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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今台灣農業在整體的社會經濟地位與投入農業生產的勞力都不如過往，而與

台灣的農業生產構造非常相似的日本，已針對相關問題擬定面對未來需求的農業

施政方向，其中以六級產業之概念則是較常被台灣的專家學者引用與討論。而實

際上，台灣也有將初級農業與二級加工、三級服務銷售結合的農業生產事業案例，

但是官方卻尚未明確的定義六級產業之範疇，若未來國內的農業經營方式欲積極

的朝向六級化發展，勢必需要更瞭解台灣型態的六級產業的特徵及適合發展的路

線。故本研究透過文獻整理法探討國內的農業型態在於發展六級產業的適用性以

及瞭解關鍵成功因素的理論，利用歸納法列出台灣農業生產事業的成功發展條件

後，再使用德爾菲法及層級分析法設計專家問卷，向國內具有產製銷一體的農業

生產事業經營者進行問卷調查。篩選結果顯示，台灣六級產業發展關鍵因素可分

類為八個子分類，共 41 個細項，以「經營管理類」、「自有資源類」以及「產品

管理類」為較重要的分類，「外在影響類」及「地方因素類」等外部因素構面，

與其它因素相較之下，被受訪者認為是對台灣型態之六級產業發展影響程度較小

的關鍵因素類別；以整體而言，經營管理類(0.186)獲得最高的權重分配，是被受訪

者認為是最重要的因素類別。 

關鍵字：農產品、六級產業、關鍵成功因素、德爾菲法、層級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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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modern times, the importance of agriculture in economic society is 

decreasing and the manpower get involved is dramatically lower than ever. However, 

in Japan, which country has the similar environment with Taiwan had already publish 

their agriculture policies in resolving problem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In particular, 

sixth industrialization is the most frequently been cited and discussed in Taiwan. 

In fact, there are some examples in Taiwan which combine primary agriculture 

with secondary processing and tertiary sales service yet there was no officially and 

clearly definition in the categories of sixth industrialization. However, if Taiwan is 

going to apply sixth industrialization in agriculture,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in the industry and the route to develop. In consequence, this project aim 

to first clarify the possibility in Taiwan for developing sixth industrialization then verify 

what are the success factors of it by literature review. Furthermore,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from induction to list down those critical success conditions in the industry and 

then design the questionnaires based on Delphi method and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Lastly, the questionnaires had be surveyed by those agriculture proprietor who 

take part in growing, producing and selling 

After cross analysis, the key success factors of sixth industrialization in Taiwan can 

be divided in 8 categories within 41 subtitles. Among them, operation management, 

natural resources and product management are more significant to the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By contrast, external impact and local influence are less important to sixth 

industrialization application.  In conclusion, operation management took the highest 

ratio (0.186) in the weighted distribution which stand for the major factor that 

respondent believed. 

Keywords: agricultural products, sixth industrialization, Key success factors, 

Delphi method,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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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農業是食品製造業最為仰賴的基礎產業，因為若能使用品質優良的農產品做

為原料進行加工，才可以生產出好的食品。然而隨時代變遷，社會就業趨勢改變，

台灣農業生產面臨前所未有的課題，為使農業生產者的收入可以增加，本研究將

針對台灣農產品產值升級的策略進行探討。 

第一節 研究背景 

1.1.1 台灣農業生產的變革 

 農業為台灣早期經濟結構的核心，在日本政府統治台灣時期為達成「農業台

灣、工業日本」之目標，自日本輸入資本與技術，以增加台灣農業生產的質與量，

同時滿足日本政府之需求，為台灣早期農業奠定基礎。中華民國政府在 1949 年

遷移來台造成人口增加迅速，為滿足軍糧民食的需求，政府陸續推動農業政策，

例如實施耕地的「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政策」以及「耕者有其田」等措施，

透過這些農業政策而大量提升農民的生產能力與意願，促使農業生產量也逐步恢

復至戰前水準。 

 

隨著台灣經濟開始邁入高度成長，在政策的支持推動下，國內工業部門顯現

蓬勃發展，而因為工業與農業兩者皆屬於勞力密集型的產業，在互相競爭勞力資

源下，生產力較高、較穩定的工業遂吸引大部份勞力，誘發農業人口的大量流失。

而在如此情況下，台灣的經濟結構也轉變為以工業發展為主的型態，農業對於總

體經濟的貢獻地位則呈現明顯衰退。 

 

吳榮杰(2004)提到在 1962 年，台灣的工業產值首度超越農業產值，農業生

產占國內生產毛額比率從 1952 年的 32.22%下降至 2002 年的 1.86%。由於農業

勞動力流失導致農事者的工資上漲，又因政府執行「低糧價政策」以穩定物價，

加上農用肥料成本高、農產品產銷體制尚未制定健全、農民不清楚國內外市場需

求，導致發生週期性的產量供需失衡、滯銷而衍生生產成本難以收回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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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80 年代後期開始，國際貿易自由化也衝擊台灣農業，國外的廉價農產

品大量湧進並取代部分國產農產品，造成農業產值成長率下降、農產貿易逆差不

斷擴大、糧食自給率下降等負面影響。 

 

諸多問題使得現今的農業喪失其經濟優勢，從歷年的農業統計年報整理，可

得知農業產值占 GDP 的比率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在 1952 年時為 32.22%，而

到 2014 年僅剩 1.88%，大多數的 GDP 貢獻則來自於服務業，表示出當前台灣農

業的經濟地位與昔日相差甚遠，如圖 1-1 所示。

 

圖 1-1 農業產值佔 GDP 比率(1952~2014 年) 

資料來源:整理自歷年農業統計年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下稱農委會)-農業生產結構 

 

 

  根據歷年農業統計年報顯示，在台灣從事農業的人口比率也持續減少，於

1990年時尚有12.86%的人口在務農，至2014年時僅剩下4.95%，如圖1-2所示。 

 

圖 1-2 從農人口比率(1990~2014) 

資料來源:整理自歷年農業統計年報(農委會)-臺灣地區總就業人口與農林漁牧業就業人口 

32.22 

1.88 

19.69 

34.09 

48.10 

64.03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1
9

5
2

 

1
9

5
5

 

1
9

5
8

 

1
9

6
1

 

1
9

6
4

 

1
9

6
7

 

1
9

7
0

 

1
9

7
3

 

1
9

7
6

 

1
9

7
9

 

1
9

8
2

 

1
9

8
5

 

1
9

8
8

 

1
9

9
1

 

1
9

9
4

 

1
9

9
7

 

2
0

0
0

 

2
0

0
3

 

2
0

0
6

 

2
0

0
9

 

2
0

1
2

 

百分比(%) 

年 

農     業 

工      業 

服  務  業 

12.86  

4.95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1
9

9
0

 

1
9

9
1

 

1
9

9
2

 

1
9

9
3

 

1
9

9
4

 

1
9

9
5

 

1
9

9
6

 

1
9

9
7

 

1
9

9
8

 

1
9

9
9

 

2
0

0
0

 

2
0

0
1

 

2
0

0
2

 

2
0

0
3

 

2
0

0
4

 

2
0

0
5

 

2
0

0
6

 

2
0

0
7

 

2
0

0
8

 

2
0

0
9

 

2
0

1
0

 

2
0

1
1

 

2
0

1
2

 

2
0

1
3

 

2
0

1
4

 

百分比(%) 

年 



3 

 

依據行政院主計處「102年度主力農家概況調查報告」顯示，統計至2013年6

月底，台灣地區主力農家1為14萬9,064家，其中經常從農主力農家2為10萬6,419

家，占71.4％；非經常從農主力農家3計4萬2,645家，占28.6％。經常從農主力農

家所運用之可耕作地面積計16萬4,827公頃，有可耕作地者平均每家可耕作地面

積為1.60公頃，平均每家全年投入自家農牧業工作591人日，平均每家全年農牧

業收入147萬7千元，為非經常從農主力農家33萬3千元之4.4倍，如表1-1所示。 

 

表1-1 主力農家各項農業指標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102年度主力農家概況調查-表19 

  

                                                 
1主力農家：係指全年農牧業收入20萬元以上且戶內有65歲以下從農者 
2經常從農主力農家：係指戶內有65歲以下從農者，且其全年從事農牧業工作日數在90 日以上 
3非經常從農主力農家：係指戶內有65 歲以下從農者，其全年從事農牧業工作日數在90 日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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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按年齡觀察，可知以農牧業而言，經常從農主力農家的最主要工作者之平

均年齡為57.5歲，整體的年齡分布是以45至64歲者占64.9％較多，65歲以上者占

23.3％次之，25至44歲者僅占11.8％，即代表真正投入大量時間於農業生產，以

農業為主要收入的勞動者大多屬於中高年齡層，25至44歲僅有1萬2,525人。若農

業勞動力不足的問題遲遲無法得到解決或改善，不但會引發農村傳統產業後繼無

人、產業凋零等現象，台灣農業未來恐怕將面臨更大的瓶頸，如表1-2所示。 

 

表 1-2 經常從農主力農家農牧業最主要工作者按性別、年齡及經營型態分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102 年度主力農家概況調查-表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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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為使青年人認同喜愛本土農業而提高返鄉務農意願，執行許多計畫，如：

漂鳥計畫、大專生洄游計畫、新農人政策等，期望能藉由農業體驗、進駐農村、

學習農業相關知識等活動，瞭解農業的生活與生態功能，輔導及協助有意願投入

農業或欲擴大經營規模之年輕農業經營者從事具有發展潛力的農業，以達到農村

人口年輕化、改善農業勞動力結構之效果。然而，土地認同或鄉土情感等因素或

許能讓年輕人產生有返鄉務農之想法，但是農業也必須因應社會趨勢而轉型，若

能提升農業生產者從農產品所獲得的價值，使農業所得能提升，才是解決農村人

口老化的根本之道。 

 

 蘇仲卿4
(2009)認為，農村應該是兼有農業生產及農民居住雙重功能的空間，

若要「再生」應該包含農業經營及居住環境的改善，以及透過農業轉型達成增加

農家財富以促成社區改造的策略內涵，但是台灣政府提出，在立法院一讀通過的

「農村再生條例」似乎以美化改善居住社區景觀、及提升土地利用率為目的，少

列有農業生產之經營改進以提升農民獲自農地所得的條文，僅將農村視為居住空

間的鄉村，而忽略農村具有生產民生基本需求的糧食基地之重大社會任務。 

 

 日本的農家規模與經營情況與台灣相近，又台灣農業的近代化是透過日本的

制度規畫而實現，雖然台灣離開日本人統治已經一甲子以上，但是兩國的制度有

許多相似之處，日本依據類似農村再生條例而推行的「振興農山漁村」辦法，值

得提供施政者參考(蘇仲卿，2009)。 

 

本研究認為台灣因歷史淵源與地理因素影響，農業發展模式與日本非常相近，

雖然日本同樣面臨諸多農業問題，但是成功發展的農業生產事業案例也不少，其

政府推動之農業相關政策或農業概念，對當前台灣農業極具施政參考價值，因此

將於下一章節進行日本近年以來的農業概況整理。 

 

 

 

 

 

 

                                                 
4國立台灣大學生化科技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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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日本農業概況 

日本農業面臨糧食與食品市場漸萎縮(10 年內約降低 10%，1995 年 80.4 兆

日圓，2005 年降為 73.6 兆日圓)、農業產值下降(16 年內約降低 30%，1990 年 11.5

兆日圓，2005 年降為 8.3 兆日圓)、農業所得下降(15 年內約減少 50%，1990 年

6.1 兆日圓，2005 年降為 3.4 兆日圓)、農山漁村地區企業之退出以及公共事業減

少等現象(陳依文等人，2013)。 

 

以歷年的農林水產省「農業生產所得統計」觀察，日本農業總產值雖然於

1984 年(11.7 兆日元)及 1990 年(11.5 兆日元)曾有過高峰，但近年均呈現下降的趨

勢；農業生產所得在 1975 年為 5.2 兆日圓，至 2013 年已下降為 2.9 兆日圓，以

稻米的產值下降最為明顯，如圖 1-3 所示。 

圖 1-3 日本農業總產值與農業生產所得逐年遞減 

資料來源: 日本農林水產省「農業生產所得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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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農家總數量逐年減少，在 1960 年共計有 606 萬戶，其中 398 萬戶為兼

職農家(65.7%)，208 萬為專職農家，至 2009 年時農家數量僅剩下 170 萬戶，其

中兼職農家數量為 130 萬戶(76.5%)，專職農家為 30 萬戶，如圖 1-4 所示。 

 

圖 1-4 日本農家戶數逐年遞減 

資料來源: 後久博(2013)，頁 2，圖 1-1 

 

日本的糧食自給率以每人每日熱量供給計算，在1965年糧食自給率為73%，

熱量攝取以碳水化合物為主食(71.6%)，油脂攝取量為 16.2%，蛋白質攝取量為

12.2%；至 2010 時僅剩下 39%，雖然熱量攝取仍然以碳水化合物為重點，但是

卻下降為 58.4%，油脂的攝取量上升至 28.7%，蛋白質攝取量較無變動(12.9%)。

若從細項觀察，油脂類與畜產品類的食用量雖然越來越多，但是食材來源大部分

為進口產品，國內生產的比率逐年下降；而米的食用量明顯減少，甚至開始出現

食用進口米的現象，圖 1-5 所示。 

 
 

圖 1-5 日本糧食自給率下降 

資料來源:日本農林水產省「食料需給表」 



8 

 彭子珊(2015)在 2015 年 2 月「新農業人博覽會」在東京國際論壇大樓閉幕

後，於天下雜誌 570 期中提到，日本的農村也面臨缺乏青年勞動人口等問題，新

進農業人口仍有超過半數為 60 歲以上，青年農夫正在減少，其中以農家子女投

入農業的比率下降最明顯，如圖 1-6 所示；東京農業大學國際食品資訊學系助理

教授堀部篤分析，缺技術、缺錢、缺土地等「三缺」，是新進農民的主要難題。

根據日本全國農業會議所調查，日本新農民最擔心的七大問題，前三名為收入太

少、技術不成熟與設備投資資金不足，如圖 1-7 所示。 

 

圖 1-6 日本新進農業就業人數(單位:萬人) 

資料來源:彭子珊(2015)，取材自日本全國農業會議所 

 

 

圖 1-7 日本新農民最擔心的 7 大問題(可複選三項，單位:百分比) 

資料來源:彭子珊(2015)，取材自日本全國農業會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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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改善農業狀況，日本農林水產省於 1999 年制定「食品、農業、農村基本

法」，最近一次修改為 2010 年 3 月 30 日，新發佈的法案提出對未來十年進行預

估，制定糧食自給率目標，以及有關食品、農業與農村應採取的措施，以實現糧

食種植自給率與農林漁業重新發展，並維持食品供給的穩定。日本政府也積極推

動農林漁業生產(一級產業)、加工(二級產業)與服務銷售(三級產業)結合的體系，

藉由二級及三級產業導入農林漁業，或農林漁業與二級、三級合作之方式，使市

場規模擴大並提升附加價值，此農業概念被稱之為「六級產業」。 

 

六級產業之農業概念最早由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今村奈良臣於 1996 年所提出，

其發現日本農業生產的初級產品輾轉販賣至消費者手上時，未經加工的部份僅占

20.7%，而有 53.2%經過加工、28.5%透過外食業者處理，也因此大部分利潤均被

轉移到農業以外的部門，如果要讓農產品的附加價值能回歸農事者，農業經營就

有必要納入二級、三級部分，提高屬於一級產業的農業之主體性(圖 1-8)。

 

圖 1-8 六級產業化根據-農漁產品產值占最終消費的產值僅 14.4% 

資料來源: 後久博(2013)，頁 6，圖 1-7 

 

起初其構想為一級(農業)+二級(加工)+三級(銷售服務)=六級產業，藉由農林

漁牧業與二級、三級產業合作或由二級、三級導入農林漁業使市場規模擴大與提

升農產品附加價值，但後來考慮到應強調以農業為主體發展，若農業消失變為零，

無論如何相乘其結果都應該是零，因此將六級產業定義修改為「一級(農業) ×二

級(加工) ×三級(銷售服務)=六級產業」(後久博，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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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2 月 3 日，日本政府公布「六級產業化‧地產地消法5」並於 2011

年 3 月 1 日開始實施，其目的為活用地域資源、促進農林漁業者等之新事業開創

等對策及促進地域農林漁產物利用相關措施，振興農林漁業、活化農山漁村地域，

增進消費者的利益，提高糧食自給率，減少環境的負荷(陳依文，2013) 

周妙芳認為六級產業化之對策可分為三類： 

 

(一)基本對策： 

鼓勵農林漁業者自身投入加工及販售領域，由六級產業化專家顧問提供專業

的建議、協助新商品的開發、拓展通路，並提供農產品加工、銷售設施及農用機

械的整備。 

 

(二)擴大市場的對策： 

活化國內市場，開拓海外市場。以更為方便的方式向老年人提供加工食品、

增加農林漁產品及食品的出口，推動食品產業在東亞的發展。 

 

(三)相關對策： 

六級產業化的融資制度。融通六級產業化所需的農業改良資金以及短期營運

資金。推動研發，應用農林漁產品研發新材料及醫藥品，鼓勵加工、業務所需要

的新品種及新產品研發。 

                                                 
5全名為「農林漁業者活用地區資源開創出新的事業以及促進地區農村漁產物的利用之相關法律」，

為推動此項業務，於 2011 年 9 月新設「六級產業化戰略室」單位，其法令共分為三章 50 條，第

一章為目的，第二章為六級產業化相關措施，第三章為與地產地消相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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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隆(2013)於食品市場資訊期刊第 102 卷中提到，六級產業化政策推動的

具體關鍵思維方式，根據日本社團法人全國農業改良普及支援協會「六級產業化

之農業農村活絡化手冊」的報告內容，六級產業化的核心思維方式有下列七種： 

 

(1)農村市場化、農業綜合產業化(Rural Markets Comprehensive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將農村視為人們經營生活的空間，以在農村生產的物

 品(農產物、加工品)及農村人的心以提供產業活動「農村市場化、農業

 綜合產業化」。 

 

(2)直銷活動(Direct Marketing Activities)：其思維方式是響應消費者的需求，由

 各農家把自家的農產物或農產加工品等帶至直銷活動場所(直營店)，以最新

 鮮又便宜的價格賣給當地及周邊的消費者。 

 

(3)都市與農村綠色旅遊的互動(Interaction of Urban and Rural Green Tourism)： 

 其思維方式是透過都市住民在農村購買農產物及農業體驗、農家餐館用餐與

 農村民宿等的經濟交流，活絡農村，開發當地資源。 

 

(4) 區域內生性農企業(Region Endogenous Agribusiness)：促進農業與食品相關

 產業的合作、整合，互相有效的經營資源利用，累積創新與學習效果的實現，

 並擴大和發展與異業種或區域外的事業合作。 

 

(5) 女性創業(Women Entrepreneurs)：以農村在地的女性為主，舉辦農林漁業有

 關的創業活動。主要是以當地食材做為主要使用的素材，且以女性為經營主，

 做為收入維繫的活動 

 

(6) 農工商合作(Commerce and Agriculture Cooperation)：促立農工商等合作，制

 定政策支持。並由日本經濟產業省與農林水產省協力各中小企業與一級產業

 間合作條件的準備，創造出區域經濟的活絡化與日本經濟成長等商機。 

 

(7) 經營多角化、多就業化(Business Diversification and Employment)：不僅是提

 供農產物的經營方式，也包含服務型的農業經營活動，期待能創造出更多

 新農村商機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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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日本政府為了解推動六級產業化政策之成效，針對六級產業之經營

業者進行問卷調查，調查內容包括：(1)目前經營狀況、(2)投入六級產業化所採

取的對策、(3)經營課題、(4)未來發展方向等問題。調查結果摘要如下，由調查

結果可推論，六級產業化概念確實能改善農業生產者的經營模式，使經營者獲得

更多收益(孔維新，2013)。 

 七成農業生產者感到所得增加，打算今後進一步擴大事業 

六級產業化能帶來的優點調查，調查對象 74.5%認為「所得增加」，其餘還

有「擴大生產規模」、「建立企業經營模式」等回答。多位農業者在面談調查過程

中，表示六級產業化後採取直接販售方式後，能獲得價格的主導權，不易受到市

場流通的供需關係所左右。而今後經營上將採取何種策略，有 76.2%的受訪者表

示將「擴大」規模，維持現狀者為 17.7%，回答「縮小」和「廢止」者一共 1.2%。 

 

另外，踏入六次産業化的經營業者以種植蔬菜最多，接著為栽種果樹、酪農、

養豬、種稻等；販售形態有於自家店面內直接販售、至超市等處直接販售、網路

販售和通訊販售，以及委託道路「休息站」等內的直販所代賣。 

 

 商品的品牌化、確保人材、資金調度、市場力等為關鍵要素 

關於經營六級產業的最重要因素，有 67.3%的受訪者認為以「商品差別化、

品牌化」最為重要，回答「確保必要人材」的人數佔 55.8%，此外還有「順利調

度資金」、「開發商品，以維持市場力」、「努力經營，擴大銷路」等。可見一級產

業在農業生產技術外，也逐漸重視農產物加工與待客、營業、會計等的知識、確

保經營人材等。而六級產業經營業者平均花費 4.1 年才達到黒字化 (收入大於支

出)，許多受訪的農業者表示，為讓經營上軌道，必須制定細密且合理的長期資

金計劃，和採取穩固的策略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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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日本法律的核定條件與審核流程，截至 2016 年 1 月 14 日止，有關六

級產業化事業經核可的件數共有 2154 件，其中綜合化事業計畫核可件數有 2130

件，研發及成果利用事業計畫有 24 件，請參照表 1-3；以產業別區分，農畜產有

1871 件(87.84％)，林產有 96 件(4.50％)、漁產有 163 件(7.65％)。產品別以蔬菜、

水果、米、畜產以及漁產的比例較高，分別為 31.7%、18.5%、11.6%、11.6%與

5.8%，詳細分配於圖 1-9。若將綜合化計劃案例依照第一級產業、第二集產業以

及三級產業區分，加工及直銷所占比例高達 68.9%，其次為加工占 19.9%，加工、

直銷及餐廳占 6.6%，詳見表 1-4。 

表 1-3 綜合性計劃認定件數 

資料來源：日本農林水產省(2016) 

 

 

 

 

 

 

 

 

 

類別 比例（%） 

加工 19.9 

直銷 2.6 

出口 0.3 

餐廳 0.1 

加工、直銷 68.9 

加工、直銷、餐廳 6.6 

加工、直銷、出口 1.6 

資料來源：日本農林水產省(2016) 

圖 1-9 各產品佔綜合性計劃比例 
資料來源：日本農林水產省(2016) 

表 1-4 綜合性計劃於各產業級別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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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台灣借鏡日本六級產業化案例 

台灣與日本之農業結構相近，均屬小農經營為主，共同具有「消費者飲食習

慣改變」、「糧食自給率偏低」、「農業生產者高齡化」以及「農村人口老化」

等現象，所以日本推動的農業相關政策，對台灣農業極具參考價值。而台灣政府

為借鏡日本六級產業化政策，多次邀請在日本參與六級產業相關之從業人員、企

劃人員或六級產業成功案例來台舉辦座談會，台灣政府官員、學者或民間團體也

常赴日考察及觀摩，並針對日本六級產業政策提出研究報告。 

 

中國生產力中心6曾開課-六級產業企劃師班，課程目標在於培育專業的六級

產業企劃師，以「六級產業核心知能」與「企劃與問題診斷能力」為主軸進行課

程訓練，讓學員具備六級產業知識與企劃等專業能力。由此可知，台灣無論是官

方或民間均非常重視產業六級化的概念。 

 

 如此看來，國內專家學者普遍認為，日本六級產業化之概念確實能為台灣農

業帶來新的趨勢，即使兩國之間的農業結構與面臨的困境相似，但農業發展的歷

史背景與政策發展仍有所差異，且目前台灣也尚未擁有明確的六級產業化定義及

政策法令，因此，無論是推動任何與六級產業化相關之活動，或未來將建立六級

產業化專法，除了持續參考日本案例外，也應當考慮「當台灣的農業生產事業發

展成為台灣型態之六級產業時，其成功關鍵因素為何？」，藉由瞭解經營業者所

認為的各項關鍵成功因素及其重要程度後，才能針對台灣國內的農業產業六級化

發展進行相對應的政策研擬，形成立法之參考，亦即是本研究亟欲研討之課題。 

 

 

 

 

 

 

 

 

                                                 
6中國生產力中心：為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China Productivity Center ，簡稱 CPC）於 1955

年 11 月 11 日創立，宗旨在協助企業提升製造技術與管理水準，針對產業界進行企業管理諮詢輔

導與培訓經營管理人才，並與政府機構合作協助提昇台灣產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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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由前一章節可以發現，六級產業化顯然已成為台灣農業趨勢之一，本研究為

尋求改善農村現況的方法，欲更進一步瞭解源自於日本的六級產業化之農產品產

值升級概念，希望能藉由這個新的農業思維探討台灣的農業發展趨勢是否有潛力

發展為六級產業、而有辦法轉型成功的六級產業案例，其所具備的關鍵項目又需

要有哪些，成為本研究的研究動機。 

 

根據研究動機，本研究整理出以下三點研究目的： 

一、瞭解台灣型態之六級產業發展 

二、瞭解台灣六級產業經營的關鍵成功因素 

三、瞭解不同類別的關鍵成功因素，其重要程度是否有所差異 

 

為達成上述目的，擬定研究步驟為：先利用文獻整理之方法，瞭解台灣型態

之六級產業如何發展、關鍵成功因素之理論以及找尋台灣農業生產事業經營的關

鍵成功因素。若於文獻整理過後仍然無法針對台灣型態的六級產業關鍵成功因素

進行彙整或分析，本研究將選擇適合進行關鍵成功因素調查的研究方法設計問卷，

並針對台灣型態的六級產業經營業者展開調查，用以瞭解台灣六級產業經營業者

的關鍵成功因素，最後再透過統計分析瞭解不同種類的關鍵因素比重。 

 

 

 

 

 

 

 

 

 

  



16 

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欲瞭解台灣型態之六級產業，因此本章將透過文獻探討之方式於第一

節先整理台灣近年來農業的趨勢；於第二節比較台日間六級產業型態之差異後，

定義本研究認定之台灣型態的六級產業；且為瞭解台灣六級產業的關鍵成功因素，

將於第三節探討關鍵成功因素之理論、運用及分析方法，並透過文獻整理之方式

將台灣農業生產事業發展的關鍵成功因素歸納於本章第四節。 

 

第一節 台灣農業趨勢 

觀察台灣農業產值占 GDP 比率逐年衰退之現象，推測可能是傳統的農業功

能、生產方式及經營模式已無法滿足現代社會的多元化需求，應該隨時代進步而

改變，以下列舉多位專家學者對台灣農業發展的看法與建議。 

 

2.1.1 新型態農業功能與範疇 

  事實上，近年來的台灣農業發展有從過去單純以生產為主軸的傳統經營方式，

逐漸朝向強調農業的社會價值、環境價值等功能性發展，如景觀資源、生態資源、

文化資源等；政府也提出「新農業」概念的政策，其範圍不僅較寬廣，更注重觀

光休閒、環境教育以及永續發展等面向，並突顯農產品以外的附加價值，使新型

態的農業功能性呈現多元化發展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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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希煌7
(2006)認為台灣農業所面臨的不再是技術面，而是經濟面的問題，且

二十一世紀是知識經濟的時代，台灣農業必須因應時勢潮流，加速角色及功能調

整，由數量經濟轉向知識經濟發展，將資訊科技知識及文化知識附加於農產品，

結合資訊傳遞與網際網路功能，開發現代化運銷通路，建立以科技創新資訊及知

識經濟為本的現代化產業，以提高農業競爭力及附加價值。 

 

陳在同一書中提到，農業部門也將善用其非貿易財特質，結合觀光遊憩，食

品加工(讓至農漁村休閒之遊客終年均有農產加工品可購買，也可避免產銷失衡

時的不利影響)，農村民宿、地方文化特色(如溫泉、觀光遊憩漁港、茶莊、酒莊

等)、老人退休安養，透過整合建構遊憩動線規劃，以提供國民高品質的遊憩選

擇，並提供下一代實際體會農耕經驗。 

 

 

 

吳榮杰8
(2004)認為「在國際競爭的大環境下，農業經營政策將從過去以提高

生產力為重心轉變為以提升競爭力為主軸；在知識經濟9的時代裡，農業經營也

須朝向市場化、商業化、企業化及國際化的方向發展。」並於文章中提到，農產

品貿易自由化將在國際間引發並突顯「農業多功能性」的理念，且強調農業在提

供農林漁牧產品外的「多功能價值10」，農業的新面貌將從「提供農產品」的傳

統產業全面發展為「精緻生活的產業」。 

 

另外，吳亦認為若能將休閒農業結合產業特性、環境景觀、地方特色及文化

教育的在地產業，使進口農產品較無法取代，可以減輕農產品貿易自由化的衝擊，

且國人對休閒旅遊之需求日益殷切，故國內精緻化的休閒農業在自由化環境下仍

有其發展空間。 

 

                                                 
7曾擔任農委會主任委員。 
8國立台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教授。 
9知識經濟狹義指的是 1990 年代以知識與資訊通訊科技為基礎的美國新經濟，且常與網路經濟、

資訊經濟及數位經濟視為同義詞。廣義指的是以知識的生產、擴散與應用為基礎的經濟，異於以

土地資源為基礎的傳統農業經濟，以及以原材料和能源為基礎的工業經濟(陳若寧，2002)。 
10農業多功能價值源自於多功能性農業(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其觀念的形成主要在回應大

眾對農業與農村地區重大與廣大改變的關懷，例如農業雖然在農村經濟上仍然扮演重要的角色，

但其重要性已經降低，社會對農業扮演的角色另有期待，這些期待包括環境與景觀維護、水管理、

洪氾管制、社會照顧及文化承襲等。因此，多功能性被認為是一種新的一統性典範，用以引導符

合新社會需求的後現代農業(李承嘉等人，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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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土地價值與多功能性的領域裡，李發現在 1980 年代前有關農村土地價值

的研究中農村土地之價值主要被定位在生產或市場的價值，但是已開始提及農村

土地的寧適性，1980 年代後，更多研究開始注重農村土地的非經濟價值及內在

價值，而近年的研究傾向於探求多元化及與農村土地的功能連結，其認為農業的

價值與其功能性應該被重新定義。圖 2-1 為李承嘉(2012)於書中所列舉之農村土

地的功能與價值，其認為土地所帶來的功能非常多元，又從不同的功能性衍生出

附加價值。 

 

 

圖 2-1 農村土地的功能與價值 
資料來源: 李承嘉(2012)，「農地與農村發展政策－新農業體制下的轉向」，頁 35，圖 2-1。 

 

 在農委會(2012)出版的-「耕耘台灣，農業大世紀」一書內提到，傳統的農業

結構已逐漸轉型，新世紀農業風貌的呈現為：注重永續發展與健康農業、農業企

業化經營管理、建立農產品價值鏈體系、農業休閒化與休閒農業化概念的興起、

重新形塑農業價值，以及扶植具市場潛力之農產品以拓展國際市場等方向。近年

來消費者飲食健康與環境保護意識提升，社會開始強調安全且健康的農業生產方

式，安全農業11、永續發展與健康農業(有機農業12
)將會是未來農業發展之主流；

                                                 
11安全農業：即為經過第三方公正單位驗證的農產品，農藥及化學肥料為早期農業生產所必須，

1960 年代由於糧食增產的需要，使用量更是大幅增加，其負面影響也開始浮現，若能適當管制

農藥和化肥的使用，並透過法令來具體監控環汙，即可達到安全農業之目標。農委會因此推動許

多農產品驗證制度，如吉園圃、CAS 優良農產品、產銷履歷及有機農產品標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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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隨著社經環境改變，再加上有計畫之農村優質生活空間的營造，如今將農業部

分轉型成為休閒農業13，也成為世界各國的潮流。 

 

 廖憶華(2014)依據多篇國內學者分析我國農業或農地功能之相關文獻，彙整

出其認為我國農業的功能與價值，如下表2-1所示。 

 

表 2-1 我國農業的功能與價值 

生產功能 
糧食安全 保障糧食安全及品質 

發展農村經濟 縮短城鄉差距、均衡區域發展 

生活功能 

社會及文化資產 傳承農村歷史文化、建構農村社會體制 

農村遊憩 農村休閒旅遊、觀光農場 

環境教育 透過農場工作學習能促進反思農業存在的重要性 

生態功能 
生態環境保育 

生物棲息 

涵養水源 

維護土壤地力 

淨化空氣 

創造及保護農村景觀 形成優美田野景致 

資料來源：廖憶華(2014)「日本與台灣農業環境政策之比較」，頁 26，表 2-4。 

 

陳保基14於 103 年 5 月的總統府月會報中提出，應該將舊有的農業相關定義

更改為新農業之範疇，如表 2-2 所示。 

表 2-2 新農業之定義 

定義 農業(依農業發展條例) 新農業 

農業 

利用自然資源、農用資材及科技，

從事農作、森林、水產、畜牧等產

製銷及休閒之事業 

1.產製銷及休閒產業 

2.農業結合跨領域、周邊產業 

3.擴大加值服務 

農產品 農業所生產之物 
1.農業所生產之物、衍生品 

2.農業科技成果、品種、資材、農業機械 

農民 直接從事農業生產之自然人 農業從業人員 

家庭農場 
以共同生活戶為單位，從事農業經

營之農場 

產銷班、小地主大佃農、農企業 

(緊密與農業生產、銷售連結的企業) 

資料來源：103 年 5 月總統府月會報 

                                                                                                                                            
12有機農業：最早之概念由美國的 Jerome Irving Rodale 於 1940 年代時，提出「有機耕作(organic 

farming)」一詞；而真正興起則是在 1962 年，美國作家 Rachel Carson 發表《寂靜的春天(Silence 

spring)》一書後，讓世人驚覺環保問題的重要性。有機農業必須「遵守自然資源循環永續利用原

則」，不使用合成化學物質，強調水土資源保育與生態平衡之管理系統，生產自然安全之農產品。

因此有機農業除能提供健康與安全的農產品外，且可維護環境與生態。 
13

1992 年 12 月 30 日，政府公布〈休閒農業區設置管理辦法〉，將「休閒農業」用詞定義為：「指

利用田園景觀、自然生態及環境資源，結合農林漁牧生產、農業經營活動、農村文化及農家生活，

提供國民休閒，增進國民對農業及農村之體驗為目的之農業經營」。 

（參考農委會(2012)『耕耘台灣，農業大世紀』，頁 518-519、524-527、537-538） 
14曾擔任農委會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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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以上看來，農業相關產業的新體制、新範疇非常多元，其附加價值不同凡

響，若是將之計算肯定非常可觀。孫智麗15
(2013)於其編著的書中提到，以農業

的經濟效益而言，雖然我國初級產業總產值不到GDP的2%，但若計算農業部門

衍生產值與附加價值對總體經濟的貢獻，應將上下游產業關聯性一併考量。農委

會曾委託中央研究院依據行政院主計處發布的產業關聯表，估算2010年台灣農業

部門與相關產業對總體經濟的貢獻，結果顯示創造出新台幣1.53兆元之附加價值，

相當於該年全國GDP比重的11.21%，由此可見新農業範疇具有相當大的潛力。且

根據Nature期刊1997年所發表之研究報告指出，全球以農業為核心之生態系統服

務所產生的附加價值介於16~54兆美元之間，平均為33兆美元，相當於當時全球

GNP的兩倍。台灣經濟研究院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也根據其後續相關研究推估，

台灣農業生產之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可達新台幣3.99兆元(孫智麗，2013)。 

 

從上述資料可以理解，農業部門之重要性除了以經濟效益來衡量之外，尚具

有保護自然環境、維護鄉村景觀與奠定區域發展等外部效益(externality)功能，而

近年所提倡的新農業體制，其範圍與定義相較於以往的農業生產不僅更寬廣，也

開始注重觀光休閒、環境教育以及永續發展等多元化農業功能，也為農業創造出

農產品以外的附加價值。無論是對經濟的貢獻或帶來的外部效益，農業相關產業

均具有非常龐大的價值，若農村地區或農事者能獲得相對於這些價值的合理收入，

勢必能增加農家的全體收入，進而提升青年人從事農業事業之意願。 

  

                                                 
15台灣經濟研究院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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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農業企業化發展 

農企業為Agriculture與Business所構成之名詞，此概念最早由戴維恩於 1955

年時提出，目的是將企業經營16的概念引入農業，其認為農企業為農業因應社會

經濟發展與成長，農業經營目的有所改變，演進到一定階段後必然會出現的一種

產業形態與現象，如圖 2-2 所示(謝俊雄，2002)。 

 

 

圖 2-2 農業發展趨勢 

資料來源:整理自謝俊雄(2002) 

 

蘇仲卿(2009)認為台灣傳統的農業經營型態，最大的弱點是一個經營體是一

個小農家，又因為生產的物種多，不但是一個農家的生產力非常有限，政府的行

政管理頭緒多，因而收益對投資的比例遠比不上其他行業。若要去除經營體規模

小的弱點，依據單薄的物理結構可以互相連結形成牢固的複合結構體的原理，結

合小農家構成大農場是當然的策略。 

 

然而，台灣法律卻尚未明確定義農企業之範疇。若以農企業法人的相關規範

來判斷，農企業法人可分為農民團體、農企業機構及農業試驗研究機構等三類，

依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第七款規定，「農民團體」係指農民依農會法、漁會法、

農業合作社法、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所組織之農會、漁會、農業合作社及農田水

利會。同條第八款規定，「農業企業機構」係指從事農業生產或農業試驗研究之

公司。而同條第九款規定，「農業試驗研究機構」係指從事農業試驗研究之機關、

學校及農業財團法人(師俊倫，2005)。 

                                                 
16企業管理係指將企業的資源，如人才(Man)、資金(Money)、機器設備(Machine)、原物料(Material)、

市場(Market)、方法(Method)、工作精神(Morale)等企業功能，運用計畫、執行及控制等進行管理

(Management)，匯聚眾人的力量，經由經濟原則提高效率、以達成方向與目標，以上簡稱為 8M，

是企業構成之要素。 (賀文，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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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認為此三類農企業法人中，「農民團體」諸如農會、漁會、農業合作社及

農田水利會之認定皆有法律可資依循，「農業試驗研究機構」限於機關、學校及

農業財團法人，亦較為嚴謹，但若是以「農業企業機構」而論，僅稱為「從事農

業生產或農業試驗研究之公司」而已，定義上較為寬鬆。 

 

農企業之定義在美國相關書籍上可分為狹義與廣義，狹義的農企業指對農業

生產部門的投入，如化學肥料、農機具經銷、飼料、種苗供應、農業信用或金融

的服務等。廣義的農企業則可劃分為以下四類，一是農業資源投入部門，如飼料

業、肥料業、農藥業、農業機械業、種苗業等，屬於生產要素型農企業。二是土

地型生產部門，如農、林、漁、牧、蠶桑等，屬於農場型農企業。三是農產品加

工部門，如農藝產品加工、園產品加工、家禽畜產品加工、水產品加工、木材加

工等，屬於加工型農企業。四是農業服務部門，如農業金融、生鮮超市、休閒農

業、觀光農場、農產品倉儲業與運輸業、農產品行銷通路成員、農民團體等，屬

於服務及行銷型農企業，如圖 2-3 所示(謝俊雄，2002)。

 

圖 2-3 農企業範疇 

資料來源:整理自謝俊雄(2002)，頁 27，圖表 2 

 

 

謝俊雄(2002) 於「農企業經營與管理」書中提出「有關農業經營的個體，

講求目標利潤化、產品商業化、工作效率化及運作組織化」即可定義為農企業，

並將其過程稱之為農企業四化17。 

                                                 
17

(1)目標利潤化:傳統農業經營常以自給自足為目標，但農企業觀念則必須以創造利潤為目標，

因無利潤之經營既無法維持經營體之生存，對社會資源亦是浪費。利潤有管理利潤、創新利潤、

風險利潤、景氣利潤、機會利潤等，故沒有以創造利潤為目的之農業經營觀念，無法稱為農企業。

(2)產品商品化:農場或農產品加工廠之產品不能稱之為商品，產品商品化是指有形或無形產品在

市場上推出，能被市場所接受的程度，亦即產品具有商品價值的程度，而農產品具有商品價值的

程度，常與供需關係及產品品質關係密不可分。(3)工作效率化:農企業為「把事情做好」，或以最

少投入來達成目標，應講求工作效率化。而工作效率化在企業管理上有很多方法，例如 6S 原則、

3S 原則、顏色管理、看板管理、機械代替人工、規模經濟、動作經濟原則及避免浪費原則。(4)

運作組織化:運作組織化指企業功能及管理功能的運作程度，其目的在以高效率達成既定效果。

為求運作組織化，目前台灣農業有政府鼓勵成立之產銷班即是一例，而策略運作更為需要，例如

策略聯盟，或由已具規範的較大企業帶領其他相關小農企業，都是運作組織化(謝俊雄，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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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成功經營一個企業，勢必需要建立企業經營與管理的良好方式，對農企

業而言也是相同之概念，謝認為「農企業經營」指的是應用智慧及經驗，在不充

分又不完整資訊下，衡量農企業自己所擁有的條件，運用經濟原則，決定帶有風

險的事業方向與目標。而「農企業管理」為將農企業的資源(8M)運用計畫、執行

及控制等管理功能，匯聚眾人的力量，經由經濟原則提高效率、以達成方向與目

標。即是將企業的經營與管理方式直接帶入農業領域運用(謝俊雄，2002)。 

 

透過瞭解上述農企業定義與經營管理之方式後，本研究發現可以在台灣現存

的農業相關組織中確認許多可以被歸類為農企業的案例，有些以獨立農戶名義開

公司，如欣樺種苗、溪和食品、立川漁場等；有些則以農民團體型態成立，如雲

林縣東勢果菜生產合作社、彰化縣菇類生產合作社、新化鎮農會食用甘藷產銷班

等。雖然仍會有些差異，但是無論是哪一種型態，都有成功將企業的經營與管理

方式帶入農業領域運用的案例，可見農業企業化為台灣農業發展策略中的一種趨

勢，而此農業型態轉變的現象，正是與日本發展六級產業化政策的核心極為接近

的思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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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農業生產事業結合產業價值鏈之轉型 

價值鏈(value chain)之概念為Michael Porter於1985年提出，若一企業要發展

獨特競爭優勢，或創造更高的利潤，策略即是將企業的經營模式解構成一系列的

價值創造過程，而此價值過程的連結即是價值鏈；一般企業通用的價值鏈可分別

為主要活動與支援活動兩類（圖2-4），而價值鏈是將供應鏈18的意涵加以延伸。

以這個方向加以思考，代表只要能在供應鏈體系中創造出新的附加價值，就可以

強化該企業之競爭優勢(孫智麗，2013)。 

 

 

圖2-4 企業價值鏈 

資料來源: M. Porter (1985), Competitive Advantage. 

 

Porter另外在1990年提出產業價值系統(value system)的觀點，其認為將不同

企業所處的產業環節串聯後，將構成該產業的價值鏈，而企業價值鏈乃附屬於這

個體系之下。產業價值鏈包含上游供應商，提供價值鏈最一開始所需的原料、零

件、設備和採購等，及下游的行銷通路與末端消費者(孫智麗，2013)。 

 
圖 2-5 產業價值鏈 

資料來源:孫智麗(2013)，「從價值鏈觀點看農業產業化發展之整合策略： 

供應鏈聯盟 vs.開放式創新聯盟」，農業生技產業季刊，35 期，頁 69，圖二。 

                                                 
18供應鏈的觀念是由物流(logistics)管理演變而來的，但是直到 1980 年代初期，才由 Oliverand 

Webber(1982) 提出供應鏈管理的觀念，主要著重於尋求供應鏈體系中各企業間資源與流程的整

合性績效，視整個供應鏈組成成員為一體，組織間的成員彼此分享資訊與完成共同的企業目標�

在滿足客戶需求下達成整體利潤極大化；另根據美國供應鏈協會(Supply-Chain Council, 2004)定

義，供應鏈範圍由上游之供應商至下游的消費者，包含產品或服務，由生產交付至客戶的過程中，

藉由一整體的網路設計資訊流、物流、金流，來完成傳送產品或服務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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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希煌(2006)認為自 1950 年後，台灣農業一直在數量經濟中打轉，甚至現

今的農產品還在傳統市場內論斤秤兩，未能有效將之市場化與商品化，農產品知

識經濟之附加價值不足，無法提升競爭力，因此提出「農民應得利潤=田間利潤

+加工利潤+運銷與貿易利潤」之看法。其認為農民不僅要賺取田間的利潤，也

該賺取食品加工及農產品運銷與貿易之利潤，其中以食品工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農產品加工除了可提高農產品的附加價值外，還能將農業導向二級產業，推動加

工策略聯盟，篩選具有市場性、可有效解決農產品產銷失衡問題、投資具有永續

效果的農產品加工項目，將科技、產業文化及地方特有技藝的農業知識市場化。 

 

 陳保基於 2012 年台灣農村經濟學會年會暨農業經濟學術研討會上致詞時曾

強調，新進青年農民與現代農民應該要突破傳統經營模式和擴大經營規模，並以

實現六級產業為目標，亦即結合生產、加工及品牌行銷、農業休閒等一體化提升

附加價值，以獲得從生產到販售的利益。農業價值鏈的主要活動包括市場研究、

研發、生產、加工、包裝、儲運、行銷管理、售後服務及產業關聯(圖 2-6)。 

 

圖 2-6 建構農業價值鏈之通則 
資料來源: 陳保基，2012。 

 

 

綜合上述看來，不少研究人員、學者與政府官員認為台灣農業應該導入產業

價值鏈之概念，農業不能只停留在初級生產的角色，應適當的結合上游供應商或

下游加工、經營通路、服務銷售等角色經營，其中以跨足農產品加工及自行銷售

農產品為較低的門檻，若農業生產者可以擁有二級加工或三級服務銷售所帶來的

農產品附加價值，勢必能讓農家獲得更多收益；本研究認為這種概念與源自於日

本政府所支持之六級產業非常類似，甚至可以被認定為是六級產業的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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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台灣型態之六級產業 

統整上述專家學者對台灣農業發展的看法與建議，本研究認為六級產業概念

確實能將之包含在內，欲在台灣發展六級產業是可行的。若將六級產業定義為「一

級農業結合二級加工與三級服務銷售」的農業結構，則在台灣應該可以確認到已

有許多成功發展的案例。政府曾針對台灣主力農家19進行調查報告，發現若農家

經營能結合二級加工或三級的休閒農業發展，則可以獲得更多收入。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於「102 年度主力農家概況調查報告」結果可得知，農業

生產者若將自家所生產之初級農畜產品自行加工或委外加工，平均加工報酬率為

101.2%，亦即原來銷售該項初級農畜產品可獲取 100 元，若將其投入加工後再銷

售，可額外獲取 101.2 元之收益，其中以食用油脂製造之加工報酬率 170.7％為

最高，而家數最多的為製茶業，共 3,234 家，加工報酬率為 107.6%(表 2-3)。 

 

表2-3 經常從農主力農家自家農畜產品加工情形(按加工類別分)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102 年度主力農家概況調查 

 

若將有兼職經營休閒農牧業者的農家收入與無經營者相比，則前者比起後者

平均多出35.3%；依主要經營種類觀察，有經營休閒農牧業者以果樹栽培業、蔬

菜栽培業之家數較多，以稻作栽培之報酬率增加204%為最高；而家禽業為唯一

負成長的產業，本研究猜測其原因為專職家禽業者的飼育方式以密集式籠養居多，

相同土地面積飼養密度高，而兼職休閒農場的家禽飼育業者飼育的規模相對小，

且飼養密度較低，因此家禽業兼職經營休閒農場後的報酬率反而下降(表2-4)。 

                                                 
19
農委會對「主力農家」定義係指戶內有 65 歲以下從農者，全年農牧業收入 20 萬元以上，「經

常從農主力農家」定義：係指戶內有 65 歲以下從農者，且其全年從事農牧業工作日數在 90 日

以上，即是真正以農業為主要收入之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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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經常從農主力農家全年農牧業收入(按主要經營種類分)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102 年度主力農家概況調查 

 

綜合表 2-3 與表 2-4 的結果可以推論，農業生產者若能將一級產的農業生產

結合二級農產品加工與三級的服務銷售，確實能比單純從事農業生產得到更多之

報酬；以整體而言進行農產品加工之報酬率為 101.21%，較有兼職經營休閒農牧

業者農家之 35.3%報酬率高，可見農產品加工所帶來的附加價值明顯高於休閒農

業，是屬於提升農產品價值的核心步驟。 

 

而台灣除了主力農家開始轉型外，農民團體將農業生產結合價值鏈之概念的

案例也不少，例如信義鄉農會的梅子夢工廠、雲林縣漢光果菜生產合作社以及台

南新化區食用甘藷產銷班的瓜瓜園等，皆是農民團體成功將初級農業結合二級加

工、三級服務銷售所形成的六級產業。由此可知台灣的確有許多成功發展為六級

產業的案例，但是台灣型態的六級產業與日本型態是否有所差異，本研究將在下

一個段落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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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台日間六級產業型態之差異 

 若將農業價值鏈串聯之概念認定為「一級農業生產結合二級加工與三級服務

銷售」，則這種結構有兩個型態，分別為「以一級農業為核心發展，結合二級加

工、三級服務銷售(1×2×3)」與「一級、二級、三級產業共同組成聯盟，分工合

作 (1+2+3)」，前者在日本被定義為六級產業，後者則是被稱為農工商合作20。雖

然皆為農業價值鏈串聯後所形成的產業，且最終效益都等於 6，但日本學者認為

兩個型態之間仍有差異，後久博(2013)也於書中將日本六級產業與農工商合作進

行比較，認為共通點及相異點如下所示(表 2-5)。 

 

共通點： 

(1)一級、二級、三級的架構類似，形成該結構的原因為－若要活化農林漁業發

展，單靠農業難以解決問題，而應吸納二級、三級產業並攜手合作，且運用

在地資源時，若事業規模大較能推動整體發展。 

(2)皆運用農林漁產品的在地資源。 

(3)以活化在地發展為目標，從單有原料、素材的專業，跨入加工、直接銷售，

並與其他產業合作，開發全新商品或服務，創造在地工作機會。 

 

相異點： 

(1)農林漁業的定位有所差異，六級產業是以農林漁業為主體，即是將二級、三

級產業納入農林漁業的方式，而農工商合作是各自獨立，運用彼此的優勢並

合作，兩者做法有所不同。 

(2)業務主導者不同，六級產業化是以農業主導為核心，而農工商合作則是由食

品公司等的工業主導，或具備銷售能力的商業主導型態居多。 

(3)業務規模不同，六級產業化的規模不至於過大，農工商合作則因具備相當規

模而形成產業化。雖難以用金額區隔，但六級產業化的規模上限標準約是一

億日圓，農工商合作的規模，涵蓋範圍是由小至大都有。 

 

 

 

 

 

                                                 
20農工商合作：為以農(一級產業)、工(二級產業)與商(三級產業)，以及學(大學、醫學、研究機構)

或地方自治團體等合作，運用彼此的優勢，創造附加價值，在地方開創新興業務或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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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日本六級產業與農商工跨產業合作之比較 

 
六級產業 農商工跨產業合作 

共通點 

1. 皆由一級、二級和三級產業構成。 

2. 活用環保的地區資源。 

3. 目標皆為活化區域。 

差異點 

農林漁業跨足二級、三級產業 農商工等發揮各自強項 

農林漁業主導 大多為商業工業主導 

小農為主體，平均規模較小，以日本

為例大多不滿一億日圓 
企業為主體，平均規模較大 

資料來源：後久博(2013)，頁 9，表 1-11。 

 

 

然而台灣型態的六級產業相關文獻中，卻沒有刻意將上述兩者分開討論，無

論是否以農業為核心發展，在台灣觀點皆被稱為六級產業。以下為專家學者對台

灣型態六級產業之看法： 

 

苗志銘21認為，過去一級、二級、三級產業分野清楚，如今界線已經模糊，

因此一級產業業者為發展更符合消費者需求的產品，積極融合二、三級產業的特

色與資源，朝製造加工與通路邁進；屬於二級產業的製造加工廠，為更謹慎掌握

上游原料以及下游消費者需求，也分兩邊尋求融入一級與三級產業元素，為自己

建立更堅實的競爭力(劉麗惠，2014)。 

 

蘇錦夥(2014)於書中認為六級產業為「結合一產農業、二產工業及三產服務

業之優勢組合(1+2+3=6)與優勢融合(1×2×3=6)，以產生同業或跨業整合的最大綜

合效應」。在其觀點中，台灣的六級產業可分為以下四類：農業型六產(如立川魚

場、芝林觀賞魚)、工業型六產(如巨大機械)、商業型六產(如欣葉餐廳、鬍鬚張)

及生活型六產(如薰衣草森林、新港香藝文化園區)。 

 

蘇認為六級產業應結合「感質22」的元素，只要顧客認為物超所值，價格再

高也會有人願意購買，而感質是品質的衍伸，藉由魅力、美感、創意、精緻與感

性工程的呈現，建構出獨特性與共鳴度來加深消費者身歷其境的體驗。 

                                                 
21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研究發展處研發長。 
22感質:一詞源自於拉丁文「Qualia」，是哲學用於所有感官現象的藝術用詞，由日本 Sony 前社長

出井伸之首先應用於產業發展，並認為感質是「用眼睛看、用手摸就可感受到心弦受到撥弄般喜

悅的一種感覺」。藉由提供一定品質的產品、服務或是消費的過程中，讓人們留下驚奇的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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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麗惠(2014)透過與專家學者訪談後，認為台灣產業轉型為六級產業的過程

可分為一產六級化(1×2×3)、二產六級化(2×1×3)與三產六級化(3×1×2)，且一級、

二級、三集級產業因各自發展的脈絡不同，朝向六級化的具體執行方針也各有所

差異，詳細說明如下： 

 

一產六級化即為農業六級產業化之概念，擴大農業規模與提升農產品附加價

值是發展農產六級化的重要策略。而隨著消費者對健康飲食的重視，屬於二級產

業的食品加工廠，積極跨向一級產業，為掌握上游原物料以創造更優質健康的產

品，另因網際網路盛行，且追求文創的風潮鼎盛，食品加工廠積極融合網路與文

創，朝三級發展，形成二產六級化之現象。 

 

三產六級化的產業類型則比較廣泛，如通路商以「通路」優勢，結合在地文

化、體驗經濟與感動行銷，往一級、二級產業延伸，創造更多元服務；餐飲業以

融合一級產業的在地食材、二級產業的規模經濟與標準化生產，結合三級產業創

意美學經營品牌，形成獨特的六級產業；物流業則將物流系統與農產電子商務整

合，打造出客戶交易的網路平台，讓經過挑選的農戶將產品上架，使物流業能更

深入了解一級產業的銷售需求，進而提供農產直銷、企業送禮、試吃試用等服務

模式，成功將傳統的運輸業轉型為服務業(劉麗惠，2014)。 

 

透過上述關於整理比較日本與台灣對六級產業觀點的差異後可以發現，國內

對於六級產業之認定範圍非常廣，並非只能套用於農業發展，工業、餐飲業、科

技業及物流業等各階級似乎都可以使用這個概念。台灣的農業型六產(即一產六

級化)與日本的六級產業農業政策較相近，皆是以農業為核心發展，拓展至二級

與三級而形成的產業；而雖然台灣的二級、三級產業均有朝向六產化發展之趨勢，

但跨業結合的目的在於創造出原有產業之外的附加價值，並不強調在地資源運用

或以活化地方發展為目標，結合一級產業並非必要，雖與日本的農工商合作類似，

卻仍有所差異。 

 

本研究認為，雖然國內的工業型、商業型六產雖能以契約價格收購農產品，

或進行計畫性生產來穩定農民的收入，但若要活絡地方、帶動農村發展，仍然是

以農業為核心主導的六級產業較為合適；透過農業轉型並使農產品產值升級後，

除了可以提高農業生產者的收入外，當產業面臨劇變時，農家能擁有更多元的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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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方式，因此本研究卻認將以農業型的六級產業進行後續研究，工業型與商業型

的六級產業則不予納入考慮。 

2.2.2 台灣農業型六級產業之定義 

 儘管農業型六級產業之概念於台灣已被討論許久，政府卻尚未明確定義六級

產業之範圍，本研究參考孔維新(2013)於研究報告中對六級產業的分類方式23後，

將我國農業經營方式區分為如表 2-6 所示之七種樣態，選擇以一×二×三級(產製

銷一體)方式所組成的農業類別做為本研究認定的「六級產業」主要型態，並將

後續研究中所使用的「六級產業」名詞定義為「以一級農業為核心發展，結合二

級加工與三級服務銷售的農業生產事業」。 

 

表 2-6 台灣農業經營方式分類 

一級×二級 

1. 農業生產+加工 一級×二級×三級 

1. 生產+加工+國內直接販售 

2. 生產+加工+出口 

3. 觀光休閒型農業+加工 

一級×三級 

1. 生產+國內直接販售 

2. 生產+外銷出口 

3. 觀光休閒型農業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3其將六級產業分類為七個型態：一級×二級為(1)加工，一級×三級為(2)直銷(3)出口(4)休閒農業，

一級×二級×三級為(5)餐廳(6)加工+出口(7)加工+直銷。本研究認為餐廳應屬於生產+加工+直銷類

別，且台灣觀光休閒農場盛行，雖營收不一定以農產品為主，但仍有進行農業生產，因此將有結

合農產品加工之觀光休閒型之農業也列入台灣行六級產業之類別(詳見表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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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關鍵成功因素 

 本研究欲瞭解台灣六級產業成功案例所具備的特質，將以六級產業經營者為

詢問對象，收集其所認為之關鍵成功因素。然而關鍵成功因素有什麼特性、對企

業究竟有何影響、尋找關鍵成功因素之方法為何，都將成為展開一級資料收集的

事前功課，因此本小節將透過文獻整理方式，瞭解成功關鍵因素之概念。 

2.3.1 關鍵成功因素概念的起源 

 關鍵成功因素主要是由「關鍵」、「成功」、「因素」三個概念所構成，而這三

者的重要程度卻並不相同。企業不僅需要縝密的計畫，更需搜尋致勝的關鍵，評

估每一個因素是否能成功、是否為關鍵，企業唯有將資源投入於關鍵所在，才能

夠真正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若投注於非關鍵所在，則容易處於事倍功半之慘

況。 

 

 「關鍵成功因素(Key Success Factor, KSF 或稱 Critical Success Factor, CSF)」

是麻省理工學院所提倡的一套用以界定組織資訊需求的分析方法，其假設為：任

一個組織要經營成功，必須要掌握一些重要的因子，若不能掌握這些因素，就可

能導致失敗；關鍵成功因素對於企業而言，是公司成敗的主要關鍵，是擁有競爭

能力的首要條件，也是對於規劃與決策時的重要依據(宋家安, 2012) 。 

 

 「關鍵成功因素」之觀念最早起源於組織經濟學者 John R. Commons(1934)

所提出的「限制因子」之觀念，並將其使用於經濟體系中的管理及談判之運作上。

其後美國學者 Chester I. Barnard 於 1948 年將限制因子運用於管理決策理論上，

認為決策所需的分析工作，事實上就是在找尋「策略因子」。 

 

真正的關鍵成功因素觀念出現在 Daniel D. Ronald(1961)所發表的

「Management Information Crisis」文章中，他以管理資訊系統的觀點闡釋成功因

素(success factor)的觀點，其認為一個公司的資訊系統必須經過分辨與選擇，集

中於產業的成功要素上，大部分的產業都具有三到六項決定是否成功的關鍵因素，

若一個企業想成功，則務必要將這些關鍵因素做得特別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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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後的研究大多沿用 Daniel 的概念，將其運用於管理資訊系統，開始有學

者將關鍵成功因素導入策略過程，藉以評估企業的競爭地位，或將關鍵成功因素

的概念作為策略選擇的依據，形成在管理上的運用有日漸廣泛之趨勢。近年諸多

學者將關鍵成功因素應用於策略管理領域上。 

 

 Aaker(1984)更進一步將企業的關鍵成功因素定名為實質競爭優勢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SCAs)，他強調企業的關鍵成功因素，必須

與產業環境中的關鍵成功因素相互配合，即能產生實質差異價值的實質競爭優勢，

關鍵成功因素因產業種類與特性而異。 

 

 早期關鍵成功因素的研究中，對於名詞的定義有分歧，但 1978 年以後，越

來越多學者針對關鍵成功因素展開研究，因此對於使用的名稱、定義也趨於一致。

在策略管理領域中，學者大都以“key success facor, KSF”來統稱「關鍵成功因素」，

因此本研究也以「key success factor」來定義關鍵成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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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關鍵成功因素之定義 

 由於關鍵成功因素會隨著產業、時間而改變，且隨著學者在不同領域的研究

而略有異同，所以文獻上會顯現出多種不同的解釋與定義。（王居卿等人，2003）

本研究彙整國內外學者對關鍵成功因之定義，並將其區分為「企業管理與策略規

劃」及「產業分析與競爭優勢」的兩類，整理以下分別代表這兩類領域中的多名

學者對關鍵成功因素之看法。 

 

一、企業管理與策略規劃觀點： 

 Hofer & Schendel (1978)認為關鍵成功因素是一些變數，管理者對這些變數

的決策，實質的影響企業在產業中整體的競爭地位，並提出「關鍵成功因素」分

析包含總體環境、產業環境與企業本身等三個層次，並將三個不同層次之關鍵成

功因素與策略規劃程序建立連結。 

 

 Rockart（1980）認為關鍵成功因素存在於企業有限的幾個領域，如果能在

這幾個領域做好、做對，即能保證企業有較佳的競爭績效，這幾個有限且重要的

領域可協助決策階層管理者決定目標及應注意的資訊依據。並指出由於企業本身

的資源有限，為了獲得成功必須將資源投注在少數的工作或領域上，因此管理者

應先確認該企業的關鍵成功因素有那些，將企業的資產與能力投入正確的因素，

在這些有限而重要的領域中做對做好，企業才能有較佳的競爭績效 

 

 Leidecker& Bruno (1984)認為關鍵成功因素是一些特徵、條件或變數，若它

們被適當的支持、維護、或管理，則可以對某一特定產業中公司的成功有重大影

響。關鍵成功因素可以是一種特徵，如價格優勢；也可以是一種條件，如資本結

構或優勢的顧客組合；或是一種產品結構特徵，如垂直整合。 

 

 范祥雲(1995)指出，以往關鍵成功因素的歸納與確認過程中，看法或認定上

有不同的見解，大部分的研究是以某些績效衡量指標來對於企業是否成功進行評

估，若在這些績效指標中表現良好，或是達到事先設定的目標，稱為成功。 

 

 吳宗璠、謝清佳(2000)認為任一個組織要經營成功，所必須要掌握的一些重

要的因素，若不能掌握這些因素，就可能導致失敗；一般而言，成功與否的關鍵

因素大約是六至十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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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慶得(2001)提出，早期關鍵成功因素都應用在管理資訊系統，而近年則擴

展至策略管理的領域中，關鍵成功因素儼然成為管理的利器，成為獲取競爭能力

的必要條件，也成為在規劃與決策時的重要考量。 

 

 

二、產業分析與競爭優勢觀點： 

 Ansoff(1984)將「關鍵成功因素」定義為：「企業運用獨特的資產、技術、資

源及活動，發展具有較競爭者更有利的地位，以保障企業能夠獲利的必要競爭性

因素」。 

 

 David A. Aaker(1984)認為「關鍵成功因素」的尋求來自產業分析，他從策略

性市場分析的角度而定義：「係指一產業最重要的競爭能力或競爭資產，成功的

企業通常在關鍵成功因素的領域是具有優勢的，不成功的企業通常缺少關鍵成功

因素中的某一個或幾個因素，唯有把握住產業的成功因素，才能建立持久的競爭

優勢（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s）。」同時他認為「關鍵成功因素」會

隨產業環境的變化而改變。 

 

 Hofer &Schendal(1985)指出產業分析主要是以產業整體環境結構為分析標

的，其目的在於預知產業對現有潛在業者的吸引力，並透過分析、檢視、確認該

產業該階段的產業關鍵因素，其結果即為協助企業評價與選擇策略，制定企業經

營的競爭策略。所以產業關鍵成功因素，是藉由分析產業環境結構的過程，發掘

一些對企業發展或生存具有影響力的幾個關鍵，企業若能掌握這些因素，將可以

取得相對於競爭者為有力的地位。 

 

 大前研一(1986)認為，「關鍵成功」因素來自產業結構分析，提出以市場區

隔來確認關鍵成功因素，先將市場區隔為產品與顧客兩個構面，確認各個區隔市

場具有之重要性，再發展出產品與市場策略及其執行的職責，最後整合區隔市場

所需的資源，並依資源決定分配的優先順序。 

 

 其將尋找策略優勢之途徑稱為「關鍵成功因素經營策略」，即透過確認本行

業的關鍵成功因素，將企業的資源集中投入可以取得競爭優勢。對產業關鍵成功

因素分析時，所列舉的評估項目為原料來源、生產設施、生產科技、產品變化、

應用工程、銷售人力，分銷網及服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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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fer &Shendel (1987)提出：「從策略管理的角度來看，『關鍵成功因素』可

視為管理者經由決定而影響產業中競爭狀況的變數，透過賦予各項關鍵成功因素

不同的權數，可顯示出其在策略制訂上的相對重要性，並且決定企業在產業中的

地位。」因此關鍵成功因素可說是管理活動中的重要變項，會顯著影響企業在產

業中的競爭地位。 

 

 孟德芸(1988)將學者對關鍵成功因素之定義加以匯總，認為關鍵成功因素是

產業環境、產業特性互動之下所產生之產業獨特性競爭性條件，企業如果擁有此

項競爭條件(或競爭能力)就能維持企業在產業中的競爭優勢。並歸納出五大項競

爭條件：（一）為組織在分配資源時的指導原則 

（二）簡化高階管理者的工作； 

（三）作為企業經營成敗的偵測系統； 

（四）作為規劃管理資訊系統時的工具； 

（五）利用 KSF 最為分析競爭對手強弱的工具。 

 

 

 吳思華(1988)關鍵成功因素是指產業及市場的特性與基本需求，為在特定產

業內成功與他人競爭，所必須具備的技術或資產，會實質影響企業在產業中的競

爭優勢，藉由分析其優勢與關鍵成功因素配合之情況，即可判斷其是否具備競爭

力，若企業優勢表現在產業之關鍵成功因素，則該企業就可以取得競爭優勢，然

而，企業的資源通常有限，管理者應該將資源投注在最關鍵成功因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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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er（1990）認為所謂產業(industry)係指提供具有高度替代產品的企業所

共同形成的集合，而這些企業具有實質的交互影響，其互動關係演進，形成產業

群聚，而產業分析的對象主要是整體產業，透過分析可以確認該產業的關鍵成功

因素。Porter 認為關鍵成功因素可透過產業結構分析進行確認，企業可針對產業

的五種競爭力量的五要素(供應商的力量、買者的力量、進入的威脅、替代的威

脅及現有廠商的競爭程度)歸納出在特定產業運作所必須具備的競爭性技術、能

力或資產，此即產業關鍵成功因素之所在(圖 2-7)。而發展產業群聚，必須結合

競爭優勢與當地特殊性，而不是全面模仿其他地方的做法，需要以當地的差異性

和獨特來源為基礎，把它們變成優勢所在。 

 

圖 2-7 產業結構的五要素 

資料來源：高登第、李明軒(2001)譯，麥可.波特 Michael E. Porter (1990)著，P.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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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nnedy（1993）認為關鍵成功因素主要是從外部總體環境、產業分析所得

到企業經營成功的重要性因素，而獨特競爭能力則為企業內部分析所發覺不同於

競爭對手的獨特強勢，透過此二者的連結(linkage)及分析比較，即可做為企業制

定策略的最佳來源。 

 

 Hill(1999)則認為關鍵成功因素係指產業最重要的競爭能力或資產，廠商惟

有把握住產業之關鍵成功因素才能建立持久性競爭優勢，否則即使擁有極佳的策

略，但在關鍵成功因素處於劣勢，競爭能力將大打折扣。企業如具備競爭優勢，

則該項優勢通常與該產業關鍵成功因素相符，成功之企業往往在關鍵成功因素之

幾項因素中具有優勢，而在其他因素上縱使不具優勢，亦能保持不處於劣勢。在

產業中經營運作，為達到成功所必須具備的重要因素，通常可透過產業結構分析

來加以確認，如圖 2-8 所示。 

 

圖 2-8 持久性競爭優勢之形成 

資料來源：黃營杉(1994)等編著，企業政策 P.146 

 

 

 朱鴻森(2010)在分析農企業關鍵成功因素時，將之定義為：「關鍵成功因素

是企業獨特且優勢之條件，也就是企業擁有的競爭優勢資源中，令企業能生存下

去或生存得更好的關鍵性有形或無形資源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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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關鍵成功因素之功能 

 掌握產業關鍵成功因素除了可強化企業之競爭力外，另有學者提出關鍵成功

因素能為企業帶來許多功能，在此將學者們所提出的關鍵成功因素之功能整理為

下表 2-7： 

表 2-7 關鍵成功因素之功能 

學者 關鍵成功因素之功能 

孟德芸(1988) 

1.組織分配資源的指導原則 

2.簡化高階管理者的工作 

3.作為企業經營績效的偵測系統 

4.作為規劃管理資訊系統時的溝通工具 

5.作為分析競爭對手強弱的工具 

Pollalis& 

Irene(1993) 

1.企業能更有效率的規劃策略 

2.作為溝通工具 

3.易於控制企業發展 

周文賢(1999) 

(1) 辨認競爭者： 

藉由關鍵成功因素評估，可掌握與自我品牌屬性重疊之其他品牌，

進而辨識出主要競爭者。 

(2) 了解競爭態勢： 

關鍵成功因素評估中，可透過針對每一品牌予以評分，了解品牌與

競爭者相對的優、劣勢。 

(3) 估計市場佔有率： 

使用多元尺度分析中各關鍵成功因素評分與權重，即可進一步產生

特定品牌進入市場後之預測佔有率。 

(4) 強化資源分配： 

企業經常面臨資源分配的問題，評估關鍵成功因素可協助企業將資

源做有效的分配。 

(5) 擬定競爭策略： 

若掌握顧客對於各品牌的重要程度，並分析各品牌所掌握關鍵成功

因素，可做為具體競爭策略擬定參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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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關鍵成功因素之來源與特性 

 企業欲發展與執行一個成功的策略時，首要工作即是在事前蒐集大量資訊，

為能在眾多訊息中確認何者為最有效的關鍵成功因素，就必須要先了解關鍵成功

因素的來源與特性。本研究根據文獻整理發現，關鍵成功因素的來源不僅於產業

內部而已，許多外在因素也需要被列入考慮，以下將彙整學者針對關鍵成功因素

來源與特性之論述： 

 

一、關鍵成功因素之來源 

Rockart(1980) 

(1)產業特殊結構：每個產業都有一組關鍵成功因素，這些因素決定該產業的經

營特性，產業內的每個公司都必須注意這些因素。 

(2)企業競爭策略、地理位置及在產業中所佔之地位：每間公司的競爭地位不同，

各有其狀況和競爭策略，產業中領導廠商的行為與決策往往會帶

來衝擊，因此小公司的競爭策略也會有所不同。 

(3)環境因素：當總體環境發生變動時，如經濟景氣的改變、政治因素等，都會

影響公司的關鍵成功因素。 

(4)暫時性的因素：通常是由組織內特殊理由而來，在某一特定時期對組織的成

功會產生重大影響的活動領域。 

 

 

Miller and Gregory(1996) 

(1)產業特性：每個產業都有一組取決於產業特性的關鍵成功因素，當產業變動

時，關鍵成功因素也會隨著改變。 

(2)競爭形勢：企業若處於受一個或兩個大型競爭對手所主在地產業，主要公司

的行動經常會產生新而深具意義的問題，進而成為關鍵成功因素。 

(3)總體環境：包含地理、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科技、全球等面向，這些因素

經常相互重疊，任一領域的發展皆會影響其他領域。 

(4)組織發展：組織內部的發展會導致新的關鍵成功因素，提出長期性課題前，

必須加以處理短期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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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鍵成功因素之特性 

 

Ferguson & Dickinson (1982) 

(1)因素來自於企業內部或外部 

(2)企業必須特別注意的事件或狀況 

(3)會造成顯著的正面或負面之影響，影響企業目標達成或威脅企業生存 

(4)必須特別注意並慎重處理，以避免不好的突發狀況或錯失機會。 

(5)可由評估企業的策略、環境、資源、營運及其他類似領域加以確認。 

 

Aaker（1984） 

(1)隨產業、產品、市場之不同而各異，也會因時間改變而改變。 

(2)應考慮到未來發展之趨勢，若沒有事先了解其改變的方向，而貿然投入該產

業，將會給公司帶來很大的災難。 

(3)會隨產業之生命週期的改變而變化。 

(4)管理者不應將所有的事情都當作關鍵成功因素(KSF)，而必須集中於某些特定

事務上，來決定產業的KSF，管理者必須深入研究、評估與分析，並大膽致力於

少數幾個KSF，以做為策略形成的基礎。 

 

Jenster（1987） 

(1)能反映策略的成功性。 

(2)是策略制定的基礎。 

(3)能激勵管理者和其他的員工。 

(4)是明確且可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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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關鍵成功因素之尋求方法 

 產業或企業的關鍵成功因素是動態的，會隨著時間、環境、地域及企業特性

不同而改變，對於關鍵成功因素的分析方法，依據研究產業及企業不同，許多學

者提出不同的意見，以下將列舉對關鍵成功因素的分析方法較具代表性之論述。 

 

Hofer & Schendle（1978）在「策略形成之分析觀念」中指出，找尋關鍵 

成功因素可依照下列五個步驟： 

(1)確認其所處的產業與競爭環境有關的因素。 

(2)每個因素依其重要性給予權數。 

(3)就其競爭力與否給予評分。 

(4)計算上述每一個因素的加權分數並予以加總。 

(5)將總分與企業市場佔有率進行比對，用以判斷上述結果是否合理。 

 

 Leidecker& Bruno（1984）引用Hofer & Schendel 的策略規劃程序，強調關

鍵成功因素應是動態的與策略規劃進行結合，他們認為成功關鍵因素之構面的三

個方向(即總體環境、產業環境、企業本身)，應與策略規劃聯合，方能規劃成功

的優勢策略；由環境與競爭對手找出機會與威脅，再評估企業本身之優勢與劣勢，

藉以分配有限資源於成功關鍵因素上，如圖2-9所示。 

 

圖2-9 產業關鍵成功因素分析層級與策略形成過程 

資料來源：Leidecker & Bruno (1984), “Identifying and Using Critical Success Factors”, Long Range 

Planning, 17(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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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其所發表“Identifying and Using Critical Success Factor”文中提出關鍵成功

因素尋求的八種分析技術，分別為環境分析、產業結構分析、產業/事業專家分

析、競爭分析、產業內領導廠商分析、廠商本體評估、暫時/直覺的因素及市場

策略對獲利影響分析，此八種分析技術所代表的皆是不同的面向，其關注焦點、

範圍、對象與資訊來源均不同，整理其分類如下表2-8： 

 

表2-8 關鍵成功因素尋求的分析技術 

環境分析 
此項分析包含了將影響或正在影響某產業或企業績效的政

治、經濟、社會力量。 

產業結構分析 

應用Michael E. Porter所提出五力分析為架構，作為此項分析

的基礎，此架構認為一個產業的競爭態勢主要受到五種競爭

力來決定，掌握產業中五種力量即可瞭解產業的結構變化，

同時並可藉由各要素間的關係評估獲取可觀的產業資料，以

確認及驗證關鍵成功因素。 

產業/事業專家 請教對該產業、事業有卓越知識與經驗的專家而求得 

競爭分析 
分析公司在產業中應如何競爭，以便對公司面臨的競爭環境

和競爭勢態可完全瞭解。 

領導廠商分析 
由分析該產業內領導廠商的行為模式，可能提供產業關鍵成

功因素的重要資訊。 

企業本體分析 

針對特定企業的某些營運結構面進行分析，如：優劣勢評估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assessment)、資源組合(resource 

portfolio)、策略稽核(strategic audits)、策略能力評估(strategic 

capabilities)等。 

暫時/突發因素分析 

此項方法是針對特定企業，透過對企業相當熟悉的專家進行

分析，雖然較為主觀，卻能揭露一些其他傳統客觀技術所無

法察覺的關鍵成功因素。 

市場策略對獲利

影響分析 

針對特定企業以PIMS(Profit Impact of Marker Strategy)研究報

告的結果進行分析，以找出關鍵成功因素。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陳光哲(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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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前研一(1986)認為要確認關鍵成功因素的方法可分為兩種： 

1. 市場剖析法 

(1) 將整個市場依產品與市場兩構面加以解剖成各區隔市場。 

(2) 確認各區隔市場，並認清哪個區隔市場具有策略重要性。 

(3) 將關鍵性區隔市場發展產品與市場策略，並且分配執行策略的職責。 

(4) 將每個區隔市場所投入的資源加總，再決定資源分配的優先順序。 

 

2. 比較法 

找出成功公司與失敗公司不同的地方，然後分析兩者間的差異，並探討其發生的

原因。同時，策略家必須詳細檢視整個營運環節，並就所得結果依性質相同與否

分成不同組，並把每一組所包含之關鍵因素劃出。 

 

 吳思華(1988)認為，找出產業的關鍵成功因素，最簡捷的方法是分析該產業

完成最終產品或服務過程中各階段的附加價值，各階段附加價值的比例是找出關

鍵成功因素的最佳指標。在企業各階段活動的價值鏈中，凡附加價值高而取得上

亦具相對優勢的活動，就可以做為企業關鍵成功因素的來源，若附加價值高，但

各企業取得沒有障礙，則取得這些資源並沒有優勢，亦不足以構成關鍵成功因素

的來源。 

 

 司徒達賢(1995)認為任何產業都是一連串「價值活動」所構成的，這些價值

活動一方面提供附加價值，一方面也有其成本，同時也是企業競爭優勢的潛在來

源。透過「策略矩陣」的應用，可確認產業的關鍵成功因素。所謂策略矩陣式將

產業價值鏈與產品廣度與特色、目標市場之區隔方式與選擇、垂直整合程度之選

取相對規模與經濟規模、地理涵蓋範圍、競爭武器六大構面，形成策略矩陣，透

過策略矩陣的分析可以找出產業的策略要素。這些策略要素事實上即代表產業中

可能的成功因素。 

  



45 

2.3.6 成功關鍵因素之分析方法 

 若欲進一步探討這些關鍵成功因素的重要性或權重時，必須運用統計學的技

術，而依據文獻整理法可得知，過去相關研究中被拿來使用之方法為以下四種： 

 

(一)迴歸分析法(regression analysis) 

 迴歸分析為一種統計學上對數據進行分析之方法，主要是希望探討兩組數據

之間是否有一種特定關係，目的在於了解兩個或多個變數間是否相關、相關方向

與強度，並建立一個數學函數以便觀察特定變數或預測研究者感興趣的變數。 

 

(二)德爾菲法(Delphi method) 

 德爾菲法又稱專家判斷法，是屬於群體決策之方法，多應用於質性研究，為

一種使專家們之意見經由結構化溝通程序，以獲致一致結果之預測方法，主要目

的在獲取專家們基本共識，以獲得對特定預測事項一致的意見，此方法有集思廣

益之效，同時又兼顧專家獨立判斷之品質。 

 

(三)因素分析法(factor analysis) 

 因素分析法是屬於多變量分析法中互依分析方法(analysis of interdependence)

的其中一種技術，其目的是將彼此相關的變數轉化成少數有概念化意義的因素，

設法發現因素間共有的基本關係，以較少的構面數量來表現原本之資料結構，而

又能保持原有資料結構所提供的大量資訊，因此該方法為一種所有變數皆被考慮、

每個變數之間都具有相關的線性組合(吳萬益、林河清，2001)。 

 

(四)層級程序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Saaty(1980)認為關鍵成功因素可利用層級程序分析法來加以分析，AHP主要

應用於不定情況下或具有數個評估準則的決策問題上，透過群體討論方法匯集專

家學者以及其他餐與人員的意見，將錯綜複雜的評估系統簡化為元素階層系統後，

再依據專家的問卷評估結果，計算各層次的組成元素對上一層次某一元素的貢獻

度或優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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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小結 

 綜合以上學者對關鍵成功因素的定義及見解，說明關鍵成功因素為一個企業

得以在產業中取得競爭優勢之關鍵，其源自於企業內部或外部環境，可以是有形

的資源或為無形的指標數據，能使管理者更方便的評估企業績效，同時也是擬定

策略時之依據；且由於資本、技術、時間及人力的資源都是有限而且稀少，如透

過產業分析尋求、掌握產業關鍵的成功要素，並將有限的資源運用其中，即能增

加事業績效所需具備的競爭條件，使企業處於優勢地位。 

 

而產業中的關鍵成功因素會隨產業(例如：產業別、產業特性、產業結構、

競爭狀況、產業生命週期等)、企業(例如：企業經營目標、企業競爭策略、產品)、

外在因素(例如：地域、政治、經濟、法律)及其他因素(例如：時間、突發狀況、

市場未來的發展趨勢)的變化而有所改變，具有動態的特性，因此企業除了要辨

認目前產業的關鍵成功因素，更要預測此關鍵成功因素在未來的演變。 

 

本研究認為，因為六級產業的本質是以農業產業為核心發展，再跨足二級產

業及三級產業，所以其產業型態應仍然與農業生產較為密切相關，只是於產業結

構的末端再加入價值鏈之概念，透過與二級加工與三級服務銷售結合之方式，使

農產品附加價值提升，以達到改變產品生命週期或企業競爭策略之目的。因此，

若本研究能透過文獻瞭解「與農業生產事業相關的關鍵成功因素」，並參考其關

鍵成功因素之特性，勢必能歸納出較符合台灣形態的六級產業成功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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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農業生產事業關鍵成功因素 

 透過上一章節瞭解關鍵成功因素之概念後，本研究認為有需要針對「國內農

業生產事業成功的關鍵因素」進行相關文獻整理，藉此才有辦法瞭解符合本研究

定義之六級產業經營的關鍵成功因素；本研究將相關文獻依照類不同的產業型態

排序後彙整如下。 

2.4.1 農業產銷班觀點 

 宋鐘裕(2010)利用模糊德爾非法進行專家意見調查，衡量二十個關鍵成功因

素，整合成五個評估構面並建立層級架構，在以層級分析法製作專家問卷調查，

分析各個構面及衡量因素之權重並排序。 

 

表 2-9 農業中衛體系應用於番荔枝運銷組織成功關鍵因素研究 

構面(重要程度排序) 因素(重要程度排序) 

人力管理(1) 
上司的充分授權、執行者整合應變能力(1) 

職員之服務品質(3)、衛星成員工作配合度 

行銷策略(2) 
多元化通路拓展(2)、產品品質管控(5) 

價格競爭力、宣傳廣告、品牌建立 

組織強度(3) 

體系願景目標(4)、高階主管領導推動 

中心衛星協調機制、衛星成員遵守規範 

政策性輔導 

成本管理(4) 標準作業程序(6)、異業聯盟、共同採購 

金融風險管理(5) 

預收承銷商保證金 

體系設立共同基金 

訂定貨款保付契約 

資料來源：宋鐘裕(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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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休閒農業觀點 

 顧碧琪(2006)透過相關文獻探討與專家深度訪談彙整出六項構面及五十四個

影響因素，設計成德爾菲法專家問卷，再藉由二十位專家學者協助，反覆進行問

卷，最後整理出三十三項關鍵成功因素。 

 

表 2-10 從資源基礎理論探討休閒農業經營關鍵成功因素之研究 

構面 因素 

有形資產 
農村自然景觀、特殊天然景觀、季節性生態資源 

農場基礎設施、農場規模 

無形資產 顧客忠誠度、品牌商譽、行銷通路、服務品質 

個人能力 

遊客需求調查、申訴處理與回覆、服務滿意程度 

人力素質、行銷推廣能力、領導風格建立 

導覽解說服務、創新能力、管理能力 

組織能力 

經營風格、業務運作能力、因應環境變革能力 

技術創新能力、商品化能力、在地的文化結合 

建立農場的內部文化、員工教育訓練 

結合體驗式活動 

政府資源 
政策資源與計畫、法令規章的施行 

縣市政府重視程度 

外部資源 相關單位輔導、經濟景氣狀況、季節性活動辦理 

資料來源：顧碧琪(2006) 

 

 陳光哲(2009)利用問卷調查針對休閒農業業主(或經營主管)及遊客之問卷資

料分別分析，探討關鍵成功因素之特性與競爭優勢之關係，再透過重要表現程度

分析法(Importance Performance Analysis；IPA)，將業主（或主管）及遊客之問卷

做交叉比較，尋找出共同認定的經營關鍵成功因素。 

 

表 2-11 業主(或主管)與遊客共同認定之經營關鍵成功因素 

構面 因素(粗體字為重要的因素) 

軟體面 

價格(含門票及產品收費)、經營領導風格(如充分授權) 

活動安排(解說、特色)、推廣通路(行銷廣告網路) 

成本(財物管理及自有資金)、合法經營(取得設立許可) 

加入農業休閒組織(如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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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配合面 

地理因素(交通可及性)、市場因素(市場需求) 

協助合法態度(如修改法令) 

政府支持的態度(推動休閒農業的旅遊態度) 

資源面 

體驗資源(童玩DIY)、生產資源(果園、雞) 

生活資源(農具介紹)、生態資源(螢火蟲、蝴蝶) 

人文資源(建築民俗歷史) 

服務管理面 

聲譽因素(知名度、品牌)、服務品質(如遊客滿意度) 

關係網路(與外界互動)、危機處理(緊急醫療網、 

顧客抱怨、救災編組)、餐飲特色(如水果餐) 

人力資源因素(人員的訓練管理及充裕度) 

硬體面 
土地因素(經營規模大小)、休閒設施因素(如涼亭) 

住宿條件、自然景觀與氣氛 

資料來源：陳光哲(2009) 

 

表 2-12 針對休閒農場的個案訪談結果 

個案農場 飛牛牧場 仙湖農場 

關鍵因素 

土地、地理與區位 

自然景觀與氣氛、服務品質 

經營領導風格、價格市場因素 

人力資源、餐飲特色、危機處理 

體驗資源、生態資源、成本 

活動安排、生產資源等。 

土地、地理與區位 

自然景觀與氣氛、服務品質 

經營領導風格、推廣通路 

餐飲特色、活動安排、成本 

生產資源、生態資源、體驗資源 

價格、人力資源、市場因素等。 

資料來源：陳光哲(2009) 

 

 朱鴻森(2010)應用灰關聯理論與方法針對休閒農業區之不確定性及資訊之不

完整性，進行系統的關連分析及模型建構，同時結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休閒農業

區評鑑要點之指標內容探討休閒農業區關鍵成功因素。 

 

表 2-13 應用灰關聯分析探討休閒農業區關鍵成功因素 

主構面 次構面 因素(重要程度排序) 

組織整合與運

作強弱性(1) 

組織運作(4) 

具有運作架構與章程(3) 

分工與運作情形 

財務自主狀況(1) 

環境設施 

維護管理 

擬定維護管理辦法 

維護管理志工制度 

地方參與(7) 

結合各式節慶活動 

社區成員參與情形(9) 

社區參與發展之意願與程度 

人力資源(6) 組織成員的培訓 

營運成效(8) 

增加就業機會 

獲利能力 

帶動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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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資源(3) 
自然文化資源 

自然景觀資源豐富性(5) 

農村資源豐富性 

生態環境資源豐富性(8) 

文化節慶資源豐富性 

區內可及性(5) 指標設計及坐落位置適當 

行銷與 

營運策略(2) 

產品特色創意(3) 
在地性產業與資源產品提升 

創意開發園區相關商品(7) 

行銷策略(2) 
運用和結合媒體報導、 

業者間策略聯盟(2) 

解說導覽 
導覽解說的設計與規劃 

解說工具的規劃與運用(10) 

顧客服務 

公共設施 

服務設施 

意外通報體制與緊急救護系統建立 

開發旅遊套裝商品或體驗活動 

顧客服務品質管理 

品牌形象(1) 園區知名度(4) 

網路資訊 
便捷的網路資源服務(6) 

與國內外相關網站連結 

資料來源：朱鴻森(2010) 

 

 林豐瑞等人(2010)認為休閒農場成功關鍵因素的演變是由重視硬體層次發展

為重視軟體層次，接著則是重視形象與遊客價值主張。該研究以時間序列觀點將

休閒農場之演變分為三個階段（2000 年以前、2001~2005 年、2006~ 2008 年）。

其中，在第一階段所重視的成功關鍵因素為基本活動、設施維護、支援活動及有

形關鍵資源；在第二階段所重視的成功關鍵因素著重於無形關鍵資源與經營策略；

在第三階段不僅更進一步重視環境管理議題，且回過頭來正視支援活動。 

 

圖 2-10 休閒農場成功關鍵因素之演變 

資料來源：林豐瑞等人(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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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燕釗(2014)以模糊德爾菲法對10位休閒農場的經營者以及30位到訪遊客

進行差異化的成功關鍵因素問卷調查，並透過模糊階層分析法對11位專家學者進

行問卷調查分析，再將兩者綜合探討比較。 

 

表2-14 休閒農業區內休閒農場差異化成功關鍵因素之研究 

主構面 次構面 因素(粗體字為重要的因素) 

營銷管理層面 

法令及政府支持面 

加入農業休閒組織 

政府支持的態度 

協助合法態度 

合法經營 

土地因素 

行銷及關係面 

聲譽因素 

關係網路 

經營與領導風格 

經營條件面 

價格 

成本 

市場因素 

地理與區位 

人力資源因素 

經營領導風格、危機處理 

資源及 

產品層面 

景觀資源 

自然景觀與氣氛 

農業生產性之體驗因素 

生產資源、生活資源 

生態資源、人文資源 

產品及服務面 

餐飲特色、活動安排 

休閒設施因素、住宿條件 

服務品質 

資料來源：陳燕釗(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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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農村酒莊觀點 

劉金花(2002)整合不同策略思考面向及競爭優勢理論，應用策略規劃之

SWOT分析法及產業分析法以建立對於農村釀酒產業之全面認識，接著對農村休

閒酒莊進行策略定位及競爭優勢確認，進而建構整體設置開發及經營模式，其中，

劉認為休閒酒莊的和新資源內容如下。 

 

表2-15 休閒酒莊核心資源內容 

構面 因素 

資產 

有形資產 

實體資產 土地、酒莊建物、機器設備及原料 

財務資產 農場營運的自有資金及外部資金 

自然資源 自然景觀、生態資源及農村景觀 

無形資產 
農場品牌、技術、證照、智慧財產權、商業機密、

資料庫、契約、行銷通路、服務品質、人文資源 

專長 

個人專長 

創新與專業技術能力(生產、製造、行銷) 

領導風格、創業精神、業務推廣能力、 

個人的社會網路及管理能力 

組織專長 

休閒農場的經營風格、農場的組織文化、 

農場的組織記憶與學習、農場的創新與研發能力 

農場的業務運作能力 

資料來源：劉金花(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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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美雲(2006)整合不同產業思考面向及關鍵成功因素理論，透過專家訪談與

問卷調查，應用層級分析法與 SWOT 分析進行關鍵成功因素的研擬，並將實證

研究分為官方、學者專家，找出官、學權重差異並與酒莊業者基本資料作交差分

析，得出台灣農村酒莊經營關鍵成功因素如下表所示。 

 

表 2-16 農村酒莊經營關鍵成功因素構面之排序 

構面(重要程度排序) 因素 

產業特性(1) 

商品化產品開發、當地原料優勢 

農業企業化經營、強化產業應變能力 

創造產品附加價值 

總體環境(2) 

結合地方文化與觀光資源 

建立產品研發制度、產業群聚與支援性產業發展 

國際名品牌進口酒類衝擊 

地理位置、交通等整體環境 

政府角色與法規(3) 

修正有關限制法令規範 

中央與地方單位帶動社區文化推廣 

建立完整審核制度及事權統一 

充實政府專業人力資源及管理機制 

委託學界研究與調查輔導 

國內競爭形勢(4) 

有效控制生產成本、酒莊產品品質穩定 

穩定市場酒產品價格、市場經營行銷策略 

健全財務結構與資金運用 

組織發展(5) 

培訓專業人員、提升技術、重視服務品質 

提供人員解說、健全組織文化及人文資源 

經理人領導風格與創業精神 

成立同業公會，同業資源共享 

資料來源：許美雲(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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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地域性產業觀點 

 在台灣加入WTO之後，農產品的貿易自由度更加開放，台灣的小規模農業

生產構造面臨國際化的衝擊越顯著，因此台灣的農業有必要升級或轉型為具特色、

不容易被替代的產業，才能使其具有市場競爭力。而當這股全球化的浪潮在翻動

的同時，也有學者提出應該強調在地化觀點，若能將地域性產業開發成「產業聚

落24」勢必能帶動地方的整體發展，甚至建立地方性品牌，讓具有地方特色的產

業能在國際中找到立足之地，形成「在地全球化」之現象，例如：紐西蘭奇異果、

日本夕張哈密瓜等案例。 

 

 劉金花（2002）認為相關產業與支援性產業之產業群聚，會影響產業競爭力，

是一種競爭與合作之組合，若產業群聚愈強，可供交易的產品或服務愈多，愈具

備產業競爭優勢，而每個產業聚落在競爭優勢的表現並不相同，當地整體發展會

對產業之生產力和精緻度產生影響。 

 

 

 許文志等人(2009)於「地方產業創新策略」一書中，針對台灣欲發展地方特

色產業給予許多建議，並分析地域性產業發展的策略與契機及國內外成功案例，

盼能活化本土產業；其認為地域產業相對於一般產業(如紡織、製鞋、PC、電子

業等)，在生產要素的偏好上，生存目標、生產輔導體系、創新本質、學習動力

等各有所不同的擅長及特質，故有加以比較之必要，如表 2-17。 

 

1.在不同的生產要素偏好下，一般產業著重在傳統的生產資源(如資金、技術、人

才等)及和新能力的運用，而地域產業則偏好在自然景觀、在地的歷史文化、傳

統的技藝等立地資源的應用與發揮。 

 

2.在生存目標上，一般產業強調零和式競爭(零和競爭，通常指一種技術的應用帶

來的市場份額上的增加，必然會導致另一種技術在市場份額的減少，雙方加起

來的總變化量為零。現在也用來比喻無法帶來總量增加或整體進步的惡性競爭)、

在商言商、追求利潤最大化，及自我個體的成長為主。而地域產業較偏向協調

合作、追求利益共享、以及整體產業的共同成長與發展。 

                                                 
24指在特色產業中的企業、機構、產業聚落在特定的地域內，共同進行其產業活動。他們在同地

域、同業種、同一市場競爭壓力下，積極自我的進行產業創新活動，以保持在市場上的競爭優勢。

(許文志等人，2009) 

http://wiki.mbalib.com/zh-tw/%E5%B8%82%E5%9C%BA%E4%BB%BD%E9%A2%9D
http://wiki.mbalib.com/zh-tw/%E5%B8%82%E5%9C%BA%E4%BB%BD%E9%A2%9D
http://wiki.mbalib.com/zh-tw/%E6%81%B6%E6%80%A7%E7%AB%9E%E4%BA%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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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競爭策略方面，一般產業熱衷於以規模經濟取勝的大量生產方式，生產低附加

價值產品，為以殺價競爭為主的紅海策略；而地域產業則講究小而美的精緻化

與高附加價值產品，以開發具地方自我特色、無人競爭為主的藍海策略。 

 

4.一般產業的生產、輔導體系著重於彼此間的專業化分工及其熟練化利益，相對

的地域產業則注重更能協調各部門資源、發揮綜效多元化整合行動。 

 

5.在創新的本質上，一般產業偏愛技術上的創新，或者是硬體上的設計改良，而

地域性產業則喜好文化創意上的創新，擅長結合在地資源與當地文化，並且重

新包裝或加以詮釋。 

 

6.學習動力差異方面，一般產業著重於個別企業或組織的自發性學習及成長，而

地域產業則強調學習的動力來自地域，即所謂的學習型地域25。換言之，一連

串的基礎設施或平台，使得知識或創意向特定地域的流入或學習變得更加容易，

甚至加倍運用在地域的知識資源26。 

 

 

表 2-17 一般產業與地域產業之比較對照表 

     類別 

特性 
一般產業 地域產業 

偏重的生產要素 資金、技術、人才等核心能力 
自然景觀、歷史文化、 

傳統技藝等立地條件 

生存目標 競爭、利潤最大化、自我成長 協力、利益共享、整體成長 

競爭策略 
大量生產 

低成本為主的紅海策略 

精緻化 

差異化為主的藍海策略 

生產、輔導體系 專業化分工 多元化整合 

創新本質 技術的創新 文化創意的創新 

學習動力 
學習型組織 

(Learning Organization) 

學習型地域 

(Learning Regions) 

資料來源：許文志等人(2009) 

 

  

                                                 
25

R.Florida(1995),Toward the learning Regions,Futures,Vol.27,No.5, pp.527-536,1995。 
26伊藤正昭(2003)，「新版地域產業論」，學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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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六級產業觀點 

 孔維新等人(2013)於農委會「推動六級產業發展促進國產消費之研究計畫」

報告中針對台灣 14 家六級產業業者進行訪談，其認為六級產業所包含的範圍相

當廣泛，為能針對不同級別的產業提出更有效之建議，因此該研究參考日本官方

對六級產業的分類方式將我國六級產業分為 7 種組合態樣，包括 1×2 級的農產加

工、1×3 級的國內直銷、農產出口與休閒農業、1×2×3 級的餐廳、農產加工且國

內直銷以及農產加工且出口，如圖表 2-18 所示。 

表 2-18 六級產業型態分類 

第一級×第二級 

2. 農產加工 
第一級×第二級×第三級 

4. 餐廳 

5. 農產加工且國內直銷 

6. 農產加工且出口 

第一級×第三級 

4. 國內直銷 

5. 出口 

6. 休閒農業 

資料來源：孔維新(2013) 

 該研究將六級化分為透過以農民團體為核心的集團六級化與農戶(農企業)獨

自六級化兩種型態，前者為農工商合作型的農業六級化，後者則是農戶或農企業

獨自以產製銷一體的方式進行六級化，透過挑選重複的推薦者，再重新分類後決

定最終訪問名單如下表 2-19。 

表 2-19 受訪廠商名單(孔維新，2013) 

1×3 級 產業 1×2×3 級 產業 

國內直銷 

1. 雲林縣漢光果菜生產合作社 

2. 天和鮮物(農戶) 

 

農 

漁 

餐廳 

1. 苗栗縣公館鄉巧軒田媽媽班(農戶) 

2. 苗栗縣大湖鄉雲也居一休閒農場(農戶) 

 

農 

農 

農產出口 

1. 台南市玉井區農會 

 

農 

 

農產加工且國內直銷 

1. 台灣省嘉南羊乳運消合作社 

2. 立川漁場(農戶) 

3. 關西鎮農會 

4. 魚池鄉農會 

 

牧 

漁 

農 

農 

休閒農業 

1. 飛牛牧場(農戶) 

2. 中山休閒農業區 

3. 東風有機休閒農場(農戶) 

 

牧 

農 

農 

農產加工且出口 

1. 台南市新化區農會食用甘藷產銷班 

2. 梓官區漁會 

 

農 

漁 

資料來源：孔維新(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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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研究在利用 Osterwalder & Pigneur (2010) 所提出的商業模式九宮格27

來歸納 14 個個案的關鍵成功因素。九宮格從最中心的「價值主張」出發，

針對選定的「消費者區隔」，透過「通路」，並建立「顧客關係」，為落

實價值主張，組織要規劃「關鍵活動」，動員組織內的「關鍵資源」，並

連繫必要的「關鍵伙伴」，如此才會產生「收益模式」，並發生相對的「成

本結構」，九宮格的九個格子之間關係非常密切，透過釐清格子之間的相

互關係過程中將可發現在營運策略上的盲點，因此該研究利用此模型來萃

取出六級產業的經營關鍵，並據此提出推動六級產業化的基礎模式。 

 

 

關鍵夥伴 

(key 

partners) 

關鍵活動 

(key 

activities) 
價值主張

(value 

propositions) 

顧客關係

(customer 

relationships) 
消費者區隔

(customer 

segments) 
關鍵資源 

(key 

resources) 

通路

(channels) 

成本結構(cost structure) 收益模式(revenues streams) 

圖 2-11 商業模式九宮格模型 

資料來源:Osterwalder & Pigneur (2010) 

 

 

 

 

 

 

 

 

                                                 
27商業模式九宮格架構簡略的描述如下： 

(一)價值主張：公司透過提供產品或服務,所能向消費者提供的價值,要解決消費者什麼樣的問題

或滿足消費者的需求? (二)消費者區隔：即企業所瞄準的消費者群體。這些群體具有某些共通性,

從而使企業能夠針對這些共通性創造價值，定義消費者群體的過程也被稱為市場劃分。(三)通路：

公司用來接觸目標消費者的各種途徑，闡述了公司如何開拓市場，並涉及到企業的市場和行銷策

略。(四)顧客關係：即企業如何與其目標族群之間所建立的聯繫。(五)關鍵夥伴：即企業同其他

企業之間為有效地提供價值並實現其商業化而形成的合作關係網路，這也描述了企業的策略聯盟

範圍。(六)關鍵活動：公司要讓商業模式運作，最主要的活動。(七)關鍵資源：提供價值主張所

需的重要資源，關鍵資源可能實體方面、財務方面、智財方面或人力資源方面，關鍵資源可能是

自有、向他人租賃或從關鍵合作夥伴中獲得。(八)成本結構：描述所有運作商業模式所需的成本。

(九)營收模式：即企業通過各種營收模式來創造財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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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內直銷類 

表 2-20 九宮格模型結果-國內直銷類 

九宮格項目 內容 

1.價值主張 提供健康安全與衛生的國產農產品。 

2.消費者區隔 

新鮮、安全以及在地文化價值，是許多成功國內直銷農產品受

到歡迎的主要特質，可見現階段國內直銷業者的主要客群來自

於一群著重食品安全、食材新鮮及重視農業發展的消費者。 

3.通路 

經營成功的國內直銷業者皆採取直營實體通路與網路虛擬通

路並進的方式，先以實體通路出發(實體店面或展覽場域)，在

取得客戶信賴與口碑建立之後，利用網路科技與迅速的物流，

在虛擬通路上擴大客群。 

4.客戶關係 

在客戶關係的維繫上，仍然建立在傳統的人與人之間的信任

上，長期穩定的供貨品質與數量所建立起的信任感是維持消費

者忠誠度的關鍵因素。 

5.關鍵夥伴 

契作農家(生產) 

媒體(曝光率、行銷) 

政府與學術單位(政策推動) 

6.關鍵活動 

(1)與契作農家保持良好的互動，藉由金錢與知識的回饋，穩定

彼此合作關係 

(2)努力創造產品亮點，除強調在地食材的新鮮安全外，結合在

地文化元素更能提升產品價值 

(3)善用資訊科技於生產管理、田間作業以及廣告行銷 

(4)掌握消費趨勢藉以從事產品規畫 

(5)不斷的吸收新知，改善產品品質同時替農產品創造多元價值 

(6)處處與人為善與當地居民及政府保持良好互動 

7.關鍵資源 

(1)農業資源 

(2)先進的生產技術、現代管理方式與行銷概念 

(3)人際關係 

(4)經營者的用心和態度 

8.成本結構 

契作通常必須以較高價格收購，才能確保供貨品質與數量的穩

定，故成本較高；對自行種植農產品的農產品直銷業者而言，

為確保產品的高品質，也必須採用較高成本的栽種或養殖方式 

9.收益模式 

由於高成本的因素，在獲得更高收益之前提下，必須讓產品更

有價值，對於提供生鮮蔬果的產地直銷業者而言，利用產銷履

歷及各種認證來強調農產品的安全衛生以及對身體健康的幫

助，是提升產品價格的最佳方式。 

資料來源：孔維新(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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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農產出口類 

表 2-21 九宮格模型結果-農產出口類 

九宮格項目 內容 

1.價值主張 提供品質優良的國產農產品給國外消費者 

2.消費者區隔 

品質優良與安全是農產品行銷國外的必要條件，可見農產出口

業者的主要客群來自於一群著重在對於產品品質以及安全的

外國消費者 

3.通路 
經營成功的農產出口業者先從參加國際農產品展覽為出發

點，再逐步拓展其在國外的銷售管道 

4.客戶關係 
在客戶關係的維繫上，必須建立在長期穩定的優良品質以及衛

生安全上，進而建立起國外客戶對產品的信任感 

5.關鍵夥伴 
政府(推動外銷) 

貿易商(國外通路建立) 

6.關鍵活動 

(1)與政府、貿易商保持良好的互動，穩定彼此的合作關係。 

(2)強調產品新鮮安全，務使產品能符合當地檢疫規範。 

(3)精確的產銷規畫，確實掌握供需情況，並致力達成客戶對於

產品在衛生安全以及分級包裝上的要求。 

7.關鍵資源 

(1)農業資源 

(2)先進的生產技術、現代管理方式與行銷概念 

(3)人際關係 

(4)經營者的用心和態度 

8.成本結構 
為使產品能符合國外的高品質以及檢疫方面要求，必須採用較

高成本的栽種方式並求投入昂貴的機械設備來避免病蟲害 

9.收益模式 

對於行銷到先進國家的農產品而言，由於該國的消費水準較

高，故收益會比從事國內直銷好，而外銷至消費能力較低的國

家時，則必須營造出高級農產品的品牌形象，以爭取該國高消

費水準之消費者的青睞，以確保較高的獲利。 

資料來源：孔維新(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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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休閒農業類 

表 2-22 九宮格模型結果-休閒農業類 

九宮格項目 內容 

1.價值主張 提供消費者體驗農村生活、農業活動的休閒旅遊服務 

2.消費者區隔 

休閒農場旅遊的主要客群，大多是對戶外活動以及體驗農村生

活有興趣的國內外消費者。其中家庭旅遊、員工旅遊是從事農

業休閒活動的主要型態 

3.通路 

休閒農業大多依靠口耳相傳的口碑行銷，消費者再自行以電話

或親自到場的方式進行旅遊行程訂購或消費，近年因網路科技

發達，有越來越多的消費者透過網路來購買休閒農業業者所推

出的行程 

4.客戶關係 
親切的服務態度是維持與客戶關係的不二法門，對休閒農業業

者而言特別重視能否帶給旅客農村獨有的人情味 

5.關鍵夥伴 

媒體(曝光率、行銷) 

其他旅遊業者(策略聯盟) 

政府(配合辦理地方旅遊行銷活動) 

學術單位(戶外教學) 

6.關鍵活動 

(1)與各類媒體良好的互動，主動提供各種訊息給媒體，創造值

得報導的亮點，進而提升農場知名度。 

(2)創造景點話題，強調在地農村文化更能提升遊客造訪意願。 

(3)與其他旅遊業者策略聯盟，搭配彼此優勢進行行程規畫。 

(4)爭取協助政府辦理旅遊活動與協助戶外教學，可藉此獲得廣

告功效。 

7.關鍵資源 

(1)農業資源 

(2)先進行銷概念 

(3)人際關係 

(4)經營者的用心和態度 

8.成本結構 

休閒農業與其他類型的六級產業成本結構差異較大，除了生

產、加工與包裝之外，例如遊憩設施的設置成本，民宿業者還

須負擔提供住宿所需相關成本(例如清潔成本、服務人員薪資、

備品支出…等等)，故其成本明顯高於傳統農業許多 

9.收益模式 

良好的服務品質，具有特色的行程或食宿安排、設計趣味的農

村體驗活動以及販賣具有農村特色的精美伴手禮，都是提升休

閒農業業者營收的可行方式 

資料來源：孔維新(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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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餐廳類 

表 2-23 九宮格模型結果-餐廳類 

九宮格項目 內容 

1.價值主張 提供消費者具有農村特色並且新鮮美味的餐飲 

2.消費者區隔 
一般至農村特色餐廳用餐的客人大致上分為兩種，一種是附近

居民，另一種則是至農村參觀旅遊的遊客 

3.通路 
餐廳目前還是以口碑行銷為推廣主流，消費者以電話預訂並親

自到場的方式進行消費 

4.客戶關係 親切的服務與新鮮美味是留住客人最好的方式 

5.關鍵夥伴 

(1)上游原料的供應農家 

(2)媒體(曝光率、行銷) 

(3)旅遊業者(合作關係) 

6.關鍵活動 

(1)善用在地食材，創造特色餐點 

(2)與各類媒體良好的互動，主動提供各種訊息給媒體，創造值

得報導的亮點。 

(3)與其他旅遊業者策略聯盟，一方面提升餐廳業績，一方面亦

可廣告餐廳。 

7.關鍵資源 

(1)農業資源 

(2 現代的餐飲管理知識與行銷觀念 

(3)人際關係 

(4)經營者的用心和態度 

8.成本結構 

餐廳與其他六級產業成本結構差異較大，主要是來自食材購買

成本、水電瓦斯費用以及廚房與服務人員薪資，故其成本明顯

高於傳統農業許多 

9.收益模式 
良好的服務品質，營造具有農村特色的用餐氣氛，推出新鮮美

味的特色餐點，都是吸引客戶上門消費的可行方式 

資料來源：孔維新(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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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農產加工且國內直銷類 

表 2-24 九宮格模型結果-農產加工且國內直銷類 

九宮格項目 內容 

1.價值主張 提供健康安全與衛生的國產農產加工品 

2.消費者區隔 

新鮮、安全以及在地文化價值，是許多成功國內直銷農產加工

品受到歡迎的主要特質。可見現階段國內直銷農產加工業者的

主要客群來自於一群著重在對於食品安全、食材新鮮以及重視

台灣農業發展的消費者 

3.通路 

大多採取直營實體通路與網路虛擬通路並進的方式，先以實體

通路出發(實體店面或展覽場域)，在取得客戶信賴與口碑建立

之後，利用網路科技與迅速的物流，在虛擬通路上擴大客群 

4.客戶關係 
建立在傳統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上，長期穩定的供貨品質與數量

所建立起的信任感是維持消費者忠誠度的關鍵因素 

5.關鍵夥伴 

契作農家、代工廠(生產) 

媒體(曝光率、行銷) 

政府與學術單位(政策推動) 

6.關鍵活動 

(1)與契作農家保持良好的互動，藉由金錢與知識上的回饋，穩

定彼此的合作關係。 

(2)創造產品亮點，除強調在地食材的新鮮安全外，結合在地文

化更能提升產品價值。 

(3)善用資訊科技於生產管理、田間作業以及廣告行銷。 

(4)掌握消費趨勢藉以從事產品規畫。 

(5)吸收新知，改善產品品質同時替農產品創造多元價值。 

(6)處處與人為善與當地居民及政府保持良好互動 

7.關鍵資源 

(1)農業資源 

(2)先進的生產技術、現代管理方式與行銷概念 

(3)人際關係 

(4)經營者的用心和態度 

8.成本結構 

契作通常必須以較高價格收購，才能確保供貨品質與數量的穩

定，故成本較高；對自行種植農產品的農產品直銷業者而言，

為確保產品的高品質，也必須採用較高成本的栽種或養殖方式 

9.收益模式 

由於高成本的因素，在獲得更高收益之前提下，故必須讓產品

更有價值，對於提供食品的國內直銷農產加工業者而言，清楚

的原料標示以及提出農產加工品安全衛生的認證標章，是提升

產品價格的最佳方式 

資料來源：孔維新(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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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農產加工且出口類 

表 2-25 九宮格模型結果-農產加工且出口類 

九宮格項目 內容 

1.價值主張 提供品質優良的國產農產加工品給國外消費者 

2.消費者區隔 

品質優良與安全是農產加工品行銷國外的必要條件，可見農產

出口業者的主要客群來自於一群著重在對於產品品質以及安

全的外國消費者 

3.通路 
經營成功的農產加工品出口業者先從參加國際農產品展覽為

出發點，再逐步拓展其在國外的銷售管道 

4.客戶關係 

農產加工品出口業者在客戶關係的維繫上，必須建立在長期穩

定的優良品質以及衛生安全上，進而建立起國外客戶對產品的

信任感 

5.關鍵夥伴 
政府(推動外銷) 

貿易商(國外通路建立) 

6.關鍵活動 

(1)與政府、貿易商保持良好的互動，穩定彼此的合作關係。 

(2)強調產品新鮮安全，務使產品能符合當地檢疫規範。 

(3)精確的產銷規畫，確實掌握供需情況，並致力達成客戶對於

產品在衛生安全以及分級包裝上的要求。 

7.關鍵資源 

(1)農業資源 

(2)先進的生產技術、現代管理方式、國際貿易知識與行銷概念 

(3)人際關係 

(4)經營者的用心和態度 

8.成本結構 

為使產品符合國外的高品質以及檢疫方面要求，因此必須採用

較高成本的栽種方式並求投入昂貴的機械設備來避免病蟲害

的發生。同時也需花費許多的人力與物力在辦理出口的流程

上。 

9.收益模式 

對於行銷到先進國家的農產品而言，由於該國的消費水準較

高，故收益會比從事國內直銷好，而外銷至消費能力較低的國

家時，則必須營造出高級農產品的品牌形象，以爭取該國高消

費水準之消費者的青睞，才能確保較高的獲利。 

資料來源：孔維新(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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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維新等人(2013)除彙整成功經營的要素之外，認為在六級化的過程所遭遇

到之困難，也值得政府與未來想從事六級產業的業者參考；該文將困難分別整理

為以下三類： 

 

(一)行銷不易 

 台灣農民的生產技術已相當成熟，經過農業研究單位與大學所改良的作物品

質也相當精良，加上農民過去習慣傳統的運銷體系，收成之後通常由販運商收購

或者交由農會或合作社進行共同運銷。跨入六級產業之後，欲以直接販售來提高

收益，卻面臨不知道賣給誰，如何吸引人來買的問題。許多受訪的農民團體與個

別農家皆經歷過這段行銷不易的艱困時期，後來靠著不斷的學習與摸索才得以有

今日的銷售成績，但不可諱言的成功有時還得靠一些運氣。 

 

(二)農村勞動力不足 

 這是目前台灣農村普遍面臨的問題，特別是以蔬果類為經營主體以及休閒農

業場所的業者感受最為強烈，目前我國農民的平均年齡超過 60 歲，表示青壯年

投入農業意願不高。許多生產型的六級化廠商表示目前還能靠一些年長的農民來

因應生產之所需勞力，但卻不見有年輕的勞動力願意投入，使他們相當憂心未來

的經營。而經營休閒農場的業者則表示，休閒農場不像一般遊樂場所或飯店具有

較舒適的工作環境，且農場工作通常必須付出較多的勞力，因此無法吸引年輕族

群加入經營，加上休閒農業淡旺季明顯，在經營成本的考量之下大多以聘請臨時

人力來因應，也因為無法提供較為穩定的工作，導致員工招募不易。 

 

(三)各種文件與許可申請手續繁雜 

 以農產加工業者為例，礙於農地農用的限制，政府對於非簡易型初級加工廠

的設置有諸多限制，各項農業設施的申請經常需要政府多個部門同時會勘審定，

過程相當耗時。對於休閒農業業者而言，其遭遇的困難和加工業者類似，受訪業

者紛紛表示對於許多設施的申請規定繁雜，甚至要求經營者要有環保相關證照，

使之難以推動。而經營農產出口的業者亦表示，目前農產品銷往中國大陸，中國

大陸官方要求出示台灣官方所發行的衛生證、產地證明與檢疫證明，我國這三種

證書的發行單位都不相同，且在申請過程中一度發生政府單位之間無法認定該證

明應由哪一個單位發放的情事，可見相關申請手續繁雜且廢時，不僅延宕出貨的

時間也徒增許多人力與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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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農企業觀點 

 謝俊雄(2002)認為「農企業」為農業因應社會經濟發展與成長，及農業經營

目的改變，演進到一定階段後必然會出現的一種產業形態與現象。有關農業經營

個體，講求目標利潤化、產品商業化、工作效率化、及運作組織化就是農企業之

定義。其認為在討論如何經營與管理農企業時，必須先了解「農」的特性，以便

因地制宜，發揮管理的效率，因此以下將針對農企業功能(生產、行銷、人力資

源、財務及研究發展)的特性說明： 

 

表 2-26 農企業功能之特性 

生產 

1.生產受制於自然條件，固有適地適作限制 

2.需採輪作方式生產，以維持地力及防治病蟲害 

3.因產品具生命性而具特別收穫技術 

4.生產期間較長，.產期有集中性 

5.生產對市場價格常有時間落遲性 

6.農業機械可替代人工性 

行銷 

1.產品具有難以久藏性、季節性、重視外觀性、分級不易性 

2.產品為民生必需品，但需求缺乏彈性 

3.消費者具嗜好性、替代性及生鮮性 

4.通路自成系統性 

5.小農經營時不具品牌性 

人力資源 

1.工資高低具季節性 

2.農忙農閒性 

3.從業人員必備強健身體特性 

4.多為兼業農家 

研究發展 

1.投資成本、設備需求、技術要求高 

2.高科技需由政府及學術機構投入 

3.研究成果需時甚久 

財務 

1.土地投資佔總投資比重甚高 

2.週轉資金需求較多 

3.外來資金比例低 

資料來源：謝俊雄(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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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文乾(2011)-農企業價值創新與藍海策略之研究-以豐年農場為例 

其以個案研究豐年農場後，提出農企業關鍵成功因素可分為以下三類： 

 

A、原有策略型態： 

(1)產品線廣度 

(2)核心產品特色 

(3)目標市場區隔與選擇 

(4)垂直整合程度 

(5)相對規模與規模經濟 

(6)獨特競爭力 

 

B、策略分析： 

(1)外在環境分析：分析同業競爭者之優劣勢 

(2)內部資源分析： 

核心資源 核心專長 

有形資源 

土地資源、基礎生產設備 

自有資金、外部資金 

客戶及衛星農場資源 

產業資源 

組織專長 

人力資源、組織運作能力 

組織文化、組織學習 

整體規劃能力 

無形資源 

區位條件、品牌商譽 

策略聯盟關係、研發能力 

營業執照、顧客基礎 

文化資源 

個人專長 

創業精神、前瞻能力 

社會網絡關係 

基層管理能力 

技術能力、產業創新能力 

資料來源：鄭文乾(2011) 

 

C、產品價值鏈與策略矩陣： 

  畫出農場之產業價值鏈，分析其上、中、下游各產業價值的活動與產品，並

將各價值活動所提供的附加價值、成本與企業競爭者的優勢等，視為策略分析的

主要工具，可分析出關鍵成功因素之內涵、特性與未來規劃策略之方向。該研究

依據豐年農場創始人經營歷程之產業價值鏈所分析的結果彙整出下列幾項結

論： 

(一)在創新的同時也要符合市場需求，才是真正的技術創新。 

(二)除生物技術與自動化的革新之外，經營管理的革新也相當重要，包括多角化

經營、規劃整體之廣告行銷、產業評估能力、執行能力、解決問題之能力

及產業的危機意識等；農企業經營之關鍵成功因素仍以經營理念及經營能

力最為重要，也是農企業經營者亟需要加強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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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所有的產品和生產技術皆會面臨其週期性的生命，因此研發具有差異化產品，

使產品經濟壽命延長，亦是農企業經營所需強調的目標。 

(四)多數農民沒有考慮到市場需求，而有一窩蜂生產的現象，導致農品的價格暴

起暴跌，難以長期獲利，其中訊息不對稱與中間不當剝削是主因，因此避

免不當的中間剝削與產能過剩是農企業急需解決的問題。 

 

 另針對農企業未來經營所需要強調的重點及技術策略提出下列建議：一、選

擇高附加價值之農企業進行投資 

二、農企業應具備自行研發與創新之能力 

三、建立合理的產銷制度，並提供準確的訊息 

四、加速產業鏈的垂直整合，拓展行銷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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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小結 

 雖文獻中使用的研究方法與分析角度也都不盡相同，有深度訪談、分析業者

與消費者認知缺口、以資源基礎理論探討關鍵成功因素等，但這些先行研究成果

使本研究認為，農業生產事業所涵蓋的範圍過於寬廣，且屬於個案分析類型的文

獻難以代表台灣整體的六級產業，若要瞭解六級產業之關鍵成功因素，則有必要

將調查範圍聚焦至六級產業的經營業者再進行調查，因此本研究將於下一章節進

行後續研究方法以及問卷設計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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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設計 

經由前兩章的文獻整理後，接下來將詢問符合六級產業定義的農業生產者們，

收集他們認為台灣的六級產業之所以能發展成功關鍵因素為何。本章將於第一節

列出為達成研究目的所使用之研究方法，第二節為後續調查之問卷設計，第三節

為問卷調查的資料分析方法，第四節為調查對象之篩選條件與研究流程。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採取問卷調查法的方式進行兩階段詢問，首先是設計德爾菲法專家

問卷，將德爾菲法問卷的結果加以收斂後，設計成第二階段之專家問卷。第二階

段之問卷包含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利用德爾菲法再次評估各項關鍵因素之重要性，

第二部分則以層級分析法詢問業者各類關鍵因素之重要程度並換算成權重，為本

研究為達成研究目的，詳細敘述擬使用之研究方法如下。 

 

(一)文獻整理法(document method) 

 即文獻分析法，為廣泛地搜尋與彙總國內外相關知識理論、相關專書、期刊

文獻、報紙、博碩士論文、網路資料等，加以分析與探討，以進行理論與實務的

分析及討論。基於考量本文之研究對象是農業型六級產業，所以研究之文獻蒐集

為「台灣農業發展趨勢」、「農業生產事業之關鍵成功因素」與「農企業經營與管

理」等相關資料，透過文獻整理之方式閱讀台灣農業生產事業相關文獻，以瞭解

台灣農業生產事業成功發展之關鍵因素，彙整出與本研究欲探討的六級產業有關

連的關鍵成功因素。 

 

(二)歸納法(induction) 

 為運用邏輯思考，從個別、特殊或知識概括推導出一般性知識的推理方法，

藉由觀察或實驗得出規律的結果，推論至同一類事物之全體。本研究依據文獻蒐

集，彙整各相關領域進行整合與分類，再經由分類項目裡挑選文獻中出現次數較

多的因素，作為台灣六級產業發展成功關鍵因素之評估項目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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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卷調查法(questionnaire method) 

 問卷為資料收集的工具，根據目的需要而設計一系列問題所構成，而透過問

卷收集各種社會資料並對問卷進行研究分析的方法稱為問卷調查法。本研究之問

卷調查為德爾菲法及層級分析法專家問卷，藉由專家群體決策的方式篩選評估因

素的適宜性，與獲得評估因素的權重值。 

 

(四)德爾菲法(Delphi method) 

 德爾菲法於 1950 年代由美國蘭德公司的 Dalkey 及其助手發展出來，又稱為

專家判斷法，是屬於群體決策之方法，多應用於質性研究，主要目的在獲取專家

們的共識，以獲得對特定預測事項一致的意見；此方法既可集思廣益又兼顧專家

獨立判斷之品質，廣泛應用於各種領域包括公共政策、方案規劃、科技預測等策

略擬定之分析方法；後續更有學者應用模糊理論將其發展成模糊德爾菲法，亦即

捨棄平均數的算法而改採用幾何平均數加以計算，以避免在統計上產生受極端值

影響的情況發生，可使評估準則的選取效果更佳。 

 

然而本研究考慮到調查對象為農業生產者，可能對專家問卷之型式較不熟悉，

且在農務繁忙的情況下，儘量以簡單的方式進行問卷設計，才能使受訪者有較高

的填答意願，因此雖然模糊德爾菲法具有較精準的回答結果，但本研究選擇採用

傳統德爾菲法進行問卷設計，並給予農業生產事業的關鍵成功因素之選項讓受訪

者參考，以降低填答過程的複雜度。 

 

傳統德爾菲法的操作方式乃以問卷調查方式徵詢對該問題有所鑽研之專家，

請其單獨就問卷所描述之事項表示其意見，各專家彼此間並不知曉其他參與者，

亦不事先交換意見，由一位協調者來歸納各專家所回覆之意見，統計其分佈狀況

計算出「中位數」意見所在，然後再函請各專家參考此份資料進行第二次問卷調

查，等收到第二次答覆後再次歸納，並將歸納結果再度提供給專家，作為下一次

修正的依據，如此重複之，可逐漸達到歸納統整專家意見之結果，如圖 3-1 所示，

灰色地帶表示一個可接受的範圍(a,b)，反覆詢問專家意見過程中，重複修改專家

意見，若修改後之平均值中位數(m)落在此範圍中，即為專家達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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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傳統德爾菲法示意圖 

資料來源：徐村和(1998) 

 

 

 (五)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層級分析法是由美國賓州匹茲堡大學教授 Saaty(1980)所提出，此分析方法

主要用於解決多選擇決策問題，透過對複雜的問題進行切割、分類，使其分解為

一樹枝狀的結構層級。建立層級分析結構後，即可以評估同層級中各個評估因素

間的相對重要性，分析層級程序法之評比方法是以上一層級之直屬因素做為基準，

任取同一層集中兩個因素，在不考慮其他因素之影響下，評估此兩個因素對該上

一層級直屬因素之重要性或是影響程度。 

 

  將各層級之所有要素皆重複以上方法進行評估比較，可把原本具有許多複雜

因素的決策問題簡化成兩兩因素間的評比，透過量化判斷找尋脈絡並加以綜合評

估，得以減輕決策者的負擔，而能清晰的呈現各個決策要素對於該一目標的相對

重要性，提供決策者選擇適當方案之充分資訊，減少決策錯誤之風險。本研究亦

希望能透過層級分析法瞭解各類關鍵成功因素之權重，藉由掌握因素間的權重能

使管理者更容易進行資源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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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aty(1980)認為關鍵成功因素可利用層級分析法(AHP)加以分析28，而本研

究欲探討六級產業經營業者對各類關鍵成功因素的重要性程度，因此在第二階段

將使用層級分析法以確認出個因素的重要順序。曾國雄、鄧振源(1989)認為層級

分析法的基本假設，主要可分為下列九項： 

1. 一個系統可被分解成許多種類或成分，並形成有向網路的層級結構。 

2. 層級結構中，每一層級的要素均假設具獨立性(independence)。 

3. 每一層級內的要素，可用上一層級內某些或所有要素作為評準進行評估。 

4. 進行比較評估時，可將絕對數值尺度轉換成比例尺度(ratio scale)。 

5. 成對比較後，可使用正倒值矩陣(positive reciprocal matrix)處理。 

6. 偏好關係具有遞移性，不僅優劣關係具遞移性(a優於b，b優於c，則a優於c)，

同時強度關係也有遞移性(a優於b二倍，b優於c三倍，則a優於c六倍)。 

7. 完全具遞移性不容易，因此容許不具遞移性的存在，但需測試其一致性   

(consistency )的程度。 

8. 要素的優勢程度，經由加權法則(weighting principle)而求得。 

9. 任何要素只要出現在階層結構中，不論其優勢程度是如何小，均被認為與整

個評估結構有關，而並非檢核階層結構的獨立性。 

 

層級分析法之操作步驟如下圖3-2所示，首先進行問題描述，而後找出影響

要素並建立層級關係、採用成對比較的方式以其比例尺度、找出各層級之決策屬

性之相對重要性、依此建立成對比較矩陣、計算出矩陣之特徵值與特徵向量、求

取各屬性之權重。 

 

 

                                                 
28

Saaty(1980)認為層級分析法適合對以下十三種研究問題進行分析：1.決定優先順序、2.產生可

行方案、3.選擇最佳方案、4.決定需要條件、5.根據成本分析制定決策、6.資源分配、7.預測結果

-風險評估、8.衡量績效、9.系統設計、10.確保系統穩定性、11.最適化、12.規劃、13.衝突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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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描述

影響要素分析

建立層級結構

問卷設計

問卷填寫

建立成對比較
矩陣

計算特徵值與
特徵向量

一致性檢定

層級結構一致
性檢定

權重之計算

最適方案

是

是

回
饋
修
正

回
饋
修
正

否
否

 

圖3-2 層級分析法分析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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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集群分析法（cluster analysis） 

集群分析法為一套客觀的分類程序, 雖涉及複雜的數學計算程序, 但並沒有

嚴格的統計假定必須遵守，其以各樣本間「距離」作為分類之依據，相對距離愈

近則表示相似程度愈高，將比較相似的樣本聚集在一起後形成集群，可分為階層

式集群分析法(hierarchical)、K均數法及兩階段法。 

 

(1)階層式集群分析法：可分為凝聚法及分離法，凝聚法為根據觀察值或變項間

的距離，將最相似物件結合在一起，以逐次聚合的方式將觀察值分組，開始

時每一個體為一群，將最近的兩個體合成一群，經過逐步的多次結合使群組

越變越少，最後所有個體結合成一群，依不同的群間距離計算方式可分為最

近法、最遠法、平均法、中心法、華德法；分離法則反之，開始時所有個體

為一群，接著將其分成兩群、三群，直到每個體各自為一群，此方法較不常

被使用。 

 

(2) K-means集群分析法：將個體任意分成K組，經過組間距離演算，使個體在族

群內變異最小，群間變異最大。 

 

(3)兩階段法：為先使用階層式集群分析決定合理的群組個數後，再以K-Means

法進行分群，適用於觀察值的個數較多或資料檔非常龐大的分析。 

 

 

本研究欲瞭解相同產業、規模與地域性的六級產業，是否會影響層級分析法

的權重分配結果，將使用SPSS統計軟體第19版進行兩階段集群分析，探討相似

的層級分析法權重分配結果是否由特定族群所組成或擁有共同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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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問卷設計 

 本研究採用兩階段專家問卷做為測量六級產業經營關鍵成功因素之調查工

具，第一階段以傳統德爾菲法結合開放式問答設計問卷，將問卷的結果及建議加

以收斂後，設計成第二階段的德爾菲法、層級分析法(AHP)之問卷。 

 

3.2.1 六級產業關鍵成功因素擬定 

  本研究參考第二章第四節的農業生產事業發展關鍵成功因素之相關文獻，彙

整為第一次德爾菲法問卷的給予的因素選項提示，共 70 個細項： 

 

表 3-1 六級產業關鍵成功因素擬定 

內部因素 

土地 

因素 

1.擁有土地所有權 

2.地理位置優勢(土地肥沃、氣候適合栽種、交通便利性) 

3.土地規模(規模經濟、經營規模大小) 

硬體 

設備 

4.基礎生產設備(農業機械、飼料配送機、產品包裝機械) 

5.休閒設施(涼亭、溜滑梯、露營區) 

6.住宿服務(住宿品質、供餐) 

7.人工景觀(裝置藝術、花園造景) 

行銷 

策略 

8.廣告宣傳(代言人、傳播媒體報導) 

9.體驗式活動(文創 DIY、讓遊客自行加工農產品) 

10.價格競爭力(提高或壓低售價與他人競爭之策略) 

11.拓展多元的銷售通路 (外銷、網路行銷、宅配直銷) 

12.建立品牌(創造品牌形象、聲譽) 

13.導覽活動安排(解說、導覽園區) 

14.配合佳的代售平台(上下游市集、直接跟農民買) 

人力 

組織 

15.擁有充裕的人力資源(產季、農忙期) 

16.人員的訓練管理 

17.服務品質(如遊客滿意度、商品售後服務) 

18.良好的組織架構 

19.高階主管領導推動 

20.危機處理(緊急醫療網、顧客抱怨、救災編組) 

21.具有歷史人物、技術保有者(傳統工藝、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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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 

管理 

22.經營者的領導風格(願景理念、組織目標) 

23.選擇、區隔目標市場(針對不同的顧客族群做行銷策略:老人、上班族) 

24.垂直整合(上下游整合、串聯) 

25.多角化經營(跨產業發展) 

26.策略聯盟關係(異業、促銷聯盟、共同採購) 

27.前瞻性的能力(有遠見) 

28.農業企業化經營 

29.加入農業相關組織(休閒農業發展協會、生產合作社、產銷班) 

金融 

管理 

30.外部資金(政府補助、贊助商、投資者) 

31.資金安排與管理(商品售價、投資避險) 

32.設立共同救助基金 

生產 

管理 

33.產品品質、安全管控(農產品生產、加工) 

34.農產品生產具有標準作業流程 

  (自家的農業生產 SOP、遵循農委會的良好農業規範(GAP)) 

35.病蟲害防治 

36.擁有加工技術能力、加工生產線 

37.具有產品研發創新能力 

38.建立加工生產的標準作業流程(加工生產的 SOP、標準操作步驟) 

39.產品線的廣度(多樣化的產品型式) 

40.配合佳的代工廠(代理加工、包裝) 

購買 

價值 

 

41.具有特色的核心產品(產品獨特性) 

42.產品包裝具有功能性、實用性 

43.產品包裝結合在地情感、意象 (故事行銷) 

44.具有特色的餐飲、美食 

45.使用在地特色的農產品 

46.具有生產者履歷之可追溯農產品 

47.以行銷導向建構生產管理系統(因應市場需求)  

48.客製化的服務 

49.具有農產品驗證標章、健康食品標章 

50.申請專利 

外部因素 

外部 

影響 

51.經濟景氣狀況 

52.社會觀光休閒潮流 

53.固定、穩定的客戶群(老顧客、產品偏好者) 

地方 

資源 

54.農村自然景觀(田園美景、綠意盎然) 

55.特殊天然景觀(鐘乳石、瀑布、國家公園) 

56.季節性生態資源、活動(候鳥、櫻花季、桐花季) 

57.歷史、人文資源(民俗文化傳承、歷史建築、背景) 

58.地方商業資源(行政中心、商圈) 

59.結合休閒活動資源(自行車步道、馬拉松路線)  

60.結合地方文化形成的產業化(古坑咖啡、大湖草莓、三義木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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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 

參與 

61.參與地方整體性、區域性計畫(社區總體營造、富麗農村計畫) 

62.創造地方福利(同鄉折扣、支援地方活動) 

63.參與公益活動、保育活動 

64.創造地方就業機會 

65.以「在地化」為核心價值(強調地域性、主打地方名號) 

66.使用友善環境、動物的生產方式(不破壞生態、人道飼養) 

政策 

法令 

67.實施修改的法令、配合政策實施 

68.合法經營(取得設立許可、營業執照) 

69.政府支持的態度(推動休閒農業、地產地銷、食育計畫) 

70.相關單位輔導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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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第一階段德爾菲法專家問卷(附件一)之編定： 

(一)問卷說明與填答說明： 

於問卷說明的部分向六級產業業者或主管說明問卷之目的，並同時介紹本研

究對於六級產業之定義與受訪者條件。第一階段問卷採用李克特尺度量表為各項

因素之評價工具，但為避免受訪者在填答上有趨中性的回答，因此再加上一個尺

度，為六個尺度的量表。設定最低尺度為 0 分，若選 0 分即代表受訪者認為該因

素對於「六級產業發展之關鍵成功因素」而言極為不重要、完全不需要考慮，重

要程度為 0%；選 5 分則認為該因素極為重要，重要程度為 100%，如圖 3-3。 

 

圖 3-3 第一階段問卷評分尺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問卷內容： 

1.結構性題目： 

 藉由參考各個農業生產事業發展關鍵成功因素之相關文獻，本研究將台灣六

級產業關鍵成功因素分成內部及外部兩類，共 70 個細項。在考慮到在問卷結果

收斂後，可能會刪減或增加其他關鍵因素項目，因此於第一階段的問卷中，向受

訪者詢問每個關鍵因素項目之重要程度(70 小題)，並未刻意進行分類。 

 

2.開放式問題： 

 詢問各專家依其經營（任職）農業生產事業的經驗與認知，是否感覺到還有

其他重要的關鍵成功因素尚未被提及，並希望藉由詢問其認為該經營體最主要的

特色、優勢，用以瞭解有哪些因素是被認為具有成功面向的因素；詢問在經營過

程中遇到的困難、希望政府提供何種協助，以瞭解哪些因素會導致不成功。 

 

3.受訪者基本資料： 

 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相關工作經驗(年資)、於單位內的職稱，詢問

貴單位成立年數、員工數及年營業額，推測該農業生產事業的規模大小，詢問該

單位農業生產、加工、銷售方式等做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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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第二階段第一部份-德爾菲法專家問卷(附件二)之編定： 

(一)問卷說明與填答說明： 

於問卷說明的部分向六級產業業者或主管說明問卷之目的，並且介紹本研究

對於六級產業之定義，惠請各位專家予以協助。第二階段德爾菲法問卷採用李克

特尺度量表為各項因素之評價工具；由於第一階段使用 6 個尺度的量表時，回覆

結果過於相近，導致難以直接辨別不同因素間的重要程度差異，因此在此階段的

德爾菲法問卷設計時，本研究將尺度擴增一倍，且為避免受訪者在填答上有趨中

性的回答，最終設計為 11 個尺度的量表，設定最低尺度為 0 分，若選 0 分即代

表受訪者認為該因素對於「六級產業發展之關鍵成功因素」而言極為不重要、完

全不需要考慮，重要程度為 0%；最高分為 10 分，代表受訪者認為該項因素極為

重要，重要程度為 100%，如圖 3-4。 

 

圖 3-4 第二階段第一部份問卷評分尺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問卷內容： 

 藉由第一階段德爾菲法問卷結果統計及參考受訪者的建議以後，依據重要程

度的等級將相同性質之項目合併，最終將關鍵成功因素分成內部及外部兩大類，

內部因素有自有資源、產品管理、行銷管理、員工管理、經營管理等五個子類別，

共 31 個細項；外部因素有外部因素、地方因素、政策法令等三個子類別，10 個

細項；合計 41 個細項，向受訪者詢問每個關鍵因素項目之重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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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第二階段第二部份-層級分析法專家問卷之編定： 

(一)填答說明： 

 以範例示範說明如何填寫層級分析法問卷。 

 

(二)層級結構圖： 

 將第一次德爾菲法問卷之結果收斂後繪製成結構圖，給予受訪者在填寫層級

分析法問卷時作為參考依據，同時使受訪者瞭解於第一階段的問卷結果，有哪些

因素被刪除、增加哪些因素等眾人意見之結果。 

 

(三)問卷內容： 

1.結構性題目： 

 由於篩選過後的關鍵成功因素有 41 項，在 AHP 問卷的兩兩比較上執行較為

繁雜，且考慮到農事者對於此類型的問卷填答方式較為陌生，本研究之目的也不

著重於分析出各細項因素的權重，因此在層級分析法問卷設計上，將僅比較各項

因素之類別，並未將全部的關鍵因素細項互相比較。 

 第一層級(A.)為內部因素與外部因素之比較；第二層級第一部分(B-1.)為內部

因素的自有資源、產品管理、行銷管理、員工管理、經營管理等，五個子類別互

相兩兩比較；第二層級第二部分(B-2.)為外部因素裡的外部因素、地方因素、政

策法令等，三個子類別互相兩兩比較。另外，本研究認為「產品管理」的關鍵成

功因素細項較多且各有所差異，可再區分為生產管理、加工管理、購買價值等三

個子分類，因此將之另外設計為第三層級的問卷題目(C.)，希望能透過詢問業者

瞭解不同類別的產品管理子項目之權重分配。 

 

2.半開放式題目： 

 詢問受訪者認為一級農業結合二級加工或三級銷售/服務後，收入是否有所

增加。以增加一倍為 10 成來計算，用空格的方式讓受訪者自行填寫數字。 

  



81 

第三節 資料分析方法 

 為使問卷調查順利進行，本研究使用的統計方法為描述性統計、層級分析法

以及集群分析法。描述性統計用於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的德爾菲法問卷部分，層

級分析法用於計算第二階段第二部分層級分析問卷，最後再使用集群分析法將業

者分成不同的族群加以討論。以下將說明本研究利用描述性統計篩選各項關鍵成

功因素之基準、層級分析法計算方式以及集群分析法之原理。 

 

3.3.1 描述性統計 

 為最基本的統計方法，其方法為將研究中所得的數據加以整理、歸類、簡化

或繪製成圖和表，用來描述和歸納資料之特徵，描述統計主要提供資料的集中趨

勢、離散程度與相關強度，如平均數、標準差、相關係數等。本研究為篩選出受

訪者認為重要的關鍵成功因素，將以統計過後的平均數、中位數及眾數來決定各

項因素之重要等級，評估基準如下： 

 

A.第一階段問卷之德爾菲法分析 

 此階段問卷採尺度量表，最低分為 0 分，代表受訪者認為該因素對於「六級

產業發展之關鍵成功因素」而言極為不重要、完全不需要考慮，最高分為 5 分，

代表非常重要。將各項因素的數值統計後，再依照平均數、中位數及眾數分別給

予重要程度之判定，數值 2.5 分(含)以下設定為不重要，2.5 分以上至 3 分(含)為

稍微重要，3 分以上至 4 分(含)為重要，4 分以上為非常重要，再根據三者的重

要程度，取多數來決定該項因素的總體重要程度判定，以下舉例說明： 

 

關鍵成功因素 平均數 中位數 眾數 重要程度 

擁有土地所有權 
3.6 

(重要) 

4 

(重要) 

5 

(非常重要) 
重要 

擁有充裕的人力資源 
4.31 

(非常重要) 

4 

(重要) 

5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特殊天然景觀 
2.56 

(稍微重要) 

3 

(稍微重要) 

3 

(稍微重要) 
稍微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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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第二階段問卷第一部份之德爾菲法分析 

 此階段德爾菲法問卷採尺度量表，最低分為 0 分，代表受訪者認為該因素對

於「六級產業發展之關鍵成功因素」而言極為不重要、完全不需要考慮，最高分

為 10 分，代表非常重要，共 41 個項目。將各項因素的數值統計後，取平均數之

數值 6 分(含)以下設定為不重要，6 分以上至 7 分(含)為稍微重要，7 分以上至 9

分(含)為重要，9 分以上為非常重要，並計算各個子類別的平均重要程度，以下

以自有資源類別舉例說明： 

 

關鍵成功因素 
重要程度 

(0~10 分) 
重要程度 

1.擁有土地優勢(所有權、土地規模、地力肥沃、交通便利性) 8.19 重要 

2.生產設備(農業機械、溫室、產品加工與包裝機械) 8.25 重要 

3.服務設施(提供客房住宿、餐廳供餐) 6.33 稍微重要 

4.充裕的資金運用 8.50 重要 

5.領導者的人格特質、經營理念(吃苦耐勞、職業道德、具有

吸收新知、前瞻性之能力(有遠見)) 
9.47 非常重要 

6.擁有人力資源(農忙期具有充分的人力、擁有技術保有者) 8.89 重要 

平均：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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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層級分析法 

本研究欲透過層級分析法瞭解各類關鍵成功因素之權重，在問卷之中針對每

個準則屬性設計，以兩兩相比的方式，在 1-9 尺度下讓決策者或各領域的專家填

寫，以第三層級產品管理為範例，計算步驟如下： 

(1)建立各層級之成對比較矩陣 

 根據問卷調查所得到的結果，將可建立各層級之成對比較矩陣，  建立

成對比較矩陣是以層級 k 的某一因素為基準，取其下一層級之 n 個因素作兩兩比

對，形成 C2n 個評比值。若問卷填答結果如上表所示，則其涵意為生產管理之

重要程度較加工管理高於 7，相較購買價值為 1/2；加工管理對生產管理之重要

程度為 1/7，對購買價值之重要程度為 1/7；購買價值對之重要程度較生產管理高

2，對加工管理之重要程度高於 7。 

 

(2)計算成對比較矩陣之特徵向量與最大特徵值 

 透過表格繪製成矩陣後，使用特徵向量之理論計算特徵向量與最大特徵值，

進而求得整體模型之一致性與各項評估因素間之相對權重；本研究使用的「列向

量幾何平均標準化法」加以計算，即將對比矩陣中每列之元素相乘開n次方，再

將各開方之後的數值予以常態化。 

 

 

 

 

 

 最大特徵值（λmax）之計算，則是將已求得之特

評估準則 
極度偏好    無偏好極度偏好 

評估準則 
9 8 7 6 5 4 3 2 1 2 3 4 5 6 7 8 9 

生產管理   ●               加工管理 

生產管理          ●        購買價值 

加工管理               ●   購買價值 

列向量 

幾何平均數 
特徵向量W(權重) 

     
 

 

 
 

= 1.518 

     

                  
 

= 0.361 

 
 

 
   

 

 

 
 

= 0.273 

     

                  
 

= 0.065 

      
 

 

= 2.41 

    

                  
 

= 0.574 

 生產管理 加工管理 購買價值 

生產管理 1 7 1/2 

加工管理 1/7 1 1/7 

購買價值 2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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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向量W與成對比較矩陣相乘得另一向量W’，再將W＇中的每一元素分別除以

W中之對應元素，最後將所求得之值取算術平均數即為最大特徵值（λmax）。 

 

W’  

   

 

 

 
  

 

   

     

     

     

     

     

   

   

    

  

                             

 

(3)計算一致性指標(C.I.)與一致性比率(C.R.) 

 由於人腦思維有時難免產生判斷不一致之情況而影響分析正確性，因此必須

加以檢討誤差大小，以檢視此一誤差是否位於可容忍之範圍中。層級分析法使用

一致性比率(C.R.）作為衡量成偶比較矩陣一致性之準則，從評估尺度1-9所產生

的正倒矩陣，在不同的階層數下，產生不同的C.I.值，稱為隨機指標（Random 

Index ; R.I.），而C.I.值與R.I.值的比率，則稱為一致性比率。Saaty（1980）認為

若C.R.<0.1，即可表示該矩陣在一致性合理範圍中，若C.R.>0.1，則其判斷可能

是隨機模式，比較矩陣必須重新評估，下表為Saaty所求算出的正倒值矩陣在各

階數中所對應的隨機指標。 

 

階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R.I. 0.00 0.00 0.58 0.90 1.12 1.24 1.32 1.41 1.45 1.49 1.51 1.48 1.56 1.57 1.58 

資料來源：Saaty(1980) 

 

一致性比率計算公式為 C.R.＝C.I./ R.I. 

        
λ     

   
，以上述範例而言，C.I. = 0.02681， 

三階層矩陣之 R.I.為 0.58，則 C.R.= 0.046 小於 0.1，為合理範圍 

 

 上述計算為單一層級之一致性檢定算法，鄧振源、曾國雄(1989)認為，若整

體層級架構超過一層，則需求出整體一致性比率才能做判斷，其計算式如下： 

 

一致性指標(C.I.H) =Σ(層級的優先向量)* (每層級 C.I.) 

層級隨機指標(R.I.H) =Σ(每層級的優先向量)* (每層級R.I.) 

一致性比率(C.R.H) = C.I.H/ R.I.H 

若C.R.H小於0.1 則層級的一致性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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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流程 

為達成研究目的，本研究擬將台灣的六級產業經營業者設定為研究對象，詢

問其認為六級產業之所以能成功發展的關鍵因素為何，而在進行尋找研究對象時，

將採用「以一級農業為核心發展，結合二級加工與三級服務銷售的農業生產事業」

做為本研究的六級產業定義(如第二章，表 2-4)以進行研究對象的篩選。 

 

為取得台灣六級產業事業相關資訊，本研究透過蒐集一級資料，如農會超市、

農民市集與其他農產品銷售相關等管道以及閱讀二級資料，如報章雜誌、電視媒

體報導、農產品網路販售平台以及農產伴手禮網站等，找尋符合本研究六級產業

定義之調查對象(透過閱讀農業生產者的背景資料)，再利用社群媒體、電子郵件

及電話聯絡方式尋問經營業者是否有意願接受調查；然而在過程中發現，農產品

加工、銷售的行為仍包含多種型式，因此本研究根據以下之條件篩選調查對象。 

 

3.4.1 調查對象之篩選 

(1)產業結構包含一級×三級、一級×二級×三級 

 雖然調查對象必須符合本研究對六級產業之定義(如第二章，表2-4)，但本研

究發現，在二級加工的部份又可將之分為輕度加工29與重度加工，屬於輕度加工

的業者大多都是販賣生鮮農產品為主(即產業型態為一級×三級的業者)；事實上，

即便是將農產品進行重度加工的業者，仍然會同時進行生鮮農產品的販賣，因此

本研究認為六級產業雖以一×二×三級為核心架構，但一級×三級亦屬於本研究尋

找調查對象的範圍內。有部份僅進行輕度加工的農業生產者認為自己並不屬於六

級產業，但本研究仍然將其列為受訪者，並分類為輕度加工類別。 

 

(2)商品「所有權」屬於農業生產者 

 為確保調查對象並非農工商合作型態，農業生產者應該要擁有在農產品於生

產、加工、銷售過程中與販賣至消費者前的商品「所有權」，如此才能確保末端

商品在銷售後的利潤可以直接回饋至生產者，即所謂的「自產自銷」。若農業生

產者與飼料業者、農業改良場合作，進行代理飼養、代理耕作，或將農產品全數

                                                 
29輕度加工：蔬果的輕度加工為農產品經過清洗、截切、包裝等處理後，仍然屬於新鮮狀態，提

供立即食用或使用於烹調的加工技術，例如截切蔬果、新榨果汁、冷凍真空包裝等。(食品工業 第 

31 卷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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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賣給食品廠、批發商等契約合作行為；食品廠、通路商自行收購農產品進行加

工、轉賣、販賣等行為，本研究認為這類型屬於農工商合作的部分，將不列入本

研究調查之對象；若是部份由農家自產自銷、部份被收購則仍屬於本研究的六級

產業之定義。另外，若農業生產者無法自行加工、銷售，選擇委託食品加工廠進

行代工，或委請銷售平台代售農產品等行為，本研究認為只要符合商品「所有權」

屬於農事者，僅支付加工費用或上架費，仍符合調查對象之範圍。 

 

(3)本研究僅針對個別農戶或農企業進行討論 

  農民團體(如：農會、合作社、產銷班等)因收入較為多元，導致利益難以分

配，且農產品所有權難以劃分，並非所有的利潤都能平均的回饋給農業生產者。

本研究欲瞭解農業生產者是否認為農業六級產業化可以增加收入，同時也希望訪

問對象能對整個產業價值鏈擁有主導權，因此將調查對象的範圍限制在個別農戶

或農企業(即是在產製銷一體化的價值形成鏈中具有主導權的農業生產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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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研究流程 

為達成研究目的，本研究透過文獻整理法瞭解關鍵成功因素之理論後，根據

國內農業生產事業的關鍵成功因素相關文獻，整理為第一次德爾菲法問卷之題項；

待問卷回收後進行描述性統計，去除不重要之因素後，加入受訪者建議並將關鍵

因素分類、分層，設計為第二次問卷(含德爾菲法與層級分析法)進行調查，待問

卷回收後，進行資料分析與討論，針對研究目的給予結論與並提出建議。 

 

 

 

 

 

 

 

 

 

 

 

 

 

 

 

 

 

 

圖 3-5 研究流程 

 

文獻整理 

台灣型態六級產業 

第一次德爾菲法問卷設計 

執行問卷調查 

問卷回收與整理 

農業生產事業 

關鍵成功因素 

執行問卷調查 

第二次問卷設計(Delphi、AHP) 

結論與建議 

資料分析與討論 

問卷回收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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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本章將針對回收的有效問卷資料，進行統計分析後的結果與討論。第一節為

第一階段德爾菲法專家問卷回收之結果及最終關鍵成功因素修訂；第二節為第二

階段問卷之結果，包含樣本基本資料及德爾菲法專家問卷之描述性統計，並透過

將各項關鍵成功因素分類，瞭解各類別中較為重要的因素為何及討論原因；第三

節為層級分析法問卷之結果與分析。 

 

第一節 第一階段問卷結果 

4.1.1 樣本基本資料 

調查對象為符合本研究對於六級產業所設定之定義，且通過篩選條件的農業

生產事業。調查時間為 2015 年 8 月初至 9 月底，提供網路填答、電子郵件寄送、

郵寄紙本問卷及電話訪問等方式以利受訪者可以順利接受問卷調查，共發放 90

份問卷，回收的有效問卷 48 份，無效問卷 3 份，回收率為 53.3%。 

 

根據受訪者的地區分布、產業規模30、成立年數及產業類別區分進行整理，

結果如表 4-1、表 4-2 所示。從兩張表可以發現，本次問卷之受訪者以南部為最

多人數，其次是中部、北部、東部，分別為 18 人、12 人、11 人與 7 人；小型農

業生產事業者有 15 人、中型者為 20 人、大型者為 13 人；農業生產事業成立年

數未滿 5 年以下者有 10 位、5~10 年者有 14 位、10~20 年者有 10 位，成立 20

年以上者有 14 位；受訪者以農糧作物為大多數，合計 31(63.3%)，佔半數以上，

其次為畜牧業，合計 9(18.4%)；水產養殖業 6 位(12.2%)；林產品生產 3 位(6.1%)。 

 

由此可知本研究之調查對象具多元性，藉由如此的多元類型受訪者之意見表

達，希望可以統整出接近現實狀況的台灣六級產業發展的關鍵成功因素。 

  

                                                 
30本研究將產業規模以年營業額為判斷依據，將年營業額 200 萬元以下設定為小型業者，200 萬

至 1000 萬元為中型業者，1000 萬元以上為大型規模的六級產業；若業者不方便回答年營業額，

則以員工人數進行判斷，10 人以下設定為小型，10 至 50 人為中型，50 人以上為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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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第一階段問卷-受訪農業生產單為基本資料 

基本資料 樣本數(%) 

地區分布 
 

 
北 11(22.9%) 

 
中 12(25%) 

 
南 18(37.5%) 

 
東 7(14.6%) 

產業規模 
 

 
小 15(31.3%) 

 
中 20(41.7%) 

 
大 13(27.1%) 

成立年數 
 

 
未滿 5 年 10(20.8%) 

 
5~10 年 14(29.2%) 

 
10~20 年 10(20.8%) 

 
20 年以上 14(29.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2 第一階段問卷-受訪農業生產單位-以產業區分 

 產業類別 樣本數(%) 

農糧作物 31(63.3%) 

 
水果 14 

 
蔬菜 7 

 
茶葉 4 

 
咖啡 3 

 
稻米 2 

 
花生 1 

畜牧業 9(18.4%) 

 
雞 6 

 
豬 1 

 
牛 1 

 
蜂蜜 1 

水產養殖業 6(12.2%) 

 
養殖魚類 2 

 
養殖螃蟹 2 

 
養殖雙殼貝類 2 

林產品生產 3(6.1%) 

 
食用菇類 2 

 
綠竹筍 1 

合計 49(100%) 

註:同時從事兩種產業者將分別計入，以致合計大於總受訪者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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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問卷回覆結果 

 此階段的德爾菲法專家問卷之分析方法，先依照第三章描述性統計所述，將

各項因素的數值統計後，再依照平均數、中位數及眾數分別給予重要程度之判定，

數值 2.5 分(含)以下設定為不重要，2.5 分以上至 3 分(含)為稍微重要；3 分以上

至 4 分(含)為重要；4 分以上為非常重要，再根據三者的重要程度，取多數來決

定該項因素的總體重要程度。重要程度之分類整理如表 4-3 所示，受訪者認為「非

常重要」的六級產業關鍵成功因素有 29 個，「重要」30 個，「稍為重要」9 個，「不

重要」的因素為 2 個。 

 

表 4-3 各項關鍵成功因素之重要程度 

關鍵成功因素項目 平均數 中位數 眾數 重要程度 

1.擁有土地所有權 3.65 4 5 重要 

2.地理位置優勢(交通便利性) 3.52 4 4 重要 

3.土地規模(規模經濟、經營規模大小) 3.76 4 4 重要 

4.基礎生產設備(農業機械、飼料配送機、產品包裝機械) 3.92 4 4 重要 

5.休閒設施(涼亭、溜滑梯、露營區) 2.27 2.5 3 不重要 

6.住宿服務(住宿品質、供餐) 2.54 3 3 稍微重要 

7.人工景觀(裝置藝術、花園造景) 2.35 2 1 不重要 

8.實施修改的法令、配合政策實施 3.69 4 4 重要 

9.合法經營(取得設立許可、營業執照) 4.32 5 5 非常重要 

10.政府支持的態度(推動休閒農業、地產地銷、食育計畫) 4.02 4 5 非常重要 

11.廣告宣傳(代言人、傳播媒體報導) 3.58 4 4 重要 

12.體驗式活動(文創 DIY、讓遊客自行加工農產品) 3.51 4 4 重要 

13.價格競爭力(提高或壓低售價與他人競爭之策略) 2.94 3 4 稍微重要 

14.拓展多元的銷售通路 (外銷、網路行銷、宅配直銷) 4.44 5 5 非常重要 

15.建立品牌(創造品牌形象、聲譽) 4.79 5 5 非常重要 

16.導覽活動安排(解說、導覽園區) 3.77 4 4 重要 

17.擁有充裕的人力資源(產季、農忙期) 4.31 4 5 非常重要 

18.人員的訓練管理 4.48 5 5 非常重要 

19.服務品質(如遊客滿意度、商品售後服務) 4.63 5 5 非常重要 

20.建立加工生產的標準作業流程(加工生產的 SOP、標準操作步驟) 4.56 5 5 非常重要 

21.良好的組織架構 4.38  4 5 非常重要 

22.高階主管領導推動 3.98  4 4 重要 

23.危機處理(緊急醫療網、顧客抱怨、救災編組) 4.48  5 5 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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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具有歷史人物、技術保有者(傳統工藝、藝術家) 3.60  4 4 重要 

25.經營者的領導風格(願景理念、組織目標) 4.35  4.5 5 非常重要 

26.選擇、區隔目標市場(針對不同的顧客族群做行銷策略) 4.38  5 5 非常重要 

27.垂直整合(上下游整合、串聯) 4.19  4 4 重要 

28.多角化經營(跨產業發展) 3.42  4 4 重要 

29.策略聯盟關係(異業、促銷聯盟、共同採購) 3.77  4 4 重要 

30.前瞻性的能力(有遠見) 4.40  5 5 非常重要 

31.農業企業化經營 4.17  4 4 重要 

32.加入農業相關組織(休閒農業發展協會、生產合作社、產銷班) 3.79  4 4 重要 

33.外部資金(政府補助、贊助商、投資者) 3.35  3.5 3 重要 

34.資金安排與管理(商品售價、投資避險) 4.13  4 5 非常重要 

35.設立共同救助基金 3.13  3 3 稍微重要 

36.產品品質、安全管控(農產品生產、加工) 4.90  5 5 非常重要 

37.產品線的廣度(多樣化的產品型式) 3.67  4 4 重要 

38.具有產品研發創新能力 4.46  5 5 非常重要 

39.擁有加工技術能力、加工生產線 4.06  4 4 重要 

40.配合佳的代工廠(代理加工、包裝) 3.65  4 4 重要 

41.配合佳的代售平台(上下游市集、直接跟農民買) 4.06  4 5 非常重要 

42.具有特色的核心產品(產品獨特性) 4.75  5 5 非常重要 

43.產品包裝具有功能性、實用性 4.04  4 5 非常重要 

44.產品包裝結合在地情感、意象 (故事行銷) 4.33  5 5 非常重要 

45.具有特色的餐飲、美食 4.13  4 4 重要 

46.使用在地特色的農產品 4.31  4 5 非常重要 

47.具有生產者履歷之可追溯農產品 4.25  5 5 非常重要 

48.以行銷導向建構生產管理系統(因應市場需求)  4.02  4 5 非常重要 

49.客製化的服務 3.77  4 4 重要 

50.相關單位輔導 3.50  3 3 稍微重要 

51.經濟景氣狀況 3.69  4 4 重要 

52.社會觀光休閒潮流 3.67  4 4 重要 

53.農村自然景觀(田園美景、綠意盎然) 3.67  4 4 重要 

54.特殊天然景觀(鐘乳石、瀑布、國家公園) 2.56  3 3 稍微重要 

55.季節性生態資源、活動(候鳥、櫻花季、桐花季) 2.90  3 4 稍微重要 

56.歷史、人文資源(民俗文化傳承、歷史建築、背景) 3.08  3 3 稍微重要 

57.固定、穩定的客戶群(老顧客、產品偏好者) 4.46  5 5 非常重要 

58.地方商業資源(行政中心、商圈) 3.08  3 3 稍微重要 

59.結合休閒活動資源(自行車步道、馬拉松路線)  2.90  3 3 稍微重要 

60.結合地方文化形成的產業化(古坑咖啡、大湖草莓、三義木雕) 3.48  4 4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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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參與地方整體性、區域性計畫(社區總體營造、富麗農村計畫) 3.58  4 4 重要 

62.創造地方福利(同鄉折扣、支援地方活動) 3.50  4 4 重要 

63.參與公益活動、保育活動 3.65  4 4 重要 

64.創造地方就業機會 3.73  4 5 重要 

65.以「在地化」為核心價值(強調地域性、主打地方名號) 4.21  4 5 非常重要 

66.使用友善環境、動物的生產方式(不破壞生態、人道飼養) 4.25  5 5 非常重要 

67.病蟲害防治 4.02  4 5 非常重要 

68.申請專利 3.75  4 5 重要 

69.農產品生產具有標準作業流程(農業生產 SOP、良好農業規範(GAP)) 4.33  4.5 5 非常重要 

70.具有農產品驗證標章、健康食品標章 4.35  5 5 非常重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若將各項關鍵成功因素的得分由高至低排序(如表 4-4)，可發現受訪者認為

若要成功發展成六級產業時，控管產品品質與安全為最重要的關鍵因素，其次是

建立品牌、具有特色的核心產品、良好的服務品質以及建立加工生產的標準作業

流程等；人工景觀與休閒設施為較不重要之因素。 

 

表 4-4 第一階段各項關鍵成功因素之重要程度(以平均分數排序) 

排序 關鍵成功因素項目 平均分數 

1 36.產品品質、安全管控(農產品生產、加工) 4.90 

2 15.建立品牌(創造品牌形象、聲譽) 4.79 

3 42.具有特色的核心產品(產品獨特性) 4.75 

4 19.服務品質(如遊客滿意度、商品售後服務) 4.63  

5 20.建立加工生產的標準作業流程(加工生產的 SOP、標準操作步驟) 4.56  

6 18.人員的訓練管理 4.48  

7 23.危機處理(緊急醫療網、顧客抱怨、救災編組) 4.48  

8 38.具有產品研發創新能力 4.46  

9 57.固定、穩定的客戶群(老顧客、產品偏好者) 4.46  

10 14.拓展多元的銷售通路 (外銷、網路行銷、宅配直銷) 4.44  

11 30.前瞻性的能力(有遠見) 4.40  

12 21.良好的組織架構 4.38  

13 26.選擇、區隔目標市場(針對不同的顧客族群做行銷策略) 4.38  

14 25.經營者的領導風格(願景理念、組織目標) 4.35  

15 70.具有農產品驗證標章、健康食品標章 4.35  

16 44.產品包裝結合在地情感、意象 (故事行銷) 4.33  

17 69.農產品生產具有標準作業流程(農業生產 SOP、良好農業規範(GAP)) 4.33  

18 9.合法經營(取得設立許可、營業執照)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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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7.擁有充裕的人力資源(產季、農忙期) 4.31  

20 46.使用在地特色的農產品 4.31  

21 47.具有生產者履歷之可追溯農產品 4.25  

22 66.使用友善環境、動物的生產方式(不破壞生態、人道飼養) 4.25  

23 65.以「在地化」為核心價值(強調地域性、主打地方名號) 4.21  

24 27.垂直整合(上下游整合、串聯) 4.19  

25 31.農業企業化經營 4.17  

26 34.資金安排與管理(商品售價、投資避險) 4.13  

27 45.具有特色的餐飲、美食 4.13  

28 39.擁有加工技術能力、加工生產線 4.06  

29 41.配合佳的代售平台(上下游市集、直接跟農民買) 4.06  

30 43.產品包裝具有功能性、實用性 4.04  

31 10.政府支持的態度(推動休閒農業、地產地銷、食育計畫) 4.02  

32 48.以行銷導向建構生產管理系統(因應市場需求)  4.02  

33 67.病蟲害防治 4.02  

34 22.高階主管領導推動 3.98  

35 4.基礎生產設備(農業機械、飼料配送機、產品包裝機械) 3.92  

36 32.加入農業相關組織(休閒農業發展協會、生產合作社、產銷班) 3.79  

37 16.導覽活動安排(解說、導覽園區) 3.77  

38 29.策略聯盟關係(異業、促銷聯盟、共同採購) 3.77  

39 49.客製化的服務 3.77  

40 3.土地規模(規模經濟、經營規模大小) 3.76  

41 68.申請專利 3.75  

42 64.創造地方就業機會 3.73  

43 8.實施修改的法令、配合政策實施 3.69  

44 51.經濟景氣狀況 3.69  

45 37.產品線的廣度(多樣化的產品型式) 3.67  

46 52.社會觀光休閒潮流 3.67  

47 53.農村自然景觀(田園美景、綠意盎然) 3.67  

48 1.擁有土地所有權 3.65  

49 40.配合佳的代工廠(代理加工、包裝) 3.65  

50 63.參與公益活動、保育活動 3.65  

51 24.具有歷史人物、技術保有者(傳統工藝、藝術家) 3.60  

52 11.廣告宣傳(代言人、傳播媒體報導) 3.58  

53 61.參與地方整體性、區域性計畫(社區總體營造、富麗農村計畫) 3.58  

54 2.地理位置優勢(交通便利性) 3.52  

55 12.體驗式活動(文創 DIY、讓遊客自行加工農產品)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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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50.相關單位輔導 3.50  

57 62.創造地方福利(同鄉折扣、支援地方活動) 3.50  

58 60.結合地方文化形成的產業化(古坑咖啡、大湖草莓、三義木雕) 3.48  

59 28.多角化經營(跨產業發展) 3.42  

60 33.外部資金(政府補助、贊助商、投資者) 3.35  

61 35.設立共同救助基金 3.13  

62 56.歷史、人文資源(民俗文化傳承、歷史建築、背景) 3.08  

63 58.地方商業資源(行政中心、商圈) 3.08  

64 13.價格競爭力(提高或壓低售價與他人競爭之策略) 2.94  

65 55.季節性生態資源、活動(候鳥、櫻花季、桐花季) 2.90  

66 59.結合休閒活動資源(自行車步道、馬拉松路線)  2.90  

67 54.特殊天然景觀(鐘乳石、瀑布、國家公園) 2.56  

68 6.住宿服務(住宿品質、供餐) 2.54  

69 7.人工景觀(裝置藝術、花園造景) 2.35  

70 5.休閒設施(涼亭、溜滑梯、露營區) 2.2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此階段問卷之第二部分設計為開放式問答，欲瞭解受訪者於德爾菲法專家問

卷填答時，是否認為有其他的關鍵成功因素被遺漏；並另詢問該農業生產事業的

特色、優勢、經營中面臨的困難與希望政府提供什麼協助等問題，藉此間接瞭解

尚未被受訪者提及，但是可能被認為是關鍵的因素。透過開放式題目之填答，將

重覆出現的關鍵因素刪除後，歸納為本次德爾菲法專家問卷遺漏之關鍵因素項目，

如下所示： 

 

1. 生產過程透明化 

2. 產地直銷 

3. 瞭解與創造消費者需求 

4. 解決、甚至創造客戶需 

5. 農業體驗、教育學習 

6. 農產品加工輔導 

7. 農業生產應科學化，實務化，效率化 

8. 培育年輕專業人才(農業、行銷、包裝) 

9. 尊重土地環境 

10.經營者人格特質(擁有專業、職業道德、品德、信心、興趣、熱誠真誠、堅持、

勤快努力、負責、不忘初衷、吸收新知、提升自我能力之特性，具人際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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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最終關鍵成功因素擬定 

 透過上述問卷結果，本研究將性質較接近且重要程度相同的關鍵成功因素進

行整合，並加入受訪者認為有遺漏的選項後，統整為最終的關鍵成功因素項目，

並且將其依照分類編排，用以設計第二階段德爾菲法及層級分析法之專家問卷。

各項因素的整合步驟範例及說明如下： 

 

關鍵成功因素項目 平均數 中位數 眾數 重要程度 

1.擁有土地所有權 3.65 4 5 重要 

2.地理位置優勢(交通便利性) 3.52 4 4 重要 

3.土地規模(規模經濟、經營規模大小) 3.76 4 4 重要 

 

 

擁有土地優勢(所有權、土地規模、地力肥沃、交通便利性) 

 

 

本研究將經過統整過後的最終關鍵成功因素項目列為表 4-5。 
表 4-5 最終關鍵成功因素項目 

分類 關鍵成功因素項目 

自有資源 

1.擁有土地優勢(所有權、土地規模、地力肥沃、交通便利性) 

2.生產設備(農業機械、溫室、產品加工與包裝機械) 

3.服務設施(提供客房住宿、餐廳供餐) 

4.充裕的資金運用 

5.領導者的人格特質、經營理念(吃苦耐勞、道德素養、吸收新知、前瞻性) 

6.擁有人力資源(農忙期具有充分的人力、擁有技術保有者) 

產 

品 

管 

理 

生產

管理 

7.良好的品質、安全管控(原物料、農產品生產、加工) 

8.病蟲害防治、標準化的田園管理 

9.農業生產技術科學化、效率化 

10.使用友善環境、動物的生產方式(不破壞生態、人道飼養) 

加工

管理 

11.擁有加工技術能力、加工生產線、標準化的加工流程 

12.具有產品研發創新能力、開發出多樣化的產品 

13.配合佳的代工廠(代理加工、包裝) 

購買

價值 

14.具有特色的核心產品(產品獨特性) 

15.產品包裝具有功能性、實用性、結合在地情感或意象 

16.強調在地特色的產品、餐飲、美食(三星蔥、古坑咖啡、池上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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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農產品具有可追溯之生產履歷 

18.具有農產品驗證標章、健康食品標章、申請專利 

19.客製化的服務(禮盒設計、依消費者需求搭配產品) 

行銷管理 

20.建立品牌(創造品牌形象、打廣告以提高產品知名度、聲譽) 

21.建立多元通路(宅配直銷、外銷、代售平台) 

22.體驗式活動(文創 DIY、農務體驗、園區導覽) 

23.針對不同市場，擬訂行銷策略(市場區隔、價格策略、創造消費者需求) 

員工管理 

24.良好的組織架構 

25.人員的訓練管理、年輕農業人才養成 

26.服務品質、危機處理(售後服務、顧客抱怨) 

經營管理 

27.農業企業化經營(目標利潤化、運作組織化、產品商品化、工作效率化) 

28.將產業垂直整合、統合經營(上下游整合、產製銷一條龍) 

29.多角化經營(跨產業發展) 

30.加入農業組織、農民團體、策略聯盟 

31.資金安排、投資避險(商品售價、投資避險、設立共同救助基金) 

外在影響 

32.經濟景氣狀況、社會觀光休閒潮流 

33.消費者食品安全意識 

34.外部資金(政府補助、贊助商、投資者) 

35.擁有固定、穩定的客戶群(老顧客、產品偏好者) 

地方因素 

36.地方資源(自然景觀、歷史文化、商業活動、休閒活動) 

37.地方性參與(區域性活動、地方性計畫、公益活動) 

38.創造地方福利、就業機會 

政策法令 

39.配合法令政策實施、取得合法經營 

40.推動產業相關計畫(推動休閒農業、地產地銷、食育計畫等觀念) 

41.相關單位進行輔導(生產、加工、外銷、驗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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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第二階段問卷結果 

4.2.1 樣本基本資料 

調查對象為第一階段德爾菲法專家問卷回收後，被判定為有效問卷之受訪者，

調查時間為 2015 年 11 月 20 日至 2016 年 1 月 10 日，提供以電子郵件寄送、郵

寄紙本問卷及電話訪問等方式進行問卷調查，共發放 48 份問卷，回收之有效問

卷 36 份，無效問卷 1 份，回收率為 75%，詳細問卷回覆結果於附件三。 

 

受訪者基本資料如表 4-6 所示，填答者以男性為多數，年齡分布於 51~60 歲

的區間人數較多，其教育程度以專科及大學為主；根據受訪農業生產事業單位的

產業規模、地區分布及成立年數區分進行整理，結果如表 4-7 所示。從表中可以

確認，本次問卷受訪者小型農業生產事業者有 12 人、中型者為 15 人、大型者為

9 人；主要分布於中南部，共占 66.7%，分別為南部 13 人、中部 11 人、北部 8

人與東部 4 人；農業生產事業成立年數未滿 5 年者有 8 位、5~10 年者有 10 位、

10~20 年者有 8 位，成立 20 年以上者有 10 位。 

 

表 4-6 第二次階段問卷-受訪者基本資料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男(32) 

女(4) 

21~30 歲(6) 

31~40 歲(7) 

41~50 歲(8) 

51~60 歲(12) 

61~70 歲(3) 

小學(1) 

國(初)中(2) 

高中(職)(5) 

專科(10) 

大學(11) 

碩士(4) 

博士(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7 第二階段問卷-受訪農業生產單位基本資料(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產業規模 地區分布 成立年數 

小(12) 

中(15) 

大(9) 

北(8) 

中(11) 

南(13) 

東(4) 

未滿 5 年(8) 

5~10 年(10) 

10~20 年(8) 

20 年以上(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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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產業區分整理，受訪的農業生產事業型態以農地生產為大多數，合計

26 位(70.3%)，以種植水果及蔬菜的產業較多，地域集中於中南部，規模小至大

都有；其次為畜牧業，合計 7位(18.9%)，以雞隻飼養業較多；水產養殖業 2位(5.4%)；

林產品生產 2 位(5.4%)，如表 4-8 所示。 

 

表 4-8 第二階段問卷-受訪農業生產單位-以產業區分 

產業類別 樣本數(%) 地域 規模 

農糧作物 26(70.3%) 

北(3) 

中(9) 

南(11) 

東(3) 

小(11) 

中(10) 

大(5) 

 
水果 11 

 
蔬菜 7 

 
茶葉 3 

 
咖啡 2 

 
稻米 2 

 
花生 1 

畜牧業 7(18.9%) 
北(3) 

中(1) 

南(2) 

東(1) 

小(1) 

中(3) 

大(3) 

 
雞 4 

 
豬 1 

 
牛 1 

 
蜂蜜 1 

水產養殖業 2(5.4%) 北(1) 

南(1) 

中(1) 

大(1) 
 

養殖魚類 2 

林產品生產 2(5.4%) 
北(1) 

中(1) 

中(1) 

大(1)  
食用菇類 1 

 
綠竹筍 1 

合計 37(100%)  

註: 同時從事兩種產業者將分別計入，以致合計大於總受訪者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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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農產品加工程度(複選)將受訪的農業生產事業進行分類，有 31 位受訪

者的農產品加工方式採取輕度加工之方式，例如：挑選擦拭、清洗截切、屠宰分

切等；有 17 位受訪者進行重度加工，將農產品製成其相關產品再進行販售，其

中又有 5 位受訪者的僅有進行重度加工，不以生鮮農產品之方式販售其產品，而

此類型的農業生產事業為生產茶葉或咖啡的生產者，屬於較高經濟價值的作物。 

 

若以加工或包裝農產品的方式(複選) 觀察，幾乎全部的受訪者都擁有自行

加工產品或包裝產品的能力，共計 35 位；僅 1 位受訪者(農糧作物-稻米)全權將

農產品的加工或包裝的需求委託於代工廠協助；有委託代工廠進行產品加工或包

裝的受訪者合計為 12 位。 

 

以產品銷售的方式(複選)進行觀察，全部的受訪者均擁有自行銷售農產品之

能力，例如：於自家通路、網站或農夫市集販售其產品；有 20 位受訪者將農產

品委託於代售平台販售，例如：網路代售平台、農產品伴手店等；有 15 位受訪

者的農產品有於開放式通路上架，例如：超商、賣場；有 4 位受訪者則另外有其

他的農產品銷售方式，例如：銷售至拍賣市場、與餐廳契約合作以及外銷出口等。 

 

 

表 4-9 第二階段問卷-受訪農業生產單位基本資料(2) 

   註: 此三個題項均為複選，以致合計大於總受訪者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加工程度(複選) 加工、包裝方式(複選) 銷售方式(複選) 

輕度加工(19) 

重度加工(5) 

兩者皆是(12) 

自行加工、包裝(24) 

委外加工、包裝(1) 

兩者皆是(11) 

自行銷售(36) 

委託代售平台(20) 

開放式通路(15) 

其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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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填答結果可以發現，有 9 成的受訪者認為農業生產若結合加工(1×2)可

以增加收益，平均約可增加 4.15 成；全部的受訪者均認為，農業生產結合服務

銷售(1×3)能增加收益，平均約可增加 5.59 成，若一級農業結合二級加工與三級

服務銷售(1×2×3)，則可以增加將近一倍的收益(9.35 成)。由此可以得知，受訪者

均認為六級產業之產製銷一體化的概念確實能為農家帶來額外的收入。 

 

表 4-10 透過產業價值鏈串聯可感受到收益增加 

型態 是否能增加收益(人) 增加幅度(成) 

一級農業×二級加工 
是 33(91.7%) 4.15 

否 3(8.3%)  

一級農業×三級銷售/服務 
是 36(100%) 5.59 

否 0  

一級農業×二級加工×三級銷售/服務 
是 36(100%) 9.72 

否 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若觀察上述受訪者認為導入六級產業之概念可以增加多少收益的回覆結果，

可發現認為收益會具體增加(增加一倍以上收益)的受訪者共有 12 位，其地區分

部為南部 6 位、中部 4 位、東部 2 位，北部的受訪者認為導入六級產業之概念對

其收益的增加幅度較小；若從產業觀察，屬於農糧作物的生產者共 10 位、水產

養殖業 1 位、林產品生產 1 位，畜牧業的生產者認為導入六級產業之概念對其收

益的增加幅度較小。 

 

表 4-11 透過產業價值鏈串聯可明顯感受到收益增加之受訪者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受訪者 1×2×3 增加幾成 產業別 地域 

R21 60 農(水果) 南-高雄 

R1 30 林(食用菇類) 中-台中 

R4 20 農(水果) 中-台中 

R6 20 農(水果) 中-南投 

R32 20 農(蔬菜) 東-宜蘭 

R9 15 農(蔬菜) 南-雲林 

R17 15 農(咖啡) 南-雲林 

R29 15 農(水果) 南-高雄 

R2 10 漁(養殖魚類) 南-台南 

R8 10 農(稻米) 中-台中 

R10 10 農(蔬菜) 南-高雄 

R12 10 農(稻米) 東-台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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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德爾菲法專家問卷回覆結果 

此階段德爾菲法專家問卷之分析方法乃是依照第三章描述性統計所述，先將

各項因素的數值統計後，取平均數之數值 6 分(含)以下設定為不重要，6 分以上

至 7 分(含)為稍微重要，7 分以上至 9 分(含)為重要，9 分以上為非常重要。 

 

將關鍵成功因素之重要程度由高至低排序(若有分數相同之因素，則列為相

同排名)，如下表 4-10 所示，受訪者認為「非常重要」的關鍵成功因素如良好的

品質與安全控管、領導者的人格特質、具有特色的核心產品等，共計 7 個因素；

「重要」的關鍵成功因素如建立多元通路、人員訓練與人才養成、充裕的資金運

用等，共計 31 個因素；多角化經營、服務設施及外部資金投入等 3 個因素，與

其他因素相比較不重要，屬於「稍為重要」之等級。 

 

表 4-12 第二階段各項關鍵成功因素之重要程度(以平均分數排序) 

排序 關鍵成功因素 
重要程度 

(0~10 分) 

1 7. 良好的品質、安全管控(原物料、農產品生產、加工) 9.56  

2 
5. 領導者的人格特質、經營理念 

  (吃苦耐勞、職業道德、具有吸收新知、前瞻性的能力、有遠見) 
9.47  

3 14. 具有特色的核心產品(產品獨特性) 9.47  

4 20. 建立品牌(創造品牌形象、打廣告以提高產品知名度、聲譽) 9.08  

5 33. 消費者食品安全意識 9.06  

5 35. 擁有固定、穩定的客戶群(老顧客、產品偏好者) 9.06  

7 26. 服務品質、危機處理(售後服務、顧客抱怨) 9.03  

8 21. 建立多元通路(宅配直銷、外銷、代售平台 9.00  

8 25. 人員的訓練管理、年輕農業人才養成 9.00  

10 6. 擁有人力資源(農忙期具有充分的人力、擁有技術保有者) 8.89  

11 39. 配合法令政策實施、取得合法經營 8.78  

12 17. 農產品具有可追溯之生產履歷 8.69  

13 8. 病蟲害防治、標準化的田園管理 8.58  

14 4. 充裕的資金運用 8.50  

15 23. 針對不同市場擬訂行銷策略(市場區隔、價格策略、創造消費者需求) 8.47  

15 24. 良好的組織架構 8.47  

15 28. 將產業垂直整合、統合經營(上下游整合、產製銷一條龍) 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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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9. 農業生產技術科學化、效率化 8.44  

19 15. 產品包裝具有功能性、實用性、結合在地情感或意象 8.42  

19 18. 具有農產品驗證標章、健康食品標章、申請專利 8.42  

21 10. 使用友善環境、動物的生產方式(不破壞生態、人道飼養) 8.36  

22 11. 擁有加工技術能力、加工生產線、標準化的加工流程 8.33  

23 2. 生產設備(農業機械、溫室、產品加工與包裝機械) 8.25  

23 27. 農企業化經營(目標利潤化、運作組織化、產品商品化、工作效率化) 8.25  

23 40. 推動產業相關計畫(推動休閒農業、地產地銷、食育計畫等觀念) 8.25  

23 41. 相關單位進行輔導(生產、加工、外銷、驗證) 8.25  

27 1. 擁有土地優勢(所有權、土地規模、地力肥沃、交通便利性) 8.19  

27 12. 具有產品研發創新能力、開發出多樣化的產品 8.19  

29 16. 強調在地特色的產品、餐飲、美食(三星蔥、古坑咖啡) 8.00  

30 13. 配合佳的代工廠(代理加工、包裝) 7.81  

31 22. 體驗式活動(文創 DIY、農務體驗、園區導覽) 7.67  

32 19. 客製化的服務(禮盒設計、依消費者需求搭配產品) 7.61  

33 38. 創造地方福利、就業機會 7.58  

34 30. 加入農業組織、農民團體、策略聯盟 7.56  

34 37. 地方性參與(區域性活動、地方性計畫、公益活動) 7.56  

36 32. 經濟景氣狀況、社會觀光休閒潮流 7.42  

37 31. 資金安排、投資避險(商品售價、投資避險、設立共同救助基金) 7.33  

38 36. 地方資源(自然景觀、歷史文化、商業活動、休閒活動) 7.31  

39 29. 多角化經營(跨產業發展) 6.67  

40 3.服務設施(提供客房住宿、餐廳供餐) 6.33  

40 34. 外部資金(政府補助、贊助商、投資者) 6.3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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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德爾菲法專家問卷之分析－以類別區分 

(一)自有資源類：平均 8.27 分 

 

表 4-13 第二階段德爾菲法專家問卷-自有資源類 

關鍵成功因素 
重要程度 

(0~10 分) 

類別排序 

(整體排序) 

5.領導者的人格特質、經營理念(吃苦耐勞、職業道德、具有

吸收新知、前瞻性之能力、有遠見) 
9.47 1(2) 

6.擁有人力資源(農忙期具有充分的人力、擁有技術保有者) 8.89 2(10) 

4.充裕的資金運用 8.50 3(14) 

2.生產設備(農業機械、溫室、產品加工與包裝機械) 8.25 4(23) 

1.擁有土地優勢(所有權、土地規模、地力肥沃、交通便利性) 8.19 5(27) 

3.服務設施(提供客房住宿、餐廳供餐) 6.33 6(4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自有資源類而言，最重要的因素為「領導者的個人特質與經營理念」，本

研究認為受訪者選取該因素為重要的原因可分為以下三點：(1)農業為勞動密集

之產業，且易受氣候與天災影響，相較於一般行業，更需要努力不懈的精神；而

發展為六級產業除應具備農業生產知識外，仍必須瞭解加工步驟及後續行銷之策

略，因此成功的六級產業領導人應具備吸收新知、創新能力、前瞻性等人格特質。

(2)農產品大多為食用用途，隨著食品安全議題逐漸被重視，需遵循農業行政機

關所制定的良好農業生產規範，也需遵守食品衛生行政機關制定的食品安全衛生

之法令規範，還必須堅持良心道德不以劣質品混充優良產品等，才能使消費者吃

到安全的食物，因此職業道德之人格特質的確重要。(3)領導者之經營理念通常

會影響企業的發展方式，以農業而言，土地永續發展、人道飼養、因地制宜等理

念，都會直接影響到生產方式，甚至成為行銷策略與品牌形象，因此領導者的經

營理念確實對發展六級產業具有重大的影響。 

 

 「擁有人力資源」於自有資源類別中被列為第二重要的排序，在整體評估要

素的排序中則為第 10 名。本研究認為因農業生產具有季節性，所以平時固定聘

請的員工數目並不多，當農忙期來臨時，才大量聘雇臨時人員採收；然而現今的

農村中青年人口減少，便會發生即使農業生產者願意花錢卻也聘雇不到人力的農

業缺工問題，甚至有受訪者於問卷中建議希望政府能大力推動農業外勞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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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社會也因為工商業發展迅速，促使勞動力往較大的都市遷移並形成人口集中，

使得願意留在農村區域且懂得農業知識的人逐漸減少，容易造成農業技術斷層。

若能留意與鼓勵擁有農業技術或文化的傳承者可以加入六及產業的發展方案，對

地方農業及文化發展均會有幫助。 

 

 於自有資源類裡，最不重要之因素為「服務設施」，在整體排序中也是被列

為的最後一名；可見受訪者均認為住宿設施與餐廳服務對六級產業發展而言，重

要性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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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品管理類：平均 8.45 分 

 

表 4-14 第二階段德爾菲法專家問卷-產品管理類 

評估因素 
重要程度 

(0~10 分) 

類別排序 

(整體排序) 

生

產

管

理 

7.良好的品質、安全管控(原物料、農產品生產、加工) 9.56 1(1) 

8.病蟲害防治、標準化的田園管理 8.58 4(13) 

9.農業生產技術科學化、效率化 8.44 5(18) 

10.使用友善環境、動物的生產方式(不破壞生態、人道飼養) 8.36 8(21) 

加

工

管

理 

11.擁有加工技術能力、加工生產線、標準化的加工流程 8.33 9(22) 

12.具有產品研發創新能力、開發出多樣化的產品 8.19 10(27) 

13.配合佳的代工廠(代理加工、包裝) 7.81 12(30) 

購

買

價

值 

14.具有特色的核心產品(產品獨特性) 9.47 2(3) 

17.農產品具有可追溯之生產履歷 8.69 3(12) 

15.產品包裝具有功能性、實用性、結合在地情感或意象 8.42 6(19) 

18.具有農產品驗證標章、健康食品標章、申請專利 8.42 7(19) 

16.強調在地特色的產品、餐飲、美食(三星蔥、古坑咖啡) 8.00 11(29) 

19.客製化的服務(禮盒設計、依消費者需求搭配產品) 7.61 13(3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於產品管理類最重要之因素為「良好的品質與安全管控」，同時也是整體得

分最高分的關鍵因素；其次重要的還有「具有特色的核心產品」、「農產品具有可

追溯之生產履歷」、「病蟲害防治與標準化的田園管理」以及「農業生產技術科學

化、效率化」等。由此可見受訪者認為，若要成功發展為六級產業，必須注重農

業生產的標準化與安全品質管理，於生產品質優良的農產品後，再透過可追溯之

生產履歷系統與創造具特色的核心產品，提升農產品的購買價值。 

 

 而受訪者認為重要程度較低的因素為「客製化服務」及「配合佳的代工廠」，

本研究推測可能是因為兩者與農業生產之關聯性較低，因此重要程度較低。或許

客製化服務能帶來較多收益，但仍必須考量農產品生產過程中的所增加的複雜性，

以及額外付出的人力成本、時間成本是否值得投入；而對部分六級產業業主而言，

已擁有加工技術與設備，不需再另外與代工廠配合生產，因此「配合佳的代工廠」

將不在其認為的關鍵成功因素考量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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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受訪者都認同，六級產業的成功關鍵不僅止於重視農業生產的本質，同時也

必須考慮到當完成生產以後，要如何展現出產品的優勢，亦即是在生產階段就要

同時瞭解市場需求及進行市場規劃。 

 

(三)行銷管理類：平均 8.56 分 

 

表 4-15 第二階段德爾菲法專家問卷-行銷管理類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受訪者認為於行銷管理類中較重要的因素為「建立品牌」及「建立多元通路」，

較不重要的因素為「體驗式活動」。本研究認為，建立品牌可使產品在市場中的

辨識度上升，以達到產品差異化，且透過良好的品牌形象可使顧客擁有忠誠度。

因此，如果品牌價值可以順利形成，則能創造出商品本身以外的附加價值與利潤。

此外，建立多元通路雖然會增加配銷成本，但可使業者瞭解不同消費族群的需求，

並透過通路採取行銷策略。因為農產品具季節性及易腐敗之特性，在盛產期若能

透過多元的銷售管道以努力減少存貨風險，勢必能降低不必要的耗損與浪費，增

加最終的整體收益。 

 

本研究認為，「體驗式活動」在此被列為較低得分，其原因是或許在短期內

帶來即時的收益，但是透過讓一般民眾參與農務、進行園區生態導覽、體驗農產

加工過程等活動，所能形成的土地認同、在地情感等屬於精神上的價值，較難轉

變為實質的收益；而在現今農業缺乏人力資源的狀況下，進行體驗式活動會花費

額外的勞動力與資源，若該項活動所帶來的收益低於傳統農業生產的勞動模式，

甚至發生投入成本無法回收等狀況，則是變相的浪費已經稀少的人力資源，因此

受訪者給予該項因素的重要程度較低分，認為體驗式活動對於六級產業的發展較

不重要。 

  

關鍵成功因素 
重要程度 

(0~10 分) 

類別排序 

(整體排序) 

20.建立品牌(創造品牌形象、打廣告以提高產品知名度、聲譽) 9.08  1(4) 

21.建立多元通路(宅配直銷、外銷、代售平台) 9.00  2(8) 

23.針對不同市場擬訂行銷策略(市場區隔、價格策略、創造消費者需求) 8.47  3(15) 

22.體驗式活動(文創 DIY、農務體驗、園區導覽) 7.67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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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員工管理類：平均 8.83 分 

 

表 4-16 第二階段德爾菲法專家問卷-員工管理類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認為需透過良好的組織架構與人員訓練管理，才有辦法建立優良的服

務品質與人員的危機處理能力，而服務品質會直接影響到消費者的再購買意願，

因為危機處理得妥當，便能將危機化為轉機；為使農業生產事業得以持續經營及

減輕農業生產人才斷層現象，勢必需要培育年輕農人。從另一角度而論，若能透

過年輕一代的價值觀與想法之激發，開創出新的經營概念，年輕世代的從農意願

才能被鼓勵，畢竟結合加工與銷售的六級產業化，絕對是需要年輕世代的積極加

入。因此受訪者認為對六級產業發展而言，員工管理類的每項因素都很重要，為

平均得分數最高分的關鍵成功因素類別。 

  

關鍵成功因素 
重要程度 

(0~10 分) 

類別排序 

(整體排序) 

26.服務品質、危機處理(售後服務、顧客抱怨) 9.03  1(7) 

25.人員的訓練管理、年輕農業人才養成 9.00  2(8) 

24.良好的組織架構 8.47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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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營管理類：平均 7.66 分 

 

表 4-17 第二階段德爾菲法專家問卷-經營管理類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經營管理類而言，受訪者認為「垂直整合、統合經營」及「農企業化經營」

為重要的因素。本研究認為垂直整合即為六級產業的核心概念，透過價值鏈串聯

讓農產品價值提升後，農業生產者也能獲得更高的收益，藉由產製銷一體的結構，

業者也較能控管自家產品的品質與安全。企業化經營則是可使農業生產更具有效

率，透過人員組織化管理，也能帶來許多優點。因此這兩個因素皆被受訪者認為

是發展六級產業重要的成功關鍵。 

 

重要程度最低的因素為「多角化經營」，本研究推測跨產業發展的多角化經

營，並不屬於農業領域的發展，因此受訪者認為該因素對台灣的農業六級產業化

而言，並不是關鍵成功因素。 

 

 

 

  

關鍵成功因素 
重要程度 

(0~10 分) 

類別排序 

(整體排序) 

28.將產業垂直整合、統合經營(上下游整合、產製銷一條龍) 8.47 1(15) 

27.農企業化經營(目標利潤化、運作組織化、產品商品化、工作效率化) 8.25 2(23) 

30.加入農業組織、農民團體、策略聯盟 7.56 3(34) 

31 資金安排、投資避險(商品售價、投資避險、設立共同救助基金) 7.33 4(37) 

29.多角化經營(跨產業發展) 6.67 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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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外在影響類：平均 7.97 分 

 

表 4-18 第二階段德爾菲法專家問卷-外在影響類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外在影響類而言，「消費者食品安全意識」與「擁有固定、穩定的客戶群」

為較重要的因素，兩者於整體評估要素的重要程度之排序並列第 5 名。本研究認

為隨著消費者越來越重視食品安全的潮流，消費者也願意支付較高的價格以購買

安全的產品，若六級產業業者能遵循良好生產規範，並確保產品的品質與安全，

則能使消費者對該業者的產品具有信任感，進而帶來更高的收益。擁有固定、穩

定的客戶群則是除了可讓農業生產者擁有穩定收入外，還能事先擬定生產計畫、

針對老顧客設計行銷策略、具有降低倉儲成本及滯銷風險等優點。因此兩者在此

類別中皆被認為是重要的關鍵成功因素。 

 

 於外在影響類最不重要的項目為「外部資金」，為整體排序的最後一名。 

本研究認為，外部資金為短期的額外收入，並非長期收益，且成功的六級產業應

以農產品價值為核心，因此受訪者均認為該項因素較不重要。 

  

關鍵成功因素 
重要程度 

(0~10 分) 

類別排序 

(整體排序) 

33.消費者食品安全意識 9.06 1(5) 

35.擁有固定、穩定的客戶群(老顧客、產品偏好者) 9.06 1(5) 

32.經濟景氣狀況、社會觀光休閒潮流 7.42 3(36) 

34.外部資金(政府補助、贊助商、投資者) 6.33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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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地方因素類：平均 7.48 分 

 

表 4-19 第二階段德爾菲法專家問卷-地方因素類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地方因素在本次調查的分析結果中為重要程度分數最低的類別，本研究推測

其可能原因為，六級產業發展較注重農產品價值的提升，或許「地方資源」可以

帶來正面的外部效益，但增加收益的效果有限，且地方資源並非為農業生產的必

要條件，因此較不重要。而「地方性參與」及「創造地方福利、就業機會」等因

素，較屬於帶動地方發展的思維，並非以增加營收為目的，或許是好的經營理念

或推廣方式，但多數受訪者認為並非發展為六級產業的關鍵成功因素。 

  

關鍵成功因素 
重要程度 

(0~10 分) 

類別排序 

(整體排序) 

38.創造地方福利、就業機會 7.58 1(33) 

37.地方性參與(區域性活動、地方性計畫、公益活動) 7.56 2(34) 

36.地方資源(自然景觀、歷史文化、商業活動、休閒活動) 7.31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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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政策法令類：平均 8.43 分 

 

表 4-20 第二階段德爾菲法專家問卷-政策法令類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政策法令類的各項關鍵成功因素評分均為 8 分以上，表示受訪者認為政策法

令類的因素對六級產業發展而言皆為重要，其中以「配合法令政策實施、取得合

法經營」為最高分，本研究推測其可能原因為，若六級產業業者透過政府相關單

位輔導，取得農產加工、商品行銷等階段的合法經營執照後，即代表能確保農產

品於產值升級的過程中維持品質與安全，除了可增加消費者對產品及該農業生產

事業的信任度外，後續當政府進行相關的活動計畫、補助、推廣時，才具有參與

的資格條件，此外，若農業生產事業欲經營外銷市場，合法經營將會是最基本的

申請門檻，因此該項因素為政策法令類重要程度的最高分。 

 

「推動產業相關計畫」除了可使一般民眾更瞭解農業相關知識外，根據不同

的計畫目標，也能開拓農業生產者的行銷通路，甚至帶動地域經濟發展；而透過

「相關單位進行輔導」則可使業者有方向性的達成目標，如取得國際標準的農產

品驗證、產業經營合法化、學習農企業經營管理概念或產品研發能力等，因此兩

者皆被受訪者為是重要的關鍵成功因素。 

關鍵成功因素 
重要程度 

(0~10 分) 

類別排序 

(整體排序) 

39.配合法令政策實施、取得合法經營 8.78 1(11) 

40.推動產業相關計畫(推動休閒農業、地產地銷、食育計畫等觀念) 8.25 2(23) 

41.相關單位進行輔導(生產、加工、外銷、驗證) 8.25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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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層級分析法問卷結果 

4.3.1 層級分析法問卷回覆結果 

 層級分析法之計算方式如第三章所述，根據問卷結果建立各層級的成對比較

矩陣，計算成對比較矩陣之特徵向量(權重)與最大特徵值，再計算一致性指標(C.I.)

與一致性比率(C.R.)，透過與各層級的優先向量相乘後，計算整體層級架構的一

致性比率(C.R.H)。依照上述計算方式可以算出本研究之一致性比率為0.081，小

於0.1，則表示整體層級架構的分析結果具有一致性。 

 

以第一層級而言，受訪者認為台灣發展六級產業時，內部因素(0.745)較外部

因素(0.255)重要。第二層級的內部因素類以經營管理類(0.25)、自有資源類(0.242)

獲得較高的權重，在整體權重的分配比例也較多，分別為0.186與0.18；外部因素

類以政策法令類(0.361)與外在影響類(0.34)獲得較高的權重，但因為外部因素類

於整體權重僅占0.255的比例，因此於整體權重分別為0.092與0.087。本研究將產

品管理類細分為第三層級後，發現生產管理類(0.452)與購買價值類(0.369)為較重

要之因素類別，於整體權重的比例分別為0.067與0.055。詳如下表4-8所示。 

 

表 4-21 層級分析法問卷整體回覆結果 

台
灣
發
展
六
級
產
業
關
鍵
成
功
因
素 

第一層級權重 第二層級權重 第三層級權重 

類別 
整體 

權重 
類別 

類別 

權重 

整體 

權重 
類別 

類別 

權重 

整體 

權重 

內部

因素 
0.745 

經營管理 0.25 0.186 
 

自有資源 0.242 0.18 

產品管理 0.198 0.148 

生產管理 0.452 0.067 

購買價值 0.369 0.055 

加工管理 0.18 0.027 

行銷管理 0.169 0.126 

 

員工管理 0.142 0.106 

外部 

因素 
0.255 

政策法令 0.361 0.092 

外在影響 0.340 0.087 

地方因素 0.299 0.07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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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層級分析法問卷－以層級區分 

(一)第一層級： 

以整體而言，受訪者認為內部因素(0.745)較外部因素(0.225)重要，若透過集

群分析法將受訪者依照 AHP 權重結果進行分類後，可分為如下列的 A、B、C 三

個群體。回覆結果為 A 類型的受訪者占八成，29 人(80.6%)認為內部因素較外部

因素重要，受訪之農業生產事業的產業型態包含農林漁牧業，地區分布於北中南

東，產業規模與成立年數雖然並不呈現一致，但是此類型的受訪者與整體的回覆

結果較相近；回覆結果為 B 類型的受訪者有 4 位(11.1%)，認為兩者皆重要；回

覆結果為 C 類型的受訪者為 3 位(8.3%)，其認為外部因素較內部因素重要，產業

型態均屬於農糧作物生產，規模較小且成立時間較短。 

 

表 4-22 層級分析法結果分析-第一層 

回覆類型 

類別權重 
整體 A B C 

內部因素 0.745 0.84 0.5 0.157 

外部因素 0.255 0.16 0.5 0.843 

樣本數(人) 36 29(80.6%) 4(11.1%) 3(8.3%) 

樣本資料 

產業 

農(26) 

牧(7) 

漁(2) 

林(2) 

農(20) 

牧(6) 

漁(2) 

林(2) 

農(3) 
牧(1) 

農(3) 

地域 

北(8) 

中(11) 

南(13) 

東(4) 

北(8) 

中(8) 

南(9) 

東(4) 

中(2) 

南(2) 

中(1) 

南(2) 

規模 

小(12) 

中(15) 

大(9) 

小(10) 

中(11) 

大(8) 

小(1) 

中(2) 

大(1) 

小(1) 

中(2) 

成立年數 

未滿 5 年(8) 

5~10 年(10) 

10~20 年(8) 

20 年以上(10) 

未滿 5 年 (5) 

5~10 年(7) 

10~20 年(6) 

20 年以上(9) 

未滿 5 年(2) 

5~10 年(1) 

20 年以上(1) 

未滿 5 年(1) 

5~10 年(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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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層級： 

 於內部因素項下共有五個子類別，以整體而言，受訪者認為經營管理類(0.25)

與自有資源類(0.242)較其他三個類別重要。若將受訪者的 AHP 回覆結果依照集

群分析法進行歸納後，可分為下列五種類型：回覆結果為 D 類型者共有 14 人，

其認為自有資源類最為重要(0.48)，產業規模以中型或大型佔較高的比率；E 類

型之受訪者為 9 人，認為行銷管理較為重要(0.341)，其次是經營管理(0.215)，受

訪生產單位以小型及中型佔大多數；歸類為 F 類型的受訪者有 7 人，認為經營管

理類最重要(0.52)；歸類為 G 類型的受訪者為 3 人，認為產品管理較其他類別重

要(0.492)，其次是經營管理(0.265)；歸類為 H 類型的受訪者為 3 人，認為員工管

理最重要(0.495)。 

表 4-23 層級分析法結果分析-第二層-Part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回覆類型 

類別權重 
整體 D E F G H 

自有資源 0.242
 

0.480 0.125 0.054 0.073 0.088 

產品管理 0.198
 

0.182 0.193 0.135 0.492 0.134 

行銷管理 0.169
 

0.100 0.341 0.119 0.063 0.194 

員工管理 0.142
 

0.068 0.126 0.173 0.107 0.495 

經營管理 0.25
 0.170 0.215 0.520 0.265 0.090 

樣本數(人) 36 14(38.9%) 9(25%) 7(19.4%) 3(8.3%) 3(8.3%) 

樣本資料 

產業 

農(26) 

牧(7) 

漁(2) 

林(2) 

農(10) 

牧(4) 

林(1) 

農(7) 

牧(1) 

漁(1) 

農(4) 

牧(1) 

漁(1) 

林(1) 

農(2) 

牧(1) 
農(3) 

地域 

北(8) 

中(11) 

南(13) 

東(4) 

北(4) 

中(4) 

南(4) 

東(2) 

北(1) 

中(5) 

南(3) 

北(2) 

中(1) 

南(4) 

北(1) 

南(1) 

東(1) 

中(1) 

南(1) 

東(1) 

規模 

小(12) 

中(15) 

大(9) 

小(2) 

中(8) 

大(4) 

小(5) 

中(3) 

大(1) 

小(1) 

中(3) 

大(3) 

小(2) 

中(1) 

小(2) 

大(1) 

成立年數 

未滿 5 年(8) 

5~10 年(10) 

10~20 年(8) 

20 年以上(10) 

未滿 5 年(1) 

5~10 年(7) 

10~20 年(2) 

20 年以上(4) 

未滿 5 年(3) 

5~10 年(1) 

10~20 年(2) 

20 年以上(3) 

未滿 5 年(2) 

5~10 年(2) 

10~20 年(1) 

20 年以上(2) 

10~20 年(2) 

20 年以上(1) 

未滿 5 年(2) 

10~20 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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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外部因素項下共有三個子類別，以整體而言，受訪者認為三個類別的重要

程度差異不大，重要程度的順序為政策法令(0.36)、外部影響(0.34)與地方因素

(0.3)。但若透過集群分析法將受訪者依照 AHP 權重結果進行分類後，可將受訪

者分為以下三個群體：回覆結果為 I類型的受訪者為 13 人，認為政策法令類最

重要(0.69)，產業規模以中型或大型佔較高的比率；歸納為 J 類型的受訪者為 12

人，認為外部影響類最重要(0.72)；歸納為 K 類型的受訪者為 11 人，認為地方因

素類最重要(0.58)。 

 

表 4-24 層級分析法結果分析-第二層-Part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回覆類型 

類別權重 
整體 I J K 

外部影響 0.34 0.13 0.72 0.18 

地方因素 0.30 0.18 0.17 0.58 

政策法令 0.36 0.69 0.12 0.24 

樣本數(人) 36 13(36.1%) 12(33.3%) 11(30.6%) 

樣本資料 

產業 

農(26) 

牧(7) 

漁(2) 

林(2) 

農(8) 

牧(4) 

漁(1) 

林(1) 

農(8) 

牧(2) 

漁(1) 

林(1) 

農(10) 

牧(1) 

地域 

北(8) 

中(11) 

南(13) 

東(4) 

北(3) 

中(4) 

南(6) 

北(5) 

中(3) 

南(4) 

中(4) 

南(3) 

東(4) 

規模 

小(12) 

中(15) 

大(9) 

小(2) 

中(7) 

大(4) 

小(6) 

中(3) 

大(3) 

小(4) 

中(5) 

大(2) 

成立年數 

未滿 5 年(8) 

5~10 年(10) 

10~20 年(8) 

20 年以上(10) 

未滿 5 年(2) 

5~10 年(6) 

10~20 年(2) 

20 年以上(3) 

未滿 5 年(3) 

5~10 年(1) 

10~20 年(3) 

20 年以上(5) 

未滿 5 年(3) 

5~10 年(3) 

10~20 年(3) 

20 年以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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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層級： 

在產品管理類項下共有三個子類別，以整體而言，受訪者認為生產管理較為

重要(0.45)，其次是產品的購買價值(0.37)，加工管理較不重要(0.18)。若透過集

群分析法將受訪者依照 AHP 權重結果進行分類後，可分為以下四個群體：回覆

結果為 L類型的受訪者為 18 人，認為產品管理類最重要(0.69)，其他兩類較不重

要；歸納為 M 類型的受訪者為 10 人，認為購買價值類最重要(0.75)，其他兩類

較不重要；歸納為 N 類型的受訪者為 7 人，認為購買類較為重要(0.58)，其次是

生產管理(0.31)及加工管理(0.25)；歸納為 O 類型的受訪者僅有 1 人，該受訪者認

為加工管理最為重要(0.56)，其次是生產管理(0.32)，購買價值較不重要(0.12)。 

 

表 4-25 層級分析法結果分析-第三層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回覆類型 

類別權重 
整體 L M N O 

生產管理 0.45 0.69  0.14  0.31  0.32  

加工管理 0.18 0.17  0.11  0.25  0.56  

購買價值 0.37 0.14  0.75  0.45  0.12  

樣本數(人) 36 18(50%) 10(27.8%) 7(19.4%) 1(2.8%) 

樣本資料 

產業 

農(26) 

牧(7) 

漁(2) 

林(2) 

農(12) 

牧(5) 

漁(1) 

林(1) 

農(8) 

牧(1) 

林(1) 

農(5) 

牧(1) 

漁(1) 

農(1) 

地域 

北(8) 

中(11) 

南(13) 

東(4) 

北(7) 

中(6) 

南(4) 

東(1) 

北(1) 

中(3) 

南(4) 

東(2) 

中(2) 

南(4) 

東(1) 

南(1) 

規模 

小(12) 

中(15) 

大(9) 

小(6) 

中(7) 

大(5) 

小(4) 

中(4) 

大(2) 

小(2) 

中(4) 

大(1) 

大(1) 

成立年數 

未滿 5 年(8) 

5~10 年(10) 

10~20 年(8) 

20 年以上(10) 

未滿 5 年(3) 

5~10 年(6) 

10~20 年(4) 

20 年以上(5) 

未滿 5 年(2) 

5~10 年(3) 

10~20 年(3) 

20 年以上(2) 

未滿 5 年(2) 

5~10 年(1) 

10~20 年(1) 

20 年以上(3) 

未滿 5 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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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層級分析法問卷－以地區區分 

 若將回覆結果依照地區區分，可以發現於第一層級與第二層級-內部資源類

的回覆結果與整體相比較無明顯差異，均為內部因素較外部因素重要；在第二層

級-外部因素的部分，雖然整體看起來都相等重要，但北部的受訪者認為外部影

響類的關鍵成功因素項目較為重要，例如：經濟景氣狀況、觀光潮流、消費者安

全意識等；東部的受訪者認為地方因素較重要，例如：地方資源、地方參與以及

創造地方福利等；本研究推測其原因可能為北部地區的農業生產事業與消費者的

距離較接近，農產品銷售易受到消費者與社會趨勢影響，而在東部的農業生產事

業若要發展為六級產業，則應將地域性的限制條件加以利用為優勢，因此地方因

素對其而言較重要。在第三層級的部分，北部與中部的受訪者認為生產管理類較

重要，南部與東部的受訪者認為購買價值較重要；本研究推測北部與中部的農業

生產者因為土地成本偏高，多為結合知識經濟的精緻化農業，因此特別注重農產

品生產的品質與效率；而南部與東部地區因從事農業的人數較多，且與消費者的

距離較遠，要如何將產品銷售出去成為一大課題，因此購買價值對其相對重要。 

 

表 4-26 層級分析法結果分析-地區區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地區分部 

類別權重 
整體 北部 中部 南部 東部 

樣本數(人) 36 8 11 13 4 

第一

層級 

內部因素 0.75  0.83 0.72 0.68 0.86 

外部因素 0.25  0.17 0.28 0.32 0.14 

第二

層級 

內

部 

自有資源 0.24  0.28 0.28 0.18 0.25 

產品管理 0.20  0.28 0.19 0.18 0.14 

行銷管理 0.17  0.15 0.22 0.15 0.14 

員工管理 0.14  0.09 0.15 0.15 0.20 

經營管理 0.25  0.20 0.17 0.35 0.27 

外

部 

外部影響 0.34  0.51 0.30 0.33 0.13 

地方因素 0.30  0.16 0.32 0.27 0.63 

政策法令 0.36  0.33 0.38 0.40 0.25 

第三

層級 

生

產

管

理 

生產管理 0.45  0.63 0.47 0.38 0.27 

加工管理 0.18  0.15 0.16 0.20 0.19 

購買價值 0.37  0.22 0.37 0.41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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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層級分析法問卷－以產業區分 

若將回覆結果依照產業區分，可發現於第一層級的回覆結果與整體相比較無

明顯差異，均為內部因素較外部因素重要；在第二層級-內部因素的部分，水產

養殖漁業認為經營管理類較為重要，自有資源類較不重要，與整體的結果有差異；

生產農糧作物的受訪者認為外部因素的三個關鍵成功因素類別均等重要，而從事

畜牧業及水產養殖業的受訪者均認為政策法令的部分較為重要，其次是外部影響

類，而經營林產品生產的受訪者回覆結果與其相反，認為外部影響類最重要，其

次為政策法令，而地方因素皆被認為是最不重要的因素類別。 

 

表 4-27 層級分析法結果分析-產業區分 

註: 同時從事兩種產業者將分別計入，以致合計大於總受訪者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地區分部 

類別權重 
整體 農 牧 漁 林 

樣本數(人) 37 26 7 2 2 

第一

層級 

內部因素 0.75 0.72 0.79 0.75 0.89 

外部因素 0.25 0.28 0.21 0.25 0.11 

第二

層級 

內

部 

自有資源 0.24 0.24 0.29 0.03 0.37 

產品管理 0.20 0.20 0.17 0.23 0.21 

行銷管理 0.17 0.17 0.17 0.18 0.09 

員工管理 0.14 0.14 0.12 0.20 0.15 

經營管理 0.25 0.25 0.25 0.35 0.19 

外

部 

外部影響 0.34 0.34 0.30 0.33 0.44 

地方因素 0.30 0.34 0.19 0.16 0.17 

政策法令 0.36 0.32 0.51 0.51 0.39 

第三

層級 

生

產

管

理 

生產管理 0.45 0.43 0.59 0.44 0.44 

加工管理 0.18 0.18 0.15 0.24 0.15 

購買價值 0.37 0.39 0.26 0.32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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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層級分析法問卷－以產業規模區分  

若將回覆結果依照產業規模進行區分，可發現無論是大型、中型還是小型的

企業經營者於第一層級的回覆結果與整體相比較無明顯差異，均為內部因素較外

部因素重要；在第二層級-內部因素的部分，經營小型農業生產事業的受訪者認

為，產品管理與行銷管理較重要，其次是經營管理類，員工管理與自有資源類相

較之下重要程度較低；在外部因素的部分，經營中型規模農業生產事業的受訪者

認為政策法令較重要，經營小型規模的受訪者認為外部影響較重要。 

 

表 4-28 層級分析法結果分析-產業規模區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地區分部 

類別權重 
整體 大 中 小 

樣本數(人) 36 9 15 12 

第一

層級 

內部因素 0.75 0.77  0.71 0.77 

外部因素 0.25 0.23  0.29 0.23 

第二

層級 

內

部 

自有資源 0.24 0.27  0.29 0.15 

產品管理 0.20 0.17  0.18 0.24 

行銷管理 0.17 0.13  0.13 0.24 

員工管理 0.14 0.16  0.12 0.16 

經營管理 0.25 0.26  0.28 0.21 

外

部 

外部影響 0.34 0.34  0.26 0.44 

地方因素 0.30 0.29  0.30 0.31 

政策法令 0.36 0.38  0.44 0.25 

第三

層級 

生

產

管

理 

生產管理 0.45 0.51  0.42 0.44 

加工管理 0.18 0.19  0.18 0.17 

購買價值 0.37 0.30  0.39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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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層級分析法問卷－以成立年數區分 

若將回覆結果依照農業生產事業的成立年數進行區分，可發現無論是產業初

期、發展期還是穩定期的經營業者，於第一層級的回覆結果與整體相比較無明顯

差異，均為內部因素較外部因素重要；在第二層級的部分，所有的受訪者均認為

經營管理是內部因素裡較為重要的類別，而農業生產事業成立年數未滿 5 年的受

訪者認為行銷管理與員工管理為其次重要；農業生產事業成立 5~10 年的經營業

者認為自有資源類最為重要；農業生產事業成立 10~20 年的經營業者認為產品管

理類最為重要，其次是自有資源類；農業生產事業成立 20 年以上的經營業者認

為自有資源類最為重要，其次為經營管理類與產品管理類。本研究推測會有這種

差異的原因是因為關鍵成功因素具有動態的特性，在不同的產業發展階段經營業

者的模式都會進行調整，因此每個階段的關鍵成功因素都各有所差異。 

 

表 4-29 層級分析法結果分析-成立年數區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地區分部 

類別權重 
整體 未滿 5 年 5~10 年 10~20 年 20 年以上 

樣本數(人) 36 8 10 8 10 

第一

層級 

內部因素 0.75 0.70 0.66 0.85 0.78 

外部因素 0.25 0.30 0.34 0.15 0.22 

第二

層級 

內

部 

自有資源 0.24 0.11 0.33 0.23 0.26 

產品管理 0.20 0.15 0.17 0.27 0.21 

行銷管理 0.17 0.25 0.10 0.17 0.16 

員工管理 0.14 0.22 0.12 0.12 0.12 

經營管理 0.25 0.27 0.28 0.21 0.24 

外

部 

外部影響 0.34 0.38 0.20 0.36 0.43 

地方因素 0.30 0.28 0.33 0.33 0.27 

政策法令 0.36 0.35 0.47 0.31 0.30 

第三

層級 

生

產

管

理 

生產管理 0.45 0.41 0.45 0.46 0.48 

加工管理 0.18 0.24 0.19 0.12 0.17 

購買價值 0.37 0.35 0.35 0.42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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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 層級分析法問卷－以加工程度區分 

若將回覆結果依照加工成度進行區分，可發現不管是進行輕度加工還是重度

加工的農業經營者，於第一層級的回覆結果與整體相比較無明顯差異，均為內部

因素較外部因素重要；第二層級-內部因素的部分，進行重度加工的受訪者認為

經營管理與自有資源類較為重要；外部因素的部分進行輕度加工的受訪者認為外

部影響類較為重要，進行重度加工的受訪者認為政策法令類較為重要；於第三層

級的生產管理類內，進行輕度加工的受訪者認為購買價值類較為重要，進行重度

加工的受訪者認為生產管理較為重要，本研究推測，因輕度加工為農產品本身帶

來的附加價值有限，因此需要透過強調產品的購買價值做為銷售策略；而進行重

度加工的過程，需要有良好的農產品原料，才有辦法製造出好的末端產品，因此

對重度加工類而言，生產管理反而比加工管理更為重要。 

 

表 4-30 層級分析法結果分析-工程度區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地區分部 

類別權重 
整體 輕度加工 重度加工 

樣本數(人) 36 18 18 

第一

層級 

內部因素 0.75 0.71 0.78 

外部因素 0.25 0.29 0.22 

第二

層級 

內

部 

自有資源 0.24 0.22 0.26 

產品管理 0.20 0.20 0.19 

行銷管理 0.17 0.21 0.13 

員工管理 0.14 0.16 0.13 

經營管理 0.25 0.22 0.29 

外

部 

外部影響 0.34 0.38 0.30 

地方因素 0.30 0.33 0.27 

政策法令 0.36 0.29 0.43 

第三

層級 

生

產

管

理 

生產管理 0.45 0.37 0.53 

加工管理 0.18 0.18 0.18 

購買價值 0.37 0.45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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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台灣的農業現況與昔日對照，其樣貌確實已經相差甚遠，在整體的社會經濟

地位與投入農業生產的勞力都不如過往，而與台灣的農業生產構造非常相似的日

本，已針對相關問題擬定面對未來需求的農業施政方向，其中的六級產業之概念

則是較常被台灣的專家學者引用與討論，甚至開始在國內舉辦許多相關的座談會

及執行調查計畫的報告。根據日本國內的調查，六級產業之推動確實能改善農事

者的經營模式，使其能獲得更多收益。而實際上，台灣也有將初級農業與二級加

工、三級服務銷售結合的農業生產事業案例，但是官方卻尚未明確的定義六級產

業之範疇。若未來國內的農業經營方式欲積極的朝向六級化發展，勢必需要更瞭

解台灣型態的六級產業的特徵及適合發展的路線。本研究透過文獻整理法探討國

內的農業型態在於發展六級產業的適用性以及瞭解關鍵成功因素的理論，利用歸

納法列出台灣農業生產事業的成功發展條件後，再使用德爾菲法及層級分析法設

計專家問卷，向國內具有產製銷一體的農業生產事業經營者進行問卷調查。在前

述章節中已經詳細說明本研究使用之研究方法及問卷回覆結果，本章第一小節將

針對三項欲探討之研究目的給予彙整與結論，第二小節將針對六級產業的經營者、

與農業相關的政府部門或機構以及後續研究人員等分別給予建議或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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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結論 

(一)瞭解台灣型態之六級產業發展 

 

 為瞭解適合在台灣的農業生產構造上更近一步孕育出可以被歸類為台灣型

態的六級產業如何發展，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之方式將「近年來各專家學者認為

台灣農業發展的趨勢」進行整理，並將之歸類為三個部分。 

 

1.許多專家認為，「新型態農業功能」已成為近年農業發展之趨勢，除了強調農

業的多功能價值外，也認為因應時勢潮流發展為休閒農業或透過知識經濟的概念

發展為精緻農業，均為現今台灣農業進行轉型的方向。 

 

2.而當一個農業生產事業的組織架構朝向企業化發展，將企業經營與管理之方式

帶入農業領域運用時，即構成「農企業」的概念；雖然在台灣的法規對於「農企

業」尚未有明確之定義，但是在國內卻早已有許多成功案例，由此可見農企業化

發展也是台灣農業的未來成長趨勢之一。 

 

3.另外，也有學者認為台灣農業應該導入「產業價值鏈」之概念，若農業生產者

可以擁有二級產業位階的加工或三級產業位階的服務銷售所帶來的農產品附加

價值，勢必能讓農家獲得更多收益，而根據行政院主計處針對台灣主力農家進行

的調查報告顯示，農業生產者若能將一級產業的農業生產結合二級產業的農產品

加工與三級產業的服務銷售，確實能比單純從事農業生產得到更多之報酬。 

 

 

 從上述三個台灣農業發展的趨勢可以發現，這些概念都與日本的六級產業核

心價值相似，雖然台灣尚未設立「六級產業」專法，但是國內的農業生產事業早

已開始呈現出跨產業合作的轉型。然而，也正因為官方並沒有明確定義六級產業

的範疇及相關法令，在台灣即有部分的學者認為，六級產業之概念不一定只能套

用在與農業相關的領域，如果二級產業或三級產業有意願朝向上游階段而展開跨

產業發展，則也會被認為是六級產業的運用概念；以此情況看來，整個產業價值

鏈的主導權就不一定是掌握在一級產業位階的農業經營者身上，如此容易發展為

工業主導型或商業主導型的六級產業，雖然最終也是形成農工商合作的關係，而

這種合作模式卻與日本政府所鼓勵推行的六級產業存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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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為瞭解農產品產值升級的策略，而針對六級產業的概念加以探討，希

望能歸納出更符合台灣農業特性的新形態六級產業化農業概念，並且給予台灣農

業生產者不同的思維，使農產品的價值在回歸至生產者時可以有更多元的方式，

進而增加農業生產所帶來的收益。因此本研究認為，以農業為基礎而結合二級、

三級產業發展成為六級產業的「農業型六級產業」較符合可以將增殖的利潤實質

回饋到台灣農業的六級產業型態，工業型與商業型的六級產業則不予納入為適合

台灣發展的六級化農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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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瞭解台灣六級產業經營的關鍵成功因素 

 

 本研究為瞭解台灣形態六級產業的成功案例所具備之特質，利用文獻整理法

瞭解「關鍵成功因素理論」以及「國內農業生產事業成功的關鍵因素」相關文獻。

但是本研究發現，國內的農業生產事業有非常多種經營模式，如產銷班、休閒農

業、農村酒莊、地域性產業及農企業經營等，而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所認為的關

鍵成功因素不盡相同，使用的分析方法也都各有所差異；例如透過對經營業者的

深度訪談、調查經營業者與消費者認知的缺口並加以分析，或是利用資源基礎理

論等方法詢問受訪對象的關鍵成功因素。這些先行研究成果皆使本研究認為，農

業生產事業所涵蓋的範圍過於寬廣，且屬於個案分析的相關文獻難以代表台灣整

體的六級產業，若要瞭解六級產業之關鍵成功因素，則有必要將調查範圍聚焦至

六級產業的經營業者再進行調查。也因為如此，本研究透過參考「國內農業生產

事業成功的關鍵因素」後，設計德爾菲法專家問卷，針對符合本研究認定的六級

產業經營業者進行關鍵成功因素調查。 

 

 藉由兩階段的德爾菲法專家問卷調查後，統計結果顯示，受訪者認為欲發展

為六級產業的關鍵成功因素可分為「非常重要」、「重要」以及「稍為重要」等三

種重要程度，共計 41 項因素，依照重要程度排序如下： 

 

「非常重要」共計 7 個因素： 

「產品品質與安全控管」、「領導者的人格特質與經營理念」、「具有特色的核心產

品」、「建立品牌」、「消費者食品安全意識」、「擁有固定且穩定的客戶群」以及「服

務品質與危機處理」等。 

 

「重要」共計 31 個因素： 

「建立多元通路」、「人員訓練管理與年輕農業人才養成」、「擁有人力資源」、「配

合法令政策實施與取得合法經營」、「農產品具有可追溯之生產履歷」、「病蟲害

防治與標準化的田園管理」、「充裕的資金運用」、「針對不同市場擬訂行銷策

略」、「良好的組織架構」、「將產業垂直整合或統合經營」、「農業生產技術

科學化與效率化」、「產品包裝具有功能性、實用性或結合在地情感或意象」、「具

有農產品驗證標章、健康食品標章或申請專利」、「使用友善環境及動物的生產方

式」、「擁有加工技術能力、生產線及標準化的加工流程」、「生產設備」、「農企業

化經營」、「推動產業相關計畫」、「相關單位進行輔導」、「擁有土地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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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產品研發創新能力、開發出多樣化的產品」、「強調在地特色的產品、餐

飲或美食」、「配合佳的代工廠」、「體驗式活動」、「客製化的服務」、「創

造地方福利或就業機會」、「加入農業組織、農民團體或進行策略聯盟」、「地

方性參與」、「經濟景氣狀況及社會觀光休閒潮流」、「資金安排或投資避險」

以及「地方資源」等。 

 

「稍為重要」，共計 3 個因素： 

「多角化經營」、「服務設施」以及「外部資金」等。 

 

 若將關鍵成功因素依照類別區分，得分最高的類別為員工管理類(8.83)，其

次依重要性排序為：行銷管理類(8.56)、產品管理類(8.45)、政策法令類(8.43)、

自有資源類(8.27)、外在影響類(7.97)、經營管理類(7.66)，地方因素類(7.48)為較

不重要之類別。員工管理類最重要的因素為人員的「服務品質與危機處理」；行

銷管理類最重要的因素為「建立品牌」；產品管理類最重要的因素為「產品品質

與安全控管」；政策法令類最重要的因素為「配合法令政策實施與取得合法經營」；

自有資源類最重要的因素為「領導者的人格特質與經營理念」；外在影響類最重

要的因素為「消費者食品安全意識」以及「擁有固定且穩定的客戶群」；經營管

理類最重要的因素為「將產業垂直整合或統合經營」；地方因素類重要的因素為

「創造地方福利與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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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瞭解不同類別的關鍵成功因素，其重要程度是否有所差異 

 

 本研究利用層級分析法專家問卷，針對各項關鍵成功因素的類別進行重要程

度之比較，以計算出各個類別的權重。根據分析結果顯示，受訪者認為台灣發展

六級產業時，內部因素(0.745)的權重較外部因素(0.255)來得高，本研究推測其原

因可能是內部因素項下的項目比較屬於由經營業者容易掌握的因素，只要透過改

變生產方式、經營方式或策略方向，即能有計畫性的逐步發展為六級產業；然而

反觀外部因素項目的內容，經營業者比較難以透過自身的力量產出影響，僅能扮

演被動接受的角色，而且即使地方資源可能帶來正面的外部效益，但是要將其轉

變為實質的收入則有難度，因此受訪者認為內部因素的重要性大過於外部因素。 

 

透過第二層級的分析結果可得知，以整體而言，經營管理類(0.186)獲得最高

的權重分配，是被受訪者認為是最重要的因素類別，其次依序是自有資源類(0.18)、

產品管理類(0.148)、銷管理類(0.126)以及員工管理類(0.106)；而外部因素中的三

個項目，在整體的權重分配為：政策法令類(0.092)，其次是外在影響類(0.087)，

最後是地方因素類(0.076)。由此可見受訪者認為產品管理雖然重要，但是進行管

理策略的經營管理類以及農業生產事業本身所擁有的自有資源更為重要。 

 

 本研究在問卷設計時考慮到「產品管理」的關鍵成功因素細項頗多，且各有

差異，因此將其區分為生產管理、加工管理、購買價值等三個子分類，並設定為

層級分析法的第三層級，以瞭解不同類別的產品管理子項目之權重分配。而分析

結果顯示，在產品管理類中以生產管理(0.452)獲得較高的權重，其次是產品購買

價值(0.369)，最後才是產品的加工管理(0.18)；其在整體的權重比例分配來看，

分別為 0.067、0.055 以及 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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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述分析結果，本研究發現雖然都是同一群受訪者，但是在選擇關鍵成功

因素的重要程度時，若運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則會使八個關鍵成功因素的子類別

的重要程度順序有所差異，如下表所示。使用德爾菲法進行分析時，重要程度的

平均分數以員工管理類(8.83)為最高分；然而使用層級分析法時，卻是以經營管

理類(0.186)的權重比例較高，為較注重的關鍵成功因素類別。 

 

表 5-1 第二階段德爾菲法專家問卷-自有資源類 

優先順序 德爾菲法(平均分數) 層級分析法(權重) 

1 員工管理類(8.83) 經營管理類(0.186) 

2 行銷管理類(8.56) 自有資源類(0.18) 

3 產品管理類(8.45) 產品管理類(0.148) 

4 政策法令類(8.43) 銷管理類(0.126) 

5 自有資源類(8.27) 員工管理類(0.106) 

6 外在影響類(7.97) 政策法令類(0.092) 

7 經營管理類(7.66) 外在影響類(0.087) 

8 地方因素類(7.48) 地方因素類(0.07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推測，以德爾菲法詢問六級產業經營業者時，受訪者可以獨立的給予

各項關鍵成功因素評價，因此在不考慮到任何條件之下，每項因素的得分都屬於

重要的區間；然而，當以層級分析法進行詢問時，受訪者必須將關鍵成功因素依

照層級的分配進行兩兩比較，因此在這種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獲得的重要順序應

該會更接近現實中的狀況。 

 

若將層級分析法的回覆結果依照地區、產業類別、產業規模、成立年數以及

加工程度進行區分，可以發現各個群體間均存在些許差異。在生產管理的部分，

北部與中部的受訪者認為生產管理類較重要，南部與東部的受訪者認為購買價值

較重要；若以產業類別區分，各個群體間回覆的結果差異較小；屬於小型規模的

農業生產事業回覆結果與整體相比較有差異；若以成立年數區分，不同發展階段

的農業生產事業，其關鍵成功因素的重要程度結果都各有差異；進行輕度加工與

進行重度加工的農業生產事業回覆結果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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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或啟發 

(一) 給予六級產業經營者之建議或啟發 

 

傳統的農業經營方式已逐漸失去優勢，在需要進行農業轉型的狀況下，六級

產業經營業者若能深切瞭解台灣的農業發展趨勢，如農業多功能性、企業化經營

與產業價值鏈串聯等概念，再從中加以思考或擬定策略，才能有助於跳脫傳統農

業經營的框架，發展為新型態的農業，藉此帶來新的商機或增加收益。 

 

另外，經營業者也可以透過本研究結果的關鍵成功因素之重要程度結果，檢

視自己的農業生產事業，進而思考是否已掌握被認為重要的因素，或需要針對某

些被認為重要的因素進行農業生產事業的加強或改善，以減少不必要的浪費。 

 

 

(二) 給予農業相關部門或機構之建議或啟發 

 本研究歸納之台灣型態六級產業發展關鍵成功因素，若農業相關部門或相關

機構未來需制定與六級產業相關補助計畫時，可提供為評估項目之參考。另外，

在進行第一階段德爾菲法專家問卷設計時，為瞭解哪些因素可能會導致不成功，

因此於開放式題目中詢問受訪者「在經營過程中面臨到的困難」以及「希望政府

提供何種協助」，許多受訪者都有針對後者做出回應，可見政策與法令確實影響

著六級產業的發展，本研究將受訪者希望政府提供協助的內容整理歸納如下，希

望能成為政府農業部門或機構啟發： 

 

 支持創業與輔導創業 

 加強農產品加工的輔導 

 放眼國際，輔導外銷流程與解決問題 

 計畫申請放寬標準、簡化流程 

 放寬引入農業外勞的限制 

 改善消費者貪小便宜的心態 

 

根據文獻瞭解，台灣政府在過去推動的農業政策中，已經有許多與農業六級

產業化相關的計畫或補助，但卻因為尚未針對其制定專法，當農業生產者欲進行

轉型時，似乎因而感受到無法有系統性的獲得支援，這可能也是政府部門需要考

慮改善的課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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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給予後續研究人員之建議或啟發 

 

本研究雖然已針對屬於台灣農業形態的六級產業經營業者進行調查，但是因

為考慮到研究進行的時間，所以僅針對符合本研究定義之六級產業經營業者進行

訪問，又為降低受訪者的複雜度，選擇以個別農戶的農業經營型態為主要對象，

無法將農民團體類型的經營者納為研究對象，因此研究範圍受到限制。 

 

此外，最終的有效問卷的回收結果較集中於農業產業，可能導致畜牧業、水

產養殖業、林產品產業即使各自都有其關鍵成功因素，但在本次研究中無法詳細

歸納與進行分析，因此若未來學者將進行後續研究，建議需要將樣本數再擴大，

或是集中於單一產業進行研究。而當本研究在使用集群分析法欲將受訪者的層級

分析法的結果進行分類時，雖然可以明顯的發現能將回答結果區分為不同的組別，

卻難以個別解釋其組成原因以及成員之間的關係，也是最終有效問卷回答份數不

充足所導致，因此本研究認為若能更廣泛的探尋受訪者數量及擴充有效回答份數，

並且將調查對象的範圍於事前先分類，則可以瞭解不同類別的六級產業彼此間之

差異，此項分類概念應當可以做為研究後續議題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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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發展六級產業關鍵成功因素探討之問卷調查表 

(第一階段) 

德爾菲法（Delphi method）第一次專家問卷 

填表日期： 2015 年  月  日 

問卷說明： 

一、填答方式：圈選出您認為該項因素對於成功發展六級產業"重要的程度" 

本問卷主旨是詢問：「您認為，一級產業要成功的發展成六級產業，下列所舉出因素的"

重要的程度"」，而不是目前自家產業的優勢"(這點非常重要，千萬要釐清!)；問卷填答方式

為尺度選項，設定最低尺度為 0分；若選 0分代表您認為該因素對於「六級產業發展之關鍵

成功因素」而言極為不重要、完全不需要考慮，重要程度為 0%；5分則認為該因素極為重要，

重要程度為 100%。(可參考以下說明圖示) 

 

 

 

辛苦的業主、主管您好： 

 

感謝您撥冗填答此份問卷，此問卷旨在探討「台灣發展六級產業的關

鍵成功因素」，本研究將六級產業簡易定義為：以一級生產為核心，結合

二級加工與三級銷售服務等農業生產事業，而您將成為本研究重要的訪談

對象之一，希望能透過您的專業知識與經驗，給予此問卷最真實的結果；

此問卷所得資料僅供本研究使用，後續分析的過程中業者們將保持匿名，

期望所得的結果能對台灣農業生產事業的經營者或投資者有些許的幫助。 

本研究第一階段將採用「德爾菲法(Delphi)」請教各位專家、業者相

關因素之重要程度，在此階段將訪問兩次，以收斂各項關鍵因素，並此作

為擬定第二階段「分析層級程序法(AHP)」問卷之基礎，您的寶貴意見對

於本研究具有決定性之影響，對於您的支持與指導，謹此由衷感謝。 

 

敬祝 場務順心 

   顧客雲集        

               東海大學食品科學研究所工業管理組 

               指導教授：王良原 博士 

               研究生：江曼禕 敬上     

               連絡電話：

               E-mail：eelfish30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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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級產業定義 

  本研究將六級產業定義為：「以一級生產為核心，結合二級加工與三級銷售服務等農業生

產事業」，因此即使"不是"自家加工或自家販售也符合我的研究對象條件(委託代工廠、使用

代售平台等)，若完全販賣給通路商、與食品廠契作、農會收購則不算本次的研究對象；兩者

間最主要的差異為：「消費者在購買之前，產品的【所有權】是屬於"農業生產者"所擁有，且

利潤也能直接回饋到農業生產者身上。」 

 

三、本問卷以"個別農戶"為研究調查對象  

  因屬於"農民團體"的生產型式人數較多(農會、產銷班、生產合作社)，且共同經營的方

式也分成許多類別，在利益分配及經營管理方面上難以一一統計，因此本研究的調查對象以"

個別農戶"為主，農民團體所建立的品牌、產業、公司則不在我的研究範圍內。 

 

四、統計結果與業者保密性  

  希望能透過您的專業知識與經驗，給予此問卷最真實的結果；此問卷所得數據資料僅供

本研究使用，後續分析的過程中業者們將保持匿名(僅列於-受調查業者名單)；階段性的數據

統計完成後，將會提供簡易的統計資料給各位調查對象(因為都是靠大家幫忙才有辦法取得

的！)，但僅提供統計過後的數據結論及受調查業者名單，恕無法告知單一業者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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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份：請評估下列考量因素，並圈選出您認為發展「六級產業」能成功，所需要的關鍵

因素之重要程度。 

考量因素 完全不重要  非常重要 

1. 擁有土地所有權 0 1 2 3 4 5 

2. 地理位置優勢(交通便利性) 0 1 2 3 4 5 

3. 土地規模(規模經濟、經營規模大小) 0 1 2 3 4 5 

4. 基礎生產設備(農業機械、飼料配送機、產品包裝機械) 0 1 2 3 4 5 

5. 休閒設施(涼亭、溜滑梯、露營區) 0 1 2 3 4 5 

6. 提供住宿服務(住宿品質、供餐) 0 1 2 3 4 5 

7. 人工景觀(裝置藝術、花園造景) 0 1 2 3 4 5 

8. 實施修改的法令、配合政策實施 0 1 2 3 4 5 

9. 合法經營(取得設立許可、營業執照) 0 1 2 3 4 5 

10. 政府支持的態度(推動休閒農業、地產地銷、食育計畫) 0 1 2 3 4 5 

11. 廣告宣傳(代言人、傳播媒體報導) 0 1 2 3 4 5 

12. 體驗式行銷(文創 DIY、自行加工農產品) 0 1 2 3 4 5 

13. 價格競爭力(提高或壓低售價與他人競爭之策略) 0 1 2 3 4 5 

14. 拓展多元通路 (如：外銷、網路行銷、宅配直銷) 0 1 2 3 4 5 

15. 建立品牌(創造品牌形象、聲譽) 0 1 2 3 4 5 

16. 導覽活動安排(解說、導覽園區) 0 1 2 3 4 5 

17. 擁有充裕的人力資源(產季、農忙期) 0 1 2 3 4 5 

18. 人員的訓練管理 0 1 2 3 4 5 

19. 服務品質(如遊客滿意度、商品售後服務) 0 1 2 3 4 5 

20. 建立加工生產的標準作業流程(加工生產 SOP) 0 1 2 3 4 5 

21. 良好的組織架構(結構、文化、學習、運作) 0 1 2 3 4 5 

22. 高階主管領導推動 0 1 2 3 4 5 

23. 危機處理(緊急醫療網、顧客抱怨、救災編組) 0 1 2 3 4 5 

24. 具有歷史人物、技術保有者(傳統工藝、藝術家) 0 1 2 3 4 5 

25. 經營領導風格(願景理念、組織目標) 0 1 2 3 4 5 

26. 選擇、區隔目標市場(針對不同的顧客族群做行銷

策略:老人、上班族) 
0 1 2 3 4 5 

27. 垂直整合(上下游整合、串聯) 0 1 2 3 4 5 

28. 多角化經營(跨產業發展) 0 1 2 3 4 5 

29. 策略聯盟關係(異業、促銷聯盟、共同採購) 0 1 2 3 4 5 

30. 前瞻性的能力(有遠見) 0 1 2 3 4 5 

31. 農業企業化經營 0 1 2 3 4 5 

32. 加入農業相關組織(休閒農業發展協會、生產合作

社、產銷班) 
0 1 2 3 4 5 

33. 外部資金(政府補助、贊助商、投資者) 0 1 2 3 4 5 

34. 資金安排與管理(商品售價、投資避險) 0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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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設立共同救助基金  0 1 2 3 4 5 

36. 產品品質、安全管控(農產品生產、加工) 0 1 2 3 4 5 

37. 產品線的廣度(多樣化的產品型式) 0 1 2 3 4 5 

38. 具有產品研發創新能力 0 1 2 3 4 5 

39. 擁有加工技術能力、加工生產線 0 1 2 3 4 5 

40. 配合佳的代工廠(代理加工、包裝) 0 1 2 3 4 5 

41. 配合佳的代售平台(上下游市集、直接跟農民買) 0 1 2 3 4 5 

42. 具有特色的核心產品(產品獨特性) 0 1 2 3 4 5 

43. 產品包裝具有功能性、實用性  0 1 2 3 4 5 

44. 產品包裝結合在地情感、意象 (故事行銷) 0 1 2 3 4 5 

45. 具有特色的餐飲、美食 0 1 2 3 4 5 

46. 使用在地特色的農產品 0 1 2 3 4 5 

47. 具有生產者履歷之可追溯農產品 0 1 2 3 4 5 

48. 以行銷導向建構生產管理系統(因應市場需求)  0 1 2 3 4 5 

49. 客製化的服務 0 1 2 3 4 5 

50. 接受相關單位輔導 0 1 2 3 4 5 

51. 經濟景氣狀況 0 1 2 3 4 5 

52. 社會觀光休閒潮流 0 1 2 3 4 5 

53. 農村自然景觀(田園美景、綠意盎然) 0 1 2 3 4 5 

54. 特殊天然景觀(鐘乳石、瀑布、國家公園) 0 1 2 3 4 5 

55. 季節性生態資源、活動(候鳥、櫻花季、桐花季) 0 1 2 3 4 5 

56. 歷史、人文資源(民俗文化、歷史建築、背景)  0 1 2 3 4 5 

57. 固定、穩定的客戶群(老顧客、產品偏好者) 0 1 2 3 4 5 

58. 地方商業資源(行政中心、商圈) 0 1 2 3 4 5 

59. 結合休閒活動資源(自行車步道、馬拉松路線) 0 1 2 3 4 5 

60. 結合地方文化形成的產業化(古坑咖啡、大湖草莓) 0 1 2 3 4 5 

61. 參與地方整體性、區域性計畫(社區總體營造、富

麗農村計畫) 
0 1 2 3 4 5 

62. 創造地方福利(同鄉折扣、支援地方活動) 0 1 2 3 4 5 

63. 參與公益活動、保育活動 0 1 2 3 4 5 

64. 創造地方就業機會  0 1 2 3 4 5 

65. 以在地化為核心價值(強調地域性、地方名號) 0 1 2 3 4 5 

66. 使用友善環境、動物的生產方式(不破壞生態、人

道飼養) 
0 1 2 3 4 5 

67. 病蟲害防治 0 1 2 3 4 5 

68. 申請專利 0 1 2 3 4 5 

69. 農產品生產具有標準作業流程(自家的農業生產

SOP、遵循農委會的良好農業規範(GAP)) 

0 1 2 3 4 5 

70. 具有農產品驗證標章、健康食品標章 0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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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份：除上述項目外，請您就以下的問題惠予指導，提出您專業的建議，以供研究進行

更全面性之分析。 

 

一、 就您經營(任職)農業生產事業的經驗與認知，您認為是否還有其他重要的關鍵成功因

素尚未被提到?  

 

 

二、 您個人認為貴單位最主要的特色、優勢是什麼? 在經營過程中遇到的困難有哪些?希望

政府提供怎麼樣的協助? 

 

 

 

第參部份：受訪專家資料： 

一、 您的性別：□ 男 □ 女 

二、 您的年齡：□ 20歲以下  □ 21~30歲  □ 31~40歲 

     □ 41~50歲   □ 51~60歲  □ 61~70歲  □ 70歲以上 

三、 您的教育程度： □ 小學以下  □ 國(初)中  □ 高中(職) 

        □ 專科    □ 大學    □ 碩、博士以上 

四、 相關工作經驗(年資)： □ 未滿 5年 □ 5~年 10年 □ 11年~15年 

           □ 16年~20年  □ 20年以上 

五、 農業生產事業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 您於貴單位的職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 貴單位成立年數：＿＿＿＿年，員工數：＿＿＿＿人，年營業額：約＿＿＿(萬元)。 

八、 農業生產方式(可複選)：□ 慣行農法 □ 有機農法 □ 其他：____________。 

九、 農產加工方式(可複選)：□ 自行加工、包裝 

              □ 委託代工廠   

              □ 其他:＿＿＿＿＿＿＿ 

十、 產品銷售方式(可複選)：□ 自行販售(自家通路、網站、農夫市集)   

           □ 委託代售平台(網路平台、農產品伴手店) 

           □ 於開放式通路上架(如：超市、賣場)  

           □ 其他:＿＿＿＿＿＿＿ 

本問卷到此結束， 

煩請再確認一次所有問題皆已填答，非常感謝您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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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發展六級產業關鍵成功因素探討之問卷調查表 

(第二階段) 

德爾菲法（Delphi method）第二次專家問卷 

填表日期： 2015 年  月  日 

【第壹部分】：德爾菲法問卷 

一、填答說明：圈選出您認為該項因素對於成功發展六級產業"重要的程度" 

本問卷主旨是詢問：「您認為一級產業能成功發展為六級產業，下列所舉出因素的"重要

的程度"」，而非目前自家產業的優勢；問卷填答方式為評分填答(0~10分)，最低分為 0分，

代表您認為該因素對於「六級產業發展之關鍵成功因素」而言極為不重要、完全不需要考慮；

最高分為 10分，代表您認為該因素極為重要，重要程度為 100%。(可參考以下說明圖示) 

 

 

 

 

 

辛苦的業主、主管您好： 

 

感謝您撥冗填答第二階段的專家問卷，此問卷旨在探討「台灣發展六

級產業的關鍵成功因素」，本研究將六級產業簡易定義為：以一級生產為

核心，結合二級加工與三級銷售服務等農業生產事業；希望能透過您的專

業知識與經驗，給予此問卷最真實的結果；此問卷所得資料僅供本研究使

用，後續分析的過程中業者們將保持匿名，期望所得的結果能對台灣農業

生產事業的經營者或投資者有些許的幫助。 

本階段問卷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各項關鍵成功因素的重要程度，

其問項均由第一階段問卷結果、專家建議加以收斂；第二部分為分析層級

程序法(AHP)之問卷，將比較各個構面間的重要程度。您的寶貴意見對於

本研究具有決定性之影響，您的支持與指導，晚輩萬分感激。 

 

敬祝 農產事業發展順心 

     

               東海大學食品科學研究所工業管理組 

               指導教授：王良原 博士 

               研究生：江曼禕 敬上     

               連絡電話：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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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內容：各項關鍵成功因素重要程度評分。 

（一）您認為在評估台灣發展六級產業關鍵成功因素時，就『自有資源』而言，下列

評估指標之重要性為何： 

評估因素
重要程度 

(0 ~10分) 

1. 擁有土地優勢(所有權、土地規模、地力肥沃、交通便利性)

2. 生產設備(農業機械、溫室、產品加工與包裝機械)

3. 服務設施(提供客房住宿、餐廳供餐)

4. 充裕的資金運用

5. 領導者的人格特質、經營理念(吃苦耐勞、職業道德、具有吸收新知、前瞻性的能

力(有遠見))

6. 擁有人力資源(農忙期具有充分的人力、擁有技術保有者)

（二）您認為在評估台灣發展六級產業關鍵成功因素時，就『產品管理』而言，下列

評估指標之重要性為何： 

評估因素
重要程度 

(0 ~10分) 

7. 良好的品質、安全管控(原物料、農產品生產、加工)

8. 病蟲害防治、標準化的田園管裡

9. 農業生產技術科學化、效率化

10. 使用友善環境、動物的生產方式(不破壞生態、人道飼養)

11. 擁有加工技術能力、加工生產線、標準化的加工流程

12. 具有產品研發創新能力、開發出多樣化的產品

13. 配合佳的代工廠(代理加工、包裝)

14. 具有特色的核心產品(產品獨特性)

15. 產品包裝具有功能性、實用性、結合在地情感或意象

16. 強調在地特色的產品、餐飲、美食(三星蔥、古坑咖啡)

17. 農產品具有可追溯之生產履歷

18. 具有農產品驗證標章、健康食品標章、申請專利

19. 客製化的服務(禮盒設計、依消費者需求搭配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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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您認為在評估台灣發展六級產業關鍵成功因素時，就『行銷管理』而言，下列

評估指標之重要性為何： 

評估因素
重要程度 

(0 ~10分) 

20. 建立品牌(創造品牌形象、打廣告以提高產品知名度、聲譽)

21. 建立多元通路(宅配直銷、外銷、代售平台)

22. 體驗式活動(文創 DIY、農務體驗、園區導覽)

23. 針對不同市場擬訂行銷策略(市場區隔、價格策略、創造消費者需求

（四）您認為在評估台灣發展六級產業關鍵成功因素時，就『員工管理』而言，下列

評估指標之重要性為何： 

評估因素
重要程度 

(0 ~10分) 

24. 良好的組織架構

25. 人員的訓練管理、年輕農業人才養成

26. 服務品質、危機處理(售後服務、顧客抱怨)

（五）您認為在評估台灣發展六級產業關鍵成功因素時，就『經營管理』而言，下列

評估指標之重要性為何： 

評估因素
重要程度 

(0 ~10分) 

27. 農企業化經營(目標利潤化、運作組織化、產品商品化、工作效率化)

28. 將產業垂直整合、統合經營(上下游整合、產製銷一條龍)

29. 多角化經營(跨產業發展)

30. 加入農業組織、農民團體、策略聯盟

31. 資金安排、投資避險(商品售價、投資避險、設立共同救助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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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您認為在評估台灣發展六級產業關鍵成功因素時，就『外在因素』而言，下列

評估指標之重要性為何： 

評估因素 
重要程度 

(0 ~10分) 

32. 經濟景氣狀況、社會觀光休閒潮流  

33. 消費者食品安全意識  

34. 外部資金(政府補助、贊助商、投資者)  

35. 擁有固定、穩定的客戶群(老顧客、產品偏好者)  

 

 

 

（七）您認為在評估台灣發展六級產業關鍵成功因素時，就『地方因素』而言，下列

評估指標之重要性為何： 

評估因素 
重要程度 

(0 ~10分) 

36. 地方資源(自然景觀、歷史文化、商業活動、休閒活動)  

37. 地方性參與(區域性活動、地方性計畫、公益活動)  

38. 創造地方福利、就業機會  

 

 

 

（八）您認為在評估台灣發展六級產業關鍵成功因素時，就『政策法令』而言，下列

評估指標之重要性為何： 

評估因素 
重要程度 

(0 ~10分) 

39. 配合法令政策實施、取得合法經營  

40. 推動產業相關計畫(推動休閒農業、地產地銷、食育計畫等觀念)  

41. 相關單位進行輔導(生產、加工、外銷、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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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分】：層級分析法問卷 

一、填答說明：本研究採用層級分析法(AHP)，用以決定各項評估準則間的相對重要性程度。 

為滿足 A＞B，B＞C，則 A＞C的遞移性，因此請先依準則重要性程度進行排序，以提高

勾選時的一致性程度。最後，就各評估準則相對重要性程度，以兩兩成對比較的方式進行

勾選。以下為參考範例： 

 

【範例】 

  您認為購買車子的評估準則有三項，車子的○1 性能；○2 價位；○3 車型。 

(一)評估準則重要性排序 

例 ：如果您認為→ 價位≧性能≧車型，則請填入○2 ≧○1 ≧○3  

 (二)評估準則相對重要性勾選 

例：「價位」因素較「性能」因素為重要，且重要程度為 9:1，則請勾選 9:1的欄內。 

評估 

準則 

極度偏好                           無偏好                             極度偏好 評估 

準則 9:1 8:1 7:1 6:1 5:1 4:1 3:1 2:1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價位 ˇ                 性能 

價位     ˇ             車型 

性能      ˇ         
 

  車型 

 上面所代表的意義為： 

(1)價位的重要性＞性能，且重要性程度比例為 9：1 

(2)價位的重要性＞車型，且重要性程度比例為 5：1 

(3)性能的重要性＞車型，且重要性程度比例為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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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 

自有資源 

1.擁有土地優勢 

2.生產設備 

3.服務設施 

4.充裕的資金運用 

5.領導者的人格特質、經營理念 

6.擁有人力資源 

產品管理 

生產管理 

7.良好的品質、安全管控 

8.病蟲害防治、標準化的田園管理 

9.農業生產技術科學化、效率化 

10.使用友善環境、動物的生產方式 

加工管理 

11.擁有加工技術能力、生產線、標準的生產流程 

12.具有產品研發創新能力、開發多樣化的產品 

13.配合佳的代工廠 

購買價值 

14.具有特色的核心產品 

15.產品包裝具有功能性、實用性、結合在地情感或意象 

16.強調在地特色的產品、餐飲、美食 

17.農產品具有可追溯之生產履歷 

18.具有農產品驗證標章、健康食品標章、申請專利 

19.客製化的服務 

行銷管理 

20.建立品牌 

21.建立多元通路 

22.體驗式活動 

23.針對不同市場，擬訂行銷策略 

員工管理 

24.良好的組織架構 

25.人員的訓練管理、年輕農業人才養成 

26.服務品質、危機處理 

經營管理 

27.農業企業化經營 

28.將產業垂直整合、統合經營 

29.多角化經營 

30.加入農業組織、農民團體、策略聯盟 

31.資金安排、投資避險 

外部 

外部因素 

32.經濟景氣狀況、社會觀光休閒潮流 

33.消費者食品安全意識 

34.外部資金 

35.擁有固定、穩定的客戶群 

地方因素 

36.地方資源 

37.地方性參與 

38.創造地方福利、就業機會 

政策法令 

39.配合法令政策實施、取得合法經營 

40.推動產業相關計畫 

41.相關單位進行輔導 

二、層級結構圖 

 經由第一階段專家問卷結果，初步擬定「台灣發展六級產業關鍵成功因素」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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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卷內容 

 

Ａ.【第一層級】：影響「台灣發展六級產業關鍵成功因素」評估構面包括: 

○1 內部因素；○2 外部因素 

 (一)評估準則重要性排序(請填入數字)：(   )≧(   )。 

(二)依據上述排序，比較構面間的相對重要程度。 

評估 

準則 

極度偏好                            無偏好                             極度偏好 評估 

準則 9:1 8:1 7:1 6:1 5:1 4:1 3:1 2:1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內部

因素 
                 

外部

因素 

 

 

Ｂ-1.【第二層級】：影響「內部因素」評估構面包括: 

○1 自有資源；○2 產品管理；○3 行銷管理；○4 員工管理；○5 經營管理 

 (一)評估準則重要性排序(請填入數字)：(   )≧(   )≧(   )≧(   )≧(   )。 

(二)依據上述排序，比較構面間的相對重要程度。 

評估 

準則 

極度偏好                            無偏好                             極度偏好 評估 

準則 9:1 8:1 7:1 6:1 5:1 4:1 3:1 2:1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自有

資源 
                 

產品

管理 

自有

資源 
                 

行銷

管理 

自有

資源 
                 

員工

管理 

自有

資源 
                 

經營

管理 

產品

管理 
                 

行銷

管理 

產品

管理 
                 

員工

管理 

產品

管理 
                 

經營

管理 

行銷

管理 
                 

員工

管理 

行銷

管理 
                 

經營

管理 

員工

管理 
                 

經營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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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2.【第二層級】：影響「外部因素」評估構面包括: 

○1 外部因素；○2 地方因素；○3 政策法令 

 (一)評估準則重要性排序(請填入數字)：(   )≧(   )≧(   )。 

(二)依據上述排序，比較構面間的相對重要程度。 

評估 

準則 

極度偏好                         無偏好                           極度偏好 評估 

準則 9:1 8:1 7:1 6:1 5:1 4:1 3:1 2:1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外部

因素 
                 

地方

因素 

外部

因素 
                 

政策

法令 

地方

因素 
                 

政策

法令 

 

 

C.【第三層級】：影響「產品管理」評估構面包括: 

○1 生產管理；○2 加工管理；○3 購買價值 

 (一)評估準則重要性排序(請填入數字)：(   )≧(   )≧(   )。 

(二)依據上述排序，比較構面間的相對重要程度。 

評估 

準則 

極度偏好                            無偏好                           極度偏好 評估 

準則 9:1 8:1 7:1 6:1 5:1 4:1 3:1 2:1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生產

管理 
                 

加工

管理 

生產

管理 
                 

購買

價值 

加工

管理 
                 

購買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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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分】：受訪專家基本資料 

一、 性別：□ 男 □ 女 

二、 年齡：□ 20歲以下  □ 21~30歲  □ 31~40歲 

   □ 41~50歲   □ 51~60歲  □ 61~70歲  □ 70歲以上 

三、 任職單位的職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 您認為，一級農業結合二級加工後(1x2)，整體收益會有所增加嗎? 

□ 是(接續下題)  □ 否(跳至第六題) 

五、 承上題，您認為收益會比原來增加約＿＿＿成(請填入數字，若增加一倍為 10成)。 

 

六、 您認為，一級農業結合三級銷售/服務後(1x3)，整體收益會有所增加嗎? 

□ 是(接續下題)  □ 否(跳至第八題) 

七、 承上題，您認為收益會比原來增加約＿＿＿成。(請填入數字，若增加一倍為 10成)。 

 

八、 您認為，一級農業結合二級加工、三級銷售/服務後(1x2x3)，整體收益會有所增加嗎? 

□ 是(接續下題)  □ 否 

九、 承上題，您認為收益會比原來增加約＿＿＿成。(請填入數字，若增加一倍為 10成)。 

 

本問卷已填寫完畢，請您檢視是否有遺漏之處，非常感謝您的協助! 

若對本研究有任何其他意見，敬請不吝指教! 

【備註】索取本研究分析結果：□ 需要  □ 不需要 

 



受訪者 1. 擁有土地優勢2.生產設備3.服務設施4.充裕的資金運用5.領導者的人格特質、經營理念6. 擁有人力資源7. 良好的品質、安全管控8. 病蟲害防治、標準化的田園管裡9. 農業生產技術科學化、效率化10. 使用友善環境、動物的方式生產11. 擁有加工技術能力、加工生產線、標準化的加工流程12. 具有產品研發創新能力、開發出多樣化的產品13. 配合佳的代工廠(代理加工、包裝)14. 具有特色的核心產品(產品獨特性)15. 產品包裝具有功能性、實用性、結合在地情感或意象16. 強調在地特色的產品、餐飲、美食(三星蔥、古坑咖啡)
R1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R2 5 8 3 8 10 8 10 6 5 10 10 8 8 10 6 6

R3 8 6 3 8 10 10 10 6 6 10 8 10 6 9 10 8

R4 9 6 7 7 7 7 7 7 6 7 7 8 7 9 9 7

R5 9 10 7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R6 10 10 3 10 10 10 10 9 8 8 10 10 10 10 10 9

R7 10 10 4 10 10 7 10 10 10 8 8 7 8 10 7 8

R8 3 3 0 1 9 6 7 7 7 7 7 7 7 9 6 3

R9 10 10 8 8 8 10 10 10 10 8 6 6 8 8 8 8

R10 10 8 6 8 9 10 8 8 7 9 8 8 8 9 9 8

R11 8 8 8 8 9 9 8 7 5 7 6 6 5 8 6 5

R12 10 10 7 10 10 10 10 5 8 10 10 9 10 10 10 8

R13 6 5 8 10 9 7 9 7 9 8 7 7 5 10 9 8

R14 9 9 8 10 10 9 10 10 9 8 9 9 8 10 9 9

R15 8 6 4 8 8 10 10 8 8 8 6 6 5 6 6 7

R16 8 10 2 9 10 8 8 8 7 7 8 7 6 8 7 8

R17 10 8 5 8 10 10 10 8 8 8 10 8 8 10 5 7

R18 7 8 8 9 10 10 10 10 9 10 9 9 9 10 10 9

R19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5 10 10 10

R2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5

R21 0 5 5 0 10 7 10 8 8 8 8 7 5 10 10 8

R22 10 10 8 10 8 10 10 10 10 8 8 8 8 10 8 8

R23 6 7 4 6 7 9 9 8 8 6 8 8 7 9 8 7

R24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R25 8 8 6 8 8 8 9 8 8 8 8 8 8 8 8 8

R26 6 8 5 10 10 10 10 10 10 8 8 8 10 10 8 5

R27 10 10 10 8 10 10 10 10 10 10 10 8 8 10 10 10

R28 8 9 0 8 10 10 10 9 10 5 8 7 8 9 10 10

R29 10 8 8 9 10 10 10 9 9 10 9 8 9 10 8 9

R30 6 8 8 8 10 8 10 10 10 8 8 8 8 10 8 7

R31 10 8 7 10 10 8 10 8 8 7 7 10 6 10 10 10

R32 6 6 8 10 10 6 10 8 8 6 8 8 6 10 9 9

R33 10 10 7 10 10 7 10 6 6 8 8 7 9 10 8 10

R34 7 8 8 8 9 10 9 9 9 9 9 9 9 9 9 9

R35 8 9 5 10 10 10 10 10 10 9 8 10 9 10 7 7

R36 10 8 8 9 10 6 10 10 8 8 6 6 8 10 5 8

平均分數 8.19 8.25 6.33 8.50 9.47 8.89 9.56 8.58 8.44 8.36 8.33 8.19 7.81 9.47 8.42 8.00

自有資源 產品管理

(附件三)　德爾菲法問卷回覆結果



17. 農產品具有可追溯之生產履歷18. 具有農產品驗證標章、健康食品標章、申請專利19. 客製化的服務(禮盒設計、依消費者需求搭配產品)20. 建立品牌(創造品牌形象、打廣告以提高產品知名度、聲譽)21. 建立多元通路(宅配直銷、外銷、代售平台22. 體驗式活動(文創DIY、農務體驗、園區導覽)23. 針對不同市場擬訂行銷策略(市場區隔、價格策略、創造消費者需求24. 良好的組織架構25. 人員的訓練管理、年輕農業人才養成26. 服務品質、危機處理(售後服務、顧客抱怨)27. 農企業化經營(目標利潤化、運作組織化、產品商品化、工作效率化)28. 將產業垂直整合、統合經營(上下游整合、產製銷一條龍)29. 多角化經營(跨產業發展)30. 加入農業組織、農民團體、策略聯盟31. 資金安排、投資避險(商品售價、投資避險、設立共同救助基金)32. 經濟景氣狀況、社會觀光休閒潮流33. 消費者食品安全意識
10 10 8 10 10 8 10 8 10 10 8 8 5 6 10 8 10

10 5 3 10 8 5 3 8 8 8 10 10 3 3 5 5 10

9 6 8 10 10 8 9 8 8 10 6 6 7 8 7 7 10

7 7 7 6 7 6 8 6 7 7 6 7 6 6 6 6 7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9 10 10 9 10 10 10 10 9 9 8 8 7 10 10

7 8 9 10 10 7 8 8 10 10 10 10 8 9 8 10 10

3 3 3 7 7 3 9 5 9 7 3 6 4 6 4 3 6

8 6 10 10 10 8 8 10 10 10 10 10 6 10 8 6 8

10 10 9 9 9 9 9 9 9 9 7 7 9 9 7 8 10

7 8 6 8 8 6 5 6 7 7 6 8 6 5 6 5 6

10 8 9 10 10 9 10 9 8 9 8 9 8 8 10 8 10

9 9 4 9 8 7 10 7 9 8 7 7 6 6 3 3 9

9 9 10 8 8 6 8 9 9 9 8 8 9 9 8 7 10

8 8 6 8 8 6 6 8 8 8 8 8 6 6 8 6 8

9 9 7 7 8 6 8 7 7 7 7 8 6 7 7 8 9

10 8 5 10 8 8 10 8 8 8 10 10 3 5 5 10 8

10 10 9 10 8 10 9 10 10 10 9 10 8 9 10 8 10

8 10 10 10 10 9 10 10 10 10 10 10 9 8 8 9 10

10 10 10 10 10 8 10 10 10 10 10 10 8 8 10 10 10

8 10 7 10 7 5 8 8 10 10 8 8 8 8 8 7 10

10 10 9 10 10 8 10 8 8 10 10 9 8 9 8 7 10

8 8 8 7 9 8 8 7 7 9 9 8 5 7 7 6 7

10 10 10 9 10 9 9 9 9 10 10 10 9 9 9 9 8

8 8 8 9 10 8 8 8 8 8 8 8 6 6 6 6 6

5 5 3 10 10 5 8 8 10 8 8 8 5 3 5 5 8

10 10 10 5 10 10 8 10 10 10 10 8 8 10 10 10 10

10 10 7 9 10 9 9 9 10 9 9 9 5 10 6 5 10

9 7 8 9 8 10 8 8 10 10 7 9 7 7 7 9 10
7 7 7 8 10 8 8 8 8 8 8 8 7 6 6 8 8

10 10 6 10 10 8 8 8 10 9 8 8 6 10 6 9 10

10 10 8 10 10 8 9 10 8 9 8 8 9 8 10 8 10

10 10 10 10 10 8 8 9 9 9 6 10 4 10 6 10 10

9 9 8 9 9 9 9 10 10 10 8 8 8 8 7 8 9

8 7 7 10 8 7 9 9 10 9 10 7 6 5 8 7 9
7 8 6 10 6 8 8 10 10 10 8 8 4 10 8 6 10

8.69 8.42 7.61 9.08 9.00 7.67 8.47 8.47 9.00 9.03 8.25 8.47 6.67 7.56 7.33 7.42 9.06

產品管理 行銷管理 員工管理 經營管理 外在因素

(附件三)　德爾菲法問卷回覆結果



34. 外部資金(政府補助、贊助商、投資者)35. 擁有固定、穩定的客戶群(老顧客、產品偏好者)36. 地方資源(自然景觀、歷史文化、商業活動、休閒活動)37. 地方性參與(區域性活動、地方性計畫、公益活動)38. 創造地方福利、就業機會39. 配合法令政策實施、取得合法經營40. 推動產業相關計畫(推動休閒農業、地產地銷、食育計畫等觀念)41. 相關單位進行輔導(生產、加工、外銷、驗證)
10 10 8 8 9 10 8 10

6 6 6 6 8 10 10 10

5 10 6 8 6 8 9 8

6 7 6 6 6 6 7 6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7 10 8 8 8 10 10 10

7 10 5 10 7 10 8 9

3 8 3 3 7 3 2 2

8 10 6 6 6 10 8 10

8 9 8 8 9 10 10 9

5 7 6 5 5 8 8 8

8 10 8 8 8 8 8 8

2 8 9 8 7 5 7 7

6 8 6 7 7 8 8 7

6 8 6 5 5 8 5 8

6 9 8 7 7 7 8 8

5 8 5 5 5 10 5 5

8 10 10 10 10 10 9 10

6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5 10 10

6 10 5 5 10 8 7 10

8 10 8 8 8 10 9 8

5 7 8 8 7 8 8 8

7 10 8 8 9 9 10 9

8 6 6 6 6 8 8 8

5 8 10 8 5 10 8 8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0 8 0 5 2 10 8 7

7 10 9 10 10 10 10 9
7 10 8 8 8 9 8 8

5 10 8 8 9 10 10 7

6 10 6 7 8 10 10 8

8 10 10 8 8 10 10 10

8 9 8 8 8 8 8 8

6 10 7 9 9 10 7 6
0 10 8 8 6 10 6 8

6.33 9.06 7.31 7.56 7.58 8.78 8.25 8.25

地方因素 政策法令外在因素

(附件三)　德爾菲法問卷回覆結果



受訪者 A-內部 A-外部 B-1自有資源 B-1產品管理 B-1行銷管理 B-1員工管理 B-1經營管理 B-2外部因素 B-2地方因素 B-2政策法令 C生產管理 C加工管理 C購買價值

R1 0.88 0.13 0.18 0.16 0.07 0.24 0.35 0.14 0.14 0.71 0.13 0.13 0.75

R2 0.83 0.17 0.04 0.24 0.24 0.24 0.24 0.57 0.07 0.36 0.25 0.25 0.50

R3 0.75 0.25 0.25 0.27 0.27 0.13 0.07 0.79 0.10 0.11 0.54 0.30 0.16

R4 0.86 0.14 0.02 0.05 0.56 0.12 0.25 0.55 0.24 0.21 0.16 0.07 0.77

R5 0.88 0.13 0.65 0.16 0.10 0.05 0.03 0.15 0.06 0.79 0.66 0.09 0.24

R6 0.83 0.17 0.49 0.25 0.10 0.05 0.10 0.33 0.14 0.53 0.66 0.19 0.16

R7 0.50 0.50 0.05 0.06 0.58 0.05 0.26 0.06 0.13 0.81 0.18 0.04 0.78

R8 0.83 0.17 0.20 0.20 0.20 0.20 0.20 0.06 0.61 0.32 0.25 0.25 0.50

R9 0.88 0.13 0.06 0.19 0.43 0.03 0.29 0.26 0.41 0.33 0.37 0.30 0.33

R10 0.50 0.50 0.38 0.04 0.08 0.17 0.33 0.08 0.29 0.63 0.08 0.29 0.63

R11 0.83 0.17 0.60 0.17 0.16 0.03 0.03 0.05 0.18 0.78 0.77 0.04 0.19

R12 0.89 0.11 0.34 0.11 0.22 0.04 0.29 0.20 0.49 0.31 0.49 0.31 0.20

R13 0.75 0.25 0.13 0.31 0.29 0.06 0.21 0.73 0.22 0.05 0.21 0.05 0.74

R14 0.50 0.50 0.20 0.20 0.20 0.20 0.20 0.33 0.33 0.33 0.33 0.33 0.33

R15 0.83 0.17 0.38 0.20 0.18 0.08 0.16 0.18 0.09 0.74 0.64 0.26 0.10

R16 0.89 0.11 0.05 0.59 0.04 0.07 0.24 0.76 0.19 0.06 0.74 0.18 0.09

R17 0.90 0.10 0.17 0.22 0.30 0.10 0.22 0.25 0.50 0.25 0.25 0.25 0.50

R18 0.88 0.13 0.05 0.03 0.21 0.60 0.11 0.06 0.75 0.19 0.19 0.06 0.76

R19 0.50 0.50 0.16 0.09 0.22 0.39 0.13 0.28 0.58 0.14 0.32 0.56 0.12

R20 0.90 0.10 0.52 0.13 0.05 0.03 0.27 0.06 0.71 0.23 0.72 0.07 0.22

R21 0.11 0.89 0.04 0.05 0.09 0.22 0.61 0.08 0.13 0.79 0.12 0.11 0.76

R22 0.11 0.89 0.02 0.05 0.11 0.25 0.57 0.07 0.32 0.62 0.06 0.19 0.76

R23 0.67 0.33 0.03 0.22 0.12 0.16 0.47 0.10 0.25 0.65 0.63 0.24 0.14

R24 0.88 0.13 0.05 0.27 0.20 0.03 0.44 0.72 0.22 0.06 0.77 0.17 0.05

R25 0.86 0.14 0.02 0.05 0.12 0.25 0.56 0.76 0.18 0.06 0.76 0.18 0.06

R26 0.75 0.25 0.36 0.19 0.07 0.04 0.34 0.17 0.08 0.75 0.76 0.17 0.07

R27 0.83 0.17 0.52 0.27 0.04 0.06 0.12 0.21 0.74 0.06 0.68 0.22 0.10

R28 0.75 0.25 0.51 0.12 0.05 0.03 0.30 0.24 0.21 0.55 0.19 0.06 0.74

R29 0.90 0.10 0.48 0.32 0.05 0.12 0.03 0.75 0.18 0.07 0.72 0.07 0.22

R30 0.90 0.10 0.55 0.27 0.10 0.05 0.03 0.74 0.21 0.06 0.75 0.18 0.07

R31 0.88 0.13 0.44 0.29 0.13 0.06 0.08 0.76 0.18 0.06 0.58 0.18 0.23

R32 0.83 0.17 0.12 0.39 0.05 0.03 0.42 0.20 0.49 0.31 0.07 0.12 0.80

R33 0.80 0.20 0.04 0.14 0.12 0.05 0.65 0.05 0.36 0.59 0.36 0.07 0.57

R34 0.25 0.75 0.05 0.28 0.14 0.50 0.03 0.73 0.20 0.07 0.76 0.18 0.06

R35 0.83 0.17 0.50 0.04 0.07 0.14 0.26 0.05 0.77 0.17 0.33 0.29 0.38

R36 0.89 0.11 0.05 0.50 0.09 0.22 0.13 0.72 0.05 0.23 0.77 0.05 0.17

平均權重 0.75 0.25 0.24 0.20 0.17 0.14 0.25 0.34 0.30 0.36 0.45 0.18 0.37

第一階層 第二階層-1 第二階層-2 第三階層

(附件三)　層級分析法問卷回覆結果



受訪者 1×2收益是否增加 1×2增加幾成 1×3收益是否增加 1×3增加幾成 1×2×3收益是否增加 1×2×3增加幾成

R1 1 10 1 20 1 30

R2 1 5 1 10 1 10

R3 1 5 1 2 1 3

R4 1 5 1 6 1 20

R5 1 1 1 2 1 2

R6 1 10 1 5 1 20

R7 1 2 1 3 1 5

R8 1 3 1 3 1 10

R9 1 3 1 10 1 15

R10 1 4 1 6 1 10

R11 1 3 1 3 1 5

R12 1 3 1 8 1 10

R13 0 - 1 4 1 6

R14 1 4 1 5 1 8

R15 1 3 1 3 1 5

R16 1 2 1 2 1 9

R17 1 5 1 10 1 15

R18 1 7 1 7 1 7

R19 1 0.1 1 0.3 1 0.5

R20 1 4 1 3 1 7

R21 1 10 1 30 1 60

R22 0 - 1 3 1 2

R23 1 2 1 4 1 6

R24 1 2 1 1 1 4.5

R25 1 1 1 2 1 3

R26 1 4 1 2 1 6

R27 1 2 1 2 1 2

R28 1 3 1 6 1 6

R29 1 10 1 5 1 15

R30 1 3 1 1 1 2

R31 1 3 1 5 1 7

R32 1 10 1 15 1 20

R33 1 2 1 4 1 5

R34 1 4 1 5 1 6

R35 0 - 1 3 1 5

R36 1 2 - - 1 3

(是:1，否:0)

(附件三)　六級產業產值增幅程度



受訪者 受訪者性別 受訪者年齡 教育程度 相關工作經驗 成立年數 員工人數 年營業額(萬元) 產業規模 加工程度 農產加工方式

R1 男 41-50 大學 11~15年 3 15 2300 大 2 12

R2 男 41-50 大學 未滿5年 4 7 500 中 2 12

R3 男 41-50 專科 16~20年 55 5 - 小 0 1

R4 女 51-60 大學 20年以上 25 2 70 小 0 1

R5 男 41-50 國(初)中 16~20年 15 25 500 中 2 1

R6 女 41-50 大學 5~10年 8 7 120 小 2 12

R7 男 21-30 大學 未滿5年 0 - 50 小 0 1

R8 男 21-30 博士 5~10年 7 3 200 小 0 1

R9 男 51-60 專科 5~10年 1 5 - 小 0 1

R10 男 41-50 國(初)中 5~10年 5 4 250 中 0 1

R11 男 61-70 高中(職) 20年以上 20 3 1200 大 1 1

R12 男 31-40 博士 11~15年 4 6 1000 中 0 2

R13 男 51-60 專科 20年以上 18 21 2000 大 0 1

R14 男 61-70 小學以下 20年以上 50 3 250 中 0 1

R15 男 51-60 專科 5~10年 9 20 - 中 2 12

R16 男 21-30 大學 未滿5年 20 4 80 小 1 1

R17 男 51-60 高中(職) 11~15年 13 8 300 中 1 1

R18 女 51-60 高中(職) 11~15年 15 6 200 小 0 1

R19 男 31-40 專科 11~15年 2 12 1800 大 2 1

R20 男 21-30 碩、博士以上 5~10年 8 10 500 中 1 1

R21 男 51-60 專科 20年以上 8 8 - 中 2 1

R22 男 51-60 專科 20年以上 8 3 500 中 0 1

R23 男 31-40 碩士 未滿5年 30 3 2000 大 2 12

R24 男 51-60 大學 20年以上 20 9 - 小 2 1

R25 男 31-40 專科 11~15年 3 60 7000 大 2 12

R26 男 51-60 碩、博士以上 11~15年 10 50 >3000 大 2 12

R27 男 31-40 專科 16~20年 10 3 600 中 0 1

R28 男 51-60 大學 未滿5年 100 4 250 中 0 1

R29 男 31-40 碩士 5~10年 26 30 2500 大 2 1

R30 男 51-60 大學 20年以上 25 3 300 中 0 12

R31 男 21-30 高中(職) 20年以上 9 3 100 小 0 1

R32 男 41-50 專科 11~15年 12 2 - 小 0 12

R33 男 31-40 大學 5~10年 25 10 700 中 1 1

R34 女 21-30 大學 未滿5年 3 2 120 小 0 12

R35 男 41-50 碩士 20年以上 39 6 2500 大 0 1

R36 男 61-70 高中(職) 20年以上 45 5 500 中 0 12

受訪者基本資料 受訪農業生產單為基本資料

(附件三)　受訪者基本資料



產品銷售方式 產業別 地域
123 林(食用菇類) 中-台中
123 漁(養殖魚類) 南-台南
12 農(水果) 中-台中 加工程度
12 農(水果) 中-台中 0輕度
13 畜牧(雞) 北-苗栗 1重度
12 農(水果) 中-南投 2都有
123 畜牧(雞) 中-彰化
123 農(稻米) 中-台中 農產加工方式

124(拍賣市場) 農(蔬菜) 南-雲林 1:自行加工or包裝
13 農(蔬菜) 南-高雄 2委外加工or包裝
1 農(茶) 中-台中
12 農(稻米) 東-台東 產品銷售方式
123 農(水果) 北-苗栗 1自行銷售
12 農(水果) 中-台中 2委託代售平台
13 畜牧(雞) 北-桃園 3開放式通路
1 農(茶葉) 南-嘉義 4其他
12 農(咖啡) 南-雲林
1 農(蔬菜) 東-花蓮
1 農(水果) 南-屏東

123 農(咖啡) 中-南投
14(外銷) 農(水果) 南-高雄

14(拍賣市場) 農(水果) 南-高雄
123 漁(養殖魚類) 北-新竹
1 農(水果) 北-苗栗

123 畜牧(牛) 南-嘉義
13 農(蔬菜)+畜(雞) 南-台南
12 農(水果) 中-彰化
1 農(花生) 南-雲林

123 農(水果) 南-高雄
1234(餐廳、外銷) 林(綠竹筍) 北-士林

1 農(蔬菜) 北-新北
13 農(蔬菜) 東-宜蘭
12 農(茶葉) 南-嘉義
1 農(蔬菜) 中-台中
12 畜牧(豬) 東-宜蘭
1 農(蜂蜜) 北-新北

受訪農業生產單為基本資料

(附件三)　受訪者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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