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虛實整合在六級產業上之應用 
以幸福果食為例 

研究動機 

一直以來農產品大多藉由實體通路進行銷售，時有耳聞農民被層層的中間商剝

削。為了減少此現象以及農產品銷售管道的困境，虛擬通路為近年來農民寄予厚望

之銷售管道。 

實體通路與虛擬通路各有其優劣勢，因而有虛實整合的新形態電子商務模式產

生，希望藉由六級產業之概念以及線上與線下之整合來提升農產品的附加價值，並

直接將農產品介紹給消費者，以讓農民與消費者之間有更多直接的互動，進而增加

農民收益。 

結論 

總結此個案除可供想進入此一市場之農產品經營者新商業模式參考外，尚有以下三點

可供學習。 

 輕資產的社會企業 

幸福果食以少量的固定資產，透過品牌和服務獲取更多支持活動的人力與利潤，結合

社會之力量來推動專案，舉辦了一系列的活動，扭轉人們對農村與土地的刻板印象，不是

要都市人去憐憫農村，而是要跟農村一起協同作戰，進而發展出可永續經營並自給自足的

產業。 

 去中間商 

幸福果食透過活動之進行，直接將合作農民之農產品介紹給消費者，消費者回購時無

須透過幸福果食之平台而是直接向農民購買該項產品，藉以提高農民之收益。 

 農業串聯 

幸福果食藉由活動吸引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加入該組織之運作，並將農民所提供之農產

品介紹給活動參與者，此舉有助於農民品牌之建立。而農民則可透過參與活動或成為活動

之工作人員，認識不同農產之農民，日後若有相關之推廣活動，則可以團體型式參與，以

收農業串聯之綜效。 

個案介紹 

本組以場域研究的方式，針對「幸福果食」作為研究標的，

整理出上圖。 

幸福果食以六級產業的型式整合各級農業之資源，透過虛

實整合的方式，建立自我品牌與推廣農產品，創造農村與土地

的新價值，來翻轉農業傳統的獲利模式。 

六級產業 

「六級產業化」措施之目的，在於引進農產品加工（二級產業）

及行銷服務（三級產業）層面的經營思維，發揮相乘綜效、激發多元

創意，將地方的卓越農業資源予以整合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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