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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台灣經濟體系逐漸走向國際化，市場與產業都向外開放，市場競爭也愈來愈激烈，如

何保有市場競爭力，考驗著每位領導人的智慧。隨著市場環境不斷改變，再加上政府策略的開放，

對台灣產業結構帶來莫大的改變與影響。以農業來說，台灣開放兩岸小三通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對台灣農產品造成很大的衝擊，原因在於關稅降低與進口農產品進入市場，加上台灣農產

品成本高於進口農產品，導致農民轉向精緻農業與觀光農業。 

 

    從過去幾年的數據來看，網際網路使用率不斷逐年增加，這證明了網際網路慢慢的結合於人

們生活上，網際網路不僅只用來上網找資料、玩遊戲而已，它也帶來一個廣大市場與商機，這廣

大虛擬市場也對傳統實體市場產生莫大的威脅。原因在於傳統實體市場受到時間與地點的限制，

而虛擬市場不受時間與地點限制，加上成本低、速度快，使得虛擬市場成為一個新興交易市場。 

 

    由於網際網路逐漸興起與產業結構的轉型，此時電子商務已敲敲進入市場。電子商務的出現，

不只帶來表面上改變，更開闢一個新興市場，讓市場走向國際化。本研究希望藉由電子商務的興

起，加上網際網路日漸普及，發展一套農民、消費者與管理者三者能上線使用的平台，此平台不

只是一個買賣平台，而是能提供消費者農產品相關資訊，如今年總生產數量、價格變動狀況、商

家評價、買家評價、歷年產量和歷年價格等資訊。藉由這些資訊提供消費者與農民了解目前農產

品市場的狀況，讓消費者在購買農產品時，能做一正確決策。另外，此平台也提供一個買賣平台，

讓消費者能線上購買農產品，而且農民也可藉此平台來販賣農產品。此外，為了保障消費者在此

平台購買農產品的品質，每一個農民都會通過相關單位檢驗，而提出產銷履歷，讓消費者能清楚

了解此產品的生產過程與施肥紀錄，讓消費者購買此平台產品能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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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由於現代科技不斷的進步，加上

人們的教育水準也逐漸提高，導致人們對

生活品質上的需求增加。另外，也影響了

人們的生活型態跟著時代在改變，網際網

路提供了一個低成本、快速且無時間和空

間的限制條件，使得網際網路成為目前人

們不可或缺的新興行銷通路，也就因為這

樣，許多業者開始重視電子商務裡的虛擬

市場，藉由虛擬市場來販賣商品。此外，

在傳統實體市場的交易環境受到時間與空

間的限制；而虛擬市場的交易環境基礎架

構在於網際網路上，沒有受到時間與空間

方面上的限制，使業者在經營方面可以有

所伸縮變動，不過在傳統實體市場與虛擬

市場上仍然存在著極大的差異化，所以網

路行銷未來是否能夠普及，這個問題仍有

待觀察。 

 

    第一級產業是每個國家重要的經

濟脈搏與經濟基礎。就近年來的台灣來

說，民國 90 年一月正式開放離島地區與中

國大陸的廈門地區進行小三通，而且也在

同年的十一月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政府單位為了要避免小三通與

WTO 對台灣農產品所帶來的衝擊，積極的

推動一些預防措施與配套措施，來降低對

台灣農產品的傷害，而其中一項措施就是

成立一個與農產品有關的資訊平台。 

 

    農業受到地形、氣候、位置和市

場影響，往往導致農產品的價格變動，尤

其是天災過後，價格變動最為明顯。而且

農產品常常出現產量過剩或過少的現象，

通常都沒有辦法達到一個平衡點，本研究

是希望建立一個農業產品行銷與產量平衡

的交易平台，一方面利用此平台幫助農民

在網際網路上販賣自己的農產品，而另外

一方面，消費者可以藉由此平台的農產品

資訊來了解某樣產品目前的價格和產量多

寡，在加上產銷履歷來驗證此農產品，讓

消費者在購買此產品不易吃虧，且又安心。 

 

一. 研究動機 

 

    台灣位於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

板塊的碰撞地區，因受擠壓而形成的一個

島嶼，形成山地廣大，平原狹小的地理景

觀，加上氣候屬於熱帶季風與副熱帶季風

(華南型)，氣溫也較於溫暖適合二到三獲的

農業發展。台灣農業生產都屬於小規模農

業生產型態(陳建斌＆陳約宏 2000)，由於

生產成本高，加上生產者到消費者之間的

產品通路長，所以常造成生產者的利潤被

中間商給剝削。民國 90 年元月與十一月開

放離島地區和大陸廈門的兩岸小三通與加

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造成農產品關稅降

低，導致了各種補助農民的措施也遭到取

消，此事件嚴重的打擊到台灣農產品發

展。近年來的氣候變遷愈來愈大，產生無

數的天然災害(如颱風、豪雨、乾旱和寒

害)，造成農民損失慘重，而且也導致造成

市場農產品價格不斷往上攀升，消費者不

願購買。 

 

    由於近年來資訊科技發展過於快

速，網際網路也快速結合在人們的生活

上，造成人們對網際網路需求量愈來愈

大。網際網路提供一個低成本、快速且無

時間和空間上的限制條件，使得網際網路

成為目前人們不可或缺的新興行銷通路，

也就因為網際網路提供一個這麼方便的空

間，本研究是希望藉由網際網路來建立一

個與農產品行銷、產量平衡的平台，一方

面可藉這平台提供農產品當季的產量多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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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價格變動，讓有在購買農產品的消費者

能夠了解此資訊，而另一方面，利用此平

台讓農民擺放自己的農產品資訊，且每樣

農產品都經過產銷履歷的驗證，提供給有

興趣線上購買的消費者參考，此平台的建

立不只幫助農民，且也能保護消費者。 

 

二. 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生產者與消費者兩者觀

點來探討，此平台對這兩者造成何種改變?

此平台的建立對消費者在購買農產品有什

麼影響，對農民又帶來什麼幫助與方便，

或是消費者在此平台上得到農產品資訊是

否會影響購買意願。此平台的發展，不只

是單純開發一個交易平台，而是希望藉由

此平台來提供產品的價格、產量和價格變

動資訊，讓消費者能夠清楚了解此農產品

的相關資訊，幫助消費者購買農產品時，

能清楚判斷做決定，此平台也提供線上購

買農產品服務，讓消費者能在線上訂購農

產品。此外，農民也能藉由此平台來推廣

自己的農產品，開闢農民另一個交易市場。 

 

貳、系統功能簡介 

 

    我們將農產品銷售從傳統透過中

盤商、農會等銷售方式，改變成透過網路

平台來進行，經由此方式，農民不僅省略

了中盤商與農會等中間手續，可以直接與

消費者接觸，節省了傳統行銷上，買賣雙

方所需花費的交易成本與搜尋成本且少了

中間的手續農民可直接與消費者議價賺取

更多的利潤；消費者透過此平台可得知最

近的農產品資訊與價格變動，且也可透過

平台來直接與農民進行購買農產品，少去

了還需要跑去市場、量販店購買的時間，

讓消費者更為方便、快速的購買到產品；

而經由此平台的方式，買賣雙方不具有時

間、空間之限制，隨時都可透過平台獲取

資訊與進行交易，不僅讓農民銷售方便、

賺取更多利潤，也讓消費者在購買流程上

更為方便、快速找到所需的產品。 

1. 會員管理系統： 

    此系統提供給訪客來註冊使

用本網站及讓會員進行登入之地方，

以便進行此網站的一些進階功能與交

易功能。 

2. 土地管理系統： 

    此系統提供農民將自己所擁

有的土地資料給登入進去，讓消費者

清楚了解到農民所種植的土地與擁有

多少筆土地。 

3. 農產品類別管理系統： 

    此系統提供農民、消費者與

訪客了解農民種植那些農產品類別與

該類別農產品之當年總生產量，讓農

民、消費者與訪客能了解此平台所販

賣農產品類別與此類別的總產量。 

4. 農產品履歷管理系統： 

    此系統提供農民新增自己的

農產履歷，將農產品的生產、處理等

過程記錄下來，讓消費者能夠更了解

農民的農產品生產過程與處理過程。 

5. 農產品交易系統： 

A.訂購管理： 

訪客與消費者可到此系統來瀏

覽農民所上架販賣的農產品，找尋

自己所需的農產品來進行訂購。 

B.上架管理： 

農民透過此系統來上架想販賣

的農產品，將自己所生產的農產品

上架給訪客與消費者進行瀏覽。 

C.交易評價： 

農民與消費者進行交易之後，

可對彼此進行評價，可作為下次交

易的參考依據。 

6. 農產品資訊系統： 

A.農產品價格資訊： 

提供歷年農產品的平均價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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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客、消費者與農民，作為購買與

種植時的參考資訊。 

B.農產品產量資訊： 

提供歷年農產品的當季產量數

據，作為判斷農產品之價格走向，

提供給訪客、消費者與農民的參考

依據。 

7. 討論區： 

    此區供訪客、農民與消費者

自由的新增話題、自由發問與分享一

些自己的經驗，以互相討論之方式讓

大家更了解農產品的一些資訊。 

8. 公告區： 

    此區為平台管理者發佈訊息

的地方，可供訪客、消費者與農民了

解最近平台的訊息。 

 

參、系統特色 

 

    本研究「電子商務時代之產銷履

歷與農產行銷 – 虛擬農產品市場平台之

建置」之特色有三個部分：(1)農產品履歷

系統 (2)農產品交易系統 (3)農產品資訊系

統。 

 

    首先，農產品履歷系統是由農民

於產品上架前，先將農產品履歷填寫完成

送出之後，系統才會讓此農民之產品上架

販賣。此功能主要是提供農產品履歷之資

訊給消費者與訪客，提供他們在購買農產

品前的參考資訊。 

 

    次要，農產交易系統是由訂購管

理系統、上架管理系統與交易評價系統三

個次功能所組成。訂購管理系統主要是提

供給有意購買此平台農產品的消費者。上

架管理系統是提供農民到此平台上架農產

品，並藉此平台販賣農產品。交易評價系

統則是提供給買賣雙方在交易完成之後，

雙方填寫對此次交易的印象如何，並作為

下次交易之參考依據。此功能主要是提供

另一個市場讓農民販賣農產品，農民也能

藉此平台直接與消費者進行交易，而不會

與過去傳統行銷模式一樣，受到中間商的

層層剝削，造成農民的利潤減少。 

 

    最後，農產品資訊系統是提供給

有意購買農產品的消費者與訪客購買前，

能藉此系統功能了解農產品的總產量與價

格、歷年總產量和歷年價格。重要的是，

消費者能利用此功能來推測現今農產品之

價格，如：當知道農產品總產量多少時，

可藉此系統所提供歷年總產量與價格來推

測現在農產品大約多少價錢。一方面，提

供此農產品資訊供消費者與訪客購買前或

農民種植農產品前參考使用。另外一方

面，降低消費者與訪客在購買農產品時，

被不懷好意的販賣者欺騙。 

 

    藉由上述內容中之三個系統特

色，強調本研究之重點與方向。本研究希

望藉此平台之建置，提供一些農產品資訊

給消費者與訪客，讓他們在購買農產品前

能作為參考數據。如消費者想在此平台購

買農產品，此平台也提供訂購管理系統讓

消費者進行購買。另外，為了保障消費者

能購買到安心且品質優良之農產品，農民

將農產品上架前必須填寫產銷履歷，供消

費者在購買此平台之農產時，能安心與農

民進行交易。 

 

肆、系統開發工具與技術 

 

    本研究所使用之開發工具與技術

有下列五種： 

1.JSP 

2.Tomcat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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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4.FrontPage 

5.Dreamweaver 

 

伍、研究結論 

 

    根據本研究發現此平台能解決農

產品行銷與產量平衡之問題，並且達成一

個平衡點。而從這平台之中，我們可以幫

助農民有一個固定銷售之管道，不必在經

由中間商與消費者來進行交易這個過程，

消費者也能擁有一個固定且安全的管道來

購買農產品與獲取更多農產品資訊，農民

之間也可以交換彼此的經驗，促進農民與

農民之間的感情。 

 

    此平台之發展，不只有單純架設

一個交易平台，而是希望能藉這平台來提

供農產品之產量與價格變動資訊，農民也

能藉此平台來推廣自家農產品，且每樣農

產品都經過產銷履歷之認證，讓消費者能

清楚了解目前農產品的相關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