訪者佔有 29.6%。 

表六、常態性梨農對政府推動「梨產銷履歷制度」的瞭解程度 
項目 人數 百分比(%) 
非常瞭解  0   0.0  
頗瞭解  1   3.7  
瞭解  8  29.6  
稍為瞭解 14  51.6  
不瞭解  3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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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中區農業訓練班農民對政府推動「梨產銷履歷制度」政策，由何

者傳播管道得知信息（表七），受訪者以由政府農業機關得知信息者佔 
55.4%最高，其次是由鄉鎮農會得知信息，佔有 32.5%，再來是由網際網路

得知信息，佔有 15%，由電視報導得知信息反而較少，只佔 14%。 

表七、參加訓練班農民對政府推動「梨產銷履歷制度」政策，由何者傳播

管道得知 
項目  人數 百分比(%) 

電視  53  14.0  
廣播電台   6   1.6  

報紙  31   8.2  
雜誌  30   7.9  

政府農業機關 210  55.4  
網際網路  57  15.0  

親朋好友  22   5.8  
鄉鎮農會 123  32.5  

大專院校   1   0.3  
 
調查常態性梨農對政府推動「梨產銷履歷制度」政策，由何者傳播管

道得知信息（表八），受訪者以由政府農業機關得知信息者佔 81.5%最高，

其次是由鄉鎮農會與廣播電台得知信息，各佔 7.4%。 

表八、常態性梨農對政府推動「梨產銷履歷制度」政策，由何者傳播管道

得知 
項目 人數 百分比(%) 

電視  0   0.0  
廣播電台  2   7.4  
報紙  0   0.0  
雜誌  0   0.0  
政府農業機關 22  81.5  
網際網路  0   0.0  
親朋好友  0   0.0  
鄉鎮農會  2   7.4  
大專院校  1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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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中區農業訓練班農民受訪者對政府推動「梨產銷履歷制度」主要

目的項目何者較為重要（表九），以提升食品安全性認為最重要，佔 60.9%，

其次為提升產品管理效率，佔 27.7%，而有助於市場農產品價格排列第三，

佔 25.1%。 

表九、參加訓練班農民對政府推動「梨產銷履歷制度」主要目的項目何者

較為重要 
項目  人數 百分比(%) 

提升資訊的信賴度  70 18.5  

提升食品安全性 231 60.9  

提升產品管理效率 105 27.7  

有助於市場農產品價格  95 25.1  

無意見  19  0.5  
 

調查常態性梨農對政府推動「梨產銷履歷制度」主要目的項目何者較

為重要（表十），以提升食品安全性認為最重要，佔 77.8%，其次為提升產

品管理效率，佔 14.8%，而有助於市場農產品價格只佔 3.7%。 

表十、常態性梨農對政府推動「梨產銷履歷制度」主要目的項目何者較為

重要 
項目 人數 百分比(%) 

提升資訊的信賴度  0   0.0  

提升食品安全性 21  77.8  

提升產品管理效率  4  14.8  

有助於市場農產品價格  1   3.7  

無意見  1   3.7  
 

參加中區農業訓練班農民受訪者以消費者立場對將來標示「梨產銷履

歷制度」農產品接受程度（表十一），接受的受訪者佔 80.5%高比例。 

表十一、參加訓練班農民以消費者立場對將來標示「梨產銷履歷制度」農

產品接受程度 
項目  人數 百分比(%) 
接受 305  80.5  
不接受   2   0.5  
無意見  50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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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態性梨農以消費者立場對將來標示「梨產銷履歷制度」農產品接受

程度（表十二），接受的受訪者只佔有 33.3%，無意見者佔 66.7%高比例。 

表十二、常態性梨農以消費者立場對將來標示「梨產銷履歷制度」農產品

接受程度 
項目   人數  百分比(%) 
接受  9  33.3  
不接受  0   0.0  
無意見 18  66.7  
 

參加中區農業訓練班農民受訪者以消費者立場，對標示「梨產銷履歷

制度」農產品的購買意願（表十三），接受的受訪者有意願者佔有 36.1%，

其次為很有意願者佔 32.7%，頗有意願者佔有 16.1%。 

表十三、參加訓練班農民以消費者立場，對標示「梨產銷履歷制度」農產

品的購買意願 

項目   人數  百分比(%) 

很有意願 124  32.7  

頗有意願  61  16.1  

有意願 137  36.1  

無意願   4   1.0  

無意見  29   7.7  

 
調查常態性梨農受訪者以消費者立場，對標示「梨產銷履歷制度」農

產品的購買意願（表十四），受訪者有意願者佔 37%，其次為無意見者佔

有 33.3%，很有意願者佔 22.2%。 

表十四、常態性梨農以消費者立場，對標示「梨產銷履歷制度」農產品的

購買意願 

項目   人數  百分比(%) 

很有意願  6  22.2  

頗有意願  2   7.4  

有意願 10  37.0  

無意願  0   0.0  

無意見  9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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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中區農業訓練班農民是否讚成具產銷履歷認証之梨產品售價適度

提高（表十五），讚成者佔有 42.7%，其次非常讚成者佔有 26.1%，頗讚成

者者佔有 18.2%。 

表十五、參加訓練班農民是否讚成具產銷履歷認証之梨產品售價適度提高 
項目   人數  百分比(%) 

非常讚成  99  26.1  

頗讚成  69  18.2  

讚成 162  42.7  

不讚成  13   3.4  

無意見  23   6.0  
 

調查常態性梨農有關受訪者是否讚成具產銷履歷認証之梨產品售價適

度提高（表十六），讚成者佔 44.4%，非常讚成、頗讚成、無意見者均各佔

18.5%。 

表十六、常態性梨農是否讚成具產銷履歷認証之梨產品售價適度提高 

項目   人數  百分比(%) 

非常讚成  5  18.5  

頗讚成  5  18.5  

讚成 12  44.4  

不讚成  0   0.0  

無意見  5  18.5  

 
參加中區農業訓練班農民認為具產銷履歷認証之梨產品價格最適當增

加幅度（表十七），26.4%受訪者認為梨產品價格適當增加幅度 20%，其次

有 22.2%比例受訪者認為最適當增加幅度為 10%。 

表十七、參加訓練班農民認為具產銷履歷認証之梨產品價格最適當增加幅

度(以百分比表示) 

項目  人數  百分比(%) 

5%  26   6.9  

10%  84  22.2  

15%  50  13.2  

20% 100  26.4  

25%  25   6.6  

30%  45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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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常態性梨農受訪者認為具產銷履歷認証之梨產品價格最適當增加

幅度，40.7%受訪者認為梨產品價格適當增加幅度 10%，其次有 11.1%比例

受訪者認為最適當增加幅度為 20%。37%比例受訪者認為可最適當增加幅

度為 5%產品價格（表十八）。 

表十八、常態性梨農認為具產銷履歷認証之梨產品價格最適當增加幅度 

項目  人數  百分比(%) 

5% 10  37.0  

10% 11  40.7  

15%  1   3.7  

20%  3  11.1  

25%  0   0.0  

30%  1   3.7  

 
參加中區農業訓練班農民受訪者是否有意願參加梨產品產銷履歷制度

之輔導及驗証（表十九），40.1%受訪者有意願，33%受訪者很有意願參加

梨產品產銷履歷制度之輔導及驗証。 

表十九、參加訓練班農民是否有意願參加梨產品產銷履歷制度輔導及驗証 

項目  人數  百分比(%) 

很有意願 125  33.0  

頗有意願  47  12.4  

有意願 152  40.1  

無意願   9   2.4  

無意見  22   5.8  

 
調查常態性梨農受訪者是否有意願參加梨產品產銷履歷制度之輔導及

驗証（表二十），48%受訪者有意願，44.4%受訪者很有意願參加梨產品產

銷履歷制度之輔導及驗証。 

表二十、常態性梨農是否有意願參加梨產品產銷履歷制度之輔導及驗証 

項目  人數  百分比(%) 

很有意願 12  44.4  

頗有意願 13  48.0  

有意願  1   3.7  

無意願  0   0.0  

無意見  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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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中區農業訓練班農民受訪者是是否有意願參加產銷履歷制度相關

推廣教育訓練（表二十一），很有意願者佔 39.3%，有意願者佔 37.2%，

再其次頗有意願者佔 14.4%。 

表二十一、參加訓練班農民是否有意願參加產銷履歷制度相關推廣教育訓練 
項目   人數  百分比(%) 

很有意願   149  39.3  
頗有意願  47  14.4  
有意願 141  37.2  
無意願   7   1.8  
無意見  13   3.4  

 
調查常態性梨農受訪者是是否有意願參加產銷履歷制度相關推廣教育

訓練（表二十二），有意願者佔 55.6%高比例，頗有意願與無意見者均佔

18.5%。 

表二十二、常態性梨農是否有意願參加產銷履歷制度相關推廣教育訓練 
項目   人數  百分比(%) 
很有意願  0   0.0  
頗有意願  5  18.5  
有意願 15  55.6  
無意願  0   0.0  
無意見  5  18.5  
 

參加中區農業訓練班農民有關受訪者對將來參加產銷履歷制度時，最

需要農政單位輔導或協助的措施或項目（表二十三），需求最高者為生產

栽培技術輔導或協助佔 49.8%，其次為訓練講習需求佔 41.2%，認為需要

經費補助者佔 32.5%，而需要運銷方面輔導者佔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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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三、參加訓練班農民對將來參加產銷履歷制度時，最需要農政單位

輔導或協助的措施或項目 
項目  人數  百分比(%) 

訓練講習 156 41.2  
生產栽培技術 189 49.8  
運銷方面 106 28.0  
經費補助 123 32.5  
加工處理技術 67 17.7  
電腦周邊設施 79 20.9  
宣導資料 54 14.2  
病蟲害防治 103 27.2  
土讓肥料管理 97 25.6  
 

調查常態性梨農有關受訪者對將來參加產銷履歷制度時，最需要農政

單位輔導或協助的措施或項目（表二十四），需求最高者為需要運銷方面

輔導者佔 59.3%，病蟲害防治輔導或協助佔 11.1%，其次需要經費補助與

土壤肥料管理需求者均佔 7.4%。 

表二十四、常態性梨農對將來參加產銷履歷制度時，最需要農政單位輔導

或協助的措施或項目 

項目  人數  百分比(%) 

訓練講習  0   0.0  

生產栽培技術  0   0.0  

運銷方面 16  59.3  

經費補助  2   7.4  

加工處理技術  0   0.0  

電腦周邊設施  0   0.0  

宣導資料  0   0.0  

病蟲害防治  3  11.1  

土讓肥料管理  2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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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與建議 

本計畫研究顯示，參加中區農業訓練班農民，對政府推動「梨產銷履

歷制度」的瞭解程度，稍為瞭解者佔 41.7%，瞭解者佔 27.9%；由政府農業

機關得知「梨產銷履歷制度」信息者佔 55.4%，由鄉鎮農會得知「梨產銷履

歷制度」信息，佔 32.5%；對推動「梨產銷履歷制度」的項目，認為以提升

食品安全性為最重要，佔有 60.9%；認為提升產品管理效率為最重要，佔有

27.7%；而有助於市場農產品價格為最重要，佔有 25.1%。受訪者以消費者

立場，對未來標示「梨產銷履歷制度」農產品接受程度，佔 80.5%。對標示

「梨產銷履歷制度」農產品的購買意願，有意願者佔 36.1%，很有意願者佔 
32.7%，頗有意願者佔有 16.1%。 

純梨農常態樣本對政府推動「梨產銷履歷制度」的瞭解程度，稍為瞭

解的佔 41.7%，瞭解的佔 27.9%。由政府農業機關得知信息者佔 55.4%，由

鄉鎮農會得知信息有 32.5%，由網際網路得知信息 15%，由電視報導得知

信息反而較少，只佔 14%。對政府推動「梨產銷履歷制度」主要目的項目

何者較為重要，以提升食品安全性認為最重要，佔 60.9%，提升產品管理效

率為最重要佔 27.7%，有助於市場農產品價格佔 25.1%。是否有意願參加梨

產品產銷履歷制度之輔導及驗証方面，40.1%受訪者有意願，33%受訪者很

有意願。對是否有意願參加產銷履歷制度相關推廣教育訓練，很有意願者

佔 39.3%，有意願者佔 37.2%，頗有意願者佔 14.4%。對將來參加產銷履

歷制度時，最需要農政單位輔導或協助的措施或項目，需求最高者為生產

栽培技術輔導或協助佔 49.8%，訓練講習需求佔 41.2%，需要經費補助者

佔 32.5%，需要運銷方面輔導者佔 28%。 
以上研究結論，建議有效推動「梨產銷履歷制度」，應以自主追求經營

發展力之核心梨樹栽培果農為重心，強力塑造標竿誘發發展模式為主導，

配合全面系統性「梨產銷履歷制度」教育訓練規劃之推動，以竟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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