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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級產業化」一詞源自於日本東京大學名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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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大部分利潤均被轉移到農業以外的

部門。為使農產品的附加價值能回歸農事者，農業經營

就有必要提高初級（農產）產業的主體性，納入二級、

三級產業。而「六級產業化 (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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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生產、

加工、銷售一體化提升附加價值，增加就業、提升所

得，促進農業地區再生及活化。

推動農村社區產業化與
六級化發展

撰文/ 李 盼•劉依蓁

從國際發展經驗來看，社會企業在農村社區經濟

活動扮演重要角色，而農村社區產業通常以六級化來發

展，為了解我國農村社區發展及六級化現況，台灣經濟

研究院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於 2015年12月9日辦理

「如何推動農村社區產業化與六級化發展」專家座談會，

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臺東分局王志輝分局

長、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企劃處傅子煜科長主持，針對如

何推動農村社區產業化與六級化發展之議題，與各農

業社會企業代表及專家進行交流討論，本文節錄會議

內容以供各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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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埔里鎮一新社區發展協會： 

林宥岑理事長

南投縣埔里鎮是全台最重要的茭白筍產區，已來

到第二屆的一新社區發展協會，由農村平台到農村教育

再到轉型，致力打造一新社區成為一個生態社區。林宥

岑理事長認為，農村需要年輕人投入，而青年返鄉必須

要讓年輕人有立足點，農村轉型及多元化的發展可望

能改善農村留不住人的問題。

一新社區秉持友善環境的理念，不使用農藥、除

草劑及化學肥料，林宥岑理事長表示，不使用農藥的改

變最大的問題就是與老農溝通，不過目前轉型已來到第

三年，除了栽培方法友善環境外，一新社區亦同時進行

臺灣白魚的復育，改善其瀕臨絕種的現況。而社區裡有

三戶人家具有機認證以及農委會林務局的綠色保育產

品證書認證，同時也串聯社區內的小農連結成小旅行行

程規劃，包括咖啡、魚、木耳以及百香果等。社區裡也

提供三合院，整修為民宿，提供打工換宿的據點。

一新社區營運模式部分主要分為四個：(1)具有社

會企業理念的友善土地，堅持以自然有機、無毒農業理

念種植茭白筍；(2)3D茭白筍體驗，包括採茭白筍DIY、

茭白筍泡菜DIY以及一日廚師料理DIY；(3)重新復育

臺灣二級保育物種：白魚；(4)在地農情體驗，包括與旅

行社合作帶進遊客人潮，增加整體社區收入，另外也從

事白魚生態導覽，延伸體驗遊程至周邊四家有機農場，

串聯整個社區有機生態。

壽豐印象：盧紀燁負責人

壽豐印象的成立緣由主要是看到農村的生產人力

問題，以及市場產銷問題的市場衝突，因此 2013年開

始決定要做農業轉型，協助九位農民來銷售文旦、自有

品牌的西瓜以及鷹獵米等。

壽豐印象的組成包括百大青農以及地區性小農，目

前青農自有品牌的銷售狀況大部分都是自售比較多，於

是就利用農委會的創新加值計畫去運作，協助農民解

決農業一、二級產業所面臨之前端及後端業務。後端業

務包括農地的檢驗認證、合約、農業政策等資訊交流

以及生產規劃，另外在前端業務部分，則包括金流、物

流、包裝、規格、定價、客服、合約以及加工等業務，

結合這些前後端業務即可協助農民將產品進入三級產

業平台送至消費者端。目前主要獲利是從自有品牌而

來，並不是從事盤商的工作，而是去協助農民的產品或

獨立公司節省成本、提升議價功能等，包括降低物流費

用以及政策補助的資訊提供等，最後由單一窗口規格

化的共同銷售方式販售給各大平台業者、實體通路以及

一般消費者，壽豐印象平台的收入占10%。

農企業根據現行法令所面臨的問題，為營利事業

登記證和農民身分衝突，當持有一家商號或為負責人，

則須回到勞保，而失去農民身分，因此目前壽豐印象是

地方型商號，無法成立中央登記的股份有限公司，此外

還有相關稅務法規問題尚待解決。

盧紀燁負責人認為農業社會企業不應該是一種商

業機制，或許應該為一種生產機制或生產加銷售的六

級產業，而農業社會企業需要人文競合，建議政府資源

可透過目前現有認定之行政院百大青年農民進行「良好

供貨生產人組合組織」，達到階段目的讓農民從事專業

生產，提高品質進行單價的提高才為良性循環，或透過

單一窗口的規格化銷售來達成六級產業，但仍需政府

相關政策的支持。

大王菜舖子：王福裕創辦人

大王菜舖子是從共同購買開始，從五戶到 60戶，

後續又推展到 250戶，看見社群支持的力量。後來規模

逐漸變大有三個員工，為一群人挺一群人的農業，一年

可以銷售100多噸的蔬菜，並從事農業加工以及知識

學習等營運內容，同時也是部落及農村農產品的銷售

通路。

而為了讓農村人力能夠發揮其效用，大王菜舖子

的農村有 100甲的有機農場，其中大王菜舖子握有四甲

的土地開放給年輕人來耕種，儘管產量少，但可將產品

放入供菜系統，解決小農的生產銷售問題，此系統已建

置八年的時間，類似產銷班的概念，分配農村的人力來

做農業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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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福裕創辦人認為社會企業是左手社會理想，右

手資本工具，社會理想為體，資本工具為用，為了追求

社會正義，好好運用市場這個工具，大王菜舖子以社會

M型結構右端的族群為消費族群，利用商業模式解決

農業產銷的問題，以此來取代政府的救濟模式。此外，

王福裕認為農業六級化應為知識產業的展現，包括體

驗學習課程，以及農村體驗等。大王菜舖子已設立農

業技術學堂六年，辦理種植技術相關的知識傳授，同時

也培育很多優秀的農民，以及栽種優良的紅豆、芝麻等

作物，他並建議農業的發展要建立知識系統，例如：賣

米要講花嘴鴨，強化行銷的方式。

春一枝商行：李銘煌創辦人

春一枝商行於 2008年成立於台東鹿野高台，成立

緣由是為了解決台東鹿野農民的經濟與就業問題，為一

個友善交易品牌。鹿野農民生產出許多的水果，生產過

量時易被不平等的低價收購，亦或過熟無法進入市場，

常造成水果種植的血本無歸，春一枝商行的成立就是為

了解決此問題。

春一枝的冰棒都是來自當地的新鮮水果，以友善

交易固定利潤的模式，向農民收購正熟而無法進入經

濟市場的季節性水果，而純手工製作需大量使用人工，

更同時提供就業機會，把冰棒的生產根留台東，將臺灣

的水果以冰品的形式保留原味精神，帶入消費市場。

春一枝面臨的問題，主要在於台東在地的環境無

法申請工廠登記證，然而因為目前沒有工廠登記證，所

以水果冰棒的加工都是在茶工廠裡面製作，先前有人推

薦到日本參展，希望將水果冰棒賣到日本去，若可行就

可以提升產量讓一整年都從事生產，不過卻因為工廠

登記證的問題，所以仍無法符合到日本參展的條件。

天助香柚觀光果園：張天助創辦人

張天助創辦人本身也是農民，在池上有三分地的

田，除了種稻以外，同時也有導遊的執照，目前和日暉

渡假村合作，提供稻田體驗的活動，推廣池上米的同時

亦將三分地所產出的稻米賣給來體驗的遊客，由自身經

驗證實三級產業確實可以提升農村收益。

除了稻米外，本身有果園種植柚子，目前覺得農業

問題在於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距離很遙遠，因此從1996

年開始認養果樹的制度，一顆柚子認養費用為新臺幣

3,000元，每棵樹最少會產100斤的柚子，認養者會分

送給親朋好友，此一過程中亦有行銷的機會，並可進而

增加銷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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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主義農場：呂宏文負責人

各界對於青年返鄉的作為有所期待，不過就本身

經驗目前只有從事生產，對於後端的銷售較不了解，目

前有組織杭菊產銷班，但是對於產銷班內的老農會有

溝通上的問題，包括老農僅注重大量生產，對於友善環

境的農法無法接受，似乎要有一個成功的樣板才能夠

說服老農來做，因此青農與老農間的溝通為產業六級

化需解決的問題。

農委會農糧署東區分署：陳吉村副分署長

農業社會企業是一個企業，但目前國內還有很多

都還尚未登記為公司或達到營利回饋。另外，回饋應該

包含對環境友善、水資源、氣候變遷的影響等，並非只

有金錢上的回饋。而農業對於企業的定義應該與其他

產業不盡相同，回饋亦無法被量化。不管是三級還是二

級，只要有利基，在農業轉型部分都很有機會。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農村建設組農村規劃科： 

施美琴正工程司

水保局現在主要推動農村再生結合產業發展，過

去強調硬體環境建設資源，這幾年慢慢加強在轉型，希

望在資源投入上對農村發展更有助益。尤其 2015年針

對如何扶植農村企業化經營發展研訂了一些政策工具，

屆時會分區辦理說明會，對農委會來說是一個比較創新

的方式，不像以往農委會的資源多用在協助農會、產銷

班，對於企業形式的包括合作社、商號、公司等，凡是

發展跟農業或農村相關的，過去缺乏資源支持的都是

輔導的對象。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 

余明堂正工程司兼課長

現行太多的法令會限制農業的發展，因此政府如

何扮演好角色是需要思考的問題。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台東分局：林國財祕書

從消費者的角度來看，其實消費者也有責任，應

該去了解消費行為對土地及生產者的關懷，例如：優先

購買友善土地的產品。

農委會企劃處企劃科：林仁偉技正

由與會專家的分享中，了解行銷在農業中扮演重

要角色，而不論是以農領商，或是以商領農，或是一、

二、三級產業全通亦或分段，若是公私部門的資源互通

就有機會做好的發展。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台東分局： 

王志輝分局長

社會企業目前仍各自表述，以韓國來說，也承認自

從立了法來定義社會企業之後，其實是限制了社會企業

的發展。因此王分局長認為並不需要特別在社會企業中

強調農業社會企業，只要是從事農業相關的工作都應該

算是社會企業。農村和農業本來就需要扶植與推動，但

若一提到農業社會企業就談到回饋則有點不適當。農

業除了社會意義的部分，更應該要務實的追求獲利以及

加值，實際上應該要以企業的本質去執行社會意義。

過去農委會的心態只認同一級產業的部分，對於

加工的二級和三級產業都認定為食藥署以及經濟部等

部會管理，因此在農地的利用上過去都沒有農業加工、

農事體驗等項目。內政部法規會近期已經通過規定，過

去農地利用的項目是農委會《農業發展條例》和內政部

共同管理，現在內政部將利用項目改為依農委會相關規

定，近期會召開農地變更的相關會議，建議農委會要把

一、二、三級的範疇都納入。農業變化的情形非常快，

也兼具多元化的概念，不管是一級、二級、三級等都是

構成農業很重要的元素，重要的是要能夠創造出能賺

錢的商業模式。

農委會企劃處企劃科：傅子煜科長

行政院 2014年推出社會企業行動方案，2015年農

委會也加入參與，特別是農業部分農委會水保局在社區

營造部分也推出了許多新的做法，包括 2015年在台中

草悟道辦理農業社會企業的市集以及電商的活動。另

外，社會企業本身也是企業的一種，而企業就是要能夠

獲利賺錢，同時也要發揮農業三生的影響力，而不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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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還沒有成熟時，就先做特定型態的回饋。若審視

全球對社會企業的定義及形式，或許確實沒有辦法涵

蓋現在國內農業發展的所有形式，但由業者直接的回饋

對於國內社會企業發展很有幫助。

台灣經濟研究院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

孫智麗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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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謂零

乘以二乘以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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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日本政府依據「六級產業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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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

與全面性支援與輔導，期望能喚起消費者對優質在地生

產農產品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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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糧食自給率。韓國

則除點狀發展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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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智麗主任表示，依據現行組織的類型，如果是

農民生產者組織，為了兼顧經營之效率與彈性，建議可

以合作社加上公司並存的方式來營運，公司則是受生產

者組織所管控，可以決定董事會組成、專業經理人及重

大決策，因此不會產生剝削農民的行為，而由公司負責

對外的行銷和貿易。此外，評估農業效益或影響力有很

多類型的衡量指標，除了財務面指標還有許多衡量外

部性指標，例如：生態多樣性指標、社區貢獻指標等。

結論與建議

農業社會企業的農村社區及六級化發展，為帶動

整體農業發展的新興力量，此類發展更加跳脫出社會

企業回饋金錢的框架，擴展為環境友善、環境保育、水

資源、氣候變遷等面向，對於社會企業的利基將更加穩

固。若將環境友善及保育的回饋結合六級化發展，更可

促進在地農村推廣及農產品銷售，增加整體價值鏈的

附加價值，並帶動農業社會企業發展。

參考文獻：

1. 孫智麗(2015)，「農業社會企業行動計畫之研析與

策略規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計畫。

2. 李秉璋、楊玉婷，“日韓農業六級產業化策略分

析＂，農業生技產業季刊，第33期，台灣經濟研究

院，頁19-25，2013年6月。

李  盼  台灣經濟研究院  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  專案經理 
劉依蓁  台灣經濟研究院  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  專案經理 

AgBI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