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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      要 
為充分運用花東一級產業之發展優勢與二、三級產業之發

展契機，強化產業合作鏈結發展，國發會於102年底著手花東六
級產業化發展規劃，並與在地專家學者、NGO團體及相關部會
密切合作，完成「花東產業6級化發展方案」。該方案已於103
年9月22日經國發會第7次委員會通過，並於103年10月29日奉
行政院核定，預期透過方案之落實執行，將可有效提升花東產
業發展能量，拓展花東品牌與通路，讓經濟發展的果實充分在
地分享。 
考量日本農林漁村以小農個體戶為主，近幾年也面臨到經

濟衰退及人口外流之課題，與花東地區現階段發展情況類似。
日本為解決農林漁產業發展困境，於2011年3月1日開始實施
《六級產業化法》，透過地域產業合作鏈結，讓生產、加工、販
售一體化，提升商品附加價值，擴大市場規模，創造出地區的
新商機，執行至今已具相當成效，值得花東地區產業發展之參
考，爰本次考察規劃以此為重點，考察日本關東地區地域產業
整合加值發展措施與案例，並安排拜會相關單位。 
本次參訪之主要心得與建議包括： 

1. 推動六級產業化發展首要關鍵在於農業者價值思維之轉
變。 

2. 政府應設定六級產業化的具體發展目標，並滾動式檢討推
動作法。 

3. 政府協助地方產業發展的重點應由補助+輔導，轉變為投資
+輔導。 

4. 可評估由花東基金搭配民間出資成立六級產業發展基金，
協助花東六級產業發展的模式。 

5. 設置產業輔導中心，駐地輔導農民具備二、三級產業之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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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經營能力。 
6. 建立地區特產展售通路及區域型加工設施，協助六級產業
發展。 

7. 加強花東地區與日本之合作關係，開拓產品及旅遊市場。 
8. 建立對環境友善的產業發展環境，並善用與保存重要自然
及人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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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壹、    考察緣起 

為充分運用花東一級產業之發展優勢與二、三級產業之發
展契機，強化產業合作鏈結發展，國發會於102年底著手花東六
級產業化發展規劃，並與在地專家學者、NGO團體及相關部會
密切合作，完成「花東產業6級化發展方案」。該方案已於103
年9月22日經國發會第7次委員會通過，並於103年10月29日奉
行政院核定，預期透過方案之落實執行，將可有效提升花東產
業發展能量，拓展花東品牌與通路，讓經濟發展的果實充分在
地分享。 
另考量日本農林漁村以小農個體戶為主，目前也面臨到經

濟衰退及人口外流之課題，與花東地區現階段發展情況類似，
而日本為解決農林漁產業發展困境，於2011年3月1日開始實施
《六級產業化法》，透過地域產業合作鏈結，讓生產、加工、販
售一體化，提升商品附加價值，擴大市場規模，創造出地區的
新商機，執行至今已具相當成效，值得花東地區產業發展之參
考，爰本次考察規劃以此為重點，考察日本關東地區地域產業
整合加值發展措施與案例，並安排拜會相關單位。 

貳、    考察目的 
一、 拜會日本六級產業化相關推動機構，瞭解六級產業化政策推

行至今，相關支援措施，包括技術輔導、資金取得、整備設
施補助、拓展行銷等，以及相關執行成效及遭遇困難。 

二、 瞭解六級產業化各項支援措施如涉及跨部門資源投入(如經
濟產業省、厚生勞動省、國土交通省等)，各部門間如何進
行資源整合運用。 

三、 瞭解農林漁業成長産業化支援機構，如何透過運用農林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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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産業化基金，藉由與民間資金合作模式，協助六級產業
化政策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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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行程簡介 
壹、    參加人員 

本考察團共計 5 人，包括： 
表 1 考察人員名冊 

單位 姓名 職稱 

國家發展委員會 黃萬翔 副主任委員 

臺東縣政府 陳金虎 秘書長 

花蓮縣政府 張智超 處長 

國家發展委員會 馮輝昇 簡任技正 

國家發展委員會 張鎮修 科員 

 

貳、    考察行程 
一、 期間：103 年 12 月 8 日（星期一）至 103 年 12 月 12 日

（星期五），共計 5天。 
二、 行程概要： 

表 2 考察行程概要 
日期 行  程 接待人員 

12/08 
(一) 

· 去程(松山機場→羽田機場，華航CI220) 

· 拜會農林水產省 · 產業連携課長 信夫 隆生 
· 國際經濟課   菅野 清 

12/09 
(二) 

· 拜會関東農政局
水戸地域センタ
ー 

· 中心長 遠山 和治 
· 次  長 棟保 英男 
· 總括農政業務管理官 葛西 秀司 
· 農政業務管理官 吉田 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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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行  程 接待人員 

· 參訪ポケットフ
ァームどきどき
茨城町店 

· 所長 海老根 崇 

12/10 
(三) 

· 拜會株式会社 
ファーマーズ・
フォレスト 

· 統括室長 大門 康幸 
· 經營戰略室 若林 いづみ 

· 拜會株式会社農
林漁業成長産業
化支援機構 

· 企畫調整室 中世古 昌史 
· 執行役員 平岩 裕規 

12/11 
(四) · 六級產業化發展案例參訪 

12/12 
(五) · 返程(羽田機場→松山機場，華航CI221) 

 

參、    預擬提問 
表 3 拜會機關簡介及預擬提問 

機關簡介 預擬提問 

農
林
水
產
省 

· 農林水產省，隸
屬日本中央省
廳。農林水產省
所管轄地範圍
包含農業畜產
業、林業、水產
業、食品安全、

· 日本政府對於六級產業有提出相關
支援措施，包括技術輔導、資金取
得、整備設施補助、拓展行銷等，
請教以上支援措施之執行機制為
何？ 

· 各項支援措施如涉及跨部門資源投
入(如經濟產業省、厚生勞動省、國



第二章 行程簡介  

5 

機關簡介 預擬提問 
食 物 穩 定 供
應、振興農村。 

· 農林水產省於 
2010 年 3 月 
30 日「糧食 ‧ 
農業 ‧ 農村基
本計畫」提出六
級 產 業 化 政
策，同年 12 月 
3 日公布「六級
產業化法」並於 
2011 年 3 月 
1 日開始實施。 

土交通省等)，請教如何進行資源整
合運用？ 

· 2012 年創設農山漁業成長產業化
基金，總額 395億日圓，協助六次
產業發展，可否針對基金設置的目
的、運用範圍及對象，以及目前執
行情形提出簡要說明。 

· 貴機關在 2011 年推行六級產業化
政策時，曾提出 2015 年市場規模
將增加至 3 兆日圓，請教目前達成
情形如何？ 

· 貴機關推行六級產業化政策至今，
有遭遇哪些困難問題？如何因應處
理？ 

関
東
農
政
局
水
戸
地
域
中
心 

· 農林水產省關
東農政局在水
戶 地 區 的 分
局，為水戶地區
推動六級產業
化發展的支援
窗口。 

· 臺灣花東地區東臨太平洋，西傍中
央山脈，距離核心都會區約 2.5 小
時交通時間，與茨城縣地理環境相
近，農林產業亦為在地主要產業。
為促進地域產業之振興發展，臺灣
於2014年10月通過花東產業六級
化發展方案，故特別安排拜會  貴
機關，學習與交流貴機關在水戶地
區推動六級產業化發展的經驗。 

· 請問目前水戶地區推動六級產業化
發展的成效如何？包括成立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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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簡介 預擬提問 
數、產值增加、工作機會增加等 

· 六級產業化發展需要透過運用創意
及強化經營管理，提升產業附加價
值，但對於在地的一般農民，他們
可能很會耕種，但要經營事業或發
揮創意，相對困難，針對這個部分，
政府如何提供協助？ 

· 地方有吸引年輕人回鄉或移居加入
推動六級產業化發展的措施嗎？執
行機制與情形如何？ 

· 地方有無成立交流網、合作平台或
其他措施，以促進在地業者合作交
流，朝六級產業化發展？ 

ポ
ケ
ッ
ト
フ
ァ 
| 
ム
ど
き
ど
き
茨
城
町
店 

· 為因應  WTO 
衝擊，日本農協
（ Japan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JA）將以往「農
產品共同運銷
模式」，逐漸轉
型為由生產者
將農產品直接
送到當地的「農
產品直銷所」、

· 請問農產物直銷所的商品如何挑
選，有無產地、對象等條件的明確
規範？如有，可否提供參考。 

· 有關農產物直銷所如何選擇設置地
點？設置的經費由哪些單位共同負
擔？ 

· 生產者將農產品送至農產物直銷所
銷售，是否需要負擔費用？銷售所
得如何分享？另消費者的意見如何
回饋給生產者？ 

· 目前直銷所的營運狀況如何？如果
面臨虧損，政府是否會給予相關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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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簡介 預擬提問 
「農民市場」或
「道之驛」銷
售，以擴大農產
品內需市場。 

· ポケットファ
ームどきどき
茨城町店為茨
城縣廳所推薦
當地值得參訪
的直銷所；其為
JA 茨城縣本部
所設立。 

援措施？ 

株
式
会
社
フ
ァ 
| 
マ 
| 
ズ
・
フ
ォ
レ
ス
ト 

· フ ァ ー マ ー
ズ・フォレスト
公司從經營「浪
漫村」道之驛
（似臺灣的休
息站），連結在
地農業與飲食
產業，以「造人、
造物、造村」為
目標，促進日本
地方產業跨業
合作，並結合觀
光與流通產業
建立地方品牌

· 請問  貴公司為何想要推動六級產
業化發展？如何推動？以及推動
後，對於公司的發展(如產值、收入
等)有哪些貢獻？ 

· 依據  貴公司網站資料，員工規模
達 122 人，係屬中型企業，對於以
小型及微型企業為主要對象所推動
之六級產業化政策，  貴公司扮演
的角色為何？生產、加工、銷售或
諮詢顧問？ 

· 請問  貴公司與在地農業者、加工
業者或銷售業者之合作模式為何？
如何提高附加價值與建立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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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簡介 預擬提問 
價值。 · 請問  貴公司在推動六級產業化發

展過程中，有得到政府(中央及地方)
哪些支援措施，對於公司營運發展
幫助為何？ 

· 以  貴公司推動六級產業化發展之
經驗而言，認為最主要的困難在
哪？最需要政府(中央及地方)支援
的事項為何？ 

· 貴公司可否說明 1-2 項推動六級產
業化發展的實際案例，並提供資料
參考。 

株
式
会
社
農
林
漁
業
成
長
産
業
化
支
援
機
構 

· 為能對於利用
創意提高農林
水產等地域產
業附加價值的
事業體，提供支
援服務，農林水
產省依據「株式
会社農林漁業
成長産業化支
援機構法」於
2013 年 2 月 1
日成立「株式会
社農林漁業成
長産業化支援

· 請問貴機構設置的目的、組織規
模、經費來源及主要任務為何？委
員會的組成？ 

· 貴機構之資金主要由政府出資 300
億日圓，民間出資 18億日圓，請問
政府及民間的出資單位為何？ 

· 請教  貴機構協助推動六級產業化
發展之運作機制為何？另 貴機關
對於六級產業化事業體之出資方式
分為直接出資及間接出資兩種，其
差異為何？何時採行直接方式，何
時採間接方式？ 

· 貴機構位於東京都，如何協助全國
其他地區六級產業化發展，有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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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簡介 預擬提問 
機構」。 各地區成立分支機構，或是與在地

機構合作？合作關係為何？ 
· 貴機構對於六級產業化事業體似乎
以投、融資協助為主，有關技術輔
導、經營行銷等工作是否也屬  貴
機構服務範圍，如何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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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日本農林漁業六級化發展概要 
參訪團於 12月 8日拜會日方農林水產省，由該省產業連

携課長信夫  隆生先
生及國際經濟課菅野 
清先生，向本團團員
說明該省推動農林漁
業六級化發展之歷程、
方案內容及執行機制
與措施。 

並於 12 月 10 日
拜會株式会社農林漁
業成長産業化支援機
構(A-FIVE)，由該機構
企畫調整室中世古 
昌史先生及執行役員 
平岩 裕規先生，向本
團團員介紹A-FIVE基
金如何協助農林漁業
六級化發展之機制與
措施。 

以下謹彙整拜會與討論交流成果。 
壹、    農林漁業發展現況 

在 1990年代，日本農業及農村地區由於面臨到經濟衰退
的嚴苛困境，衰退的原因是農村地區人口高齡化，農產品需求
降低，連帶導致國內農產品市場萎縮，農業產值及農業所得降
低，同時企業撤離農林漁村地區，政府公共建設減少，進而造

圖 1 本團與農林水產省信夫 隆生等人合影 

圖 2 株式会社農林漁業成長産業化支援機
構向本團說明A-FIVE 基金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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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整個農村地區人口外移，形成地區經濟活動停滯不前的惡性
循環。從日本農林水產省所公佈的歷史統計資料可發現，農村
地區經濟衰退情形相當嚴重，包括： 
� 農業生產總額降低：1990年農業生產總額為13.7兆日圓， 
2011 年降低至 9.5兆日圓，21年內減低約 30％。 

� 農業所得減少：1990 年農業所得為 6.1兆日圓，2011 年
減少至 3.2兆日圓，21年內減少約 50％。 

� 農業從業人口高齡化：1995 年農業從業人口平均年齡為
59.6歲，2010 年增加至 66.1歲，15年內增加約 6.5歲。 

� 農業從業人口數減少：1995 年農業從業人口數為 256 萬
人，2010 年減少至 205萬人(其中有 59萬人為 75歲以上
人口)，15年內減少約 20%。 

圖 3 農業生產總額�農業所得之變化、基礎性農業從業者之年齡結構 

圖 4 耕作放棄地面積之變化、穀物國際價格與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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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耕作放棄地面積增加：1975 年耕地放棄耕作面積為 13.1
萬公頃，2010 年增加至 39.6萬公頃，35年內耕作放棄地
面積增加 200%。耕作放棄地面積約相當於一個滋賀縣面
積大小，也相當於 1/10臺灣面積。 
此外，由於穀物收穫量成長率已微縮，但世界人口卻不斷

增加，且大豆、玉米等穀物因主要生產國(美國)面臨高溫、乾
燥之氣候環境，使得穀物國際價格在 2012年創下歷史最高價
位紀錄，致糧食供需呈現不穩定狀況，中長展望估計將持續面
臨供需緊迫的基本趨勢。 

貳、    農林漁業六級化對策之採行 
為提振農業及農村地區經濟，東京大學今村奈良臣榮譽教

授發現由農業所生產的初級農產品，只有 20.7%的初級農產品
未經加工處理，直接轉販售至消費者，高達 53.2%的產品經過
加工處理、28.5%透過外食業者處理，導致大部分利潤都被農
業以外的部門所獲得。有鑑於此，今村奈良臣教授於 1996 年
首先提倡六級產業化的重要概念，希望把農產品附加價值留在
農業部門。 

另從市場規模來看，
日本的食品關聯產業，
包括：農林漁業(一級產
業)、關聯製造業(二級產
業)及流通餐飲業(三及
產業)，2010 年的市場
規模合計約 100兆日圓。
其中，農林漁業的市場
規模僅占有 10兆元，關聯製造業及流通餐飲業的市場規模則
高達 90兆日圓，這也意謂著消費者在市場所買到的 100元商

圖 5 食品關聯產業市場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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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農林漁業者只分得 10 元的報酬，其餘 90 元的附加價值
都由關聯製造業及流通餐飲業所獲得。 

為謀求農林漁業者所得提升及農林漁村地區之經濟活化，
日本農林水產省於
2010 年 3 月 30 日
公布之「糧食、農業、
農村基本計畫」中，
提出産業六級化政策，
積極推動以農林漁業
者為主體，促成與關
聯製造業及流通餐飲
業的互相合作，創造
出地域的新商機或產
業。同年 12月 3日，
日本公布《六級產業
化法》，並隨即於隔
(2011)年 3 月 1 日正
式實施。《六級產業化
法》全名為「農林漁
業者活用地區資源開
創出新的事業以及促進地區農村漁產物的利用之相關法律」，
該法同時被視為開創農工商合作的新創商業模式之一。 

何謂六級產業化，依據日本文部科學省 2014 年起高等學
校農業科使用之教科書「農業經營」定義：「六級產業化係指
包括農業的一級產業、加工等的二級產業及服務、銷售等的三
級產業在內，即將農業發展的可能性，擴大成為從一級至三級
的一體化產業發展模式」。六級產業化的內涵在於賦予農業新

圖 6 六級產業化 資料來源：http://www.pref.hiroshima.lg.jp.c.bq. hp.transer.com/soshiki/83/rokujisangyouk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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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不再把農業侷限於一級產業，而是引導其跨入二級及三
級產業類別，藉由一級產業╳二級產業╳三級產業的發展模式，
透過地域產業跨域整合，開創新的事業活動，並提升產品附加
價值。 

參、    《六級產業化法》概要及目標 
一、    《六級產業化法》概要 

2011 年 3月 1日實施《六級產業化法》，透過(1) 建
構生產、加工、物流（銷售）一體化，擴大產品附加價值：
透過農林漁業者的加工、銷售領域的整合（多角化、複合化）、
農家餐廳，以及農林漁產物與食品的輸出等；(2)將農林漁
業導入二級、三級產業；(3)促進農林漁業與入二級、三級
產業之合作，並結合地區企業開創新的產業：活用地區資源
如生化燃料等，創造新興產業，同時推動農工商的合作，以
及再生能源的利用等做法，逐步擴大農林漁產品市場，進而
達到活化農林漁村地區之經濟發展、保障就業及提升所得之
目的，為了創造新附加價值。 

《六級產業化法》共分三章 50 條，章節摘要如次： 
(一) 第一章：立法目的，包括：振興農林漁業，活化農林漁村

地域，增進消費者利益，提高糧食自給率，減少環境負荷。 
(二) 第二章：支援農林漁業者活用地域資源開創出新的事業之

相關措施。 
1. 總合化事業計畫（農林水產大臣認定） 
(1) 農林漁業者利用農林漁產品及副產品（生化燃料等）
的生產、加工與販售一體化之事業活動相關計畫。 

(2) 協助農林漁業者相關活動的民間事業者亦為支援對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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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總合化事業計畫支援措施： 
� 擴大農林漁業者無息貸款之對象，並延長償還期限、
寬限期(償還期限由 10 年延長至 12 年，寬限期
由 3 年延長至 5 年)(農業改良資金融通法等)。 

� 擴大蔬菜契約交易交付金之對象產地(野菜生產出
荷安定法)。 

� 直銷販賣設施於建造時簡化農地轉用等手續(農地
法、酪肉振興法、都市計畫法)。 

� 追加食品加工、販賣相關資金債務保證之對象(食
品流通構造改善促進法)。 

2. 支援研究開發與成果利用事業計畫之相關措施（農林水
產大臣及事業主管大臣認定） 
(1) 新品種之登記費用減免 25%(種苗法)。 
(2) 追加食品加工、銷售之相關研發與成果利用的必要資
金債務保證對象(食品流通構造改善促進法)。 

(3) 研發及成果利用之必要設施於建造時簡化農地轉用
手續(農地法)。 

(三) 第三章：促進地域農林漁產物之利用（地產地消相關措施） 
1. 基本理念 
(1) 強化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聯繫。 
(2) 振興地域農林漁業與相關事業，促進地域的活性化。 
(3) 實現消費者豐富的飲食生活。 
(4) 推動飲食教育一體化。 
(5) 推動都市與農林漁村的交流與共生。 
(6) 提升糧食自給率。 
(7) 降低對環境的負荷。 
(8) 促進社會氛圍的形成，以及促進地域做為政策推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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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 
2. 由中央制定基本方針，都道府縣及市町村制定地域農林
漁產物利用之促進計畫。 

3. 中央及地方公共團體必要支援措施之實施。 
二、    《六級產業化法》目標 
(一) 擴大六級產業化的市場規模 

市場規模由 2010年的約 1兆日圓，於 2015年前達
3 兆日圓，並於 2020 年前擴大到 10兆日圓，市場規模
預計擴大 10倍。 

(二) 擴大農林水產物、食品的出口額 
農林漁業產品、食品的出口額，由 2011 年 4,513億

日圓，於 2020 年前擴大到 1兆日圓，出口額預計擴大逾
1倍。 

(三) 新事業的創出 
以農林漁產業為基礎，於 2020 年前創造 6 兆日圓

規模的新事業，並於2020年前創造30萬人的工作機會。 
肆、    推動活用區域資源的六級產業化對策 

由於農林漁村地區擁有各種豐富的地域資源，包括：農林
漁產物、生化燃料(稻殼、食品廢棄物及未利用之砍伐材)、居
民的經驗與智慧、自
然能源、風景及傳統
文化等，這些都是今
後日本邁向經濟成長
的稀有資源，也是日
本最強而有力的資源
之一。若能有效利用 圖 7 活用區域資源推動六級化產業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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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珍貴的地域資源，必能對活化農林漁村地區經濟發展有所
助益。 

因此，日本透過鼓勵農林漁業者有效利用地域資源，建構
起農林漁業者與其它產業新的合作，透過展開將生產、加工、
銷售、觀光等一體化的農業發展事業，培育及活用尖端技術的
新產業，引進再生能源等，以期能在農林漁村推動技術創新，
促進農林漁業成長產業化。 

另依據「日本再興戰略」所示，六級產業化之推動將以年
平均 2%的實質成長率，帶來國內食品關聯產業的擴大(100兆
日圓→120兆日圓)及世界食品關聯產業的擴大(340兆日圓→
680 兆日圓)，以及透過與相關產業的合作，而促成農林漁業
成長產業化，擴大農林漁村所得。 

圖 8 日本農林漁產業成長產業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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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透過建構價值鏈提升農林漁產品附加價值 
一、    農林漁業與其它產業之合作模式 

農林漁業所得之所以偏低，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其與二、
三級產業缺乏聯繫，致其談判能力薄弱，利潤容易被中間商
剝削。為改善利潤被剝削之情況，日本農林水產省制定了以
農林漁產業為主體之產業政策，讓農林漁產業與其它產業聯
合，共同展開六級產業化，希望藉由農林漁業者自行加工販
售，降低生產成本，並讓所降低的成本最終可回饋於消費
者。 

當農林漁業者與其它產業業者合作時，為擴大彼此利潤，
必須針對所生產的農林漁產品價值、農林漁業經營及產地事
業推動能力，選擇最妥適的合作型態。而六級產業化的合作
型態就是以自己經營判斷力，尋求適合自己展開新事業營運
意願的農林漁業經營之合作模式。 

在合作型態類型方面，依價值鏈的結合程度分類，由小
到大依序為市場交易型、契約型、農工商合作型、六級產業
化型及活用六級產業化基金型： 

(一) 市場交易型：由農林漁業者運用市場交易的大量物流網，
追求有效獲得利益，但是能提供加工、銷售業者的產品附
加價值之資訊相當有限。 

(二) 契約型：農林漁業者得依據契約栽植，與加工業者維持穩
定的交易，但是無法將產品附加價值直接提供給消費者。 

(三) 農工商合作型：這是農林漁業者與中小企業者在開發或拓
展新商品及新服務時的合作方式，都以加工與銷售業者所
主導的交易居多。 

(四) 六級產業化型：為了提高附加價值，由農林漁業者展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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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加工、銷售一體化的對策，但仍存在新產品、新服務
的開發及銷售通路的擴大等諸多課題，要擴大事業規模有
困難。 

(五) 活用六級產業化基金型：以農林漁業者為主體，創設出與
其它產業合作開展事業的六級產業化業者(合資會社。為
此，創設了能提供所需成長資金的「官民基金」，以建構
起能讓農林漁業者將自己產品價值，能確實地送達到消費
者的「價值鏈」。 

市場交
易型 

契約型 

農工商
合作型 

產業六
級化型 

活用產
業六級
化基金
型 

價價價價

值值值值

鏈鏈鏈鏈

結結結結

合合合合

程程程程

度度度度 

圖 9 農林漁業與其它產業之合作模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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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構迎合顧客需求的「價值鏈」(Value Chain)  
在推動六級產業化對策之際，最重要的是需建構起從生

產、加工至流通、販售的「價值鏈」1，以迎合消費者與市
場需要，活用流通、加工業者的知識及技術，以期在農林漁
產品的生產、加工、流通及銷售的各個階段。都能夠用心提
高附加價值。 

 
由於建構生產者與消費者間的價值鏈，瞭解消費者與市

場追求著什麼產品，對推動六級產業化相當重要。因此，創
造鑑值鏈時應掌握以下 6項基本要件： 

(一) 收集並分析有關消費者需求的資訊與知識。 
(二) 創造地域資源與消費者需求間的聯繫，創造自然、風景和

農村文化與農林漁牧產品間的聯繫。 
                                                      
1
 「價值鏈」(Value Chain)概念，係由麥克‧波特(Michael Porter)於 1985 年《競爭優勢》一書中提出。波特的價值活動將企業經營活動分為主要價值活動及支援性活動等兩類價值活動，主要價值活動包括進料後勤、生產作業、出貨後勤、行銷與銷售、服務；支援性價值活動包括企業的基本設施、人力資源管理、技術研發、採購。 

迎合消費者、市場之需求 
· 要生產怎樣的作物(安全、安心、加工妥適性等) 
· 如何能穩定供給(由誰生產確保生產的推動) 

迎合消費者、市場之需求 
· 開發、製造何種商品(促進區域特色產品再生，引進安全、安心、HACCP 等規範) 

以誰為目標 
· 採取何種行銷方法(採取差別化、原料原產地標等) 
· 在哪裡銷售(在超市、農協、自營自銷處、車站等) 

消費者與市場追求著什麼產品(市場調查、目標明確化等) 
圖 10 建構迎合顧客需求的價值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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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利用地域資源設計產品與服務，使其成為「消費者價值」 
（消費者認為有必要性的功能、利益和附加價值）。 

(四) 在不同的生產、製造及配送功能中，交流、分享與累積資
訊與知識，並在協調各個階段。 

(五) 通過提供地域資源（產品和服務），增加了客戶價值，建
立與消費者的聯繫。 

(六) 促進價值鏈的形成，並讓雙方獲利，最大化消費者價值。 

 
三、    農業經營之發展與推動六級產業化 
(一) 為了謀求提升農業經營者所得，其有效方法就是推動削減

農產品生產成本、經營法化，並展開能提高農產品附加價
值的加工、直銷等六級產業化的對策。 

(二) 在展開正式的六級產業化之時，加工及銷售等部門最適當
的就是與法人經營分開，新設立以擁有加工、銷售訣竅的
食品產業為夥伴之六級產業化事業體展開對策。 

圖 11 六級產業化發展價值鏈創造概念圖 資料來源：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6th Industrialization in Japan and the Related  Policies，Shigenori KOBAYASHI，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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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藉此來使加工、銷售等風險與生產部門隔離，以期擴大六
級產業化事業體規模，透過擴大迎合六級產業化的原料農
產品之供應量，帶動所得的增加。 

四、    以女性力量來充實社區活力(沖繩縣今歸仁農場之成功案
例) 

(一) 公司概要 
1. 公司設立於 2007年，栽培被
稱為沖繩(琉球)傳統蔬菜「睡
眠草」。 

2. 睡眠草自古以來被視為具有
改善睡眠的植物草，由於具
有此種功效，進而提高其附
加價值，而進行乾燥葉的初
級加工，銷售給縣外的製造
公司。 

圖 12 六級產業化事業之展開 

· 削減生產成本(農地耕作面積的群聚) 
· 多角化經營(土地利用型、蔬菜等) 
· 經營者之法人化等 · 採行六級產業化事業(加工、直銷等) 

· 事業部門別之經營收支等 · 活用擁有食品產業等之加工、銷售之訣竅，展開六級產業化事業活動 
· 由農業經營體來穩定供給迎合六級產業化事業體之經營策略之農產品等 

圖 13 今歸仁村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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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2 年被政府
核定為依據六級
產業化暨地產地
消法的綜合事業
計畫，而接受補
助，利用該作物
之花、莖所製作
而成的新商品。 

(二) 採取農林漁產業攻
勢經營對策之特徵 
1. 體察以女性為主的睡眠不足原因，著手開發可提高附加
價值的多樣化商品，並與食品廠商合作，推出女性專用
的美容液，並製造美容商品。 

2. 在沖繩 9 月至 11 月的觀光季，與當地觀光巴士合作，
推出睡眠草觀光旅遊行程事業，藉著體驗型觀光事業，
營造來訪者的共鳴，來提供觀光伴手禮的銷售額(參觀
者由 2011 年 2,000 人增加為 2013年 2,300 人)。 

3. 透過 6 級化產業對策，擴大加工原料的生產(由 2011
年 160畝增加為 2013 年 200畝)，更由於加工與銷售
業之擴張，就業人數也增加(由 2011 年 3 人增加為
2013 年 5人) 

(三) 今後的發展方向 
1. 與縣內旅館合作，推出使用只開一天的睡眠草之花的旅
遊系列。 

2. 在新作物開發方面，已開發採用「火龍果」(dragon fruit)
的冰淇淋商品，提升產品品質，迎合多樣化顧客的需
要。 

圖 14 睡眠草相關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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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推動農林漁六級產業化所採行之措施 
一、    強化都道府縣層級的推動體系 

關於都道府縣
層級推動體制，過
去以來都是在各都
道府縣的地方農政
局、區域中心扮演
主要功能所建立起
來的推動體制，然
而，從 2015 年起為
了能將六級產業化
與地產地消作一體
化推動，並活用區
域品牌所展開的戰
略對策，而將推動
主體名稱由「六級
產業化推進企劃委
員會」改為「六級
產業化暨地產地消
推進協議會」，以強化推動體制。同時，將財政局、運輸局、
農業法人協會等組織體追加成為推動成員，其秘書處由都道
府縣來擔任，農政局協助支援。 

二、    2014 年度預算概要 
(一) 六級產業化網路活動統籌分配款(在各都道府縣實施) 
1. 由農林漁業者與食品業者等多樣化業者建立起網路，支
援其新產品展開與拓展銷路等。 
(1) 對展開新產品試製品、包裝設計所需之器材購買成本、

中央政府支援中心 (六級產業化規劃者) 農政局、地域中心 都道府縣暨都道府縣支援機關 (六級產業化規劃者) 

都道府縣暨都道府縣支援機關 (六級產業化規劃者) 
中央政府支援中心 (六級產業化規劃者) 農政局、地域中心 

成員 經濟產業局、日本農協(JA)中央會、商工相關團體、子基金等 

成員 經濟產業局、財務局、運輸局、日本農協(JA)中央會、農業法人協會、 商工相關團體、子基金等 

把握 需要 

把握 需要 

申請、核定、管考 諮詢 

諮詢 支援、管考 申請、核定、 管考 

支爰、追蹤管考 
今後推動的體制 

迄今為止推動的體制 

圖 15 六級產業化推動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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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分析檢查費等費用給予支援。 
(2) 舉辦交流會或工作團隊，使農林漁業者與流通業者整
合。 

2. 對為展開新產品加工、銷售等事業所需的加工、銷售設
施等給予支援。 

3. 構想案例：「柑橘加工品」商品化 
由柑橘生產者

與加工業者合作來
開發柑橘加工品，
在將柑橘加工品銷
售給直銷處及外食
產業者。 

(二) 六級產業化支援業務
(全國性的業務) 
1. 對採行六級產業化對策的農林漁業者給予個別諮詢服
務。 
(1) 對於為展開起都道府縣
區域推動廣域事業的業
者，在專業領域需要顧問
者，由「六級產業化中央
支援中心」派遣個別的諮
詢服務。 

(2) 個別諮詢：有關市場行銷、
品牌行銷等專業領域的建言；依據《六級產業化法》、
《地產地消法》對所擬定綜合化事業計畫的企劃、經
營等之建言。 

2. 舉辦農林漁業者與流通業者等之諮商會。 

圖 16 「柑橘加工品」商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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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多數區域舉辦諮商會，
以創造出讓追尋六級產
業化所開發之新商品銷
路的農林漁業者與流通
業者的磨合機會。 

(2) 2014 年諮商會舉辦之日
期與場所：1月 19至 20
日神戶市、9月 4日至 5日仙台市、9月 24日至 25
日熊本市、10月 21 日至 22日旭川市、11月 18 日
至 19日長野市。 

3. 舉辦以六級產業化規劃者為對象的技術提升研習會。 
為使六級產業化規劃

者能夠確實對業者提供建
言，展開以(1)學到六級產
業化措施相關知識；(2)研
習課程；(3)活用實際案例
的事業化課程等內容為主
之研習會，並在多數地區舉辦。 

4. 蒐集六級產業化的優良事例與相關資訊。 
三、    六級產業化綜合化事業計畫之認定 
(一) 綜合化事業計畫認定程序 

由農林漁業者依《六級產業化法》向各地區農政局提
出綜合化事業計畫，事業計畫內容須包含經營事業內容、
銷售與資金計畫。農林漁業者於綜合化事業計畫提出過程
中，可與商會、公會、農會、漁會、金融機構等公共團體
洽詢，並得到支援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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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綜合化事業計畫認定條件 
綜合化事業計畫之認定須具備下列條件： 

1. 事業主體：農林漁業者(個人、法人)、農林漁業組織的
團體 (農協、村落經營農業的組織等)，以及其他組織(不
問事業規模)均可提出申請。 

2. 事業內容：(1)經營事業須為農林漁等相關事業；(2)利
用農林漁業產品及原料生產與開發新商品；(3)開創農
林漁產物的新銷售方式；(4)生產方式或設施設備的改
善。 

3. 經營的改善：需滿足(1)農林漁業產品等新商品之銷售
額，5 年須成長 5% 以上，以及(2)農林漁業及其關聯
產業之所得提升等 2項指標。 

4. 計畫期間：5年以內(3~5 年最佳)。 
(三) 綜合化事業計畫之支援措施 

通過六級產業化認定之事業計畫，在事業計畫的執行
期間，若遭遇到執行困難，除可獲得專家的協助與指導外，

圖 17 六級產業化事業計畫核定流程 資料來源：日韓農業六級產業化之策略分析，李秉璋、楊玉婷，2013 年 

農、林、漁、牧 等經營者 具體提出構想 具體提出事業內容、販售/ 資金計畫 製作 「審核申請書」 計畫核可 
· 農政局與地方公共團體、商會、工會、農會、漁會、金融機構等建立緊密聯繫網絡，提供諮詢 
· 六級產業化規劃者提供創業建議與支援 

· 申辦窗口 
· 整理諮詢內容 
· 聯絡協力單位 · 農政局審查、核可 
· 提供案件調整建議 
· 依洽談內容 協助研擬計畫 · 構想修正、 具體化 · 支援業者通過審核 · 後續支援 

農政局 地方中心 六級產業支援中心 六級產業 規劃師 
協力支援 洽談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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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可獲得以下的支援，包括： 
1. 補助金部分 
(1) 提高新商品開發與新通路拓展之補助率，補助率由
50% 提升到 75% 。 

(2) 對於農業法人於辦理新加工或銷售活動時，給予其所
投入的設施費用之 50%的補助。 

2. 融資部分 
(1) 延長無息貸款的償還期限，從 10 年延長到 12 年，
寬限期由 3年延長至 5年。 

(2) 提供無息貸款，個人以 5 千萬日圓為上限額度，法
人與團體則為 1.5億日圓為上限額度； 

(3) 提供短期資金，個人以 1 千萬日圓上限額度，法人
與團體則以 4千萬日圓為上限額度。 

(4) 提供食品加工與販售所使用的資金之債務保證。 

3. 其他支援 
(1) 簡化建造直銷販賣設施時所涉及農地轉用之手續。 
(2) 在農林水產省網頁提供通過事業計畫認定之相關資
訊。 

(四) 綜合化事業計畫認定之核定狀況 
依據農林水產省統計資料，截至 2014 年 10 月 

31 日，已有 1,979 個綜合化業務計畫被核定為符合六
級產業化。 
1. 區域別之核定案數 

綜合化業務計畫核定案數之前五大區域分別是：近
畿 344項，九州 340項、關東 326項、東北 312 項
和中國四國 215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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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綜合化事業計畫核定
案數居多的都道府縣
(案數) 

以都道府縣來
看，綜合化業務計畫
核定案數之前五大縣
分別是：北海道 110
項，兵庫縣 93 項、
長野縣 87 項、宮崎
縣 75項和熊本縣 73 項。 

表 4 綜合化事業計畫核定案數表 2014 年 10 月 31 日 
區域別 

綜合化  研究開發及
利用成果計
畫之核定數 

事業計畫
核定案數 

農畜產物
相關者 

林產物 
相關者 

漁產物 
相關者 

北海道 111(2) 104 4 3 1 
東北 312(5) 289 9 14 4 
關東 326(11) 296 14 16 12 
北陸 101(3) 96 1 4 1 
東海 174(0) 149 14 11 0 
近畿 344(2) 315 10 19 2 

中國四國 215(6) 170 10 35 3 
九州 340(6) 281 24 35 3 
沖繩 53(1) 49 1 3 0 
合計 1,976(36) 1,749 87 140 26 

資料來源：農林水產省，2014 年 12 日 
註：( )內數字係代表 A-FIVE 基金出資案件數 

表 5 事業計畫縣市別案數 2014 年 10 月 31 日 
序位 縣別 案數 
第 1 位 北海道 111 
第 2 位 兵庫縣 93 
第 3 位 長野縣 87 
第 4 位 宮崎縣 75 
第 5 位 熊本縣 73 資料來源：農林水產省，2014 年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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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綜合化事業計畫事業內容之比率結構 
就事業計畫內容來看，「加工和直銷」占整體事業

計畫比率高達68.3%，
其次為「加工」占
20.9%，意即約 90%
被認定符合六級產業
化的綜合化事業計畫
從事加工。接著依序
為「加工･直銷･餐廳」
6.2%、「直銷」2.6%、
「加工･直銷･出口」
1.6%、「出口」0.4%、
「餐廳」0.1%。 

4. 綜合化事業計畫對象之農林漁產品之比率結構 
就農林

漁產品類別
來看，蔬菜占
31.8%，果樹
占 18.7%，
兩者合計已
占所有核定
綜合化事業
計畫的一半
左右，其餘分
別 為 稻 米
11.6%，畜產
物 11.6%，

表 6 事業計畫內容比率表 2014 年 10 月 31 日 
事業內容 比率(%) 
加工 20.9 
直銷 2.6 
出口 0.4 
餐廳 0.1 

加工･直銷 68.3 
加工･直銷･餐廳 6.2 
加工･直銷･出口 1.6 資料來源：農林水產省，2014 年 12 日 

圖 18 農林漁產品類別比率圖 資料來源：農林水產省，2014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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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產 5.4%、豆類 4.8%、林產物 4.2%、麥類 2.4%、
茶 2.1%、麵 1.7%、其它 4.1%。 

四、    農林漁村成長產業化基金 
(一) 農林漁村成長產業化基金之設立 

為促使農林漁業為成長型產業，2012年 7月日本內
閣會議通過「日本再生戰略」，其中針對「糧食和農林漁
業的再生」政策部分，將由政府和民間企業共同出資成立
投資基金，以作為發揮農林漁業本來具有的潛在成長力之
用，促使一級產業與二級產業、三級產業資本合作，讓一
級產業附加價值大幅提升，並提供給消費者，以加強農林
漁業競爭力；同時決定設立支援機構，提供農林漁業者推
動六級產業化之專家顧問協助，並給予各種建議與支援通
路，以建立一個全方位的支援體系。 

2012 年 12 月日本政府及民間共同出資成立「農林
漁業成長產業化基金」(the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ies Growth Fund)，總額 318億日圓(政府出資300
億日圓、民間出資18億日圓)，未來規模可望擴大至2,000
億日圓。 

(二) 農林漁業成長産業化支援機構之成立 
《農林漁業成長産業化支援機構法》(The Act on 

the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ies Fund 
Corporation for Innovation, Value-Chain and 
Expansion Japan)通過後，隨即於 2013 年 1月成立農林
漁業成長產業化支援機構（股份有限公司）(A-FIVE)，並
於 2013年 2月開始運作。農林漁業成長產業化支援機構
主要業務係針對致力於六級產業化的事業單位，提供資金
協助及諮詢服務，包括：投資(資本挹注)、媒合及企業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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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等，藉以整合農林漁業者與二級、三級產業業者，建構
六級產業化之事業體系，冀藉由生產、加工及銷售等生產
鏈間的合作，達成促進農林漁業成長之政策目的。 

依據支援機構法之規定，農林漁業成長産業化支援機
構為一個限時的組織，機構設置的終止日為 2033 年 3月
31 日，存續時間為 20年。故有關農林漁業成長産業化支
援機構設立期間所有的債權債務關係，應於終止日前，依
公司法相關規定，完成相關清算業務。 

表 7 農林漁業成長産業化支援機構概要 

名稱 
株式会社農林漁業成長産業化支援機構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ies Fund 
corporation for Innovation, Value-chain 
and Expansion Japan） 

董事長 堀 紘一 
社長 大多和 巖 
所在地 東京都千代田区大手町１－５－１大手町ファ

ーストスクエア ウエスト 20 階 
設立 2013 年１月 

法源 株式会社農林漁業成長産業化支援機構法
（2012 年法律第 83号） 

資本 ３１８億日圓(政府出資 300億日圓，民間出資
18億日圓) 

民間企業 
(出資額) 

カゴメ株式会社(3億日圓) 
農林中央金庫(3億日圓) 
ハウス食品グループ本社株式会社(3億日圓) 
味の素株式会社(2億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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キッコーマン株式会社(2億日圓) 
キユーピー株式会社(2億日圓) 
株式会社商工組合中央金庫(1億日圓) 
日清製粉株式会社(1億日圓) 
野村ホールディングス株式会社(1億日圓) 
トヨタ自動車株式会社(2千萬日圓) 

 
(三) 農林漁業成長産業化支援機構之運作模式 

農林漁業成長産業化支援機構針對其所要支援的事
業對象，在資金方面的協助係透過投資方式辦理，投資方
法可分為直接投資、間接投資(子基金或地域基金)或資本
性次順位貸款等 3種。其中，針對間接投資部分，係由農
林漁業成長産業化支援機構與地方自治團體或金融機構
合作，共同出資成立子基金或地域基金，再由子基金進行

子基金 六級產業化伙伴企業 技術、通路 、訣竅 
六級產業化規劃者等 

· 出資期間為 15 年 
· 機構出資比率在 50%以下 
· 子基金亦設想到同地區設立多數基金之情況 資本性次順位貸款 

圖 19 農林漁業成長產業化基金運作流程圖 資料來源：農林水產省，2014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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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資本性次順位貸款係指由金融機構在判斷財務狀況
時，得視為非負債，而視為資本之貸款。 

農林漁業成長産業化支援機構對其所支援之事業，投
資期最長為 15年，投資期滿即出售股份回收資金。投資
期間由農林漁業成長産業化支援機構持續針對投資對象
之事業經營狀況進行監督，在必要時，結合子基金的營運
者及外部專家，進行經營支援。 
此外，在決定

是否投資之決策
時，係透過由董
事長及董事共同
組成的「農林漁
業成長產業化委
員會」，共同行使
決策權而決定。
而針對其所支援
的對象，須符合
以下事業要件： 
1. 活用多樣的地域資源，使地域資源價值被充分利用。 
2. 促進產業間之合作，讓農林漁業與二級及三級產業互相
合作，提升地域資源被利用的價值。 

3. 開拓新的市場，透過開發農林漁牧業新商品的開發或改
善販售方式，開拓外銷新市場。 

4. 活化農林漁村地區，增加農林漁村的就業機會，確保農
林漁牧業者的所得。 

(四) 透過支援對象事業資本結合所展開之策略聯盟 
農林漁業成長産業化支援機構對其所支援之事業對

圖 20 農林漁業成長産業化支援機構組織圖 資料來源：http://www.a-five-j.co.jp/corporate/ organiz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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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係透過投資採資本結合之策略聯盟方式辦理，資本結
合的策略聯盟需符合以下要件。 
1. 由農林漁業者及二級、三級產業者(伙伴企業)為推動六
級產業化事業，所共同出資而成的事業體。 

2. 為確保農林漁業者主體性，農林漁業者議決權要超過伙
伴企業出資所用有的部分。 

3. 以取得「六級產業化�地產地消法」之事業計畫認可為
要件。 

圖 21 六級産業化事業體之策略聯盟架構 資料來源：農林水產省，2014 年 12 月 

農林漁業者出資比率(A%) 六級產業化伙伴出資比率(B%) 子基金出資比率 (原則、上限為 50%) 子基金之情況 (區域基金或主題基金) 
· 銷售網路 
· 市場行銷力 
· 物流訣竅 
· IT 技術 · 高品質生產 

· 大規模供給能力 
· 珍貴資源因應力 
· 生產者團體之營造力 

事業所需資金 六級產業化伙伴出資比率(B%)  
成長資金+提供銷路、訣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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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成為出資對象事業體之設立手法 
1. 成為出資對象的事業體係藉由農林漁業者以(1)出資；
(2)現貨出資；(3)加工部門之分公司等手法，來準備做
為基金出資對象之六級產業化事業體。 

2. 亦可以活用現有的事業體，來接受追加來自子基金、伙
伴企業的出資。 

(六) 作為新政策工具之出資 
1. 除了過去以來之補助金、融資之外，另追加政策工具—

「出資」(基金)。 
2. 藉由來自基金的出資，透過(1)高自由度的基金供給；(2)
強化財務體質(成為吸引民間資金之資金)，以謀強化、
擴大六級產業化對策。 

 
 
 
 

六級產業化伙伴企業 

六級產業化事業體 (合併事業體) 
六級產業化事業體 (合併事業體) 

六級產業化事業體 (合併事業體) 子基金 〔區域基金〕 〔主題基金〕 子基金 〔區域基金〕 〔主題基金〕 子基金 〔區域基金〕 〔主題基金〕 伙伴企業 伙伴企業 伙伴企業 
圖 22 成為出資對象事業體之設立手法 資料來源：農林水產省，2014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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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自有資金與企業資金之關係 
 特徵 自有資金與企業資金之關係 

補助金 
· 事業要件很嚴格 
· 無須抵押、保証 
· 資金用途有限制 

· 如果補助率為 1/2時，則事業規
模可達自有資金的 2倍。 

融資 
· 抵押與保証是重
要課題 

· 資金用途有限制 

· 資金籌措係依事業者之信用能
力而定，一般水準被認為是自有
資金的 2~5倍規模。 

出資 
(基金) 

· 事業規劃自由度
很高 

· 無須抵押、保証 
· 可強化財務體質 

· 藉由活用伙伴企業及基金之出
資，也可以估計到可發展到約為
自有資金 20倍的規模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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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基金與日本六級產業化之意義 
1. A-FIVE所持有基金50%議決權之意義在於本身以共同
事業者身分(或夥伴身份)，用 2人 3腳方式，來推動六
級產業化。 

2. 直接事業體(推動六級產業化措施的主體)中，以接受農
林水產省大臣認定方式而成為農林水產省大臣的認定
業務，並由中央政府資金作為基金，以及地區(地方)的
金融也共同出資的方式，透過新成立的公司，來推動新
業務時，可發揮提供事業者(推動六級產業化措施的主
體)信用力的效果。 

3. 信用力提升所帶來的具體效果： 
(1) 向地區農林漁業者採購的效果。 
(2) 晉用優秀的人才。 
(3) 易於營業商品。 
(4) 容易與許可、認可、補助制度等行政權責合作的效
果。 

(八) 補助金、貸款對基金出資之差異 
如果能活用機構的組織架構，並考量由基金出資、金

融機構貸款、機構的次順位貸款及補助金性質，則能展開
不同方的組合。 

表 9 補助金、貸款對基金出資之差異 
 補助金 金融機關 

融資 
機構的 

次順位貸款 
由子基金 
出資 

期間長短 ╳ 
暫時性 

○ 

以換約方式
可持續貸款 

◎ 

長期 
◎ 

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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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金 金融機關 
融資 

機構的 
次順位貸款 

由子基金 
出資 

成本 ◎ 

無 
○ 

以 2~3%為
目標 

△ 
約 0.5~6% 
(與業績 
連動) 

△ 
期待收益率
約為 5~7% 

是否償還 
(風險的容
許度) 

◎ 

無 
╳ 

必須要有 
抵押 

△ 
免抵押 
免保證 

○ 

可設定迎合
事業價值的
金額 

對支援對
象的經營
方式 

╳ 
無 

△ 
磨合等方式 

○ 

與出資方式
連動 

◎ 

以追加出資
或磨合之方
式來提供支
援 

信用力 ╳ 
無 ○ ○ 

◎ 

以招募人才
及籌措資金
方式來活化
信用力 

推動業務
措施時之
組合 

1 億日圓 
(2 億日圓的
50%為補助) 

2 億日圓 1 億日圓 1 億日圓 

※剩下的自有資金 1億日圓之中，農林漁業約為 0.5 億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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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藉由基金資金來強化部門間橫向的經營 
以合用補助金方式來活用基金，在加工以外的開發及

經營部門也投入資金，藉此能夠強化六級產業化事業體的
內部價值鏈。 

表 10 藉由基金資金來強化部門間橫向的經營。 
當在補助金餘額中活用時 將基金資金作為橫斷面 

強化加工部門，對其它開發、營業
等部門不強化 

對於公司經營的相關廣泛部門投
下資金來實現綜合強化事業體 

※1/2 補助金(利用六級產業化推進整備
事業補助金用在加工設備之案例) 
※無法強化社內價值鏈 
 

※能夠強化社內價值鏈 
 
 
 

 

融資 

補助金 

補助金 

基金資金 

  

出資 

開發部

門等 

加工 

部門 

營業 

部門 

事業體 

補助金 

補助金 

基金資金 

融資 融資 

出資 

開發 

部門 

加工 

部門 

營業 

部門 

融資 

事業體 

基金資金 基金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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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農林漁業成長產業化基金與一般基金之差異 
由於依據法律宗旨，係以確保農林漁業者所得，創造

農林漁村就業機會為目的，所以與一般基金在投資期間、
出資對象、回收的想法上，有極大的差異。 
表 11 農林漁業成長產業化基金與一般基金之差異 

 農林漁業成長產業化基金 一般基金 

目標 
以追求投資對象的事業永
續成長(創造農林漁村就業
機會、經濟活化等)為重點 

透過投資對象(一般事業公
司 )的股票公開拋售收益
(追求成功報酬)為重點 

出資對象 

依據六級產業化�地產地消
法所認定的六級產業化事
業體(農林漁業者與二、三
級產業共同出資而成立之
合併事業體) 

僅對投資額當中，預估可回
收較多的事業公司給予出
資 

出資期間 配合農林漁業�食品產業之
事業週期，最長 15年 約 3 年~5 年 

出資者之
投入資金
方式 

並不存在擁有結合不同產
業部門的「六級產業化事
業」，投資實績的基金經營
者，而是當推動投資及支付
經費時所需的資金，給予支
付 

信賴基金營運者之投資實
績，於成立基金就將出資額
全數繳進基金 

資本性次
順位貸款 

機構對六級產業化事業貸
給資本性次順位貸款，實施
予出資資金作整體性的資
本性次順位貸款 

無 

回收出資
之想法 

重視確保地區就業機會、事
業發展的永續性 

以重視基金表現、開放股票
為重點 

※資本性次順位貸款的利率係依貸款對向業績作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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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退場機制 
農林漁業成長產業化基金(子基金)之退場機制，係考

慮「農林漁業者意願、事業體的永續發展」作為考量選項。
而且，到底以哪種方式為優先，以及屆時的價值計算方式，
都須在事前(投資契約書等)形成共識。 

表 12 農林漁業成長產業化基金退場機制 
拋售對象  
六級產業化 
事業體(買回自
己公司的股票) 

已退場時之六級產業化事業體的自有基金回收之。 
視退場時之現金流量情形等條件，透過來自金融機
構等的再融資資金(借新還舊)回收之。 

現有股東 如果不透過由自己公司買回股票，則以將股權讓給
現有股東方式回收之。 

第三者 
(含 IPO) 

如果不採自己公司買回股權或讓渡給現有股東，則
以讓渡給第三者方式回收之。 

(十二) 基金制度之諮商至出資為止之流程 
 

對子基金的直接諮詢 農林漁業者(或與夥伴企業之合作)為了構思事業發展 得向支援中心要求派遣六級產業化規劃人員 
由子基金審查由諮詢人員所擬定的事業計畫 

· 事業計畫(行銷計畫、設備購入計畫、原料採購計畫等) 
· 財務計畫(有時候須與金融機構打交道) 
· 實施體制 向機構內「成長產業化委員會」徵詢意見，再決定同意出資 (以綜合化事業計畫獲認可為條件) 以六級產業化事業體名義申請「六級產業化法�地產地消法之綜合化 事業計畫」之認可     ※如經由 A-FIVE 則向農林水產省提出 認可後，由子基金決定作出出資決定 

對機構之諮詢 由 A-FIVE 介紹子基金 



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 日本農林漁業六級化發展概要 

43 

(十三) 活用六級產業化中央支援中心 
活用六級產業化中央支援中心，建構廣域事業，促進

活用基金等各種制度。 
 
 
 
 
 
 
 
 
 
 
 

 
 

1. 諮詢內容 
(1) 將生產品作為何種產品才好… 
(2) 想研擬事業計畫… 
(3) 想活用各種支援制度… 
(4) 在找能進行廣域合作的事業者… 
(5) 想得到含出口在內的高度諮詢與支援… 

2. 支援 
(1) 能在國內外銷售商品及開發支援。 
(2) 對建構採購、加工至銷售價值鏈之支援。 

已採取六級產業化及今後將採 
六級產業化之農林漁業者、事業者 

 
 
 
 

六級產業化中心支援中心 
(A-FiVE 農林漁業成長產業化支援機構) 

六級產業規劃人員

(高度專業人才) 

區域支援機構 

展開共同合作

的支援活動 

支援 
申請支援

之諮詢 
申請支援

之諮詢 

派遣規劃

者、給予

專業支援 

地方

政府 

農 
林 
水 
產 
省 

圖 23 六級產業化中央支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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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研擬事業計畫之支援。 
(4) 對活用基金出資補助金之建言。 
註：規劃人員之活動費(謝禮、旅費、住宿費)乃依據
支援計畫，由中央的支援中心支付(業者免負擔) 

3. 目標 
(1) 減輕有意創業的事業者的負擔。 
(2) 創造出結合產地、超越區域、向全日本海內外的真正
六級產業化事業體。 

(3) 介紹基金、補助金等制度。 
(十四) 今後積極活用基金之因應作法 

為促進積極活用基金，將實施以下作法，改善基金運
用。 
1. 對於含植物工廠在內的合併事業體等所從事推動六級
產業化所需之農業生產，即成為 A-FIVE出資對象。 
(1) 對植物工廠
出資：為配
合加工流通
對策而建設
植物工廠時，
給予出資。 

(2) 對農業領域
之出資：對
為展開加工、
流通對策所
需要的農業
生產給予出
資。 

圖 24 植物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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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擁有加工、流通等訣竅，也有資本能力的參與農業之
企業，提示活用基金手冊，透過明確與農林漁業者之定
位，以促進成為出資案件。 
(1) 推動參與農業的企業來活用基金，包括： 

· 以參與農
業的集團
企業成為
伙 伴 企
業。 

· 以租賃方式
自行參與農
業，而成為
農 業 經 營
者。 

(2) 研擬指導方針：對擁有加工、流通等訣竅，且擁有資
本能力的參與農業之企業，提示指導方針，以促進成
為出資案件。 

3. 除提高子基金出資比率，活用「資本性次順位貸款」，
農林漁業者之工同出資等多樣化資金籌措，同時活用有
力人才，以展開活用基金。 
(1) 減輕農林漁業者之實質出資負擔(考慮到東日本大地
震之受災區)，包括： 
· (1)在一定
條件下，
提高子基
金出資比
率。 

圖 25 以參與農業的企業成為伙伴企業 
農林漁業者等之出資部分(集團企業) 夥伴企業之出資 部分(本體企業) 子基金之出資部分 

圖 26 以租賃方式自行參與農業 
夥伴企業之 出資部分 農林漁業者等之出資部分(本體企業) 子基金之出資部分 

圖 27 提高子基金出資比率 
夥伴企業之 出資部分 子基金之出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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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用「資本性次順位貸款」。 
· 縮小平均每人之出資負擔額。 

(2) 活用有力人才：A-FIVE 運營業務時，持續活用資金
及食品公司出身者。 

(3) 強化與子基金之合作：強化 A-FIVE 與子基金之溝
通。 

(十五) 子基金之設立情形 
至 2014 年 10 月 27 日，農林漁業成長產業化基金

共成立 50 個子基金，總額約 738.02 億日圓，其中農林
漁業成長產業化基金所佔股份約為 369.01億日圓。 

圖 30 A-FIVE 子基金成立情況 資料來源：農林水產省，2014 年 12 月 

圖 28 縮小平均每人之出資負擔額 子基金之出資部分(50%) 夥伴企業之 出資部分 
圖 29 活用「資本性次順位貸款 子基金之出資部分(33.3%) 

夥伴企業出資部分 A-FIVE 資本性 次順位貸款(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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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基金同意出資案件 
至 2014 年 11 月 6日，農林漁業成長產業化基金共

同意投資案件數計 36件，整體投資額約 24.26億日圓，
其中農林漁業成長產業化基金投資額約為 12.13 億日
圓。 

 

圖 31 A-FIVE 基金同意出資案件 資料來源：農林漁業成長産業化支援機構，2014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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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關東地區綜合化事業計畫認定之核定狀況 
一、    2014 年第 2次綜合化業務計畫核定案數 

日本在核定綜合化業務計畫，一年認定分為 3次進行認
定，第 1次於 5月份，第 2次於 10月份，第 3次於隔年 2
月份。由於日本年度起算是從 4 月份至隔年 3 月份，故有
跨年度認定之情況。 

(一) 地域別綜合化業務計畫核定案數 
2014年第2次關東地區綜合化業務計畫核定案數共

有 3 項，分別是東京都 1 項，長野縣 2 項，全都是與農
畜產物相關。 

 

表 13 關東地區綜合化事業計畫核定案數表 2014 年 12 月 5 日 
地域別 

綜合化  研究開發及
利用成果計
畫之核定數 

事業計畫
核定案數 

農畜產物
相關者 

林產物 
相關者 

漁產物 
相關者 

茨城縣      
栃木縣      
群馬縣      
琦玉縣      
千葉縣      
東京都 1 1    
神奈川縣      
山梨縣      
長野縣 2 2    
靜岡縣      
合計 3 3    

資料來源：關東農政局，2014 年 12 日 



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 日本農林漁業六級化發展概要 

49 

(二) 綜合化事業計畫事業內容之比率結構 
就事業計畫內容來看，2014年第 2次所核定之綜合

化事業計畫事業內容以加工事業為主，其中「加工」占
66.7%、「加工･直銷」占 33.3%。 

(三) 綜合化事業計畫對象之農林漁產品之比率結構 
就農林漁產品類別來看，蔬菜占 33.3%，果樹占

33.3%，其它 33.3%。 
 

 
 
二、    累計綜合化業務計畫核定案數 

依據農林水產省關東農政局統計資料，截至 2014 年 
12 月 5 日，關東地區已有 329 項綜合化業務計畫被核定
為符合六級產業化。所核定之 329 項綜合化業務計畫中，
以農畜產物相關者占絕大多數，高達 299 項，占總核定項
數約 90%，其次為漁產物相關者 16項，林產物相關者 14

表 14 關東事業計畫內容比率表 2014 年 12 月 5 日 
事業內容 比率(%) 
加工 66.7 
直銷 - 
出口 - 
餐廳 - 

加工･直銷 33.3 
加工･直銷･餐廳 - 
加工･直銷･出口 - 資料來源：關東農政局，2014 年 12 日 圖 32 關東農林漁產品類別比率圖 資料來源：關東農政局，2014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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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以及研究開發及利用成果計畫項數有 12項。另 329項
綜合化業務計畫中，有農林漁業成長産業化資金出資者計有
11項。 

(一) 地域別綜合化業務計畫核定案數 
關東地區綜合化業務計畫核定案數之前五大地域分

別是：長野縣 89項，茨城縣 48項、群馬縣 34項、栃木
縣 31 項及千葉縣 29 項，可見茨城縣在推動六級產業化
具相當成效。 

表 15 關東地區綜合化事業計畫核定案數表 2014 年 12 月 5 日 
地域別 

綜合化  研究開發及
利用成果計
畫之核定數 

事業計畫
核定案數 

農畜產物
相關者 

林產物 
相關者 

漁產物 
相關者 

茨城縣 48 (1) 43 (1) 3 2  
栃木縣 31 (1) 31 (1)   1 
群馬縣 34 32 2   
琦玉縣 18 (1) 17 (1) 1   
千葉縣 29 (4) 28 (4)  1 1 
東京都 8 (2) 6 (2)  2 7 
神奈川縣 26 18 2 6  
山梨縣 20 17 2 1  
長野縣 89 (2) 85 (2) 3 1 2 
靜岡縣 26 22 1 3 1 
合計 329 (11) 299 (11) 14 16 12 

資料來源：關東農政局，2014 年 12 日 
註：( )內數字係代表 A-FIVE 基金出資案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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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綜合化事業計畫事業內容之比率結構 
就事業計畫內容來

看，「加工･直銷」占整
體事業計畫比率高達
84.0%，其次為「加工･
直銷･餐廳」占 6.6%，
意即約 90%被認定符
合六級產業化的綜合化
事業計畫從事加工。接
著依序為「加工」6.6%、
「直銷」1.3%、「出口」
0.6%、「加工･直銷･出
口」0.3%。 

(三) 綜合化事業計畫對象之農林漁產品之比率結構 
就農林漁產品類

別 來 看 ， 蔬 菜 占
33.6% ， 果 樹 占
19.1%，兩者合計已
占所有核定綜合化事
業計畫的一半左右，
其餘分別為畜產物
10.7%、稻米10.5%，
豆類 5.2%、林產物
4.3%、漁產 3.9%、
麥類3.9%、麵3.0%、
茶 1.4% 、 其 它
3.9%。 

表 16 關東事業計畫內容比率表 2014 年 12 月 5 日 
事業內容 比率(%) 
加工 6.6 
直銷 1.3 
出口 0.6 
餐廳 - 

加工･直銷 84.0 
加工･直銷･餐廳 7.2 
加工･直銷･出口 0.3 資料來源：關東農政局，2014 年 12 日 

圖 33 關東農林漁產品類別比率圖 資料來源：關東農政局，2014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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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茨城縣六級產業化推動情形 
參訪團於12月 9

日上午拜會関東農政
局水戸地域中心，由
該中心中心長遠山 
和治先生、次長棟保 
英男先生、總括農政
業務管理官葛西  秀
司及農政業務管理官
吉田 茂負責接待，與
本團團員就茨城縣及水戶地區的農林漁業發展與六級產業推
動情形進行交流討論。 

參訪團並於12月 9日下午參訪 JA 直銷所茨城町店及12
月 10 日上午拜會株式会社 ファーマーズ・フォレスト，實
地了解日本 6級產業推動之成果與經驗。 

以下謹彙整拜會交流與實地參訪成果。 
壹、    茨城縣概況 

1280 年前《常陸國風土記》記載，茨城縣「土地遼闊、
土壤肥沃、海產物和山貨極為豐富，人們過著豐衣足食的生活，
宛如天堂之國」，描寫成一幅桃花之源的景色，自古以來人們
就過著富裕的生活。到了中世紀江戶時代，交通要地水戶由於
設置了德川藩，使得該地區成為地方政治、經濟及文化的中心。
德川幕府崩潰後，1871 年設置了茨城縣。之後，茨城縣以產
業和文化為基礎、持續發展農業、工業及科學技術等。 

一、    地理環境 

(一) 茨城縣位於日本列島中央，關東地區東北方，轄區距離首

圖34 本團與関東農政局水戸地域中心長遠
山 和治中心長等人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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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東京約 40 至 160 公里；東濱太平洋(海岸線約 190公
里)、北接福島縣、西接栃木
縣、南接千葉縣與埼玉縣。 

(二) 茨城縣總面積約 61 萬公頃，
在日本47個都道府縣中排名
第 24位；其中耕地面積約 17
萬公頃，位居全日本第 2位；
森林面積約 19萬公頃，為全
日本第 39位。 

(三) 在地形方面，茨城縣北部山脈眾多，八溝山、久慈山和多
賀山等山脈，自北向南綿延；中南部是遼闊的大平原，以
臺地和低地為主，占總面積的 68%，係由久慈川、那珂
川、小貝川、鬼怒川、利根川等多條河流，流經而形成的
廣闊平原；東南部擁有全日本第二大的湖泊─霞浦湖，僅
次於琵琶湖，擁有豐富的水資源，另外還有一個北浦湖。 

二、    氣候環境 
(一) 茨城縣為溫帶海洋性季風氣

候，平均氣溫約 13℃~14.5
℃，年降雨量約在 1,300 至
1,600毫米之間。由於氣候相
當溫和，適合許多動植物生長，
使得茨城縣擁有非常豐富的
地域資源，並成為首都圈主要
糧食的供應地區。 

(二) 茨城縣因其溫和的氣候條件，
使得該縣成為許多動植物生
長的南及北限，所謂的南限係指北方動植物最南能夠生長

圖 35 茨城縣地形圖 

圖 36 茨城縣氣溫圖 資料來源：http://www.pref. ibaraki.jp/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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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界限，北限即南方作物最北能夠生長的界限。 
1. 北限的動植物：柑橘、茶葉、落花生、蛤蜊等。 
2. 南限的動植物：鮭魚、玫瑰等。 

三、    行政區劃 
茨城縣共有 32市、10町、2村；縣廳的所在地為水戶

市。 
(一) 32 市：水戶市、日立市、土

浦市、古河市、石岡市、結城
市、龍崎市、下妻市、常總市、
常陸太田市、高萩市、北茨城
市、笠間市、取手市、牛久市、
築波市、常陸那珂市、鹿嶋市、
潮來市、守谷市、常陸大宮市、
那珂市、築西市、阪東市、稻
敷市、霞浦市、櫻川市、神棲
市、行方市、鉾田市、築波未
來市、小美玉市。 

(二) 10 町：茨城町、大洗町、城裡町、大子町、阿見町、河
內町、八千代町、五霞町、境町、利根町。 

(三) 2 村：東海村、美浦村。 
四、    人口概況 

2014 年底茨城縣總人口數為 291.9萬人，人口數在全
日本的都道府縣中排名第11位，佔日本總人口的比例2.3%；
人口密度爲 479 人/km2。縣廳所在地水戶市人口約 27.1萬
人，佔茨城縣總人口的比例 9.3%。 

圖 37 茨城縣行政區劃圖 資料來源：http://www.pref. ibaraki.jp/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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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交通運輸 
(一) JR 鐵路線為縣內重要大眾運輸系統。JR 常盤線連接東京

與茨城縣主要城市；JR水戶線從水戶市向西與 JR東北本
線相連。其他路線還包括穿越
北部山區的水郡線，貫通西部
的常綜線，以及沿著東海岸行
駛的大洗－鹿島線。 

(二) 茨城縣常盤高速公路與 JR 常
盤線鐵路平行，為縣內重要運
輸公路。另茨城縣也是北關東
高速公路、東關東高速公路的
交通樞紐。 

(三) 在港埠交通方面，常陸那珂港扮演通往亞洲、北美和歐洲
各國的進出港業務。在空中運輸方面，有水戶國際機場、
谷福機場及茨城機場。 

貳、    農林漁業發展概況 
茨城縣農業生產

額為全日本第二大，
僅次於北海道，縣內
農產品如：蓮藕、水
菜、青梗菜、白菜、
青椒、板栗、哈密瓜、
雞蛋、甘藷、稻米等
作物生產量全國數一
數二；當地畜牧業也
相當發達，所生產的

圖 38 茨城縣交通運輸圖 資料來源：http://baike.baidu. com/view/ 

圖 39 食之王國茨城縣之農產品 資料來源：關東農政局，2014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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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陸牛極具知名；在林業方面，以北部八溝山、久慈山和多賀
山等山脈為主要產地，生產許多杉木、柏木等木材；在漁業方
面，茨城縣東邊的太平洋為黑潮和親潮之交會處，魚類種類相
當豐富，沙丁魚、鯖魚等洄游性魚類相當豐富；在養殖業方面，
由於有全日本第二大的霞浦湖，蝦、蛤等養殖業相當風行。  

一、    

圖 40 城縣農林漁產品之主要產地 資料來源：關東農政局，2014 年 12 月 

[農畜產品]米、番茄、豬、雞蛋、肉牛、乳牛(生乳) 
[農畜產品] 萵苣、白菜、蔥、高麗菜、日本梨、黃瓜、西瓜、甜瓜、玉米、茶葉、蕎麥 

[農畜產品] 蓮藕、日本梨、草坪、蔥、黃瓜、花生、南瓜、西瓜、草莓、板栗、鬥雞 [漁產品] 蝦、鯉魚、西太公魚、淡水珍珠 

[畜產品] 蘋果、葡萄、蔥、菠菜、茄子、蕎麥、茶葉、仙客來(花)、鬥雞[漁產品] 沙丁魚、鯖魚、安康魚、魩仔魚、比目魚[農畜產品] 紅薯、韭菜、冬瓜、板栗、草莓、蔥、菠菜、黃瓜、茄子、日本梨、蕎麥 [漁產品] 蜆、蛤蜊、魩仔魚、比目魚 [農畜產品] 冬瓜，紅薯、青椒、草莓、水菜、牛蒡、菠菜、胡蘿蔔、鴨兒芹、香菜、蓮藕、小白菜、切枝 [漁產品] 沙丁魚、鯖魚、魩仔魚、比目魚、蛤蜊、鯉魚、西太公魚、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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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茨城縣農林漁業之產值 
(一) 農業産值約 4,281 億日圓，位居全日本第 2 位。其中，

稻米 1,008億日圓，占茨城縣農業總產值約 24％；蔬菜
1,626億日圓，占 38％；畜産 1,075億日圓，占 25％。 

(二) 林業産值約 53.9 億日圓，位居全日本第 25 位，主要以
生產木材為主，產值約 37.7 億日圓，占茨城縣林業總產
值約 70%。 

(三) 漁業産值約 149億日圓，位居全日本第 21位。 
(四) 茨城縣農產品在東京拍賣市場中，果菜類交易額從 2004

年開始 10年間都是全國第 1位，可說是供應首都圈糧食
的主要地方。 

圖 41 茨城縣農業產值 資料來源：關東農政局，2014 年 12 月 

圖 42 東京拍賣市場之果菜類交易金額(億日圓) 資料來源：關東農政局，2014 年 12 月 
02,0004,0006,000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茨城縣 非茨城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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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茨城縣農林漁業之產值 
區別 茨城縣 全日本 占全日本

比例(%)  (%)  (%) 
 農業產出額 4,281 億円 100.0 86,106 億円 100.0 5.0 

 

米 1,008 億円 23.5 20,351 億円 23.6 5.0 
麥類 3 億円 0.1 456 億円 0.5 0.7 
雜穀 3 億円 0.1 66 億円 0.1 4.5 
豆類 16 億円 0.4 673 億円 0.8 2.4 
芋類 210 億円 4.9 1,850 億円 2.1 11.4 
蔬菜 1,626 億円 38.0 21,896 億円 25.4 7.4 
水果 131 億円 3.1 7,471 億円 8.7 1.8 
草花 133 億円 3.1 3,453 億円 4.0 3.9 

工藝農作物 12 億円 0.3 1,962 億円 2.3 0.6 
其他作物 8 億円 0.2 815 億円 0.9 1.0 

 畜產 1,075 億円 25.1 26,531 億円 30.8 4.1 

 

肉牛 119 億円 2.8 5,197 億円 6.0 2.3 
 乳牛 175 億円 4.1 7,763 億円 9.0 2.3 
 生乳 158 億円 3.7 6,898 億円 8.0 2.3 

豬 359 億円 8.4 5,409 億円 6.3 6.6 

 
雞 419 億円 9.8 7,666 億円 8.9 5.5 
雞蛋 364 億円 8.5 4,309 億円 5.0 8.4 
肉雞 38 億円 0.9 2,8976 億円 3.3 1.3 

其他畜產物 3 億円 0.1 496 億円 0.6 0.6 
 加工農產品 55 億円 1.3 581 億円 0.7 9.5  
林業產出額 53.9 億円 - 3,887.3 億円 - 1.4 

 木材生產 37.7 億円 - 1,915.6 億円 - 2.0 
菌茸類栽培 16.2 億円 - 1,931.5 億円 - 0.8  

海面漁類生產額 16.2 億円 - 9,155 億円 - 1.6 
 



第四章 茨城縣六級化產業推動情形  
 

59 

三、    茨城縣主要農林漁產品之生產量 
(一) 農畜産物的生産量中，蓮藕(30,600頓)、水菜(16,100頓)、

小白菜(12,700 頓)、大白菜(237,400 頓)、青椒(35,200
頓)、板栗(4,910頓)、哈密瓜(30,900頓)及雞蛋(202,799
頓)等產量位居全日本第１位。 

(二) 林産物的生産量中，杏鮑菇(541 頓)、舞茸(236 頓)產量
位居全日本第 8 位；鴻喜菇(1,939頓)產量位居全日本第
10位。 

(三) 漁産物的生産量中，沙丁魚(49.2千頓)、鯖魚(68.6千頓)、
淡水真珠(73公斤)產量位居全日本第１位。西太公魚(240
頓)、香魚(343頓)，鯉魚(822頓)產量位居全日本第２位。 
表 18 茨城縣主要農林漁產品之生產量 

區
別 產物 茨城縣 全日本 占全日本

比例(%) 
全日本
順位 

農
畜
產
品 

蓮藕 30,600 噸 63,500 噸 48.2 1 
水菜 16,100 噸 41,800 噸 38.5 1 
小白菜 12,700 噸 47,000 噸 27.0 1 
大白菜 237,400 噸 906,400 噸 26.2 1 
青椒 35,200 噸 145,100 噸 24.3 1 
板栗 4,910 噸 21,000 噸 23.4 1 
哈密瓜 38,900 噸 168,700 噸 23.1 1 
雞蛋 202,799 噸 2,521,974 噸 8.0 1 
紅薯 180,500 噸 942,300 噸 19.2 2 
萵苣 87,200 噸 579,100 噸 15.1 2 
牛蒡 22,900 噸 157,600 噸 14.5 2 

切花、切枝 29,100 千枝 213,500 千枝 13.6 2 
花生 2,000 噸 16,200 噸 12.3 2 
日本梨 28,000 噸 267,200 噸 10.5 2 
韭菜 7,930 噸 63,900 噸 12.4 3 
鴨兒芹 1,780 噸 15,800 噸 11.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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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別 產物 茨城縣 全日本 占全日本

比例(%) 
全日本
順位 

蔥 48,300 噸 477,300 噸 10.1 3 
蠶豆 1,710 噸 18,000 噸 9.5 3 
茼蒿 2,490 噸 30,700 噸 8.1 3 
番茄 49,100 噸 748,300 噸 6.6 3 
蕎麥 2,150 噸 33,400 噸 6.4 3 
水稻 411,400 噸 8,603,000 噸 4.8 5 
豬 599,500 隻 9,537,000 隻 5.9 6  

林
產
品 

杏鮑菇 541 噸 38,163 噸 1.4 8 
舞茸 236 噸 43,251 噸 0.5 8 
鴻喜菇 1,939 噸 122,276 噸 1.6 10 

 木材 341 Km3 19,646 Km3 1.7 18 

 闊葉樹 40 Km3 2,400 Km3 1.7 14 
針葉樹 301 Km3 17,246 Km3 1.7 17  

漁
產
品 

 海面漁業 153.6 千噸 3,727.0 千噸 4.1 6 
 沙丁魚 49.2 千噸 234.7 千噸 21.0 1 
 鯖魚 68.6 千噸 388.5 千噸 17.7 1 
 比目鱼 0.7 千噸 7.7 千噸 9.1 3 
 內水、養殖業 3,201 噸 61.556 噸 5.2 6 
 漁
業 
西太公魚 240 噸 1,155 噸 20.8 2 

 香魚 343 噸 2,353 噸 14.6 2 
 養
殖 
淡水真珠 73 公斤 85 公斤 85.9 1 

 鯉魚 822 噸 3,019 噸 27.2 2 
 

四、    茨城縣農林漁業基本結構 
(一) 總農家數約 103,221戸，其中同時經營販賣的農家數(經

營耕地面積 30 公頃以上且農產品販售金額達 50 萬日圓
以上農家)約７0,884戸，位居全日本第 1位。 

(二) 耕地面積約 173,000 公頃，僅次於北海道，位居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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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位。但耕地利用率卻持續降低，從 1995 年 97.3%，
將低至2012年88.4%，耕地放棄地面積達21,120公頃。 

 
(三) 農業就業人口逐

年減少，年齡結
構高齡化，2012
年農業就業人口
約 113,287 人，
平均年齡約 65.7
歲；65歳以上農
民約 69,104 人，
占茨城縣所有農
民 61%。 

 

 
 
 

圖 43 茨城縣耕地利用率與耕地放棄地 資料來源：關東農政局，2014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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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茨城縣農業就業人數與年齡 資料來源：關東農政局，2014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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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茨城縣農林漁業基本結構 
區別 茨城縣 全日本 占全日本

比例(%) 
全日本
順位 

農
家
數 

 總農家數 103,221 戶 2,527,948 戶 4.1 2 

 販賣農家數 70,884 戶 1,631,206, 戶 4.3 1 
 主要農家數 14,860 戶 359,720 戶 4.1 5 

 集落營農數 155 集落 營農 14,717 集落 營農 1.1 29  

耕
地
面
積 

 耕地面積 173,000 公頃 4,537,000 公頃 3.8 2 
 田 99,500 公頃 2,465,000 公頃 1.0 - 
 旱田 73,500 公頃 2,072,000 公頃 3.5 - 
 
 
普通旱田 66,000 公頃 1,161,000 公頃 5.7 - 

 樹園地 7,040 公頃 299,500 公頃 2.4 - 
 牧草地 399 公頃 611,100 公頃 0.1 -  

  農業就業人口 113,287 人 2,605,736 人 - - 
 65歲以上 69,014 人 1,605,035 人 - - 65 歲以上農業人口比例 60.9 % 61.6 % - -  

 耕地放棄地面積 21,120 公頃 395,981 公頃 - -  

 

林業經營體 1,778 經營體 140,186 經營體 1.3 35 
林野面積 189,261 公頃 24,845,302 公頃 0.8 39 

 國有林 44,181 公頃 7,217,697 公頃 0.6 21 
民有林 154,080 公頃 17,627,335 公頃 0.8 40 
林野率 31.0 % 66.6 % - -  

 
海面漁業就業數 1,435 人 181,253 人 0.8 31 
海岸線長度 193 公里 35,306 公里 0.5 35 
漁港數 24 港 2,909 港 0.8 31  

 內水漁業經營體 417 經營體 5,503 經營體 7.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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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茨城縣六次產業化發展情況 
一、    農業生產關聯事業體增加 

2005 年至 2010 年間，茨城縣農產加工經營體增加
20.3%，對相對於全日本增加 42.9%，增加比例仍顯較低；
體驗農園增加 17.0%；觀光農園增加 7.9%；農家民宿增加
44.4%，高於全日本增加率 34.5%；農家餐廳增加 84.7%，
高於全日本增加率 51.1%。 

二、    縣內直銷所成為農產品銷售重要管道 
1994年至2012年間，縣內直銷所由135處增加至293

處，成為農產品銷售重要管道。但自 2007 年起，直銷所數
目並無再明顯增加，維持在 290 間數量，最主要原因是直
銷所係以銷售在地產品為主，但日本部分地區氣候條件不如
臺灣溫暖，致冬天時部分直銷所會缺乏產品可供銷售，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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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茨城縣與全日本農業生產關聯事業體演變 資料來源：關東農政局，2014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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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消費者購物需求，造成直銷所競爭力不足，也限制直銷
所的成長。 

表 20 茨城縣內直銷所數 
年度 1994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縣北 79 109 105 96 45 42 40 37 
縣央 - - - - 49 51 53 52 
鹿行 9 25 25 28 29 28 29 29 
縣南 33 78 102 104 103 103 100 108 
縣西 14 60 62 64 63 64 67 67 
合計 135 272 294 292 289 288 289 293 

 
三、    綜合化事業計畫核定情形及產品結構 
(一) 截至 2014 年 12 月 5 日，茨城縣綜合化事業計畫累計核

定 48 件，以農畜產物相關者占絕大多數，高達 43 項，
占總核定項數約 90%，其次為漁產物相關者 3 項，林產
物相關者 2項。另 48 化業務計畫中，有農林漁業成長産
業化資金出資者計有 1項。 

(二) 就核定之產品類別
來看，蔬菜占 37%，
稻米占 19%兩者合
計已超過所有核定
綜合化事業計畫件
數的一半以上，其
餘分別為果樹 11%，
麥類7%、豆類6%、
畜產物 6%、林產物
6%、漁產 3%、麵
3 %、茶 1%、其它

圖 46 茨城縣綜合化事業計畫類別比率圖 資料來源：關東農政局，2014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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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 目前茨城縣幾乎一半以上的市、町、村都參與六次產業化

計畫，其中以筑波市為最多，計有 6項綜合化事業計畫，
其次笠間市及鉾田市有 4項；另就區域來看，茨城縣可分
為以水戶及土浦為中心的兩個區域，以水戶為中心的區域
計有 21 項綜合化事業計畫，以土浦為中心的區域有 27
項計畫。 

圖 47 茨城縣綜合化事業計畫核定情形 資料來源：關東農政局，2014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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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綜合事業計畫案例 
在推廣六級產業化時，茨城縣政府係以當地特產為主，

協助當地特產如甘藷、米、麥等作物六級產業化，振興地域
經濟發展，相關案例如下： 

表 21 茨城縣綜合事業計畫案例 
簡介 商品 

事業體： 
 
特  色： 

ひたち野農業協同組合 
以當地新品種小麥及米
粉做成麵包及餅乾販賣 

 事業體： 
特  色： 

ナガタフーズ有限公司 
利用蘿蔔調製成不同沾
醬販售 

 事業體： 
 
特  色： 

農業生産法人 横田農
場 
以農場生產的米製成米
粉，作為觀光土產銷售 

事業體： 
特  色： 

入江 康弘 
使用傳統添加物，將蘿
蔔製成乾，再做成醃漬
物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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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商品 
事業體： 
特  色： 

鹿吉公司 
利用爐烘烤番薯，再冷
凍及真空包裝販售 

 事業體： 
特  色： 

大地公司 
利用農產生產的草莓及
番茄，製成冰淇淋、果
汁等商品販售 

事業體： 
 
特  色： 

農業生産法人 常澄農
作業支援中心 
以保持原狀作為特色，
販售甘藷加工品 

 事業體： 
 
特  色： 

農事組合法人 白鳥干

いも生産組合 
將甘藷加工成芋片、冰
淇淋販售 

事業體： 
 
特  色： 

アグリクリエイト有
限公司 
活用生產環境保全型
的農產物，如米、蜂蜜
等原料製成商品販
售，並主打蜜蜂故鄉的
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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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茨城縣六級產業輔導中心 
(一) 為了推廣六級產業化，除中央政府政策支持很重要外，地

方也必須相互配合。茨城縣於是成立農林振興公社，作為
六級產業化支援中心，並設置諮詢窗口提供支援。農林振
興公社經費來源是來自中央政府預算，由地方政府向中央
申請經費，專款專用。 

(二) 目前茨城縣農林振興公社共有 9位規劃者，提供專業的諮
詢服務。9規劃者係由各領域的專家、學者及專業顧問組
成，全由茨城縣農林振興公社招募組成，均為無給職職務。
當農民事業體有諮詢需要時，由規劃者提供諮詢服務，所
需日支費及旅費由農林振興公社支應，農民支付任何費
用。 

(三) 事業計畫要能夠成功，除業者要有意願經營外，更重要的
是政府要創造穩定的經營環境，不能光只是靠提供補助，
還需在資金面提供穩定的支援，經營面提供專業諮詢服務
等。 

 

圖 48 茨城縣茨城縣六級產業輔導中心—茨城縣農林振興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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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ポケットファームどきどき茨城町店 
一、    設立緣起 

ポケットファ
ームどきどき茨城
町店係由日本農業
協同組合 (JA)經營
的直銷所，20 年前
開始營業時，設定 1
年間營業額要達到
3,000億元目標，不
只是茨城町店，還
包含茨城縣農協所
有的店，但當於遇
到泡沫經濟，故營
業額一直走下坡。
當時由於認為泡沫
經濟會很慘，故茨
城縣農協也持續開
拓其他事業，以維
持營運。 

當時茨城縣農協主要選定 2 種業務，一是果菜業務，
與農民契作，再由茨城縣農協直接賣給需要的市場。另一個
是直銷所，直接由生產到販賣的消費市場，直接面對消費者。
所以，どきどき茨城町店直銷所在當時即有相當先進的構想。 

二、    經營理念 
どきどき茨城町店事業剛開始是從蔬菜、水果及畜產產

圖 50ポケットファームどきどき茨城町店 

圖 49本團與海老根 崇所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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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開始，但茨城縣農協的獸醫發現到，這附近養牛或是養豬
畜產農家，有一個不好習慣，就是當發現一頭牛快死的時候，
就拼命注射，讓其長大，以求賣個好價錢，此外，當時無論
是畜產農家，對其產品流到哪個市場都不清楚，若農家對自
己生產的東西銷售到什麼地方都不清楚的話，對消費者也不
會有所保障，爰當時獸醫就建議由茨城縣農協自己成立養豬
或養牛場，自行畜養，以確保品質，並直接經營獲取利潤。 

三、    經營模式 
(一) 直銷所有其好處，除自己可以控制成本，如利用無損於健

康的填充劑，壓低生產成本；另外就是提供攤位，讓農民
自行擺設販售。以生產波菜為例，市場上需要的是 20公
分的菠菜，但由於 20公分的菠菜口感並不是很好，需要
成長到 30 公分的菠菜才好吃，但 30 公分的菠菜並不被
消費者接受，於是，農協就藉由提供攤位，讓農戶可以販
售所生產30公分的菠菜，雖然賣的價格跟 20公分一樣，
但菠菜品質比較好，且由於沒有中間費用，農民收益相對
的不錯。 

(二) 直銷所販售的東西，如果販賣不完，全部成本均由農民自
己吸收，經統計
至どきどき茨城
町店販售產品的
農家有 100 人，
產品種類包括蔬
菜及蔬菜加工品
等。而來此販售
的農家，幾乎都
是老年人在從事

圖51 どきどき茨城町店外廣場供小農擺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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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務，40歲以下的後繼者約占 1/10，比率相當少。 
(三) 在直銷所收取費用部分，蔬菜收取 15%的營業額、加工

品收取 16%、冷藏品收取 18%，冷藏品之所以會收取比
較高的費用，主要原因是其相對其它類產品更需要電來保
存產品。此外，針對距離比較遠的農戶，考量農戶往返時
間較長，どきどき茨城町店有提供協助處理收攤之服務，
但會額外再收取一些費用。 

(四) どきどき茨城町店採多角化經營，除賣蔬菜外，還有花卉、
餐廳及麵包酵母等，由どきどき茨城町店於位處偏僻，地
利條件不好，故必須有東西可以吸引客人至此消費。一般
的直銷所主要是吸引客人來此買東西，但どきどき茨城町
店並不以吸引人家來此買東西作為主要吸引重點，因老遠
跑來此來買東西，在汽油費相當貴的前提下，就算產品再
便宜也不划算，爰どきどき茨城町店就以另一個角度來吸
引客人，即希望消費者來此的主要目的是為了享受遊玩的
樂趣，並且可以久留。因此，どきどき茨城町店就設置了
小孩子及老人都可以聊天及玩樂的地方，並開設親子教室
舉辦相關活動，以讓消費者在此處長久停留，獲利就越多。 

(五) 關於どきどき茨城町店內餐廳，剛開始時是經營烤肉店，
烤肉店是採外包經營，非自行經營。當時會委外經營烤肉
店，主要原因是茨城縣有知名的常陸牛，故利用牛來吸引
消費者。剛開始還有吸引力，到後來發現經營越來越困難。
後來思考轉型改以在地食材為主的蔬菜料理店，轉型至今
約有 13~14 年之久。餐廳內的廚師並非真正的廚師，而
是附近很會做蔬菜料理的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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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どきどき茨城町店還有一個農園，剛開始也是租給其他人
去耕種，透過租給其他人耕種的方式，讓承租人每天都要
來澆水澆花，藉以持續吸引客人。剛開始這模式相當吸引
大家興趣，但現在有興趣的人逐漸減少，故後來農園也由
茨城縣農協自己經營，目前農園已取得有機認證。 

(七) どきどき茨城町店也常舉辦親子活動，讓小孩子認識鄉土，
從小培養認同國產品之概念，提升國產農產品形象。相關
親子活動會利用周末舉辦，透過小孩子來引導大人來，如
此一來，除可省去廣告費支出，省下的費用也可用舉辦更
多活動。 

四、    經營概況 
(一) どきどき茨城町店面積約有 4公頃(包含停車場)，一年約

有 50萬消費人次數，營業額 10億日圓，其中餐廳收入 1
億元，蔬果、加工品成交金額較高約 5億日圓，其餘是畜
產收入，未來收益目標仍主要著重於畜產或餐廳方面。 

(二) 在純益部分，除人事費外，店內很大經費是用於設施維持
費用，致純益不高。どきどき茨城町店雖不是賺錢事業，
但農協還是要做，主要為了營造農協整體的形象。 

(三) 店內從業員工有 80人，員工每月領取薪資，一年人事費

圖 52 どきどき茨城町店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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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2 億日圓；從業員工工作時間可分 8 小時及 4 小時，
依據員工可配合的時間而定，目前員工以長期雇傭居多，
每周三放假，以前員工每天工作，但後依據勞基法，每周
都必須有休息時間，故一週工作 6日。營業額也從 12億
日圓降為 10億日圓。 

(四) 在經營持續方面，首要確保農產品不會減少，因為農家老
化問題嚴重，一旦農戶老化就不會耕種，產品就會跟著減
少，故どきどき茨城町店在經營上，以保持長遠品目不要
變化太大及避免產品被仿照為主，讓消費者可以購買到想
要的產品，並了解到產品是安全。 

(五) 在客源方面，來客數約有 30%是會員，70%非會員，非
會員大多是外地來。會員約有 60%是住在水戶市(水戶市
約有 27萬人)，10%是附近住戶，剛開始目標是所訂附近
15~25公里(約有 40萬人)範圍附近的客源，目前則將目
標擴展到 25公里範圍內的客源，涵蓋整個水戶市。 

五、    提問及回應 
(一) どきどき茨城町店純益不高，是否有吸引客源的創新作

法？由於どきどき茨城町店因地理偏遠，附近住戶不多，
要增人潮並不是很容易，除非茨城町店附近有很多住戶，
才有有辦法吸引大量人潮，若消費者住太遠則不太容易吸
引，除非產品有賣點。 

(二) 以茨城縣農協觀點，若要增加營業額及收益，與其在茨城
町店增加，倒不如選擇另一個地點─筑波牛九店，牛九店
附近人口多且持續增加中，在筑波設點，除營業收益高外，
其收益亦可彌補茨城町店的財務。直銷所要能夠經營，附
近一定要有消費人口，故在區位選擇上，以自行車可以到
的範圍為佳，最好是在住宅區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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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宅配部分方面，雖然市場上有宅配需求，但由於宅配須
有穩定的貨源，在無法確認供貨穩定性的前提下，現階段
並沒有執行。此外，直銷所是採現金交易，辦理宅配還需
專人收取現金，將導致人事成本增加。目前若有一整合公
司，能整合消費者訂貨需求的話，即消費者透過公司跟茨
城町店訂購，執行上就比較可行，因收錢的人事費用降低，
交易也更安全。 

(四) 對於是否要申請農林水產省之六級產業化計畫？由於目
前已農協經營模式已採六次產業方式經營式，且農協本身
有資金投入，故無申請 A-FIVE基金支援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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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株式会社ファーマーズ・フォレスト(Farmer Forest) 
Farmer Forest

公司安排參訪團參觀
該公司位於枥木縣之
六次產業發展案例─
「浪漫村」道之驛。
以下謹就參訪內容進
行摘要說明。 

一、    基本概要 
(一) 面積：46公頃 
(二) 主要經營項目 
1. 農夫市集 
2. 農產物直銷所 
3. 體驗農場 
4. 溫泉住宿設施 
5. 在地食材餐廳 
6. 森林步道 

二、    經營模式 
(一) Farmers Forest 公司於 1989 年創立，從經營「浪漫村」

道之驛（道之驛類似臺灣的休息站），連結在地農業與飲
食產業，以「造人、造物、造村」為目標，促進日本地方
產業跨業合作，希望以「在地」為出發點，透過食農教育
傳遞農業本質，結合觀光與流通產業建立地方品牌價值。 

(二) 「浪漫村」道之驛係由地方政府透過公開招標方式，委外
開發經營(類似我國促參之 ROT 模式)，但要求必須有一
定空間提供當地農民可以販售在地生產之農產品，並需協

圖 53ファーマーズ・フォレスト代表向本
團介紹道之驛之發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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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農民進行產品加工，以提高當地農民收益。 
三、    提問及回應 
(一) 為協助在地農業者，「浪漫村」道之驛設有農夫市集，但

一直處於虧損狀態，因此需要以直銷所、餐廳的收益來挹
注。此外，本公司持續協助農業者開發加工品，如啤酒、
水餃、調味料、冰淇淋、甜點等，以朝 6 次產業發展，增
加農戶所得，並營造在地品牌。 

(二) 為何農夫市集虧損，仍然要堅持經營下去，一則因為與地
方政府之契約規定；其次為農夫市集提供在地農業者可與
消費者面對面交流的場域，除可消除生產端至消費端之中
間成本，讓農業者利潤增加外，更重要的是讓農業者直接
聽到消費者的聲音與回饋。 

(三) 當初地方政府為吸引遊客曾花大筆經費興建溫室花園，初
期確有吸引遊客之效果，但 3 年後溫室花園的新鮮感大幅
下降，反而變成經營的負擔，曾嘗試委外營運，但廠商經
營一陣子後，也經營不下去，故地方政府目前暫交由本公
司代管，公司也在思考如何結合六次產業予以活化利用。 

(四) 以往農產品都是強調先生產再來賣，但時代已經發生變化，
應該是要生產顧客需要的商品，並且創造消費者購買商品
的動機。六級產業化不是大量生產工業商品，因為生產成
本較高，重點在於如何提高產品價格。能夠賣高單價的商
品吸引客戶，背後要建立商品故事，強調限量，並且有好
的包裝，讓消費者知道產品價值是超過價格。 

(五) 日本政府對 Farmers Forest 公司進行的六級產業化有何
協助？政府的目標跟產業界的看法與做法，還是有實際的
落差。像政府會提供補助款，但其實 Farmers Forest 公
司希望能夠在地方協調與溝通上多加強，而不是只提供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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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款來協助，這是公司對行政部門的期許。 
 

圖 54 道之驛園區圖 資料來源：http://www.romanticmura.com/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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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心得與建議 
花東地區產業發展以農林漁業及觀光產業為主，目前也都面臨到

人口老化、人口外移及農業生產所得低等課題，與日本現階段課題相
似，為能振興在地經濟，政府希望能促進花東地區產業升級、加值，
並朝六級產業化發展，讓當地所得能夠提高，進而吸引年輕人回流，
帶動當地發展。本次赴日本考察地域六級產業化推動政策及經驗，並
安排拜會與參訪相關單位，讓團員對其執行成效留下了深刻的印象，
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冀望藉由本次考察所得之經驗，提供
花東地區地域產業發展借鏡。謹將本次考察獲致心得與建議如下： 
一、    推動 6級產業發展首要關鍵在於農業者價值思維之轉變 
(一) 日本現階段推動的農林漁業村六級產業化，於一級產業

(農林漁業)上，再加入二級(製造加工業)、三級(銷售服務
業)，即在傳統農林漁業外，引進產品製造加工及銷售行
銷服務等經營思維，激發多元創意，將地方的卓越農業資
源予以整合活用。如此一來，傳統農林漁業所能觸及的市
場規模就會擴大，經由生產、加工、販售一體化提升附加
價值、增加就業，進而促進地區活化與再生。 

(二) 理論上，透過六級產業化發展，可減少生產端至消費端之
中間成本，讓更多生產收入可回饋至農業者身上，但農業
者要由專門從事農作物生產，到學習產品開發、加工技術
與經營管理，也相對地造成了轉型的困難，因此，必須透
過社區營造的方式，將具體的推動作法與效益，搭配國內
外實際案例，向在地農業者進行宣導說明，以取得大家的
了解與共識，進而認同與支持。如此六級產業化方能有效
推展。 

(三) 推動六級產業發展要建立三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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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購買的價值，創造特色商品。農業跟飲食有直接的關係，
如何建立只有這邊才有的飲食，這就是特色產品。 

2. 旅行的價值，創造觀光品牌，建立富有魅力的地方特色
及印象，讓遊客想再去的想法，如何再次產生。 

3. 居住的價值，建構生活型態，除了需要當地行政體系建
立方便居住的地方外，要讓遊客感受美食，接受當地人
的款待而感動。 

二、    政府應設定 6級產業的具體發展目標，並滾動式檢討推動作
法 

(一) 以日本政府為例，針對六級產業發展政策，訂定市場規模
由 2010年的約 1兆日圓，於 2015 年前達 3兆日圓，並
於 2020 年前擴大到 10兆日圓，以及農林漁業產品、食
品的出口額，由 2011 年 4,513億日圓，於 2020年前擴
大到 1兆日圓，並於 2020 年前創造 6 兆日圓規模的新
事業，30 萬個工作機會等明確目標。農林水產省及相關
機關再依據上述目標，擬定各項推動作法，並透過資源補
助、投融資協助以及技術輔導等措施達成目標。 

(二) 就日本政府推動六級產業政策過程，初期係以補助、技術
輔導及融資協助為主，但發現所選定之輔導對象，在政府
資源抽離後，大部分均未能朝六級產業方向持續發展，對
於所設定之目標達成將有困難。因此，目前調整以政府資
金搭配民間資金針對輔導對象進行投資之方式推動。 

(三) 我國目前推動之花東產業六級化發展方案，亦應設定具體
量化的績效目標，以利檢視各項推動作法與計畫是否有效
發揮投資效益，並適時檢討調整推動作法與資源投入方
式。 

三、    政府協助地方產業發展的重點應由補助+輔導，轉變為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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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的模式 
(一) 就日本發展經驗而言，過去也以農業補助及輔導為主，但

自 2011 年日本農林水產省發現，以補助方式推動，經常
在政府補助資源退場後，大部分的農民均未能朝六級產業
持續推動下去，因此在去年成立農林漁業產業成長化基金，
結合民間資金一起投資六級產業，並規定投資年限 15年，
共同投資金額不得超過50%，以讓在地農業者有主導權，
並可長期營運。 

(二) 花東地區農業發展係以小農為主，為改善生產所得，除擴
大生產面積，提升生產效能外(面臨人力問題)，近幾年也
開始朝產品加值開發，結合休閒體驗之六級化發展方向轉
型，但在轉型過程中，碰到的就是資金取得及不熟悉營運
管理的問題。我國有機農業之六級化發展亦可思考，政府
協助的重點由補助+輔導，轉變為投資+輔導的模式。 

四、    可評估由花東基金搭配民間出資成立六級產業發展基金，協
助花東六級產業發展 

(一) 2012 年 12 月日本政府及民間共同出資成立「農林漁業
成長產業化基金」 (the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ies Growth Fund)，總額 318億日圓(政府出資300
億日圓、民間出資 18億日圓)，目前已在日本各地區搭配
地方銀行成立了約 50 個子基金，大幅提升推動六級產業
發展的能量。而且透過基金出資不得超過 50%的限制，
讓農業者保有經營的主導權，且可獲得子基金專業投資團
隊的技術協助。 

(二) 我國傳統在協助地區農業發展方面，大都以補助及融資工
具為主，建議可參考日本六級產業發展經驗，先以花東地
區為試點，搭配目前政府所推動之產業六級化發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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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民間資金成立花東六級產業發展基金，針對所選定之
六級產業輔導對象，透過基金投資方式，協助在地農業者
加速轉型發展。 

五、    設置產業輔導中心，駐地輔導農民具備二、三級產業之專業
經營能力 

(一) 為推動六級產業發展，日本政府在中央及各地區設有農林
漁村六級產業化輔導中心(如茨城縣之農林振興公社)，並
依據在地產業發展特性與類型，結合各領域有實務經驗之
業師，組成專業輔導團隊，依據個案性質提供在地農業者
諮詢服務與技術指導，協助農民突顯及有效運用在地農特
產品之特色，並建立經營及行銷概念。 

(二) 花東地區農業者大多缺乏加工製造、販售行銷之專業經營
能力，為推動花東產業合作加值發展，可參考日本設立農
林漁村六級產業化輔導中心作法，整合在地產、學、研等
相關機構資源，設置專業輔導中心，以促進花東六級產業
系統性及制度性的發展。 

六、    建立地區特產展售通路及區域型加工設施，協助六級產業發
展 

(一) 茨城縣農特產品豐富多樣且深具當地特色，其透過農產直
銷所或農夫市集之設立，讓當地農產品能夠地產地銷，節
省外運交通成本，增加農民收入，並讓農業者可直接獲得
消費者的意見回饋，相關作法值得我們學習。反觀同為農
產豐富的花東地區，兩縣政府以觀光發展施政主軸，每年
數百萬旅次的觀光人口，若能透過實體或虛擬通路網絡的
建立，有效帶動旅客到當地採購農特產品，在農產加工種
類、口味、包裝、地域特色、銷售空間規畫、氛圍營造、
購買環境整理、人員的接待、商家的進駐等方面，將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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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特色產品銷售。 
(二) 日本政府為鼓勵所選定之六級產業發展對象進行產品加

工，對於其加工設施之購置有給予適當的補助，目前花東
小農要針對所生產之農作物進行加值，所遭遇的其中一項
關鍵問題就是欠缺適當的加工設施。為解決此問題，政府
可以思考設立區域型加工設施，一方面可改善目前小農們
所面臨沒有能力購置加工設施的問題，並可以政策引導重
點農作物(如有機、保健作物等)朝規模化發展。至於區域
型加工設施亦可採由政府及民間共同投資辦理之方式。 

七、    加強花東地區與日本之合作關係，開拓產品及旅遊市場 
(一) 開拓產品及旅遊市場方面，跨域合作是關鍵，除跨產業或

跨組織外，跨國家、空間及時間領域也是相當重要。舉例
來說，每個國家農產品都有其優勢，若將不同國家的農產
品包裝成為一個組合，如將日本和臺灣的農產品包裝成為
一個組合，一同對外行銷，這也是跨領域合作的作法。 

(二) 臺灣有很多地方都產水蜜桃，台中及桃園 2 地曾經為了爭
奪哪地的水蜜桃比較好吃而互相競爭，但若能將不同產地
的水蜜桃包裝成一盒，則會比個別販售更受歡迎，因水蜜
桃各有特色，且消費者一次就嘗到不同種類的水蜜桃，最
重要的是，他們從競爭變成合作。因此，藉由將不同品質、
特色的產品組合在一起，共同對行銷，有助於擴大整個消
費市場的市場。 

(三) 臺灣及日本距離很近，若透過加強花東地區與日本之合作，
將日本及臺灣不同時間、不同類型的產品包裝再一起，透
過跨時間、空間的整合及行銷，必有助於提升農產品的價
格與加值。 

八、    建立對環境友善的產業發展環境，並善用與保存重要自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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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特色 
(一) 地區特有的自然資源，往往是吸引遊客前往的重要因素，

欲兼顧產業發展及生態是不容易的，但卻也是地區永續發
展的重要課題。以日本知名的合掌村為例，當地居民為了
村落的發展，對於人、自然及文化保存與維護相當重視，
致獲得「世界文化遺產」的殊榮，進而吸引著更多遊客前
往，可見日本在發展社區或部落產業的同時，也強調生態
保護的保護，這值得花東地區發展之參考借鏡。 

(二) 花東地區之所以為國人喜愛的觀光地區，係在於豐富的自
然風貌及多元的人文特色，如太魯閣國家公園、東部海岸
國家風景區、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玉山國家公園與森林
區等生態景觀區等重要自然資源，以及原住民族文化特色，
未來花東發展及建設，應在這優勢上持續發展，不宜強調
過多人工設施或建築，應秉持環境優先特色導向之原則，
落實永續發展之目標。未來亦應善用花東重要自然及人文
特色，以創新手法加強國際行銷，如電影、電視劇、著書、
社群網路等，創造話題打響知名度，吸引遊客來訪，俾強
化花東地區產業發展。 

(三) 產業發展除建立對環境友善的發展環境外，亦需建立一個
對安全、便捷、舒適、可靠的運輸服務。日本交通四通八
達，透過地鐵、新幹線、JR 等可通往各重要景點，且還
會規劃城市的周遊巴士，以方便旅客搭乘及瀏覽景點。花
東地區當地交通相對於臺灣西部地區較不便捷，於發展產
業之際，更應建立便捷運的交通環境，如持續提升台鐵運
輸服務效能(如改善票務系統、推動差別訂價等)及臺 9線
可靠性及安全性，推動臺鐵與民間物流業者合作之創新複
合運輸模式，提供低碳便捷貨運服務，以及整合鐵路、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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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業者接駁車、電動(機)車、自行車、步行等多元運具，
建構以生活圈及地域產業發展為架構之綠色運輸網，亦為
花東地區產業政策重要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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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 1：A-FIVE 同意出資案件 
附錄 2：同意出資案件與子基金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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