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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

22
經營管理觀念導入產業輔導

一、培訓種子  異業學習經營管理理念

臺灣農業在小農制度經營型態下，很難面對現代化、國際化的競爭，臺灣農業欲在

競爭的環境中求生存與發展，不僅要繼續研發核心技術，亦須仰賴於經營管理之落實。

因此，如何加強輔導農產業的經營管理能力，進而提升農產品競爭力實為當前的重要課

題。若農業技術能與經營管理結合運用，發揮加乘效果，將使得農業整體體系之運作更

具效率與企業化。然而，農業部門之產銷型態及產業文化有別於工商業，為促進農業經

營管理能朝合理化、企業化發展，讓經營管理的理念與改善手法能落實應用，根植於農

業體系，只依賴工商業的顧問，不能做到全面性的紮根深耕，更無法將經營管理完全轉

換到農業體系裡面。有鑑於此，農委會自86年起委託中國生產力中心辦理培訓兼備農業

專家與工商經營管理知能的「農業經營管理顧問專家」，讓經營管理理念與改善手法落

實於農業應用，並根植在農業推廣體系中，先後共培訓100位種子顧問師。本場分期派

員參與培訓，陸續有劉麗珠 (第一期，民國87年結訓)、周明燕 (第二期，民國88年結訓

)、鄧山河 (第三期，民國88年結訓)、蔡瑜卿 (第五期，民國99年結訓) 四位研究人員完

成310小時經營管理課程研修，及歷經8個月的實習點診斷輔導淬鍊過程，獲頒授證。完

成培訓的種子顧問師回歸各自機關，透過業務執行過程，漸漸釋出培訓能量，將習得之

經營管理理念灌注到職場，發揮影響力。

二、首開先例  管理理念導入種苗產業

長期以來，種苗產業的獲利來源無非來自技術及機會，當技術逐漸趨向成熟且習知

後；產品逐漸無區隔性，微利競爭的時代也就來臨，這個現象以組織培養產業最為明

顯，組培業界以技術為產業基礎，業者賺取的是技術財。民國90年代蝴蝶蘭產業國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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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興起，不少業者同時賺到了機會財。當所賴以支撐的產業發展達到成熟，作為上游的

種苗產業無法再透過技術或機會來追求獲利成長時，正是開始回頭反思如何透過提升經

營體的營運體質，穩定產品品質及減低不必要的損耗浪費，以賺取管理財的時機。

臺灣的農業種苗生技產業幾乎可以與蘭花產業畫上等號，根據2004農糧署統計資料

顯示，透過組織培養等生技技術繁殖的種苗中，蘭花類佔了90%以上。臺灣植物種苗生

技產業的發展，大都是由早期的蘭園代工，逐漸轉型成組織培養代工場，進而衍化成具

規模的農業生技公司；這樣的發展背景，形成多數的經營者，以育種能力、組培及栽培

技術為公司經營的核心主軸，亦即所謂的「技術導向」，至於經營管理方面仍停留在早

期的家族營運模式，管理技術常是被忽略的一環，當事業體成長到一個規模後，往往影

響公司的穩定性與後續發展永續性。

鑒於種苗產業經濟趨勢已由賺取技術財、機會財漸漸朝向管理財發展，要追求產業

的永續發展，必然要透過經營管理理念的導入與落實才能達到，民國94年，時任生物技

術課長的陳駿季博士爭取到「推動農業生物技術廠商成功投資案例」競爭型計畫經費，

以輔導農業生技廠商營業額突破2億元為目標，展開技術、經營雙管齊下的整合型輔導

計畫，本計畫結合技術課組織培養技術、繁殖技術課病毒檢驗及技術服務室產業輔導三

方共同參與推動計畫。

本案首開農委會以計畫方式導入經營管理，協助農企業經營體質改善先例。本案輔

導標的為已經具備發展潛力且已有營業實績的農業生技廠商，期望透過本計畫的加值，

促進經營體及營業額躍升，因此篩選鎖定當時業界數家蘭花生技業者為輔導目標。當時

對種苗產業的輔導皆以技術面向為主，導入經營管理輔導算是首開先例，大家對輔導模

式皆十分陌生。為了卸除農企業擔心核心技術洩密的疑慮，陳駿季課長特地安排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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泝台大蘭園輔導 (民國95年)

沴世芥蘭業馮將魁執行長與輔導團隊 (民國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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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室主管拜會目標農企業，進行溝通遊說，說明合作模式並再三強調以經營管理導入為

主，不涉及業者核心技術秘密，並由雙方簽屬保密協議書等等。最後擇定世芥蘭業公

司、一心生技公司及台大蘭園三家農企業作為輔導對象，次年加入台霖生技公司，共四

家廠商進行重點輔導。

陳駿季課長為了計畫推動，特別邀請中國生產力中心策略管理資深顧問游振昌先生

進入輔導團隊。由周明燕小姐、廖玉珠小姐及游振昌顧問組成經營管理輔導三人小組，

每個月到訪、不著重文書作業、針對每個業者需求量身打造、推動改善的輔導方式， 

展開為期六年的經營管理推動改善輔導任務。

種苗農企業初次接觸經營管理，根本無法理解顧問可以提供何種協助，必須花上漫

長的時間溝通及培養彼此的信賴感，才能梳理出每個經營體的管理問題，量身打造個別

輔導對策，取得業主同意後，開始展開輔導。印象最深刻的是其中一家生技公司，已經

擁有百餘名員工，卻完全沒有組織分工架構，經營體運作完全仰賴老闆娘張羅，第一次

見面會談時，老闆娘的手機沒有間斷過，裡外大小無一事不需請示，眾人看到焦頭爛額

的老闆娘忙到無一刻得以喘息，不禁開玩笑說：要以能讓老闆娘可以放心出國休假半個

月作為輔導成功指標 (KPI)！這個目標在介入輔導後第四年，終於達成。由此也可以顯

示出，教育訓練或輔導是需要時間醞釀及耐性等待，才能有機會開花結果。

世芥蘭業在民國94年初介入輔導

時，年營業額約新台幣6千萬左右，第

三年已經突破2億元，為第一個達到目

標的輔導個案。世芥蘭業執行長馮將魁

先生在成果分享座談會上，毫不諱言的

表示：這個輔導案協助他培訓幹部，讓

公司幹部門掌握到分層負責、橫向溝通

的精髓，同時學習到將日常管理落實到

每個層級，是個對農企業非常有幫助的

輔導方式。受到這樣的肯定，再多的辛

苦都值回票價了！！

當然，並非每個個案都是成功的，經營管理輔導成功與否，經營主能否接受管理觀

念是關鍵因素之一。例如四個輔導個案中，有一個個案在導入初期，經營者無法掌握顧

問所提供的管理手法，僅當作顧問交付的功課，每個月顧問到訪之前，就趕緊趕作業，

以便應付要求，甚至覺得顧問每月到訪次數太頻繁了，難以招架；這個個案一直輔導了

將近兩年後，才真正開始開竅，自行運作。另一個個案甚至四年後都還在原地打轉，當

輔導團隊與聖東組培場討論營運現況 (民國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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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的輔導點都已經搭上產業發展順風車，開始衝刺了，它很可惜的喪失了這波成長機

會。從這些輔導經驗，我們也體會到經營管理知易行難，知道是一回事，能落實到經營

體又是一回事，能否從中吸收到養分，滋養企業，存乎經營者一心一念之間。

三、透過傳播  擴散影響層面

經營管理導入農企業輔導逐漸落實到輔導個案後，顧問三人組對於農業生技業也累

積了相當程度的經驗，開始希望能將輔導效益擴散到業界，因此，98年起，顧問小組開

始提供小規模經營個體診斷及短期諮詢服務，透過實地訪談、管理現況診斷，提供改善

建議後，在業者進行自我改善過程中，也提供諮詢服務。透過這個方式，將經營管理觀

念及手法漸漸擴散到中小規模經營體。這個方式持續了2年，鑒於擴散層面及速度仍不

夠廣、速，因此在民國99年由蔡瑜卿小姐爭取農業管理計畫經費，周明燕小姐負責規劃

辦理提升種苗產業企業經營能力系列座談會，以智慧財產、經營管理、農地法規及市場

行銷四個主題為主體，每個主題安排一天課程、隔周舉辦的方式進行，邀請種苗產業內

的經營者參加。活動推出後，場場爆滿，每場次出席人次都超過80名以上，甚至有百名

以上的人參加，在業界獲得廣大迴響，也立下良好口碑。這個系列講座，以經營管理為

主體，根據政策方向、國際時事、發展趨勢等方向設計講座內容，邀請

專家、達人分享經驗及傳遞知識，希望朝向種苗業界

年度重要盛會的角色推動，期盼透過年年舉辦系列講

座，將經營管理觀念深植到種苗產業的經營業主、重要

幹部心中，落實推動，終有一日，農企業將會因經營管

理的提升，永續發展，開出美好花朵。

主體，根據政策方向、國際時事、發展趨勢等方向設計講座內容，邀請

幹部心中，落實推動，終有一日，農企業將會因經營管

提升種苗產業企業經營能力系列座談會 (民國9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