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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農業經營管理顧問專家培訓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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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很高興應邀來參加第一期農業經營管理顧問專家的結業典禮，在五年多前，本人即

希望能在我們的農業團隊裡也有農業經營管理人才的培訓，於是開始跟中國生產力中心合

作，並承蒙其大力的支持，從原無一人參與農業經營管理輔導工作，到今天的四、五十人；

雖然中國生產力中心的資源及貢獻不少，但如果無法培育自己的企業經營管理顧問專家，將

種子播到自己的園地裡，相信要推動本省農業經營企業化工作的速度及深度，將深受影響。

因此特別感謝彭主委及農委會各位長官、中國生產力中心許董事長、各位先進，給我們的鼎

力支持。今天結業的二十二位學員中，有二十一位是農林廳各單位的同仁，故謹代表農林廳

向各位長官及生產力中心專家們表示謝意。 

方才彭主委談到目前大環境正在改變，例如世

界貿易自由化、重視環保、消費者重視產品衛生及

安全等等，為此農業亦需朝此方向調適。但除了大

規模的農企業外，小農場的經營規模及其所接觸的

經營理念，都有其限制，如果能採取現代化的經營

管理理念，再配合臺灣首屈一指的農業科技，則本

省農業經營將可突破其瓶頸及困難。 

觀念的改變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在農委會

擔任企劃處處長時，第一年即希望選擇二十個示範

點來辦理經營管理改善，但很多示範點來辦理經營

管理改善，但很多示範點拒絕了，我常舉的例子就

是竹東米食的黃班長，當時農委會同仁及中國生產

力中心的專家們，足足等了一個月的時間，黃班長

才勉強同意接受，因為他說自他祖母開始就做粿，客家米食是其祖孫三代的專長，生產力中

心的專家們做得出來嗎﹖如果做得出來才願接受輔導。但現在他絕對以充滿感激的心來面對

兩三年前給予他們幫助的人，讓他們能將產品行銷到全省，甚至外銷日本。 

在工商業界，我們也可看到很多經歷大變革，卻沒有因應時代變化而產生困難的例子。

例如 IBM原是全世界電腦業的龍頭，卻未注意到大環境的改變，而忽視個人電腦的發展，因

此在一九九０年代初期，產生大危機。即使大家耳熟能詳的英代爾公司，在一九六七年創辦

當時，可說是記憶晶片的代名詞。曾幾何時，到了一九八０年代，日本以其大量生產高品質、

低成本的競爭優勢，迫使英代爾於一九八五年放棄其主力產品，改生產微處理器。另眾所皆

知，默片泰斗卓別林，他憂鬱的眼光及誇大的身段，充分表達小市民的心聲，令人印象深刻，

但一九二七年，第一部有聲電影首映時，他極力抗拒，並認為有聲電影的發展壽命絕不會超

過六個月。但到了一九四０年，他開始在電影上講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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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在這裡恭喜結業的二十二位農業經營管理顧問專家，亦可想像未來輔導農民

改變經營管理理念時，將會面臨如前所述之抗拒情形，屆時須本著三心─愛心、耐心、信心，

否則將遭遇極大的困難。在一顆種子播種後，須醒充分的營養和水才會茁壯。臺灣有句俗話：

「查某人菜籽命」，現在也許不適用，換個角色想想，男人亦可能是菜籽命，不過這句話的

原意是女孩子嫁到好環境，即可一輩子不愁吃穿。因此請農委會的長官、中國生產力中心的

各位先進，繼續給予這些新培育出來的企業經營的種子更多的發展條件。也再次拜託這些顧

問專家所屬單位主管，務必全力支持他們，假如將這些顧問專家丟到輔導產銷班工作的大海

裡，讓他們自謀活路，可想而知，他們所遇到的困難必定不少。而這也是在推動蔬菜安全專

業區時，我跟工作同仁一再溝通的觀念，這絕不單是農林廳植物保護科的工作，亦須透過農

林廳各相關輔導農民產銷班的科室來給予協助，同時更需要試驗改良場所技術專家從旁指

導，如此農藥安全專業區才能成功。否則即使有成功的技術，沒有後續產、運、銷的配合，

農民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在未得到良好的市場反應，及其他輔導後，他們即會放棄。同樣

的，我們這些企業經營專家種子更需要農委會各位長官、生產力中心各位先進及各位場所長、

各單位主管，共同給予一個適合其發芽茁壯的空間。我們深切寄望第一批的種子學員能夠展

現才華，帶領第二批、第三批的學弟、學妹們，同時亦能在農村中穩健紮根，改變農民經營

管理的理念，祝福你們！再次感謝農委會的各位長官、中國生產力中心的各位先進，也謝謝

各位場所長、各位科長的支持，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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