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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著全球區域經濟整合趨勢

高漲，全球化現象也愈演

愈烈，產業所面對的競爭更為激

烈。另一方面，隨著網際網路科

技快速興起，消費意識持續高漲

且快速變換，促使產業必須提升

應變能力，加速轉型與升級，才

能應付新競爭態勢與新時代的消

費者需求。

素有「台灣六產教父」之

稱的中衛發展中心總經理蘇錦夥

指出，面對全球新經貿競爭格局

與新消費者型態，舊有產業分級

界線趨於模糊，1級的農林漁產

業、2級的製造加工產業，以及

3級的服務產業，出現跨領域融

合的趨勢。因此，1、2、3級產

業業者都必須跳脫既有框架，才

能滿足體驗經濟時代的需求，而

結合1、2、3級產業的「6級產業

化」策略，就是符合創新產品與

服務的重要手段，如此台灣產業

才能在各國經貿競爭排序重組的

過程中，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

融合1、2、3級產業元素 發揮加乘綜效

朝向6級產業發展 
台商起步走
因應全球經貿競爭加劇以及消費者意識高漲，近年來我國產業積極仿效日本「6級產業化」概念，致力

推動整合1級農林漁牧業、2級加工製造到3級通路銷售的6級產業。究竟，6級產業化是什麼？其對台灣

產業的升級轉型有何幫助，台商在6級產業化時，又應該採取什麼樣的策略？

◎撰文／劉麗惠 圖片提供／商業周刊、翁挺耀

將1級農業，加上2級製造業，融合3級行銷服務業，相互整合，發揮「1×2×3＝6」的產業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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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1、2、3級產業元素 發揮加乘綜效

朝向6級產業發展 
台商起步走

再次於全球產業鏈中扮演重要的

角色。

�以農業為基調��

全球發展6級產業

「6級產業」一詞源自於日

本。1990年代，日本東京大學

教授今村奈良臣根據其研究發

現，如果要讓農產品的最大價值

都回歸給農民，農民必須從1級

產業跨入2級的製造加工與3級的

銷售，成為「1＋2＋3＝6」的6

級產業，才能創造最大的農產品

附加價值，把利益留在農地。之

後，今村奈良臣認為6級產業主

要架構在農業基礎之上，如果沒

有1級就沒有2級，因此將「1＋2

＋3＝6」改為「1×2×3＝6」的

6級產業。

簡而言之，在日本的6級產

業，是在一級農業之上融入製

造加工、銷售通路的創新營運理

念，而這也成為近年來日本政府

振興農業的重要方向。2010年3

月日本政府推出「糧食‧農業‧

農村基本計畫」，目標就是推動

日本農產業的6級化，而之後實

施的「6級產業化法」，目標就

是活用地區資源，將日本農林漁

牧業結合二級與三級產業，朝向

兼具「生產、加工、販售」的6

級產業發展。台灣經濟研究院生

物科技研究中心指出，日本「6

級產業化法規」具體政策支援包

括：協助農產地建置直接販售設

施、擴增對農民的無息貸款並延

長償還期限，以及強化農林漁牧

業生產、銷售的研究開發等。

事實上，不僅日本，包括

歐美與韓國也都積極藉由推動6

級產業化，提升產業競爭力。德

國早在2001年9月10日提出「區

域活化，創造鄉村未來」計畫

（Regionen Aktiv），推動建立

消費者利益導向的產銷機制、友

善自然與環境的農場經營方式等

策略，協助農民共同組成合作

社、加工廠與運銷中心，以提高

農產品附加價值、提升產業產

值，進而創造鄉村地區就業機會

及收入。在政策全力推動之後，

德國大幅度活化其農業以及提升

農產品競爭力，例如，德國有機

乳製品公司Andechser透過收購數

百家酪農的新鮮牛奶，將之製作

成各種乳製品，成功站上歐洲有

機乳製品龍頭廠商。

再看韓國。2006年韓國農業

部農村振興廳即積極協助農家進

行加工製造與商品開發等創新研

發，協助農家進行小規模創業；

另外，由韓國忠南漁業6級產業

發展研究院設置的「忠南農漁業

6級產業發展中心」，也透過推

動農家6級產業化，提升地區農

業的發展。例如，韓國京畿道利

川市的「桔梗農園」，藉由建置

製造加工廠延伸到連結2級產業

元素，之後再導入電子商務直接

銷售商品給消費者，納入3級產

業元素，創造高產值贏得商機。

�台灣6級化策略�

強調各級產業融合創新

當世界各國都在推動農業的

6級產業化時，台灣也掀起一股6

級產業浪潮，不同於其他國家的

6級產業化是以發展農產業為重

點出發，由於台灣產業向來以製

造業為重心，因此6級產業化概

念進入台灣之後，因應台灣產業

日本的6級產業是指在1級農業上，融入2、3級的製造加工與銷售通路等創新營運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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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型態而產生質變。

「6級產業化概念不只對提

升台灣農業競爭力有幫助，台灣

2級工業與3級服務業，也都可以

透過6級產業化策略思維，為消

費者帶來更多令人感動的創新服

務，進而創造企業的新價值。」

蘇錦夥指出，在體驗經濟時代來

臨的今天，各種行業的特色優勢

可以被移植借用，發展所謂的6

級產業，簡單來說，融合1級產

業的土地與環境生態保育、2級

產業的製造生產效率、3級產業

的文化美學創意等，都可以稱為

6級產業化。

蘇錦夥進一步強調，更廣

義來說，6產經濟就是以「體驗

經濟」為心法，以文化、美學與

創意為手法，融入在地人、文、

地、產、景等元素的1、2、3級

產業進行再造工程，這個策略不

僅花蓮立川漁場、芝林觀賞魚等

1級產業適用之，2級產業如食品

加工製造甚或自行車製造，以及

3級產業的零售餐飲業者，都可

以透過6級化思維，為消費者創

造更高附加價值的產品與服務，

並從單純的產品提供者走向為消

費者創造生命樂趣的演繹者，建

立企業在消費者心目中獨一無二

的品牌形象，逐步勝出市場。

由於推動6級產業化策略可

強化我1、2、3級產業競爭力，

以及帶動我國產業升級轉型，因

此近年來我國政府各單位皆積極

推動相關政策。國家發展委員會

主任委員管中閔指出，近年來政

府積極整合農委會、經濟部等相

關部會資源，對我國1、2、3級

產業的合作加值，強化在地產業

6級化的發展，希望可以藉此帶

動新一波產業振興能量，並且讓

經濟發展的果實充分在地分享。

以花東為例，我國政府有鑑於花

東地區蘊藏豐富的天然資源與

原住民文化，有利於發展6級產

業，因此於2013年底著手推動

「花東產業6級化發展方案」，

希望充分運用花東1級產業的

既有優勢，融入2、3級產業的

資源，強化花東產業6級化的發

展，提振花東產業發展能量。

�4大關鍵��

台灣邁向6級產業化

由於推動6級產業化所涵蓋

的層面廣泛，因此除藉由政策

加碼推動之外，台灣要成功推動

6級產業化，還必須具備其他條

件。綜合產官學研各界的看法，

可以歸納出台灣產業成功邁向6

級產業化的4大關鍵策略。

 關鍵1》跨業整合是必要工程

由於6級產業必須融合1、

2、3級產業的特色元素，因此跨

產業整合是必要手段，國立屏東

科技大學研究發展處研發長苗志

銘指出，根據屏東科技大學創新

育成中心輔導在地企業的經驗來

看，台灣不管是農業或加工製造

業者，多屬於中小型企業，資源

較少，因此要朝向6級化發展有

其困難，建議企業應該尋求與在

地產官學研的資源，找到跨產業

合作對象。

蘇錦夥根據其對台灣6級產

業化發展的長年觀察指出，企業

規模大者通常採取集團化方式，

同時跨足1、2、3級產業，至於

規模較小者則採取產業群聚策

略，達到整合1、2、3級產業元

位於花蓮壽豐的立川漁場，透過體驗經濟的心法，開創出新經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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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目的。《跟著董事長遊台

灣》作者戴勝通也以農業6產化

為例強調，整合是成功發展6級

產業化的重要工作，包括民宿、

餐飲等都要被整合到服務之中。

例如，花東產業發展6級化

時，也高度著重在地產官學研資

源的整合。國發會指出，透過整

合跨產業資源，才能有利推動合

作事業，將花東旅遊、住宿、產

地餐桌及在地亮點農產品串連在

一起，發展出一體化服務。

�關鍵2》掌握市場需求為核心

整合之外，掌握消費者需求

則是另一關鍵要素。日本Farmers 

Forest公司社長松本謙以生鮮食

品為例指出，生產者必須掌握住

消費者心理，然後進行產品設計

與包裝，提高消費者購買的慾

望，才能贏得市場青睞。

如果是3級服務業者往前跨

足至1、2級產業，同樣須強調掌

握市場需求的重要性。徐重仁指

出，超商從賣麵包走向做麵包，

或是從販售牛奶走到經營農場，

在營運策略改變的過程，通路商

都必須掌握客戶在哪裡，要有多

少客戶群才能支撐改變之後的營

運，以及客戶從哪裡來等消費者

趨勢。

�關鍵3》以在地化特色創造唯一

不管是跨產業整合或是掌握

消費者需求，企業都要朝向創造

獨特且唯一產品或服務的方向邁

進。蘇錦夥強調，企業推動6級

產業化的過程，必須採取在地化

策略，融合地區的人、文、地、

產、景等特色，創造自我價值主

張與生活態度，凸顯自己與他人

的差異性，如此才能形成軟實

力，獲得市場廣泛群眾的青睞。

松本謙也強調，一個地區打

造6級產業，絕對不僅是要銷售

產品，更是為了活化地方周邊產

業，因此必須創造特色商品以形

塑被消費者認同的價值；其次，

要以極富魅力的地方特色、印象

與故事，創造觀光旅行的價值，

讓客戶會想要一再前往；最後，

如果可以建構美好生活型態的價

值，讓旅客為在地生活有所感

動，可以因此延伸更多的後續商

機與可能性。

�關鍵4》善用科技 並且創造感動

當 然 ， 在 6 級 產 業 化 過 程

中，很多人會想到應善用科技工

具，加速6級產業化的發展；對

此，蘇錦夥認為，科技是便利生

活很重要的工具，但是卻也可能

降低消費者與土地的連結、減少

一份鄉親土親的感動，因此建議

企業在使用科技工具時，必須慎

選之。例如，芝林觀賞魚透過建

立生產與維生系統，達到大量生

產模式；或者，企業利用電子商

務實現直接銷售，都是很好的作

法。不過，在休閒觀光農場中，

應該由人提供導覽服務或是使用

科技輔助導覽，由於科技導覽可

能降低體驗行銷的感動性，可能

就要稍做評估與考量。

綜觀來看，6級產業已經是

台商更貼近消費者、以及我國

各產業轉型升級的關鍵策略，

因此，包括1、2、3級在內的產

業，都應該對於如何朝6級產業

之路邁進，有更深入的了解，然

後學著從在地化體驗經濟出發，

為消費者創造獨一無二的產品與

服務，進而迎向全球市場，贏得

更大的商機。■

芝林企業雖然為1級產業，但透過科技技術的結合，成功找到其市場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