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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韓農業六級產業化之
策略分析

前言

人類漫長文明歷程中，農事者的定位向來侷限

於初級生產，從業人員往往終年滯留地廣人稀的農

村，成天面對農作物與自然環境，日復一日依循經

驗法則操作農事、販賣收成的作物。但已開發國家

歷經工業技術革新之後，經濟型態往服務業高速成

長，三級產業轉而成為國內生產總值 (GDP)的主要

重心。而屬於初級產業的農業逐漸式微後，倘若不

具有規模生產效益，便容易遭受自由貿易帶來廉價

進口農產品之競爭，引致農村勞動力流失、生產基

盤荒廢、文化與技術無法傳承等弊病。如今地球村

概念早已蔚然成形，農業經營模式若仍然停滯在「初

級產業」的框架之中，無視市場脈動一味投入生產，

獲利空間只會持續被壓縮，生存條件勢將日漸嚴

峻。而「六級產業化」觀點的萌生與發展，正是成

熟經濟體農業部門面對內憂外患之下，得以加值重

生的策應之道。

農民主體及綜效加乘＝六級產業

「六級產業化」一詞源自於日本，而命名的由來，

始於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今村奈良臣於 1990年代中期

的研究，他發現日本農業生產的初級產品，輾轉販

售至消費者手上時，未經加工的部分僅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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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級產業部分，提高初級（農產）

產業的主體性。有鑑於此，今村教授提出「六級產

業化 (1x2x3=6)」觀點，其目的正是希望把農產品附

加價值留存在農業地區。在「六級產業化」的概念

之下，農業是「六級」的基礎，倘若只著眼於產業化

利益，而排除、漠視農業生產者，則六級產業化算

式將無法產生效益，正所謂 0乘以 2乘以 3，結果

仍舊等於零。

「六級產業化」措施之目的，在於引進產品加

工（二級產業）及行銷服務（三級產業）層面的經營

思維，激發多元創意，將地方的卓越農業資源予以

整合活用。如此一來，傳統農村所能觸及的市場規

模就會擴大，經由生產、加工、販售一體化提升附

加價值、增加就業，從而促進地區活化與再生。在

此可用日本岐阜縣的糕點名店「惠那川上屋」作為

代表案例說明，惠那川地區早在日本江戶時代，就

以出產栗子供製作優質糕點名聞遐邇（圖一），然而

進入現代工商社會後，由於食品加工高度演進、商

品包裝行銷目不暇給，食品原料素質的重要性逐漸

褪色，導致栗子市場價格低迷，阻礙農民生產優質

栗子的意願。當農家經營難以為繼之後，地方也隨

之凋敝。惠那川上屋第二代董事長感受到栗子品質

下降的問題之後，由衷希望能重現昔日日式糕點（栗

金團）在記憶中的口味，於是決定以市價兩倍之收

購價與惠那川地區農家簽訂契作合約，並且將收購

品質條件明確定義，使農民能夠依據統一標準來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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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惠那川上屋以在地特產栗子為訴求製作各式
          傳統甜點場

資料來源：惠那川上屋官方網站，http://www.enakawakamiya.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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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日本農林水產省；台灣經濟研究院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整理。

行最佳栽培技術和出貨方式。除此之外，行銷模式

也從原本的各地百貨公司駐點販賣，轉變為重視在

地特色的區域行銷，選擇地方周邊 JR鐵路沿線設置

直營據點。惠那川上屋標榜「風味、風土、風景」等

傳統價值的行銷方針，普遍獲得消費者好評，地方

農業因此重現活力，栗子生產量由 2001年的 77公

噸，增為 2007年的 108公噸。

日本與韓國六級產業方興未艾

（一）日本

有鑑於六級產業化對於提振農業經濟活力之潛

力，日本農林水產省於 2010年 3月 30日「糧食‧

農業‧農村基本計畫」提出六級產業化政策，同年

12月 3日公布「六級產業化法」，並於 2011年 3月1

日開始實施。其目的係活用地域資源、促進農林漁

業者等之新事業開創等對策，及促進地域農林水產

品利用相關措施，以振興農林漁業，活化農山漁村

等地域，改善糧食與食品市場漸萎縮、農業產值下

降、農業所得下降等問題，進而期望能喚起消費者

對優質在地生產農產品的支持，提高糧食自給率。

依據日本「六級產業法」，政府對於地產地消、

地方活化、高附加價值化等具創意的六級產業工

作事項，應給與全面性支援。以下為其計畫申請流

程（圖二），支援項目包括：

1. 綜合性事業計畫（由農林水產大臣認定）

支援措施如：擴增以農業業者為對象的無利息

貸款，並延長償還期限；擴增蔬菜產地受延遲等因

素影響，而需支援契約款項的地區；因建造直接販

售設施等需求，須辦理農地轉移相關事宜時，手續

予以簡化；當食品加工、販賣需要資金時，增加認定

債務保證對象。

農林漁牧業者在作成「綜合性事業計畫」報告

書後，向農林水產省提出申請。企劃案內容須包含

業者等的經營現狀、綜合性事業的目標、事業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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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實施期限、事業的實施體制、必要資金的額度與

調度方法，以及其他省廳所制訂的事項等。另外，

與農林漁業者等所構築的組織、團體進行相互合作

之民間事業者（促進事業者）也可以是政府支援的

對象，民間業者之相關合作事業亦可獲得支援。

2. 研究開發成果利用事業計畫（經農林水產大臣認

定及相關事業主管機關之大臣認定）

支援措施如：新品種辦理登記時，所需規費減

免 1/4；食品加工販賣等業務若需資金進行研發或

成果利用時，增列資金之債務保證對象；研發或成

果利用若需建構設施，且須辦理農地轉移相關事宜

時，手續予以簡化。

「研究開發與成果利用事業」係適用於「(1)新

商品原料新品種的育成適用；(2)土地、水以及其他

資源有效利用的生產方式；(3)降低農林水產品生產

成本的生產方式，或強化農林水產品生產、販賣的

研究開發」，以及「降低新商品生產費用之生產方式

或機械之研究開發，或是品質管理之研究開發、對

其他新商品的生產或販賣之高度化有幫助的研究開

發」等相關事業。

以上日本政府鼓勵農民投入六級產業的優渥

措施，大幅降低了農民投入產業化的關鍵門檻，如

欠缺初期資本、信貸保證金等障礙，只要找得到具

備商業潛力的地方特色或新經營方針，就有機會申

請提案一試拳腳。此外，各地方政府的農業相關單

位，也積極培育、配置「六級產業普及指導員」、「六

級產業企劃師」，資歷與經驗豐富的普及指導員除

了作為創業顧問之外，也可以居中斡旋協調，讓新

創事業所牽涉的重要關係人之間能充分溝通，彼此

互助合作。「活用在地生產小麥，推廣特色喜多方拉

麵（福島縣）」即為甚具代表性之一例（圖三），普

及指導員所整合的共同協力對象，包含：農業試驗

研究員、農民、地方政府、製麵加工業者、拉麵店

家等等，顧客意見的溝通反饋也不忘充分運用，所

以最終取得拉麵銷售量倍增的佳績。由此可見，透過

「六級產業普及指導員」扮演統籌企劃師的要角，整

體計畫顧及層面就能更面面俱到，從而大幅提升專

案的成功率。

資料來源：日本農林水產省；台灣經濟研究院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整理。

圖三  日本福島縣推動「喜多方拉麵」六級產業專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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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韓國

韓國與日本均屬於小農形態農村，農業經營所

面臨的問題亦有共通，是故「六級產業化」同樣是

韓國農業積極發展的重點方向。在韓國農業部農村

振興廳主導之下，2006~2012年間總共支援了 156

件農家小規模創業案，協助農家進行農產加工、商

品開發、現場作業諮詢、經營行銷教育等事務。

據 2011年調查顯示，接受創業輔導三年後的事業

單位，平均營業額達 6,800萬韓元，較 2010年成長

21%。

位於韓國京幾道利川市的「桔梗農園」便是代

表性成功輔導案例。桔梗農園主要產品為食用桔

梗、桔梗汁、桔梗粉等（在韓國，桔梗為日常食用的

根菜類作物），由於 2006年被選定為「農村女性創

業」支援對象而開設加工廠，此後陸續在 2008及

2009年逐步取得 GAP、G mark等品質認證，2010

年導入電子商務，並時常參與各種博覽會或節慶大

力推廣。桔梗農園積極的發展策略，使地區農產品

變成可以多元活用的媒材，未來還預計開發桔梗「主

題體驗農場」，以達成回購人數一萬人的目標，目前

營收為 4.4億韓元。

而除了在點狀發展的卓越個案之外，韓國政府

更積極透過產業聚落來發展六級產業，以期達到面

狀的地區經濟整體提升，使受惠農民更多、更廣。

以下為韓國完州柿及韓方藥／食品推動六級化農業

產業聚落發展之實例。

1. 完州柿產業聚落

韓國自 2008年起推動「地區農業聚落活性化支

援事業」之發展，於全羅北道完州地區成功推動柿

產業聚落形成。2007年時當地所產柿子的出貨農家

已有511戶，栽培面積為173公頃，產量4,796公噸，

於海拔 400公尺以上的山區栽培，並將收穫期間不

合出貨規格的產品送至當地的高山農協進行柿子醋

的加工。至 2009年，該地的柿子乾銷售額已由 2007

年的 73億韓元提升至 101億韓元。藉由完州農業技

術中心、Gamgol食品（柿之谷食品）、高山鄉地區

產業振興院及雲州農協的合作，整合成完州柿產業

聚落事業團隊。當地產業聚落的推動方向乃藉由提

升柿加工產業的附加價值，以共同品牌管理強化行

銷，擴充生產基礎建設，以網絡的建構完成創新等

策略，達成強化地區農業競爭力之目標（圖四）。

2. 慶尚北道地區漢方藥／食品產業聚落

韓國於慶尚北道地區漢方（中草藥）產業亦為

產業聚落之成功案例，為了促進漢方產業發展，韓

國保健福祉部等中央主管機關與大邱市及慶尚北道

共同成立漢方產業振興院，以推動漢方產業的聚落

形成及產業化（圖五）。

此 外， 韓國忠南發 展 研 究 院 (Chungnam 

Development Institute)則設置「忠南農漁業六級產

業發展中心」，宗旨在於開發農漁業六級產業化模

式，並推廣、支援六級產業，以及進行六級產業體

系的分析與監控，同時藉由顧問諮詢等方式，推動

中南地區農漁業及食品產業的永續發展，並提升地

區農業的經濟力與農戶收入。

六級產業核心精神：生產者、消費者、社

會「三方得利」

六級產業化有別於以往慣見的「企業主導型」

農產商品化，其最大區隔乃是六級產業促成過程

中，是依循「三方得利」的核心精神來運作，使產業

鏈結合成生命共同體，而非傳統企業將上游生產者

的生計置身度外。「三方得利」之說法源自於日本江

戶時期「近江商人」的經商哲學，近江商人在經商

時的心態，並不只著眼於販售獲利，還會希望讓消

費者可以發自內心從交易中取得滿足，進一步藉由

商業行為促使地方發展繁榮、增進社會福祉，提撥

部分利潤用於社會公益事業。由於近江商人的商法

廣受各地稱道、好評，事業得以蓬勃拓展，可說是

今日「企業社會責任」(CSR)概念的雛型典範。而六

級產業化強調以農民為主體，鼓勵跨業結盟合作，

使農事者協力參與加工及販售領域，這種垂直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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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日本農林水產政策研究所；台灣經濟研究院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整理。

圖四  韓國完州柿產業聚落推動體系

資料來源：日本農林水產政策研究所；台灣經濟研究院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整理。

圖五   韓國慶尚北道地區漢方產業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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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迥異於傳統農民只負責生產，企業獨力負責

加工、行銷的水平分工產業價值鏈。因此，若企業單

方面主導利潤分配，甚至追求 cost-down而擅改農

產原料來源，便違背了六級產業的核心精神。

換言之，六級產業既然著重與農民的聯結，那

麼，在地特色與營業特質能否突顯？客戶是否真的

「發自內心取得滿足」而願意重複購買、推廣？就成

為永續經營的存活關鍵。尤其今日國民飲食習慣多

元、流行日新月異，無法充分說明附加價值的商品，

很難在市場中取得優勢。是故六級產業推動過程

中，農民應把握機會接觸、瞭解消費者的特性與實

需，從中研究如何對農作物特性、採收後處理等流

程進行調整，甚至發掘農事現場尚未開發的價值潛

力（如農業副產品、農事體驗等等）。

據日本「政策金融公庫」2012年 1月發表之「平

成 23年度農業六次產業化相關調查」顯示，採取六

級產業的實務經營者中，約有 70%感受到所得有所

提升，使農家獲得價格主導能力。此外對於六級產

注：受調者可複選至多五項。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日本政策金融公庫調查結果。

圖六   六級產業化的關鍵要素調查

業化的關鍵要素 （圖六），則以「商品差異化、品牌

化」被認為最具重要性，其次為「確保事業所需的

人才」及「原物料、製品品質的優越」。創造差異性

的手段是激烈競爭中生存的不二法門，由此可見一

斑。

人才投入與願景建構為我國應強化方向

我國糧食自給率逐年下降，至今僅及 33.5%，

屬全球先進國最低水平。農家平均規模僅 1.1公頃，

78%為兼業農，農家所得約僅 1/5來自農業，多數農

民仍未具備現代化行銷觀念。鑑於農業勞動力普遍

高齡化，要確保農業生產基盤永續經營，除了提升

營農收益之外，讓農事者能構築事業願景、從工作

中胸懷自信取得成就，更是吸引後繼人才投入的關

鍵要素。

目前我國採取六級產業經營方針之知名案例，

包括：東勢果菜生產合作社之活力東勢 VDS（生

產具產銷履歷之生鮮蔬果、蔬果汁）、南投微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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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生產採用土鳳梨餡之鳳梨酥）、高雄百賢農產有

限公司（生產符合 ISO-22000-ISO9001、HACCP國

際認證之即食毛豆）、宜蘭養蜂人家（生產具產銷

履歷、合乎國家甲級品質標準之蜂蜜）等企業，以

臺灣農產品種類的多樣性而言，未來開發空間十分

寬廣。政府農業主管機關歷年來推動生產與加工結

合及品牌行銷、農業休閒等政策，和日本六級產業

化精神有相似之處，但對於「地方經營管理」等農

業地區長期願景建構，以及開拓「產品區隔性特質」

創新發想層面上，著重的力度仍有待提升。

由於一般傳統農家甚少具備二、三級產業的實

作經營能力，甚至不清楚所生產的農產品在末端通

路上如何呈現，若期望在競爭日益白熱化的飲食服

務市場突圍求生，最佳做法是透過產業間合作發展

模式，藉由異業結盟與專業輔導，串聯農產品價值

鏈，有效運用農村擁有的特產品、經驗、知識與傳

統文化等豐富資源，進而拓展食品／副產品產業、

觀光產業等複合經營型態。未來我國推動六級產業

仍應以地產地消為核心，建立支援體系，提供有意

欲、有熱忱投入農業之相關業者與專業人才一展所

長，方能使農業能跟隨現代消費者新需求調適、演

化，在利基市場維繫產業生命力，並創造多元就業

機會。 AgB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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