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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銷班經營診斷輔導之策略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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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階段台灣農業正處於內外環境迅速變遷，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已使得台灣農業正面臨

著轉型與蛻變的壓力，如何將成熟的農業科技與現代化企業經營管理理念、技巧落實於農業

產銷班，提昇農業整體競爭力，創造產業優勢，將台灣傳統農業導向合理化、企業化經營之

路，是刻不容緩之重要工作。爰此農政單位正積極培訓農業經營管理種子師資，建構農業經

營管理專家輔導體系，藉由工商業經營管理理念與手法的引進，並配合各項技術推廣計畫，

對相關產業之示範班（戶）進行教育訓練與經營管理現場改善之診斷輔導，協助健全產銷組

織，強化企業經營理念與改善經營體質，籍以因應瞬息萬變的國際情勢，紓解貿易自由化之

衝擊。 

產銷班的診斷輔導一般可透過有系統的流程（詳

見圖一），瞭解產銷班現況問題，加以要因分析，提

出功能面管理的策略及改善建議，並擬訂近期，中

期，長期的輔導目標，配合產業分析運用之手法瞭解

產業趨勢及班的利基與威脅所在，思索可對應之策

略，確立班營運目標，經過班員確認及凝聚共識後，

就班營運業務最迫切之需求提出現階段輔導內容及

行動方案，完成近期目標。 

一、產業分析策略 

產業分析所下的功夫在於知彼知己，透過產業現

況資料搜集瞭解，以「SWOT分析」之手法對班內部，

外部環境做一番檢視，分析出班之產業結構，產業規

模，配銷體系，生命週期的優劣勢及機會，威脅，配

合產業趨勢分析，找出可對應之對策，確立班業務營

運方向與目標。 

二、功能別分析與改善策略 

（一）財務管理 

一般產銷班班員鮮少有記帳習慣，或僅止於流水帳，常因缺乏健全之會計科目資料以便

做分類帳，而財會資料卻是業務營運分析的基礎，因此應透過教育訓練，建立會計科目，養

成農民記帳習慣並提昇班員對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的分析能力，配合產銷班資訊化之計畫於

電腦上建立財會帳務系統，運用經營五力分析（詳見圖二）來評估班經營體質在生產力，安

定力，收益力，成長力，活動力的各項指標，以利適時調整營運目標。 

（二）行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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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乃指為促進市場交換效益的所有相關活動，若要發揮行銷功能則要把握：回歸需要

→勾引慾望→刺激需求→開拓市場四大要訣。搜集相關產銷資訊以「消費者行為分析」、「產

品生命週期分析」，「BCG模式分析」之手法瞭解產品之市場成長率，相對佔有率及生命週

期，再以「產品」、「價格」、「通路」、「推廣」、「人員」、「展示」、「過程」7P的

行銷組合策略，考慮利基因素調整產品營運方向應是拓展、鞏固、收割或是放棄，訂定行銷

行動方案，拓展行銷通路，才能使農產品走向社會行銷領域。 

（三）生產與品質管理 
 
 
 
 
 
 
 
 
 

圖二、經營五力分析關係模式 

資料來源：李謀監，北國農場個案研究，1996 

目前產銷班的生產作業大多按傳統栽植方式來安排生產事宜，在企業經營管理上則應以

生產成本及配合產品之長期趨勢，行銷規劃來分析並擬定生產計畫，方能達到生產管制的目

標：合乎品質水準，提供最佳客戶服務可能最低的製造成本、維持經濟庫存量、使資產的週

轉數最大。基本上手法則是先建立標準化生產作業流程，維持一定的品質，再依生產計畫排

程做好工作分配之安排，為能確實掌握效益，則應運用生產計畫表，甘持圖，看板與符號，

網路圖法，平衡線圖，生產績效管理做好進度管理之工作。 

（四）現場管理 

透過經營管理合理化手法及技術的導入，使農業經營成本降低、品質提高，是農業升級

必走的方向及途徑。不過在合理化的改善過程中，現場管理的改善可說是所有改善的第一步，

其運用的基礎性手法包括５Ｓ、顏色管理、看板管理、５Ｓ就是整理(Seiri)、整頓(Seiton)、

清掃(Seiso)、清潔(Seikeetsu)和修養(Shitsuke)，可說是教育、啟發、養成良好「人性習慣」，

以及獲致高品質工作環境，工作成果的最有效方法。而顏色管理則是利用對顏色的敏感性，

配合防呆管理，協助工作者迅速、有效地掌握及辦識工作重點，並防止異常及錯誤發生。看

板管理的特點是利用看板且明確簡要的分類重點或圖表，協助工作者依正確的方法步驟與排

程工作。這些手法最主要目的即是對農場的人、事、物實行合理化有效的管理，藉以改善工

作環境減少不必要之浪費，提高工作效率。 

（五）物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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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農民生產作業中常因疏忽物料管理工作，而使物料閒置腐壞、毀損，不僅浪費購買資

金及資產調度的利息損失，更造成物料保管費用及人力的浪費。而物料的取得除需投入購買

資金外，還需花費時間，人力去儲存搬運，所產生的成本佔生產總成本中相當高的比例，因

此妥善的物料管理即是只追求 1.花最低的管理費用，獲得最大的管理效益。2.在適當的時間，

以適當的品質，數量及價格來提供農務生產所需要的物料，並保持最低的庫存量，以免積壓

資金。3.物料進出倉庫均有依據，並做到「先進先出」，使物料管理達到不錯、不亂、不壞，

且能節省物料管理的人力與時間三項目標，若要達成此目標則應從共同採購、空間利用、三

定管理（定量、定容、定位）、存量管理、盤點、呆廢料處理六大要訣著手，以達降低生產

成本，及物料損耗之目的。 

（六）組織與人力管理 

目前產銷班大都因組織制度的不健全，或者班員間的向心凝聚力不夠，以致無法發揮運

作功能，因此診斷輔導工作首重加強產銷班班員間之向心力凝聚共同意識，發揮團隊精神，

強化組織運作功能，除了加強教育訓練班員經營理念，建立會議召開模式，增強議決事項執

行效率外，可透過優良產銷班之觀摩交流及同異業間觀摩學習，提昇班員之信心並建立企業

遠景。因此改善組織制度的輔導策略可由以下幾方面著手：建立合理分工及公平分配制度，

班場所設置並善加利用，健全班會發揮議事功能，合理訂定公約，規章並一體遵行，建立分

工專業化制度，提高共同運作程度。 

產銷班診斷輔導工作主要目標是協助產銷班，健全組織制度，強化組織運作功能，落實

產銷計畫加強產品行銷，提高議價能力，提昇企業化經營管理能力，使農業產銷班成為現代

化的經營主體，提高產業競爭力，建立農業新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