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友善環境的農業供應鏈關鍵議題探索 

 

黃雲龍 ylhuang@ntsu.edu.tw 

國立體育大學休閒產業經營系副教授 

 

摘要 

農業供應鏈是調節農業生產與消費市場經濟活動的關鍵流程，資

通訊科技(ICT)則是當代農業供應鏈的關鍵技術。農業供應鏈在本研

究的探究範疇，至少涉及三個層次的關鍵系統: 農場經營管理實務、

中介農產運銷與顧客服務介面；同時還涉及農業科技、產品認證與食

品安全的關鍵科技與知識管理；以及整體的產業價值系統(Value 

System)，還需要連結國際全球市場。本研究嘗試在另類農糧網絡

(Alternative Agro-Food Networks；簡稱AAFNs)的藍圖與設計架構中，

探索友善環境農業供應鏈的資訊系統應用關鍵議題。 

經過近年的農業 ERP(企業資源規劃系統)實務導入觀察，發展上

述另類供應鏈的各項目標，有許多關鍵議題值得注意。短期而言，從

農產運銷企業的經營實務切入，包含進銷存與財務管理（ERP模組）、

實體門市銷售服務系統(POS)、電子商務、顧客交易與生產履歷雲端

服務、以及友善環境的農業資訊傳播網。 

關鍵詞: 農業供應鏈、友善環境、社群支持農業、企業資源規劃

系統、另類農糧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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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當代農業的經濟產值已經逐漸萎縮，在台灣也是服務業當道，年

產值將近 70%，製造業約 27%，而農業就僅剩不到 3%。但是全球所

面臨的糧食不足與各國所面臨的糧食自主議題；再加上氣候變遷、能

源危機與食物碳足跡議題，慣行農業對環境的衝擊，如何兼顧生產與

生態的和諧?農業勞動人口不足，農企業經營實務，還有農業產銷、

食品安全問題……。除此之外，因為農村的生活經驗仍然是常民生活

很重要的生命歷程，沒有農村就沒有文化生命，我們對於農業的永續

經營仍須努力。 

因此，當代農業從傳統的生產型態逐漸轉型，從農場到餐桌的旅

程中，涉及許多的加值服務過程，我們可以通稱為農業供應鏈。 

農業供應鏈是調節農業生產與消費市場經濟活動的關鍵流程，資通訊

科技(ICT)則是當代農業供應鏈的關鍵技術之一。因此，本研究的探

究範疇以農業供應鏈的資通訊科技系統應用為核心，至少涉及三個層

次的關鍵系統: 農場經營管理實務、中介農產運銷與顧客服務介面；

同時還涉及農業生產科技、產品認證與食品安全的關鍵科技與知識管

理；以及整體的產業價值系統(Value System)，還需要連結國際全球

市場。本研究嘗試建構另類供應鏈(alternative food network)或是另類

農糧網絡(Alternative Agro-Food Networks；簡稱 AAFNs)的資訊平台

藍圖與設計架構中，探索友善環境農業供應鏈在資訊系統應用上的關

鍵議題。 

二、另類農糧網絡 

農民市集作為另類農業食物網絡時，「另類」（alternative）一詞

帶有的非主流、替代、選擇之意。另類農糧網絡相對於傳統食物網絡，

是指發展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更緊密的關係(引自賴鳳霙與譚鴻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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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P.22)。 

按照梁炳琨（2008）整理多位學者看法，另類農糧網絡可以分成

面對面（face-to-face）、近鄰（proximate）和延長（extended）三種，

分述如下(引自賴鳳霙與譚鴻仁，2011，P.22)： 

1.面對面另類農糧網絡 

透過農民市集、路邊攤販等，直接從生產者購買產品。經由面對

面的互動與溝通達到消費者對食物品質的信任。 

台灣農糧署為推動農產品地產地銷，減少中間流通成本，縮短食

物里程，建構小農銷售平台，創造經營者新的商機，提供消費者新鮮、

安全、安心、具地方特色及魅力的地區農產品，特別訂定「輔導試辦

農夫市集及農民直銷站執行方案」(陳麗玉，2014)。 

地產地銷(Locavore)是以縮短食物供應鏈朝向環境永續發展的策

略，在重視節能減碳、保護環境、糧食安全的歐美、日本，各國政府

與民間團體大力推動，農夫市集是農業在地化運作模式之一。 

從 2007年中興大學成立第一個有機農夫市集，農夫市集的觀念

和實踐已經在臺灣各地遍地開花，估計有將近 40個各類型的農夫市

集，嘗試為臺灣的有機農民提供另一個行銷的管道(陳世芳，2012)。 

整體而言，面對規模化經營的慣行農業競爭，在地有機農業的發

展，遭遇有機認證、通路、經營管理等市場障礙因素，如果能夠借重

社區與社群的網絡，使生產者和消費者因密切互動而互利，必能使臺

灣有機農業之發展因在地化而覓得一線生機(董時叡，2013)。 

2.近鄰另類農糧網絡 

透過產品販賣的中間者成為生產者的代表，產品與生產地是近鄰

關係，例如：社區支持型農業(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簡

稱 CSA)，或稱為社群支持型農業、社區協力農業，是一種由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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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支持農場營運的直接生產與銷售方式。 

早在 1960年代，德國、瑞士及日本等國家的農場生產者，對於

工業化的慣行農業活動，大量使用化學農藥及肥料的情形感到憂心，

開始朝向非慣行或有機農業模式，重新連結農作物、生產者、消費者

與土地。目前社區支持型農業在臺灣的發展概況，包括穀東制、預約

制、共同購買、農夫市集及蔬菜箱等不同型態的社區支持型農業的發

展(陳蓓真，2014；戴君玲，2010)。 

3.延長另類農糧網絡 

產品銷售到生產地之外，消費者本身與產地無直接關聯，僅透過

制度化的協定、標準和商標建立信任。這類型的 AAFNs 透過制度的

信任，建立對品質的重新認定。 

以大王菜舖子為例，為了解決有機農場的產銷問題，2008年成

立，以「享受新鮮、支持農夫、守護自然」為訴求，菜舖子秉持著「為

朋友準備菜」的精神，穩定供應高品質、多樣化的有機產品。菜舖子

經營已達成損益平衡以及合理的財務報酬，更聯合數家中大農支持眾

多小農的採購策略，成為有機小農的替代通路，提升農場收益；此外，

菜舖子滿足消費者客製化的需求，成功建構出差異化的競爭優勢。透

過活動連結生產者與消費者，讓農夫得以專注生產，並增進社會認同，

消費者則能深入認識食物及產地，進而改善生活型態(林炯丞，2011)。 

臺灣近年來許多另類農糧網絡發展，然而不同於歐美的大農制，

台灣多數的農民均為小農。而且台灣農業面臨的困境，包含農業政策、

產銷資訊不透明、生產成本過高、農民所得偏低、農產品價格偏低。

因此，台灣另類農糧網絡發展，除了有機與環保等因素外，尚有扶植

小農與照顧弱勢等社會因素(賴鳳霙與譚鴻仁，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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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案探究與分析 

本研究從個案研究的方法，根據過去三年參考國內有機農業傳播的重

要網站，參與台灣社群支持協會(CSA Taiwan)與福山農莊等有善環境

農業供應鏈的導入實務經驗，以及國外丹麥 Aarstiderne 社會企業

(http://www.aarstiderne.com/)的個案研究為基礎，探索友善環境的農業

另類供應鏈(alternative food network)的資訊平台應用議題。 

首先就國內有機農業傳播的重要網站探索 

1.有機農業入口(http://info.organic.org.tw/supergood/，2014) 

本網站係由農委會農糧署補助國立宜蘭大學有機產業

發展中心建置維護，網站提供有機農業的資訊，新的研發技術、新

的農業消息、農業推廣教育與消費資訊。同時經營有機農場整合資訊

系統、有機電子商城、有機農夫市集、有機產業電子報。 

這裡提供全台灣有機認證農場的查詢；其次農委會農糧署提供有

機認證農場的電子商務交易平台。有些較具規模的農場，可以生產的

農產品項目較多，可以經營獨立的電子商店，農糧署補助部分的網站

租金；另外建置有機認證農場的電子交易市集，有些農場經營規模不

大，可以利用電子市集，將現有特定的農產品上線，提供網路訂購。 

近年來在宜蘭推動餐廳用國產食材，以「五心級」瓢蟲標章來認

證「有機之心、美食餐廳」。相關連結擷取自有機農業入口，如下圖

一所示。 

http://www.aarstiderne.com/
http://info.organic.org.tw/supergood/
http://www.afa.gov.tw/
http://center.organic.org.tw/supergood/
http://center.organic.org.tw/super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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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有機農業入口 

2.台灣好農網 http://www.wonderfulfood.com.tw/Client/index.aspx 

台灣第一家以電子商務創業的農產運銷服務公司，所有的農特產

品(包括新鮮蔬菜、水果、畜牧、水產以及農特產品)，都是台灣好農

網經過精挑細選推薦。台灣好農網的經營者，積極拜訪台灣各地有機

農場或是有生產履歷制度的優良農產品，經由電子商務平台，提供會

員管理、產品上架、網路購物與各種網路品牌行銷的專案，協助有機

農場的農民推銷產品，建立新的農產運銷供應鏈。 

3.農業生產組織經營管理系統 

我國自 1990 年起積極推動農產運銷作業自動化，推動以農產品

型態所執行的各項運銷職能自動化，包括產地集貨、分級、包裝、加

工、冷藏、運輸、批發及零售等各階段。應用科技推動農業電子化促

進了農業產銷的創新發展，產銷過程中之農業生產經營管理、組織結

構、交易模式、品質標準化、產品商品化、供應鏈物流運籌管理在農

產品供銷與消費市場中通路結構，均將因為資訊科技的發展而面臨調

整與適應。 

http://www.wonderfulfood.com.tw/Client/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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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產業電子化與自動化時代潮流，在農產運銷方面農委會進行

了一系列的配合措施，分別是 1996年的「農產品拍賣作業自動化」、

1997年的「農產品批發市場的管理與自動化」、1998年的「農產運銷

資訊網」、1999 年的「農產品交易的合理化、自動化與電子化」、及

2000年的「農產品電子運銷」等 (林建名與黃雲龍，2001a)。 

第一代的「農業產銷班經營管理系統」共包含有班務、生產、加

工作業、資材、產品、業務、帳務、統計分析、基礎/進階會計作業

以及「系統管理」等十大功能，可供產銷班依個別需要彈性運用。為

了加強系統推廣與應用，台大農業推廣學系接受農委會委託，負責進

行輔導推廣與教育訓練，包括編寫訓練手冊、講師手冊、輔導手冊等；

並且培育種子推廣員，選擇優秀之農會推廣人員與產銷班幹部培訓，

再輔以追蹤輔導，讓種子推廣員能夠對其所屬轄區之農業產銷班進行

輔導工作(岳修平，2002)。 

我國 2002年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對於農業與整體社會

經濟環境的衝擊影響很大(彭明輝，2011)，現階段是台灣農產業能否

永續發展的關鍵。農產運銷組織與交易模式，都將因「電子化組織」

與「電子商務」提供快速交易速度、降低管理成本與交易成本而面臨

本質性的改變，為因應現代的農業產銷環境，進行組織再造與業務革

新已刻不容緩。(林建名與黃雲龍，2001b)。 

農糧署 2009年「推動農產品運銷系統電子化」－農產品 RFID

產銷資訊管理系統建置為例，如何運用資通訊科技協助臺灣農漁會超

市中心建立其產銷資訊管理系統。因應加入 WTO後，國外農產品快

速進入國內市場，面對國外產品價格競爭優勢，國內農產品除在地新

鮮、質優之優勢外，尚需整合並調整現有物流、資訊、運輸、儲存、

銷售等系統，降低成本以提升競爭力(農委會資訊中心，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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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資通訊科技應用在各行各業的成熟發展，以及智慧行動載具

的網路創新服務，農業中程計畫(2009-2012)，在加速農業科技創

新研發，強調農業電子化研發、推動農業數位化、建立效率

與服務之農產運銷體系、健全農產品安全供應體系，發展有

機農業、推動產銷履歷農產品，以及加強農作物產銷安全管

理 (農委會， 2011)。  

近幾年，農委會「農業企業化經營資訊應用發展計畫」以

資源共享為原則，開發「農業生產組織經營管理系統」，或簡

稱為農業 ERP 系統，ERP 是企業資源規劃系統（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簡稱 ERP），是當代企業用以解決企業營運與供應鏈管理的

資訊系統方案。農業 ERP 系統為農企業資源管控系統，以輔導

協助農產品經營業者應用本系統，促使業者從傳統農業經營模

式轉型為企業化經營管理，達到即時完整資訊整合，進而提供

管理者做最佳化的企業資源規劃與管理之決策。  

「農業生產組織經營管理系統」，主要整合六大功能模組，

包含進銷存、生產作業、人事薪資、財務會計、冷藏庫租賃與

農民組織等。適用的對象從大型合作社、農場甚至個體農戶，

範圍包含從事蔬果、花卉等農產銷業務，因此系統具高度彈性，

農產品經營業者可依據實務需求彈性選用模組(農委會資訊中

心，2013)。如下圖 2 所示。 

陳美月(2012)針對推動成果提出開發共用系統的挑戰，不同農

企業有不同業務流程和資訊需求，從需求調查和評估、系統

設計、程式撰寫、測試、導入維護等各階段，不同農企業業

務和資訊需求整合性的問題不斷浮現；因此共用的農業 ERP

系統要能適用於不同產銷型態、不同組織規模、不同組織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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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和分工、不同業務流程、不同資訊需求、不同管理制度的

農企業，系統需具高度彈性，需可滿足多數農企業的資訊應

用需求，以及能保全個別農企業之業務機密  

 

圖 2.農業生產組織經營管理系統架構 

四、友善環境農業的另類供應鏈關鍵議題 

根據過去三年參考上述國內有機農業傳播的重要網站與平台，持

續參與台灣社群支持協會(CSA Taiwan)與福山農莊等有善環境農業

供應鏈的導入實務經驗，以及參考國外丹麥 Aarstiderne 社會企業

(http://www.aarstiderne.com/)的個案研究，本研究提出建構友善環境的

農業另類供應鏈(alternative food network)的資訊平台藍圖與設計架構，

如下圖 3所示(台灣社群支持協會，2012)。 

從圖 3所展示的資訊平台設計藍圖中，農業供應鏈的資訊應用需

求，在本研究的探究範疇，至少涉及三個層次的關鍵系統: 農場經營

管理實務、中介農產運銷與顧客服務介面；同時還涉及農業科技、產

http://www.aarstider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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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認證與食品安全的關鍵科技與知識管理；以及整體的產業價值系統

(Value System)，還需要連結國際全球市場。 

 

圖 3.友善環境的農業另類供應鏈資訊平台設計架構 

一般的中介農產運銷核心業務，從產品的集貨、分級、包裝、建

立品牌、加工、儲藏、運輸、批發、零售、促銷、市場資訊、資金融

通等物流、金流及資訊流相關資訊傳遞與銜接，是連結生產到消費最

直接的供應鏈。 

除了上述核心經營流程，本計畫的創新在於延伸「農產經營實務」，

連結小農與農產運銷企業的協同商務策略聯盟，不僅僅專注於企業本

身的營運，也同時關注小農的進銷存的商業實務，也包括小農農場土

地規劃利用、訂單生產規劃以及生產資材管理。我們的理念強調有安

心的農夫，才有安心的食品與安心的消費者。 

在顧客服務介面，參考丹麥 CSA 個案（社會企業 Aarstider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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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電子商務的服務介面，初期主要是以社群支持（CSA）會員為主，

一般消費者或實體門市消費者，以及農場到學校或企業機構的服務事

件為輔。長期而言，外銷國際市場，從歐盟認證為起點。 

除了上述的顧客服務介面，本計畫同時考量小農規模與個別經營

上的需求，是否提供小農經營的電子商店或是農業電子市集（參閱宜

蘭大學有機農業全球資訊網應用）。 

另外，是否規劃建置自然有機與友善環境的農業資訊傳播網，以

收集重要、關鍵與核心的全球農業市場與技術資訊，針對消費者、農

場經營者、農產運銷通路、認證機構、外貿協會或政府機構等利害關

係人，提供服務？ 

最後在「關鍵技術知識管理」，涉及自然有機與友善環境的農業

技術，包括農場環境管理智慧系統、種子、土壤、植物病蟲害、生物

技術、農業生產資材等。有可能與產品認證標準相關，也將整合在內。

而食品安全的問題不僅牽涉市場關切的生產履歷，也包括因應糧食危

機議題，尋找提升本土農業自給率的解決方案與關鍵技術研發。 

五、結論 

經過近年的農業 ERP(企業資源規劃系統)實務導入觀察，本研究

曾在 2011/11/10進行友善環境小農的農場經營作業瓶頸與系統導入

需求討論。其中反映較多的議題包括: (1)算帳的瓶頸：固定結算、農

場經營的盈虧無法清楚掌握；(2)未建立農特產品的品項與規格；(3)

未建立客戶資料管理；(4)價格估算與定價；(5)收支管理：應收帳款、

收款記錄；農漁牧收據憑證列印；(6)銷貨管理：訂單處理與宅配單

列印；(7)輸入介面的親和性；(8)採收量與銷貨量自動關連；(9)生產

履歷的操作與系統整合？(10)系統導入資源的補助？ 

短期而言，發展上述另類供應鏈資訊平台的各項目標，仍有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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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議題值得注意。但是專注於農企業與農產運銷的經營實務切入，

從農場到餐桌的供應管裡，強化進銷存與財務管理（ERP模組）、實

體門市或農場的 POS應用、電子商務的顧客服務、顧客交易與生產

履歷的食品安全管理、以及自然有機或友善環境的另類農糧供應鏈的

資訊傳播，增進消費者認知教育，建立社群支持農業的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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