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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突破傳統以農藥及化肥耕種農產品為主的農業生態，對於環境以及人體所造成的影響，政府積極推行有機農

業與積極輔導有意正式成立有機農業的民間團體辦理驗證事宜，以落實有機農產品之驗證工作。有機農產品驗證制

度已經逐步推廣與落實至有機農產品的行銷通路上，有機農產品之品質與競爭力也逐步提升。然而，受限於土地資

源，所以目前的農業耕作規模與型態都以小農為主。由於小農能夠取得的資源與管道都相當有限，經營出現困境。

所以，本研究透過文獻回顧以及探究有機小農的實務成功經營案例，探究可茲應用於有機小農們的經營模式。 

關鍵詞：有機農業、有機市場、小農 

 

1. 緒論 

隨著人口增加糧食需求驟增，傳統自然耕作法所生產的產量趕不上消費者的需求，於是乎利用科技發展帶動農

業產能的結果—農藥、化學肥料大量使用，不僅危害人類也造成自然生態的危機。 

1962年Rachel Carson於「寂靜的春天」描述殺蟲劑DDT對空氣、水的污染和野生動物的傷害，警醒世人環境與

人類之間和諧關係已悄悄破壞。而台灣在1979年發生米糠油含多氯聯苯中毒事件、1982年鎘米事件、1986年西施舌

中毒事件、1987年綠牡蠣事件、1994年桃園RCA有機溶劑污染地下水、2008年3月毒茼蒿及三聚氰胺毒奶事件、2009

年11月台北故宮毒茶葉事件、2011年5月有毒塑化劑事件以及2013年5月毒醬油、澱粉事件。各種經由食物危害消費

者健康的新聞層出不窮，令人「食」在不安心。 

雖然傳統農村生活物質較缺乏只能使用有機肥，但能夠自給自足，食物若有剩餘，樂與鄰居親戚分享不必擔心

有毒物質殘留問題。而農藥化肥濫用之後人們的健康以及生態環境產生不良影響，對小農以自然法則所生產的有機

農產品，才受到重視。相對的，擁有大量資源的企業家也開始重視有機農產品，紛紛成立有機部門，直接衝擊到小

農的經營。 

2013 年 8 月 12 日新聞頭版標題「農藥殺了蜜蜂？」(鍾麗華，2013)，台灣今年蜂蜜產量減少五成，蜜蜂也減

少一半，學者檢測發現，有八成八的花粉都檢出農藥，台灣蜜蜂消失原因雖然不明，但是農藥汙染環境問題依然令

人擔心。 

現今經濟結構迅速轉變，農村勞力大量外移，增加農業生產成本，再加上政府只補助有機認證費用沒有其他相

關補助政策，因此勞力密集的有機小農普遍所得偏低。另一方面，在大企業投入有機部們的資源迅速擴張競爭下，

更壓縮了有機小農的經營空間。 

在生活水準日益提升下，使得民眾逐漸重視養生、崇尚自然、健康的概念，帶動了有機產品的消費增加，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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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農產品價格貴、賣相不好為一般消費者詬病。因此，有機小農經營的有機農產品有好口碑但不賺錢，而且經營困

難。為此，我們想找出影響有機經營的關鍵因素，然後協助有機小農建構適當的經營模式，期許對小農有所助益。

另外，在研究相關文獻當中發現，這些文獻只針對有機小農的個案研討，而沒有提出整合性的架構，所以提出有機

小農經營模式架構亦為此專題之動機。 

所得之提高及觀念之轉變，使得消費有機農產品之人數增加，而且投入有機農產品生產之人力、物力亦有所增

加，但是有機農產品市場的推廣和消費者心態卻尚未臻建全，因此必需仰賴行銷策略之推行，而大企業(如：統一

生技、台糖有機、金寶植物工廠)掌握豐富資源，如何幫單打獨鬥的有機小農利用現有的銷售管道做好經營管理工

作，期望在大型企業環視的有機農產品市場上與之區隔與競爭，即是研究之必要性。 

本專題以次級資料收集以及個別小農訪談為研究方法，旨在瞭解業者對於有機農業的經營模式及實務上經營成

功關鍵因素之探討，讓目前對有機農產品有栽種熱誠的小農能有所幫助。主要研究目的如下： 

1.探究有機小農經營經營成功之關鍵因素。 

 

2. 文獻回顧 

2.1  有機農業 

一、有機農業的定義 

根據2007年有機農業全球資訊網中，有機農業是一種較不污染環境、不破壞生態，並能提供消費者健康與安全

農產品的生產方式，亦被稱為生態農業、低投入農業、生物農業、自然農法、再生農業、替代農業或永續農業的一

種。因為各國法律或農業協會所使用的名稱或定義性的不同，而有所不同。如歐洲聯盟的12個國家，雖然用相同的

管理條例，卻分別採用生態農業、生物農業及有機農業三種名詞作為法律上的稱呼。而在台灣，農委會及農林廳則

採用「有機農業」的稱呼，「有機農業是遵守自然資源永續的循環利用原則，不允許使用任何合成化學物質與肥料，

強調水土資源保育與生態平衡的一套管理系統，並且達到生產自然安全農產品為目標之農業。」。 

二、台灣有機農業 

(一) 台灣有機農業現況 

台灣有機農業至 2012 統計有機農業目前現況：有機戶數 2864、面積 5849.73 公頃。台灣有機農業專責單位農

委會表示，對現今的有機農作物認證再加上生產履歷認證，被稱做為 OTAP，係指農作物以有機方式栽培生產，並

且記錄種植之過程，到最後透過電腦軟體之管理，不但可以降低農民生產的風險，也可以增加農產品的價值和獲利，

也可讓消費者即時查詢到所購買的蔬果，是在何地何時種植？使用過那些肥料？使用那些病蟲害防治之資料？並且

何時有檢驗過？這樣的做法旨在讓消費者能安心購買農產品，若是有發現問題，能讓生產者更容易追查到源頭，並

找到其原因加以修正，也可釐清責任問題，並且確保產品的穩定與安全(表 1)。 

 

表 1我國驗證機構一覽表 

認證標章 驗證機構名稱 
農糧產品驗

證 

農糧加工品驗

證 
畜產品驗證

 
財團法人國際美育自然生

態基金會 
● ● 

 

 

 

中華有機農業協會 ● ●  

 

台灣省有機農業生產協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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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

(二) 台灣小

  小農是臺

地(不足 1 甲

表示，台灣除

兩人以上合夥

濟農產品不列

享。 

(三) 台灣有

近年來國

1.農民自產自

2.連鎖超市

4.共同購買

5.宅配（包括

6.公、私民營

7、宗教團體

8.結合休閒農

9.舉辦有機農

10.加工品或

11.虛擬商店

 

 

 

 

 

 

 

 

行政院農委

小農之定義 

臺灣傳統農村

甲地)、家戶勞

除了少數企業

夥共同從事有

列入研究範圍

有機農產品銷售

國外的有機農

自銷（包括合

、百貨公司超

。（如主婦聯盟

括網路宅配）

營機構或醫院

體。 

農場或農場自

農產品之展示

或有機餐飲店

店（有機電子商

暐

環

財

慈

委會) 

村社會的主要

勞動力投入，並

業化、規模化

有機農業也符

圍。這些多數

售通路 

農業蓬勃發展

合作社、產銷班

超市或農會超市

盟之集體採購

。 

院之福利社。 

自然體驗之相關

示（售）會。 

。 

商城）。 

財團法人中

暐凱國際驗證

限公

國立成功

國立中興

環球國際驗證

司

財團法人和諧

金會

慈心有機驗證

限公

采園生態驗證

要構成人口。所

並將剩餘投入

經營的農友外

符合有機小農的

數投入有機農

展，國內有機栽

班辦理集運等

市之有機專櫃

購等）。 

關活動。 

中央畜產會 

證科技股份有

公司 

功大學 

興大學 

證股份有限公

司 

諧有機農業基

會 

證驗證股份有

公司 

證有限公司

所謂「小農」

入家戶勞動力

外，大多數的

的定義。而本

農業生產的小農

栽種面積亦逐

等） 

櫃 

 

●

●

●

●

●

●

●

，根據蔡培慧

力再生產者。另

的農友都屬小農

本專題研究之有

農對耕作方式

逐年增加，而

慧（2008）的

另外根據「24

農。因此，實

有機小農以平

式都有自己的

而有機小農目前

 

● 

● 

● 

● 

● 

● 

● 

的定義是指：以

48 農學市集

實務上以承租方

平地種植蔬果

的理念，也樂於

前的行銷管道

● 

 

 

 

 

 

 

 

以家戶自有的

」創辦人楊儒

方式租用土地

果為主，高山高

於在市集與人

道有下列幾類

的土

儒門

地、

高經

人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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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機小農經營成功之定義與影響經營模式因素 

    成功意指達到目的或理想所得到結果。洛德福特指出，成功的企業經營所需具備的要素是：熱衷於貨品的產出，

確切熟知產出成品，責任感以及有效地派任職務。經理人員必須能讓部屬充分發揮自我才能，獨立作業以擔負份內

完全職責；也必須將企業組織內每一個人視為追尋共同目標的一份子。因此只要堅持有機耕種方式，對自己的有機

農產品有信心，樂於與別人分享有機心得，不論耕種面積大小就是一位經營成功的有機小農。 

2.2 有機農業文獻彙整 

為探究影響小農經營模式因素，本研究分析整理國內、外相關文獻初步歸納出影響因素如下表 2。 

表 2有機小農經營模式因素文獻分析表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強化產品品牌   ․ ․ ․ ․    ․       

參加產銷合作社 ․   ․ ․ ․  ․   ․      

與契作商合作    ․       ․      

參加農夫市集展售

會 
 ․  ․    ․ ․  ․ ․ ․ ․   

取得有機合格認證    ․    ․ ․  ․   ․  ․

加入社群網站    ․     ․ ․       

取得無毒農業認證     ․ ․   ․        

符合環保要求    ․   ․  ․ ․  ․   ․ ․

成立有機產銷班    ․ ․     ․ ․      

追求健康訴求    ․   ․  ․ ․  ․   ․ ․

參與策略聯盟 ․ ․               

推出團購優惠  ․   ․ ․           

設立超市有機專櫃 ․ ․   ․         ․   

加入有機商店 ․ ․   ․  ․ ․     ․    

設立農場網路、直銷 ․    ․ ․  ․     ․    

成立會員制度  ․    ․   ․        

增加附加價值         ․        

開辦農業體驗營 ․         ․       

利用傳播媒體  ․               

加入有機電子商城  ․               

小 

農 
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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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農業經營管理年刊，2000 

B：江榮吉，2003 

C：黃恒偉，2008 

D：張正揚，2010 

E：謝依霖，2010  

F：林炯丞，2011  

G：楊東錦，2011  

H：連怡婷，2011 

I：台灣光華雜誌，2011   

J：陳信煜，2012  

K：丁順益，2013 

L：Kleemann, 2011 

M：Canada Organic Trade Association, 2013 

N：Liang, 2013      

O：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13 

P：Sia,Ooi,Chong,Lim＆Low, 2013 

 

 
3.研究方法 

3.1 研究設計 

本研究第一階段使用內容分析法，根據 Holsti（1969）的方法，先整理國內相關研究文獻歸納出影響有機小農

經營的因素，再綜合其他學者的研究，歸納出有機小農經營可能考慮的因素。並將所有的因素依其性質相似者分成

六個訪談主題，分別為實體店面、虛擬店面、經營理念、經營合作方式、推廣方式、生產技術等六項設計訪談大綱，

針對現行實務上經營成功之有機小農進行訪談，然後將訪談結果整理成逐字稿。再由 3 位編碼員進行編碼以及計算

相互同意度。最後依據文獻回顧中影響有機小農經營的因素，以內容分析法所萃取之影響因素設計專家問卷，再請

實務上經營成功之有機小農專家填寫。 

本研究有機小農母體的設定為，以家戶自有的土地或承租方式租用土地(土地面積不足 1 甲地)，並以家戶勞動

力投入或兩人以上合夥共同從事有機農業者。抽樣方式為便利抽樣，因為需要面訪有機小農，所以事先需要得到對

方同意，在訪談過程中也比較耗時，所以採便利抽樣。 

由於本研究所得到各評估因素均為質化因素，在實際應用上有其量化的困難，第二階段在回收問卷後本研究採

用模糊德菲爾法（Fuzzy Dephi Method）。從「有機小農經營模式之探究」專家問卷中，利用門檻值的概念，篩選

出國內外文獻及有機小農經營實務上重視的關鍵成功因素，並建立出有利於有機小農經營模式的評選策略方案。 

3.2 訪談與問卷設計 

本研究先進行面對面的半結構式專家訪談。而面對面專家訪談的設計主軸，首先是有機小農背景資料確認；其

次是關鍵成功因素的確認，再配合文獻回應所建立的架構，做追蹤確認。包括該小農從事一般慣行農業至今發展成

為有機農業，所經歷的過程、遇到的困境、關鍵的成功因素以及成功經營的策略模式(附件一)。 

第二階段問卷目的在篩選評估指標。問卷架構包含四部份：分別為個人基本資料、問卷說明、語意尺度表、及

問卷內容等。由於考慮到每位專家在「語意思維」上的不同，為加強對每位專家「語意思維」的瞭解，列出五個語

意尺度表，分別為「極大影響」、「很大影響」、「普通影響」、「很少影響」、「極小影響」五個尺度。並請專

家個人就其對各個語意尺度的認知進行重要性評分，以便進行後續研究分析。評分方式係針對五個語意尺度給予 0

至 100 分不等的分數，分數愈高表示愈重要，反之則為愈不重要。請專家們針對問卷內容之重要性給予評分。 

3.3 研究對象 

本研究主要的研究對象為經營成功之有機小農，主要是基於其背景與領域在有機農業方面是經營成功的專家，

對於有機農業經營模式的趨勢發展有重要之影響，並可以依其背景領域，分別為有機小農進一步確認經營成功的關

鍵因素，於經營有機農業上的可行性與有效性，因此設定為本研究主要的專家對象。 

3.4 資料分方析法 

一、第一階段分析採用內容分析法 

內容分析法是一種能夠使研究者藉由分析人類傳遞訊息的方式，間接地研究人類行為的方法，而「內容」指的

是資料的內容，其來源不受限制，在許多領域的研究，經常需要透過文獻獲得資料，如報章雜誌、具研究價值的文

稿等，各種文件的內容，均可作為分析的資料。透過內容分析法能夠客觀及系統性地對文件內容進行研究與分析，

709



並推論產生該文件內容的環境背景及其意義（黃光雄、簡茂發，1991）。內容分析法又可稱為文字分析法或文獻分

析法（王文科，1990），主要是將定性的資料轉化為定量資料後進行分析（黃韻樺，2010）。 

內容分析法適用於當被研究者提供的口頭訊息對研究本身有決定性作用時：例如報導不實或不全，利用內容分

析的資料需要完整且正確的訊息，因此可藉由訪談的逐字稿進行內容分析（黃國彥，2000）。 

McQuail(1994)指出內容分析法的步驟主要分為抽樣、類目與分析單位和信度分析三大部分。抽樣：內容分析

的內容範圍是完整的樣本母體，一般研究常需要面對大量資料，應該使用正確的抽樣方法，才能使用樣本以推論母

體。類目與分析單位：以內容分析法作為資料分析方法時，最重要的工作項目是決定類目與分析單位。類目是內容

分析法的基本單位，而分析單位為內容分析的最小單位。信度分析：內容分析法的信度，是指編碼員的技術、洞察

力及對於類目、經驗與編碼規則的清晰性等綜合表現(王石番，1991)。信度檢測方法可由王石番（1991）與 Holsti(1969)

的公式檢驗，首先驗證編碼員之間的相互同意度，再測量內容分析法的信度。 

(1) 相互同意度 

平均相互同意度 A 公式          式(1) 

在上述公式中，M: 編碼員回答完全同意的題數；N1: 第一位編碼員回答的題數；N2: 第二位編碼員回答的題

數。 

(2) 信度 

信度公式
平均相互同意度

－ 平均相互同意度
         式(2) 

在上述公式中，n: 參與內容分析編碼的人數。 

楊孝濚（1982）與 Gerbner(1973)認為，內容分析之信度若高於 0.8 以上，即可支持研究編碼，如果信度係數介

於 0.67 和 0.80 之間，則下結論就必須要格外小心。 

二、第二階段分析採用模糊德菲爾法 

模糊德菲爾法是由1948年Olaf Helmer所提出的傳統德菲爾法演變而來，其方法主要是想藉由匿名方式取代原有

面對面的會議，以此克服在會議中可能會產生組織政治的不良影響（張元杰等人，2009）。但是，使用傳統德菲爾

法專家其意見收斂效果不大、執行成本高與歸納意見的人員會過濾掉真正專家意見…等問題(Hwang and Lin, 1987)，

因此，本研究參考陳芃婷、謝育光(2011) 文章中使用之模糊德菲爾法，來進行專家問卷之分析。 

1985 年，Murray et al. (1985) 將模糊理論及德菲爾法做為結合為模糊德菲爾法(Fuzzy Delphi method, FDM) 

(Chang et al., 2000)，並結合 Hwang and Lin(1987)、徐村和(1998) 與陳昭宏(2002) …等多位學者的觀點，將模糊理

論的概念導入德菲爾法當中，藉由「雙三角模糊數法」來整合專學者之意見，藉由「灰色地帶檢定法」檢驗專家意

見是否達到收斂，意見收斂後就可以求專家共識程度值。模糊德菲爾法的優點(Chang et al., 1995; Chang et al., 2000；

Kuo and Chen, 2008；陳芃婷、謝育光，2011)包括降低回收的時間與資源的成本、提高問卷的回收率、完整保留各

個專家之意見、可以減少問卷來往的次數、將所有意見加以整合，進而達成群體決策之目的、處理在受訪過程中受

訪者的預測及模糊性、完整記錄受訪內容，並且納入考量。 

本研究之FDM 實證步驟分為四階段：建立評估因素、蒐集專家群體意見、建立三角模糊數、篩選與修正評估因素

（李孟訓等人，2007；王文良、徐瑤芬，2011）。 

徐慧民、衛萬明、蔡佩真(2007) 認為若以0~10之門檻值而言，多以6.00~ 7.00為門檻值之界定區間，若以此概

念來套用到本研究，本研究的門檻值則為60~70之間。梁連文、李桐豪、黃博怡(2010) 以及梁連文、鍾宇軒、施光

訓(2011) 研究中提到門檻值一般採取標準為門檻值之極大值60%～80%，若以此概念來套用到本研究，本研究的門

檻值則為60~80之間。因為本研究是以0~100之門檻值，本研究以此兩種門檻值之概念中取得一個平衡，因此，本研

究將其門檻值設定為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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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實證研究 

4.1  樣本資料 

一、南和有機農場 

    位於嘉義八掌溪畔的「南和有機農場」農場負責人羅景聯自有農地 2.5 分，2011/11/25 成為小地主大佃農現行

耕種面積約 3.2 公頃。農場主要生產稻米為主，間作雜糧(玉米、豆類、蕃薯)蔬果。 

因為羅先生家中務農，因此從小就有農作的經驗，加上不斷地上網學習、蒐集有機農業知識，所以對於從事有機耕

種不覺得特別困難，並且會不定期參加技術研討，目前也在南訓局教授有機課程。 

二、新化有機火龍果農場 

    位於台南市新化區的「有機火龍果農場」，場址正好在虎頭埤風景區旁，農場面積 2.5 分地，主要栽種火龍果

為主。 

  農場主要負責人陳先生因不捨父母年歲已長辛苦務農，所以捨棄都市上班族生活，選擇回家幫忙農務。正好其

姊夫採用有機栽種火龍果的方式經營，並且在收成方面也不錯，而鼓勵其投入有機種植。因此陳先生剛開始利用家

裏閒置的農地學習有機栽種火龍果，經過一段時間學習摸索，累積經驗之後才全心投入有機栽培。 

三、美濃潤惠教育有機農場 

    農場主人邱森曙原本在金融業任職，因成立的美濃有機米產銷班支撐不下去，所以才想要自己獨立成立「美濃

潤惠有機教育農場」。目前農場面積 3.7751 公頃地，主要栽種有黃瓜、紅豆、甘藷（地瓜）、玉米、香蕉、黑豆、

黃豆、有機蔬菜、馬鈴薯及有機米。而農場也跟郵局合作販賣，最近成立了潤惠怡園有機餐廳，供應有機飲食。 

  另外農場有開放農場參觀結合體驗行銷，例如一些機關團體戶外教學之類的，並且固定提供給高雄榮總附設榮

華幼稚園體驗農事教學，每星期來體驗而農場負責幫他們管理。可說是一個多元性農場。 

四、祥園有機農場 

    位於屏東縣內埔鄉的「祥園有機農場」面積 5.5 分地。主要栽種有絲瓜、高麗菜、空心菜、玉米及有機米。 

農場負責人李恭祿先生逢甲大學化工系畢業後，就進入南亞塑膠服務，二十二年的職場生涯或許長期接觸化學物質，

讓他飽受偏頭痛之苦，後來看到家鄉龍頸溪變色，才觸動尋找人生桃花源的夢想，退休投入有機農業。 

五、乾坤有機生態農場 

王乾坤先生原本在林園石化工業區南帝化工任職，民國 90 年公司赴對岸設廠，因不願外派到外地工作而申請

提前退休。在因緣際會中標下一處法拍農園同時認識了「慈心有機驗證」人員，於是乎開始規劃「乾坤有機生態農

場」的退休後生活。 

農場位於屏東縣沿山公路旁，王先生由 5 分地開始試種，漸漸對有機耕種有概念後才增加耕地面積，並著手準

備申請商標註冊。目前耕作面積有 2.15 甲，主要栽種有玉荷包、百香果、火龍果、珍珠芭樂及黃晶果、波羅蜜、

洛神、沙梨、檸檬。 

4.2  內容分析法之分析過程 

本專題研究之有機小農以平地種植蔬果的為主，訪談對象有嘉義南和有機農場、台南市新化有機火龍果農場、

高雄美濃潤惠有機農場、屏東縣的祥園有機農場以及乾坤有機農園，一共五家有機農場，希望經由訪談能藉由專家

之專業能力與素養提供實務上的經驗，訪談時間自 2014 年 1 月進行至 2014 年 3 月。訪談結束後每一家農場皆由 3

名編碼員進行內容分析的編碼歸類工作。若 3 人有意見不同時，編碼員在會議中提出討論，然後再進行相互同意度

及信度檢驗，其結果為 0.857，高於楊孝濚（1982）與 Gerbner(1973)所提出之信度標準 0.8 以上，可支持研究編碼。 

整理後新增有機小農經營成功因素 5 項，包括產品品質、配合植物種植環境、種植高經濟作物、政策的配合、

堅定的信念。彙整實務訪談 5 家後有機小農經營成功因素對照表如下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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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有機小農實務經營成功因素分析表 

 
A B C D E 

強化產品品牌   ․  ․ 

參加產銷合作社      

與契作商合作      

參加農夫市集展售會   ․ ․  

取得有機合格認證 ․   ․ ․ 

加入社群網站 ․  ․ ․ ․ 

取得無毒農業認證      

符合環保要求 ․  ․ ․ ․ 

成立有機產銷班      

追求健康訴求 ․ ․ ․ ․ ․ 

參與策略聯盟      

推出團購優惠      

設立超市有機專櫃      

加入有機商店   ․   

設立農場網路、直銷  ․ ․ ․ ․ 

成立會員制度  ․    

增加附加價值 ․  ․ ․ ․ 

開辦農業體驗營   ․ ․ ․ 

利用傳播媒體  ․    

加入有機電子商城  ․    

重視產品品質 ․ ․ ․   

堅定的信念    ․ ․ 

配合植物種植環境 ․     

政策的配合     ․ 

種植高經濟作物   ․   

有機小農訪談案例 

 

經彙整小農經營成功因素文獻 20 項、產業實務 6 項、訪談後新增 5 項，總共整合出 31 項經營成功因素，經內

容分析法歸類後構面依性質分為實體店面、虛擬店面、經營理念、合作方式、推廣方式、農業技術等六大類(圖 1)。 

  

A：南和有機農場 ；B：祥園有機農場；C：新化有機火龍果農場；D：乾坤有機生態農場； E：美濃潤惠有

機教育農場 

小 農 

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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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小農經營成功因素架構圖 

  

加入有機商店 

評
選
因
素 

參加農夫市集 

農場體驗行銷 

利用傳播媒體 

建置社群支持網站 

加入社群網站 

建置多功能專業網站 

農業技術 

推廣方式 

設置超市專櫃 

自行加工行銷 

實體店面 

農場網路直銷 

加入電子商城 

推出團購宅配 

虛擬店面 

消費健康訴求 

符合消費信念 

通過機構驗證 

符合環保概念 

建立產品品牌 

經營理念 

重視產品品質 

堅持有機耕種信念 

附加價值 

經濟規模 

提高附加價值 

多種作物輪耕 

生產高經濟作物 

達到經濟規模 

優良栽培技術 

配合產品耕種環境 

政府在政策上配合 

與契作商合作 

異業策略聯盟 

參加產銷班 

加入合作社 

成立會員制度 

合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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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模糊德菲爾法之分析過程 

本階段採用專家問卷主要目的為，藉由專家專業知識與實務經驗從31 項經營成功因素中篩選關鍵成功因素。

一共取得20份有機小農有效問卷，經採用三角模糊函數來涵蓋專家之群體意見，利用德爾菲法整合各個專家的模糊

權重共識值(FDM)，並計算每個因素認同度的三角模糊數(SK)如下表九。 

一、研究樣本 

本研究20份有機小農問卷填答者分別為有機農友薛海同、侯文勝、尤心玫、劉育昌、廖一彰、台東程先生江、

凃玉娣、張來妹、劉玉娣、台南新化火龍果農場、夏有機農場、祥園有機生態農場、可樂穀農場、皮塔屋農場、台

妹鳳梨園、一粒種子的飛翔農場、有卉有機農場、南和農園、美濃潤惠有機教育農場、乾坤有機生態農場。 

二、有機小農經營成功關鍵因素分析 

本研究藉由國內、外文獻及實務經營現況，透過專家進行關鍵成功因素篩選。本研究以通過門檻值(70.00)評選

出以下關鍵成功因素：小農建立自有產品品牌(75.09)、小農耕種方式符合環保要求(71.69)、小農符合消費者追求健

康的訴求(77.24)、小農符合一般安全消費的信念(78.44)、小農堅持產品品質之要求(74.71)、小農堅持有機耕種信念

(77.56)。小農利用生產技術使用多種作物輪耕(76.76)、小農生產高經濟作物(75.90)、小農參加技術研討會提升優良

栽培技術(71.89)、小農利用加工技術提高農產品附加價值(74.20)、小農配合農產品耕種環境(74.62)，共計十一項(表

4)。 

表 4 有機小農 FDM 表 

 

主構面 

 

 

子構面 

 

 

成功因素 

 

 

極小值 

 

 

SK 值 

 

 

極大值 

 

 

 

 

 

 

 

 

 

 

評 

選 

因 

素 

 

實體店面 

小農將農產品加入有機商店銷售 

小農在超市設立有機農產品專櫃 

小農在農場內自行加工行銷 

47.05    48.25    59.25 

44.55    48.50    58.00 

59.80    61.30    72.90 

 

虛擬店面 

小農利用平面廣告推出團購宅配優惠 

小農加入網路電子商城行銷 

小農利用農場網路直銷 

46.80    50.34    59.90 

49.05    52.67    61.90 

64.55    67.12    77.40 

 

 

 

經營理念 

小農建立自有產品品牌 

小農取得有機農產品合格驗證 

小農耕種方式符合環保要求 

小農符合消費者追求健康的訴求 

小農符合一般安全消費的信念 

小農堅持產品品質之要求 

小農堅持有機耕種信念 

71.25    75.09    83.50 

64.05    68.38    76.50 

67.20    71.69    79.50 

72.25    77.24    84.50 

73.25    78.44    85.50 

70.75    74.71    83.00 

73.00    77.56    85.25 

 

 

 

合作方式 

小農成立有機農場會員制度 

小農參加有機農產品產銷合作社 

小農與契作商合作固定提供有機農產品 

小農與其他農場合作共同成立產銷班 

小農與其他產業策略聯盟 

小農建立社群支持有機農產品 

48.30    51.45    61.25 

49.80    55.23    63.00 

53.20    54.37    66.00 

49.50    53.71    62.50 

55.00    57.90    67.50 

64.45    69.03    7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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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方式 

小農開放農場參觀結合體驗行銷 

小農參加農夫市集展售會 

小農利用傳播媒體傳達農場資訊 

小農加入社群網站增加農場曝光率 

小農製作多功能教育網站介紹農場情景 

61.60    62.67    74.15 

60.70    65.71    73.25 

58.95    62.16    71.25 

57.35    60.31    70.25 

65.75    69.72    78.00 

 

 

 

農業技術 

小農利用生產技術使用多種作物輪耕 

小農生產高經濟作物 

小農提高產量達到經濟規模 

小農參加技術研討會提升優良栽培技術 

小農利用加工技術提高農產品附加價值 

小農配合農產品耕種環境 

政府在有機政策上配合 

72.25    76.76    84.50 

70.25    75.90    83.00 

66.55    67.33    78.50 

67.20    71.89    79.50 

71.10    74.20    83.00 

70.60    74.62    82.50 

50.70    51.91    63.50 

註：高於門檻值 70.00，則以粗體顯示 

 

5.結論與建議 

5.1  結論 

一、關鍵成功因素 

本研究第一階段由文獻回顧與實務訪談後，用內容分析法總計分析出 31 項成功因素，第二階段運用糢糊德菲

爾法萃取出 11 項關鍵成功因素。通過門檻值(70.00) 關鍵成功因素如下： 

在經營理念方面篩選出六項關鍵成功因素：小農建立自有產品品牌(75.09)、小農耕種方式符合環保要求(71.69)、

小農符合消費者追求健康的訴求(77.24)、小農符合一般安全消費的信念(78.44)、小農堅持產品品質之要求(74.71)、

小農堅持有機耕種信念(77.56)。 

在農業技術方面篩選出五項關鍵成功因素：小農利用生產技術使用多種作物輪耕(76.76)、小農生產高經濟作物

(75.90)、小農參加技術研討會提升優良栽培技術(71.89)、小農利用加工技術提高農產品附加價值(74.20)、小農配合

農產品耕種環境(74.62)。 

二、關鍵成功因素討論 

糢糊德菲爾法萃取出下述 11 項關鍵成功因素分述如下。 

1.小農建立自有產品品牌 

塑造出自己特色的品牌，可將廣大的有機消費者做市場區隔。有機小農建立自有品牌後，若消費者對某項有機

農產品有心目中的第一品牌，就容易對該農場產生品牌忠誠度，而持續對該農場進行消費。 

例如，在實務訪談統計中，有機小農乾坤有機生態農場建立玉荷包荔枝的乾坤品牌，農場主人王乾坤認為品牌

註冊才能永續經營，並以產品高級化打響送禮市場，進而能自主行銷提高利潤 。 

2.小農耕種方式符合環保要求 

由於環保意識抬頭，加上網路發達，因此資訊的傳達無遠弗屆。地球上任何一個國家有關環保的重要議題都會

傳遞到其他國家知曉，而成為一種趨勢，並要求政府重視予以制定相關政策。 

而要生產有機產品必須先通過水質與土壤檢驗，通過之後也有不定期抽驗的程序，因此每家有機小農都必須遵

守符合環保要求的有機耕種方式，才能稱之有機，一但抽驗不合格，就會遭受處分。 

例如，在實務訪談統計中，有機小農祥園有機生態農場主人李恭祿在自家屋頂蓋了一座太陽能發電機，也在農

地週邊挖了一圈生態池作汙水回收再利用。有機農田不噴灑農藥並與鄰田保持距離避免污染，結果試種的稻作居然

收割三千三百斤，讓不少老農民驚訝，還有屏科大的外籍研究生向他請益。 

3.小農符合消費者追求健康的訴求 

715



一般慣型農業的小農都知道，吃進最多農藥就是小農本身。因此，不管是小農或是消費者看見醫院滿滿的病患，

或是自身健康出問題時的痛苦，為了遠離病痛、追求健康，有機消費吃得健康蔚為風潮。 

例如，在實務訪談統計中，有機小農有卉有機農場主人薛媽媽本身為佛教徒，因之前在佛光山擔任志工期間，

也常有機會跑醫院，看見法師長期茹素為何還會罹癌？詢問醫生及當事人，發現是蔬果農藥殘留與化學農藥的問題

有關。所以為了健康開始從事有機栽種，並自己食用也影響到周邊的親朋好友，對生態有益，而且又健康。 

4.小農符合一般安全消費的信念 

由於食品安全風暴接二連三，因為食品在加工的時候或多、或少都有添加物，而食品添加物是否有害人體還是

一個問號？俗語說：「要吃食物，不要吃食品」，安全消費也成為一般民眾日常生活重視的課題。 

例如，在實務訪談統計中，有機小農一粒種子的飛翔農場女主人表示，有些農人自己種的蔬果都不敢吃，我做

有機的就要對得起自己的良心，絕對不噴農藥可生吃。為自己健康也對得起他人，不會為了好看而偷偷噴藥。實地

訪談時也摘玉米筍給我們品嘗，直說沒有農藥殘留問題很安全吃，生吃很甜，裡面的第一片葉子也是可以吃。 

5.小農堅持產品品質之要求 

小農既然從事有機栽培符合健康環保，因此在農產品品質上就要做到有機產品的相關要求。若使用不合規定的

農業資材，一旦查獲長久建立的聲譽毀於一但，唯有堅持品質才能獲得消費者信賴。 

例如，在實務訪談統計中，農乾坤有機生態農場強調農場管理資訊透明化及講究品質才能夠取信客戶，有機農

業可以吃出健康讓環境永續，重要的是誠信是根本，因此連總統府都向乾坤農場下訂單。 

6.小農堅持有機耕種信念 

從慣型農業轉型至有機農業都會遇到一些問題，例如：收入減少、病蟲害、鄰田汙染、用葯機制…等容易讓人

做到中途而放棄。因此；遇到挫折時要回想當初做有機的信念，堅持有機耕種方式，才能獲致成功。 

例如，在實務訪談統計中，有機小農有卉農場薛媽媽表示，父親是在鳳山園藝實驗所上班，從我父親的工作上

我了解到，一個農產品要生長得漂亮需要噴灑多種農藥，而最後也是人把這一些農產品吃下去，也造成了很多的疾

病，在佛光山擔任志工時也發現同樣問題。雖然一開始問題重重，但是為了健康，也持續堅持下去。 

7.小農利用生產技術使用多種作物輪耕 

每樣蔬菜或水果的生長條件都不太一樣，有機小農想要提高單位土地面積利用率，就要了解蔬果的生長習性，

進一步利用生產技術使各類蔬果能輪流耕作，達到延長土地使用時間、增加收入的效果。 

例如，在實務訪談統計中，有機小農南和農園主人羅先生表示，農田以生 產稻米為主，間作雜糧(玉米、豆類、

蕃薯)蔬果，因稻米生長期較長，為了收入當作物青黃不接時就可種植一些短期作物做調整。 

8.小農生產高經濟作物 

一般小農的生產面積不大，而有機耕種的成本較高，同樣的資金投入能換取的利潤越高越好。因此；獲得有機

栽種經驗後，為求基本的收支平衡，高經濟作物是有機小農耕種的首選。 

例如，在實務訪談統計中，有機小農新化火龍果農場主人表示，自己農田面積不大，如何在有限單位土地面積

上獲得最大收入，就是種值較高單價的農作物。但是平地氣候、土壤等環境條件比不上高山來得適宜，所以選擇火

龍果適地適種很重要。 

9.小農參加技術研討會提升優良栽培技術 

有機農業進入技術門檻高，例如：植物的生長特性、病蟲害防制等，都需要專業知識才能解決相關問題。一般

的小農在從事有機耕種時，需不斷地參加技術研討會吸收新知識，才不至於在生產技術中遇到瓶頸。 

例如，在實務訪談統計中，有機小農一粒種子的飛翔農場女主人蔡文英表示，有機農業不好種，一開始都沒有

收成全部貢獻給昆蟲，他們吃得飽飽的；我們則欲哭無淚。又不能噴藥你能怎麼辦？只能請教農會或其他農友，所

以有機農業技術影響可大了，參加技術研討會是最好的。我們常參加民間或政府機關(ex:農委會,農夫市集…)舉辦

的課程或研討會；交流對於從事有機農耕是很重要的。 

10.小農利用加工技術提高農產品附加價值 

每種產品都有生產過剩的時候，農產品也不例外。有機小農利用食品加工技術，將過剩的農產品加工後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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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價值，如本研究在訪談中有機小農將香茅加工製成精油、香包等副產品而大幅提高原本的價值。 

例如，在實務訪談統計中，有機小農美濃潤惠有機教育農場主人邱先生也自行成立了潤惠怡園有機餐廳，其認

為南部天氣夏天較熱病蟲害多產量相對較少，冬天氣溫低病蟲害少產量相對較多，有生產過剩之虞，所以利用加工

技術可提高農產品的食用率以，也可以增加小農的收入。另外祥園有機農園李先生亦表示，利用販賣剩餘的紅蘿蔔、

高麗菜、辣椒做一些泡菜和酸菜，可延長產品的保存期限，對經營不無小補。 

11.小農配合農產品耕種環境 

各類蔬果的生長環境原本就不同。因此小農從事有機栽種時，首先需要選對栽種種類，再配合鄰田有機栽種方

式，如此彼此可以相互交流栽種心得。天時、地利、人和相得益章。 

例如，在實務訪談中，有機小農南和有機農場主人羅景聯表示，大學畢業後即一直從事科技產業專長是 IT。

因為從小便是在務農的家庭長大，對農作並不陌生，離職後投入有機耕種想種跟別人不一樣的作物，結果花了很多

冤枉錢。回過頭來觀察當地老農民都種什麼作物，跟著種就對了，因為他們最了解當地的土質氣候適合什麼作物生

長。 

5.2  建議 

一、就整體構面而言 

子構面中較為重要為經營理念、農業技術、推廣方式、合作方式、虛擬店面、實體店面。因此建議有機小農首

先要建立正確的經營理念，其中又以符合「一般安全消費信念」為優先。其次是加強有機栽種技術，當中又以「利

用生產技術使用多種作物輪耕」為重要考量。然而在虛擬以及實體店面上，反而不是最重要，究其原因，食用有機

農產品的消費者，大都是親朋好友、志同道合互相推薦而成固定消費者，因此；有無店面反而不是關鍵因素。 

二、就個別關鍵成功因素而言 

以下針對 11 項篩選出關鍵成功因素，對有機小農提出建議。 

(一)在「小農建立自有產品品牌」上，解決建議為土地面積 2 甲以上應自行建立自有品牌，土地 2 甲以下的小農則

可以集合多數有機小農成立聯合品牌，一方面可以享有自有品牌；一方面可以節省品牌費用。 

(二)在「小農耕種方式符合環保要求」上，解決建議為不管土地面積大小，有機小農耕種時都應該不噴農藥不使用

化學肥料，以符合環保。 

(三)在「小農符合消費者追求健康的訴求」上，解決建議為保持有機栽種方式，同時重視水質檢測。 

(四)在「小農符合一般安全消費的信念」上，解決建議為除了小農本身耕種方式符合環保要求之外，也要注意鄰田

汙染問題，以免遭受波及。 

(五)在「小農堅持產品品質之要求」上，解決建議為剔除賣相不佳的產品，可避免讓消費者誤解有機產品就是蟲吃

過的不良品，另外要加強農田生產管理，做好防治蟲害工作。 

(六)在「小農堅持有機耕種信念」上，解決建議為有機小農栽種時，若遇到問題應該隨時尋求農會相關單位或農友

幫助，堅持有機耕種的初衷。 

(七)在「小農利用生產技術使用多種作物輪耕」上，解決建議為就短期葉菜類而言，可以架網室種葉菜類以及根莖

類兩種同時輪種；就中長期蔬果類而言，可以在果樹生長期間於田間種短期葉菜類，做為短期收人調節，若生產過

剩時則可以當作綠肥。 

(八)在「小農生產高經濟作物」上，解決建議為先做土壤檢測以及當地氣候，了解本身的土壤適合何種蔬果生長，

再選擇合適的高經濟作物栽種，一般而言葉菜類單價較低，瓜果類較高。 

(九)在「小農參加技術研討會提升優良栽培技術」上，解決建議為自行上網尋找相關技術資訊，或是參加農會、教

育單位舉辦的農產技術研討會，以提升本身的生產技術以及其他蔬果生長特性。葉菜類小農栽種技術較低，瓜果類

栽種技術較高，因此建議栽種葉菜類小農若土地面積有 1 甲以上，可以將土地區分為葉菜類與瓜果類兩種，做為產

期調節使用。 

(十)在「小農利用加工技術提高農產品附加價值」上，解決建議為在符合有機食品的規範下，與食品加工廠合作或

代工處理過剩農產品，或是專門為某項農產品開發新用途。另一方面建議小農在田邊種植香草植物，做為防蟲或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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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成附產品。 

(十一)在「小農配合農產品耕種環境」上，解決建議為每隔一段時間做土壤、水質檢測，達到適地、適種之效，才

能事半功倍。 

三、就土地面積區分變數而言 

(一)對土地面積 2 甲以下的建議 

1.在因素「小農符合一般安全消費的信念」方面 

  解決建議為，小農本身除了耕種方式不噴灑農藥、不使用化學肥料符合環保要求之外，也要注意鄰田汙染問題，

若鄰田為一般慣型農業，則需要擴大農田隔離帶以免遭受無謂波及，影響有機農民聲譽。 

2.在因素「小農利用生產技術使用多種作物輪耕」方面 

  解決建議為，就短期葉菜類而言，可以架網室種葉菜類以及室外種植根莖類兩種同時栽種。因為葉菜類容易有

病蟲害問題，而根莖類作物則無此顧慮。就中長期蔬果類而言，可以在果樹生長期間於田間種短期作物，做為短期

收人調節，若生產過剩時則可以當作綠肥。 

3.在因素「小農堅持有機耕種信念」方面 

  解決建議為有機小農栽種時，若遇到農作物特性或生產技術問題時，應該隨時尋求農會、教育相關單位或農友

幫助，堅持有機耕種的初衷，避免一時的損失而放棄先前投入有機耕種成本。 

(二)對土地面積超過 2 甲的建議 

1.在因素「小農利用加工技術提高農產品附加價值」方面 

  解決建議為在符合有機食品的規範下，與食品加工廠合作或代工處理過剩農產品，或是為某項農產品開發新用

途，因為食品加工技術不但可以延長食用時間，也可開發新用途後提高附加價值。另一方面建議小農在田邊種植香

草植物，可做為防蟲或加工成附產品，增加收入。 

2.在因素「小農提高產量達到經濟規模」方面 

  解決建議為善用時間到農會、教育等相關單位終生學習，不斷地學習吸收有機技術與知識，了解作物生長特性

可做產期調節以提升有機耕種效率及土地利用率，才能在單位土地上提高產量進而達到經濟規模創造更大的效益。 

3.在因素「小農配合農產品耕種環境」方面 

  解決建議為，小農在選擇栽種某種農作物前，要先了解耕種地的環境，如氣候、土壤、水質等先決條件，而當

地的農民就是最寶貴的資料庫，能配合農產品耕種環境達到適地、適種，才能事半功倍。 

  本研究給予未來研究之建議為，擴大研究樣本、採用不同的研究方式。本研究經由文獻整理以及實務探討再以

內容分析法為主，做深入訪談後再實施專家問卷。因受人力、時間以及小農意願上的限制，深入訪談和專家問卷僅

及於嘉義以南，未能廣泛蒐集全台有機小農的相關意見，使本研究結果有所缺陷，若能擴大研究樣本以及採用其他

不同的分析方式可使研究成果更加嚴謹、客觀。 

由於食品安全日益嚴重，加上環保相關議題發酵，有機產品需求也日漸增加。小農在資源上雖不充足但是在有

機產品供應鏈上，扮演者舉足輕重的腳色，透過研究小農經營成功的經驗分享，期許能讓對有機耕種有興趣的小農

得到助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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