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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種苗產業經營管理特性與管理手法導入策略探討 

周明燕 廖玉珠 游振昌 

壹、前言 

產業的獲利來源無非來自生產技術及機會，當技術逐漸趨向成熟且習知後，

產品逐漸無區隔性，進入微利競爭的階段。鑒於種苗產業經濟趨勢已由賺取技術

財、機會財漸漸朝向管理財發展，要追求產業的永續發展，必然要透過經營管理

的導入與落實才能達到，行政院農委會種苗改良繁殖場(簡稱種苗場)自民國94

年起，邀請策略管理顧問協助輔導植物種苗生技業者進行經營體質改善計畫，在

長期輔導下，漸見成效。為了能將輔導經驗普及到植物種苗產業，遂透過深入訪

談方式，擴大探討植物組織培業、蔬菜育苗業及蔬菜種子業三種業態經營管理現

況及產業升級需求，進而研擬導入經營管理層次及可行之輔導對策，讓業者了解

如何運用正確的策略與方法，建構一個兼顧組織、個人及內部成本、外部價值，

進而朝向業者獲利、員工成長、顧客滿意，內外平衡永續成長的經營管理模式。 

 

貳、植物種苗產業經營管理特性與問題分析 

一、植物組織培養產業 

組織培養產業一直是高獨特性且高專屬性的業態，具備生產類別集中、規

模小、業者分散等特性。組織培養產業逐漸發展成兩大營運模式，專業型組織培

養代工業以精湛技術、彈性經營模式，擔任產業種苗生產最先端；另一種經營模

式則逐漸發展成綜合型農業生技公司，具備研發至市場行銷的經營能力，儼然成

為最具發展潛能的農企業雛型。 

雖然組織培養產業具有上述特性，但在管理經營上亦存在有許多問題，整

體而言，產業所面臨之主要問題有下列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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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長期缺乏企業化管理，無法進行標竿學習與複製；鮮少透過定期跨部門會

議推動組織學習與改善；缺乏數字化管理，易淪為主觀意識看問題，無法

科學化分析與改善。 

(二) 往往將硬體設備投資當作資產，未反應在成本結構上面；大部份經營者鮮

少做收入與成本記錄，也鮮少保存歷史資料，並進而分析比較。 

(三) 生產技術及品種研發為組培產業強項，但缺乏流程的概念，包括無生管的

跨部門生產計畫與跟催整合活動。 

(四) 欠缺統計品管手法，包括交期管理、品質狀況掌握、成本與耗損等等，組

織無法進行發現問題及自主改善，更讓業主疲於奔命。 

 

二、蔬菜育苗業產業 

育苗業以國內市場為主，產業特性偏向服務業特質，產品供應易受產地氣

候影響。產品生產週期約 30~45天，可周年生產供貨，旺淡季明顯。產業處於完

全競爭的市場特性；育苗場以小型業者多，進入障礙不大，在供給大於需求之下，

除非有特殊利基型經營模式，難有高獲利空間。產業經營管理問題為： 

(一)組織偏向單純，員工人數少，組織結構較鬆散。上游為種子業，在市場機能

特性上擁有絕對的強勢，本身議價能力低。 

(二)業者普遍缺乏成本分析能力，對於企業化經營的概念及管理功能(規畫、組

織、領導、控制)不足。 

(三)育苗業以生產技術為產業關鍵核心，但因為育苗技術進入門檻低，業者間生

產管理能力及行銷能力反而是競爭力的來源。 

三、蔬菜種子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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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蔬菜種子產業供應包含種原、育種、生產、以及銷售，部份業者已有

能力建構完整供應鏈，而供應鏈中的各環節也可透過自營的種苗圃、協力育苗場、

種子行等進行委外採種、育苗、銷售等工作。種子產業居產業鏈上游，研發及採

種能力為企業生存關鍵。產業經營管理問題為： 

(一) 台灣種子內需市場小，種子產業發展需仰賴國際市場；面對國際型種子公

司，競爭激烈。 

(二) 多屬中小型企業，新品種研發能量強，但對國際市場需求及行銷能力掌握

度較弱。 

(三) 組織規模小，但採種期間需要大量臨時雇工支援。受人力及土地因素限制，

僅研發工作在國內進行，量產業務大多委託國際分工。 

 

参、管理手法導入策略與建議 

植物種苗產業各有獨特業態特性，在導入經營管理手法時除考量組織規模

考量外，也需配合業態特性作規劃： 

一、植物組織培養產業 

由於產業高風險、低週轉率及投資期長等特性，經營者宜強化財務分析與管理能

力，避免財務高槓桿的操作；同時避免誤判投資報酬率。建立公司關鍵績效指標

（KPI），培養主管管理的理念與素養，並且將數據化管理與組織運作結合，以及

績效管理結合。農業產雖然不易標準化，但還是可以把握標準化原則進行組織架

構與執掌、跨部門程序作業、作業步驟等逐步標準化。宜進行跨部門流程管理，

建立生管計畫與跟催系統，掌握各流程異常現象及推動改善。 

二、蔬菜育苗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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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育苗業而言，上游產業佔有強勢優勢，因此應該發展出利基型服務經營

策略，提高下游之依賴度，以因應嚴苛市場變化。 

育苗場生產週期短，可週年生產，但有明顯淡旺季。經營者可透過產品組

合，使淡旺季指數差異降低，可減少人力的浪費，提高資產週轉利用率。產品供

應受產地氣候影響，亦可利用不同區域溫溼度特性作多場經營，或與其他友場策

略聯盟，增加產品特性多元化及服務項目，更可以提高競爭力。育苗場的生產瓶

頸在於可使用之設施面積，因此應強化生產管理，提高單位面積週轉率及育成率，

並減少浪費及損耗，降低殘貨率，精準管控生產流程及成本。日常管理應強化與

建立品質、耗損、各種效率數據化統計與分析。 

三、蔬菜種子業 

蔬菜種子已經是國際貿易化的產業，研發為企業的核心能力，有效率的採

種生產及行銷管理更是產業能否永續經營的關鍵。產業競爭激烈，生產跟營運大

都建立異地經營模式，迴異於其他的種苗業態，種子產業可從三個面向切入，進

行體質改善： 

(一)研發生產技術能量擴增：有關於種子田間生產病蟲害管控技術、種子生產效

能提升技術及產品品質穩定度提升等生產技術及種子調製技術等需進一步

改善提升，可以透過產學合作、業界科專等資源進行技術能量導入。 

(二)管理能力：智慧財產管理與運用能力、提升研發流程管理能力及產品品質管

控能力為業界的核心能力，必須持續精進，維持不墜，才能保持競爭力。 

(三)行銷與顧客管理：建立品牌及全球佈局行銷能力及貿易通關流程處理等能力

提升將有益於業者開拓國際行銷市場。 

雖然期望藉由建構管理能力來提升種苗產業組織效能，然而，管理需要成本，

過與不及皆會對組織造成負面影響，究竟需要導入多少管理手法，端視經營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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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規模而定，150人以上的組織體所需要的管理手法一定與 20人以內的截然

不同。本場透過顧問輔導經驗，完成組織規模與管理系統關聯表(表一) ，經營

者可以透過本表檢視公司已/將導入的管理手法是否能滿足組織發展需求；另外，

在組織部門裡，也因部門的權責差異，需要導入的管理項目也不同，組織部門與

管理系統關聯表(表二)協助經營者進一步檢視各部門間是否已完整建構出管理

架構。 

肆、結論 

植物種苗產業管理模式會因其在產業價值鏈所在位階差異而有不同需求。

種子業需要更多的研發管理及行銷管理能量導入，以提升企業研發及產品行銷能

力；育苗業較類似服務業型態，因此需要更精準的品質管理及顧客管理觀念導入。

組織培養業及蘭花生技業著重在量產及產品品質，產程管理及品質管控是最必要

的能力。 

除了依據產業所在位階外，經營規模也會影響經營管理輔導手法的導入。

對種苗業界來說品質管理系統、現場管理及物料管理屬於基本手法，無論規模大

小皆應具備。當組織規模達到 75人以上，則組織之基本運作應該要完備，可以

完全導入會議運作、作業流程、建立績效指標(KPI)，同時導入日常改善手法。

除了組織運作外，交期管理系統、成本管理及人力資源管理等管理手法也需陸續

引入，讓組織能建全運作、穩健體質；當所有的日常管理漸上軌道後，即可開始

導入目標管理手法，以 PDCA手法協助企業作管理體質躍昇，達到永續經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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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組織規模與管理系統關聯表 

管理系統  管理項目 
組織規模 

1-20 人 20-75 人 75-150 人 >150 人 

日
常
管
理 

組織基本運作 

組織圖           

接單出貨流程     V V V 

生產排程管理     V V V 

績效指標建立   V V V V 

會議運作   V V V V 

日常改善   V V V V 

品質管理系統 

品質計畫       V V 

進料管制   V V V V 

製程管制   V V V V 

成品管制   V V V V 

專案改善 

專案列管機制     V V 

問題分析與解決     V V 

統計技術     V V 

交期管理系統 

排程計畫     V V V 

存貨管理     V V V 

負荷管理       V V 

現場管理   V V V V 

成本管理 

損耗管理 

材料 V V V V 

設備 V V V V 

人力資源     V V 

標準成本       V V 

實際成本         V 

人力資源管理 

用人管理 

獎懲制度     V V 

績效考核     V V 

薪資制度       V 

育人系統 
升遷     V V 

教育訓練   V V V 

目
標
管
理 

環境分析管理 

市場       V V 

產品       V V 

資源       V V 

中長期策略管理         V V 

年度目標管理         V V 

年度計劃管理         V V 

專案計劃管理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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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組織部門與管理系統關聯表 

管理系統  管理項目 
組織部門 (功能) 

銷售 生產 研發 財務 人事 

日
常
管
理 

組織基本運作 

組織圖           V 

接單出貨流程   V V   V   

生產排程管理     V       

績效指標建立   V V V V V 

會議運作   V V V V V 

日常改善   V V V V V 

品質管理系統 

品質計畫     V V     

進料管制     V       

製程管制     V       

成品管制     V       

專案改善 

專案列管機制   V       

問題分析與解決 V V V V V 

統計技術 V V V V V 

交期管理系統 

排程計畫     V       

存貨管理     V       

負荷管理     V       

現場管理     V       

成本管理 

損耗管理 

材料   V V     

設備   V V     

人力資源   V V     

標準成本     V   V   

實際成本     V   V   

人力資源管理 

用人管理 

獎懲制度         V 

績效考核         V 

薪資制度         V 

育人系統 
升遷         V 

教育訓練         V 

目
標
管
理 

環境分析管理 

市場   V         

產品       V     

資源   V V V V V 

中長期策略管理     V V V V V 

年度目標管理     V V V V V 

年度計劃管理     V V V V V 

專案計劃管理     V V V V 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