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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之農業特色

 台北市農地約佔全市面積的一半，其中耕地僅

佔13.3％，農場常伴鄰步道休閒風景區。農戶人

口佔全市0.8％。

 具大消費市場，多樣化通路優勢。

 運輸路徑短，農產品供應具備在地、當令、新

鮮、自然等條件。

 適合發展有機農業及休閒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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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台北市要成立有機農業產銷班



改變

「人的心態/行動」

意識革新

改變「產品／事業」

產品革新

改變

「工作/經營」的做法

流程革新

有機農業產銷班之經營革新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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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產銷班功能與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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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場規模過小，生產資源利用效率低

一、台灣農業產銷組織的演進

小農制家庭農場經營型態

不易講求經營效率，資金、技術及設備資材的投資

亦往往形成浪費，

不易實施企業化經營，產銷經營管理技術難於引進

與應用，企業化經營管理成效很難達成。

農產品產量有限，在運銷上也缺乏議價能力，產品

價格自然難於提高。



利用農業產銷組織來擴大農場經營規模

建立小農場經營而具有大農場經濟效率

一、台灣農業產銷組織的演進

降低產銷成本 增加經營效益
提高單位報酬率 提升產品競爭力



利用「組織」提高農場經營效率，在

台灣的農業推廣工作上，已行之有年。

一、台灣農業產銷組織的演進

 1950年代農事研究班

 1960年代共同作業班、代耕隊

 1980年代共同經營班

 1990年代農業產銷班

 1970年代共同栽培及綜合栽培班



83年：執行「整合核心農民組織及輔導計畫」，

辦理清查、登記、建檔、更新等工作，

作為通盤規劃整合及輔導基礎。

一、台灣農業產銷組織的演進

90年12月31日：

訂頒「農業產銷組織輔導辦法」予以取代

81年：10月9日訂頒

「農業產銷經營組織整合實施要點」。



93年9月15日：

為配合「行政程序法」之施行，期使農業

產銷班輔導工作法制化，農委會依據92年2

月7日修正之「農業發展條例」第二十六條

第二項之規定，訂定「農業產銷班設立輔

導辦法」。

農糧署// 首頁> 農糧法規 > 法律命令 > 企劃類 > 農業產銷班設立暨輔導辦法

http://www.afa.gov.tw/

一、台灣農業產銷組織的演進

http://www.afa.gov.tw/index.asp
http://www.afa.gov.tw/laws_index.asp?CatID=
http://www.afa.gov.tw/laws_index.asp?CatID=
http://www.afa.gov.tw/laws_index.asp?CatID=2
http://www.afa.gov.tw/laws_index.asp?CatID=7


一、台灣農業產銷組織的演進

至98年6月底，整合後之農業產銷班

數已達5,611，班員人數有108,694人。

想想看！

有多少真正運作？ 有多少有名無實？

為何有些成效卓著？ 有些卻動不起來？



農委會依據92年2月7日修正之「農業發展條例」第二十六條
第二項之規定，訂定「農業產銷班設立輔導辦法」。

第二十六條 農民自願結合共同從事農業經營，符合一定條
件者，得組織農業產銷班經營之；主管機關並得依其營運狀
況予以輔導、獎勵、補助。

農業產銷班之設立條件、申請程序、評鑑方式、輔導、獎勵、
補助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農糧署// 首頁> 農糧法規 > 法律命令 > 企劃類 > 農業產
銷班設立暨輔導辦法 http://www.afa.gov.tw/

二、為何要成立農業產銷班
政府的政策

http://www.afa.gov.tw/index.asp
http://www.afa.gov.tw/laws_index.asp?CatID=
http://www.afa.gov.tw/laws_index.asp?CatID=
http://www.afa.gov.tw/laws_index.asp?CatID=2
http://www.afa.gov.tw/laws_index.asp?CatID=7


個人限於能力、資源無法完成目標

與他人分工合作建立組織關係達成目標

由群體力量滿足個人需求達成共同目標

擴增能力

縮短完成目標所需時間

累積前人所留存知識

二、為何要成立農業產銷班

農民的需求



二、為何要成立農業產銷班

產班經營的合作動機

 增加資源依賴

 降低交易成本

 延長產品價值鏈

 發揮規模經濟

 擴大組織學習效果



經由產銷班的產銷資材共同採購與設
備共同利用降低產銷成本。

組班的目的

二、為何要成立農業產銷班

經由班員間勞力、技術、能力的相互支
援，提高經營效率。

經由班員間知識與技能的交流，以及班
組教育性的活動，提升班員農業經營與
管理能力。



經由全班產銷計畫之擬訂與執行，建立
健全產銷體系，穩定農產品供應，獲致
合理價格。

二、為何要成立農業產銷班

從事研究創新，開發新產品、新技術與
新方法，提高工作效率，增加農家收益

組班的目的



產銷班經營類型不同

發展目標各異

能發揮的功能也不盡相同

三、農業產銷班的功能



合作活動

出資經營
多 少

有 準公司型 策略合資型

無 協調結盟型 社交情感型

因組織成立的目的、合作的方式及經營規模而異

不同類型的產銷班其發揮的功能、效益大不同

產銷班的類型

三、農業產銷班的功能



三、農業產銷班的功能

◆經濟功能

◆教育功能

◆社會功能

◆政治功能

農業產銷班健全運作後
應具有下列功能



四、農業產銷班的組織

產銷班的功能

只要成立就能動起來嗎？

就能運作嗎？

就能發揮功能嗎？



四、農業產銷班的組織

組織分工



四、農業產銷班的組織

業務

班務

財務

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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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農業產銷班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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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農業產銷班的組織

◆成員類型

◆組織發展

◆團隊運作領導能力

影響組織運作



各項功能的效益

有哪些作法？

可以再更好嗎？

如何導入

導入的訣竅

導入重點

注意事項

無法發揮功能的原因

五、農業產銷班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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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動機強目標明確

成員共識程度高

規模適當

依團隊發展現況順勢而為

經營類型

由簡而繁循序漸進

評鑑表

農業經營管理輔導工具手冊
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專輯

如何導入

五、農業產銷班的運作



將成立的產銷班

動機

目的

條件

已運作的產銷班

存在的價值

核心能力

•協助產銷班正確的觀念

•導入正確方向 發揮功能

五、農業產銷班的運作



五、農業產銷班的運作

導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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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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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展開

制度規範會議設計組織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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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新的運作模式

Yes

有無有效啟動

目標達成監督

擬定中長期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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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訂年度計畫

執行年度計畫

YesNo
有無有效啟動 飛躍期



五、農業產銷班的運作

導入重點

注意事項



建立組織制度

建立合理分工制度

建立公平分配制度

設置班場所 善加利用

健全班會運作發揮議事功能

決策過程充分溝通

合理訂定公約、規章並一體遵行

組織發展與人力培育

五、農業產銷班的運作

班 務



建立分工專業化制度

提高共同運作程度

因應市場調整並落實產銷計畫

落實產品分級建立品牌提高能見度

加強產品行銷 提高議價能力

輔導班員共同創新研究

建構適合班隊之營運模式

五、農業產銷班的運作

業 務



財務會計

公平公正公開透明

設置班基金

善加利用

回饋分配合理

五、農業產銷班的運作

財 務



五、農業產銷班的運作

案例分享



六、營運成功因素

基本組織運作
(班公約 班場所 班會記錄 出席率
組織學習 資訊交流)

組織功能運用與績效
(產銷設備 資材共同採購 產品共選
共計共銷 經費籌措與應用)

經營管理績效
(營運規劃 現場管理 財務 資訊
品質認證 創新研發)

政策配合度

農業產銷班評鑑項目



六、營運成功因素
提高產銷班經營效率的方法

組班有共識 規模要適當
班長有熱忱 幹部應分工
公約要合理 開會要定期
外界常互動 資源要共享

實施共同採購、共同選別與運銷

擬訂生產與行銷計劃 重視資訊管理

財務要公開透明



六、營運成功因素

產銷班永續經營的原則

滿足班員的需求

公平合理的分配

民主方式的決策

自立自主的運作

輔導機構的支持

創業維艱 守成不易 同甘難 共苦易

有賴合理制度的建立



結 語

各地產業特色不一

各班組織類型不同

各位成員想法互異

各種案例靈活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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