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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型農會的經營策略 

陳武雄廳長 1997-12花蓮區農業專訊 22:2-3 

陳廳長在中國農村經濟學會專題報告 

大會主持人、各位教授、各位總幹事、各位農業界的先進朋友大家好： 

今天非常榮幸有這個機會，應邀來這裡向各位做「都市型農會的經營策略」專題報告。 

我出生在臺北縣的板橋市，從小到大看見板橋從一個純粹的農村演變成一個都市，也觀

察到包括臨近的中和、永和、新莊、土城等鄉鎮，從一個傳統的、純樸的農村，演變成為現

在人口超過三十萬人以上的都會。農地變成建地，農民不再從事農耕，農會變成一個很典型

的「都市型農會」，農會的功能及經營型態都必須有很大的調整。 

在國家整體經濟發展過程中，我們可以體會到這種發展是必然的趨勢。從早期農業生產

佔國民生產毛額百分之五十以上，到現在只佔百分之二點六七，這樣大的改變加上每年都有

四、五千公頃的農地釋出，且已連續幾十年，在這樣的環境裡，我們可以了解，有很多的鄉

鎮，會像板橋、永和、新莊、土城等鄉鎮一樣，也會從一個散居的村落轉變成聚集的市街，

從農產品的生產地變成消費地。農民減少了，農地消失了，農村不見了，都市型農會扮演的

角色，和一般農會勢必有很大的差別，對農民、農業和農村的服務也有不同，我們期望都市

型農會加強下列的功能： 

一、辦理農產品供銷的中介者 

都市型農會生產面的功能雖然已萎縮減少，但因變成消費地，對於消費者需求的農產品

運銷，以及為生產地農會的農產品提供促銷方面，則能提供良好的服務管道。都市型農會可

以從超級市場的興設、辦理物流中心、或設置生鮮產品處理中心等，都可以為產地農會和消

費者提供很好的服務，這也是在農業經濟面所扮演的角色。 

二、扮演農村金融的支援者 

在農村金融方面，都市型農會因為資金充裕，可扮演重要的金融服務角色。目前農會常

受到經濟景氣、個別農會總幹事、或職員等因素影響，致部分農會發生逾放比率偏高之情形，

而造成金融上的風波，為解決這個問題，每個縣的農會與農會間都訂有互助辦法。都市型農

會因資金充裕，救援能力相對的要比產地農會的能力強，也就是說，在金融救援互助方面，

可以提供更好的幫助。長遠的眼光來看，在農業部門大家都希望能建立農業金融體系，讓各

級農會的資金，能自行運用；然而這個構想和現行的制度還有一些差距，仍需各金融單位進

行協商。 

三、協助社區做好治安、環保、和心靈改革的使命者 

整個會的服務功能，應該要跨出農業傳統的生產、運銷和金融的範圍，擴大進入整個社

會和社區，尤其是大家所關心的社會治安方面，雖然各級政府對治安工作都非常重視，但是

僅依賴政府的力量來做治安工作，可能只能做到治標的工作。在座很多人和我一樣，小時候

都是在農村長大，所以都知道，在一個村莊裡，從村頭到村尾，從老人到小孩，每個人都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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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認識，小孩子出門不用擔心會被綁票或失蹤，大家生活與工作融合在一起，自然就產生了

保護網，也就有了祥和的生活環境。目前的治安問題，大部分都在都會地區，都會地區已經

把傳統的鄉居村民相互之間的嫻熟、濃厚的感情沖淡，社區間的人們大部分都互不相識，在

這種情況下，是不容易做好治安工作的。 

李總統曾提出：「經營大臺灣，建立新中原」的觀念，呼籲我們要從社區建設做起。我

個人認為社區的建設、社區的認同、社區的文化建設，將社區民眾緊密的結合起來，是目前

社會建設的重點工作，也是維護治安的根本之道。這一點，我認為是都市型農會未來應該致

力的工作。在金融開放，劇烈競爭的情勢下，仍有很多的農會會員願意把錢存在農會中，就

是因為農會有經常性的活動，和會員緊密的結合在一起。如四健會、家政班、及農事小組長

等生產性、推廣性的活動，對凝聚農民之向心力，甚有俾益。所以都市型農會的發展方向應

加以調整，多辦一些真正能夠在社區內落實的活動。以往我們在農業建設所推動的，都是在

強調硬體性之建設成果，而在心靈建設方面，仍有很大的空間值得努力。其他如環保問題、

高齡化問題之解決等，都市型農會也都有相當大的空間可以發揮。 

四、培養農業經營管理的診斷者 

未來我們將面臨整個國際貿易自由化的衝擊，大家可以預知，國際性農產品對國內市場

的競爭會愈來愈強，因此，最重要的是要提升農業競爭力。農會可以做的項目很多，但我要

特別強調的是，我們的農業生產技術已經達到世界水準，但是在合作農場、產銷班等農場的

經營管理方面，還有很大的空間有待改善。自從去（八十五）年我到農林廳服務以後，大約

訪視了百班以上的產銷班隊，其集貨場等硬體設備已大有改善，但是在集貨包裝場及作業流

程之規劃上，多數還是土法煉鋼，貨物從進貨、清洗、包裝到貯藏，沒有良好的動線和倉庫

管理規劃。在這裡舉二個例子供各位參考，在竹南有一位養牛的劉進士農友，他對牛隻的配

種管理，以前用流水帳的方式，以筆記簿記錄，記久了，還沒有配種的牛會忘記配種，已經

配種的牛又重複配種了好幾次，無法清楚、有效的管理。在經過訓練輔導後，他改採看板管

理的方式管理，他在白板上分成三欄，第一欄是還沒有配種的牛，第二欄是已經配種的牛，

第三欄是已經分娩的牛，每一頭牛經過編號，並在有磁性的棋子上寫上號碼，放在第一欄的

就表示沒有配種，放在第二欄的就是已經配種，放在第三欄就是已經分娩，如此簡單明瞭。

後來，光泉牛孔廠也把他這一套管理方法帶回去用在他們的牧場管理上。像這樣簡單的看板

管理，其實就是把工業用的管理方法運用在農業生產管理的例子。 

另外在竹東有一個生產米食的加工廠，黃廠長也是稻米生產班的班員之一。剛開始想要

把他列為經營管理之輔導對象時，他持反對意見，後來花了一個月的時間說服他，他勉強接

受。經過輔導後，工廠的產能提高，用人減少，現在他的產品通銷全省，並已經外銷到日本。

有一次我到他的加工廠去參觀貨架和物料，其中一包物料上貼有一個紅條子，我就請教他紅

條子的用途，他說這是物料的顏色管理，等用到貼有條子的這包物料時，表示物料快用完了，

要馬上進行採購，否則就有停工待料，不能繼續生產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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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很簡單的看板管理和顏色管理的例子。我所以舉這些例子，是因為我國已有先

進的農業生產技術，但是這麼簡單的現代化生產管理方法，卻還沒有落實到農家，甚至在產

銷班投資幾千萬元的加工廠，也還沒有做到這種管理規劃，這也是生產力的浪費。本廳為改

善這個情況，已著手辦理「農業經營管理顧問專家」的培訓計畫，將培訓一百位顧問專家。

目前接受第一期訓練的二十一位全部都是農林廳和所屬單位的同仁，每個人必須接受三百個

小時的訓練，結訓後到各農場去做經營管理的診斷工作。這樣的工作，如只靠政府的力量是

不夠的，希望農會也能加入這個行列，推薦優秀的員工，去參加訓練。訓練後，除可以提供

都市型農會對所經營的超市、物流中心等進行好的經營規劃外，並可協助農戶或支援其他農

會進行診斷，這樣才能建立真正的農業企業經營管理的生力軍。惟有如此，在進行農業企業

管理工作時，才可以不再依賴其他單位的支援。 

農業在面對外來的競爭上，除了加強專門技術的改良外，一定也要把現代化經營管理的

技術，又快又廣泛地落實推廣到每一個農場，即使是簡單的看板管理、物料管理，也要很有

效的去推廣，這樣才能真正的全面提升農業競爭力。 

今天非常感謝大會的邀請，能讓我有此機會提出以上淺見，和大家請教，也祈盼都市型

農會除了在產銷、文化、社區工作以外，在農業經營管理方面也能貢獻其物力和人力。非常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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