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國各級農會第 2次聘任職員統一考試試題 

科目： 供運銷業務實務 類別： 七職等晉升六職等 

作答注意事項： 

1、 全部答案請寫在答案卷內，如寫在試題紙上，則不予計分。 

2、 請以黑色或藍色鋼筆或原子筆書寫，並以橫式書寫（由左至右，由上而下）。

一、簡答題(每題十分，共四十分) 

(一) 農產品直銷的好處為何?請列舉至少 3 項。 

(二) 農產品自生產者送至消費者需辦理的各項工作稱為運銷職能，請問運

銷職能包括那些項目? 

(三) 大家常說農民所得價格與零售價格比較差異很大，這主要受到農產品

的易腐性、運銷通路細長、運銷規模小及市場競爭環境因素的影響，

請問如何能節減運銷費用? 

(四) 農產品經常會有盛產現象，請問如何有效行銷農產品? 

 

二、申論題(每題二十分，共六十分) 

(一)今年米蘭世博設置的未來超市引起全世界矚目，主要理念是要讓食物自

己說話，不怕食物來路不明，一抬頭就看見產地及栽種方式，與政府

推動有機、產銷履歷、吉園圃及台灣農產品生產追溯制度理念相同，

請問台灣農產品生產追溯制度推動目的為何?對於生產者、消費者及通

路業者各有甚麼好處? 

(二)嚴長壽說挫折永遠都有，你要跳出來看世界，不改變就成就別人，老婆

不改變就成就小三，老公不改變就成就小王，而賣場不改變就成就了

淘寶網，您認為農會超市如何改變才能幫助農民並提高營業績效?請從

目前問題、創新經營策略說明。 

(三)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是不可避

免的趨勢，國內農產品將面臨進口農產品的競爭，地產地消是強化國

人對農產品支持的重要方法，請問農會該如何輔導在地農民與餐廳、

學校、企業或旅遊景點等連結，拓展銷售通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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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各級農會第 2次聘任職員統一考試試題【解答】 

科目： 供運銷業務實務 類別： 七職等晉升六職等 

作答注意事項： 

1、 全部答案請寫在答案卷內，如寫在試題紙上，則不予計分。 

2、 請以黑色或藍色鋼筆或原子筆書寫，並以橫式書寫（由左至右，由上而下）。
一、簡答題(每題十分，共四十分) 

(一) 農產品直銷的好處為何?請列舉至少 3 項。 

答：1.縮短運銷通路 2.縮短運銷價差 3.節省運銷過程中所支付的成本 

 

(二) 農產品自生產者送至消費者需辦理的各項工作稱為運銷職能，請問運

銷職能包括那些項目? 

答：產品的集貨、分級或選別、包裝、運輸、加工、儲藏、批發、零售、

促銷及市場資訊的收發等。 

 

(三) 大家常說農民所得價格與零售價格比較差異很大，這主要受到農產品

的易腐性、運銷通路細長、運銷規模小及市場競爭環境因素的影響，

請問如何能節減運銷費用? 

答：提高經營效率、改變運銷制度、徹底執行分級包裝職能、強化各級市

場之交易環境。 

 

(四) 農產品經常會有盛產現象，請問如何有效行銷農產品? 

答：外銷調節、促銷、加工、收購 

 

二、申論題(每題二十分，共六十分) 

(一)今年米蘭世博設置的未來超市引起全世界矚目，主要理念是要讓食物

自己說話，不怕食物來路不明，一抬頭就看見產地及栽種方式，與政

府規劃推動有機、產銷履歷、吉園圃及台灣農產品生產追溯制度理念

相同，請問台灣農產品生產追溯制度推動目的為何?對於生產者、消費

者及通路業者各有甚麼好處? 

答： 

一、目的：更普及農產品可追溯對象，以導引生產者(或包裝集運的經

營業者)自主管理產品安全並揭露生產資訊。 

二、好處： 

1.生產者：無須驗證費用且申請程序簡便，透過生產資訊揭露，

增加消費者對農產品安全之信任，也可以增進生產者與消費者

間的互動。 

2.消費者：可清楚了解所購買的農產品生產來源，安心消費。 

3.通路業者：如果發生食安事件，可快速掌握農產品來源，降低

回收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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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供運銷業務實務 類別： 七職等晉升六職等 

作答注意事項： 

1、 全部答案請寫在答案卷內，如寫在試題紙上，則不予計分。 

2、 請以黑色或藍色鋼筆或原子筆書寫，並以橫式書寫（由左至右，由上而下）。
 

(二)嚴長壽說挫折永遠都有，你要跳出來看世界，不改變就成就別人，老

婆不改變就成就小三，老公不改變就成就小王，而賣場不改變就成就

了淘寶網，您認為農會超市如何改變才能幫助農民並提高營業績效?請

從目前問題、創新經營策略說明。 

答： 

一、 目前問題： 

1. 農會超市聯採制度未完善，難與連鎖量販店及超市競爭。 

2. 農民供貨量較少，消費者不易與農民連結，缺乏在地農業共識。

3. 經營定位不明，販售商品品項過多，不易凸顯當地農業特色。 

二、 創新經營策略 

1. 創造差異化競爭，如設立國產農產品專賣中心 

2. 成為小農銷售平台，如設農民直銷站 

3. 在地食材處理中心，如設置截切或加工站 

4. 在地農業服務加值，如設置餐飲或旅遊諮詢點 

 

(三)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是不可

避免的趨勢，國內農產品將面臨進口農產品的競爭，地產地消是強化

國人對農產品支持的重要方法，請問農會該如何輔導在地農民與餐

廳、學校、企業或旅遊景點等連結，拓展銷售通路? 

答： 

一、 輔導農民生產安全高品質的產品，確保產品安全。 

二、 輔導農民改善運輸及包裝設備，提高運銷效率。 

三、 輔導農民提高整合行銷能力，提高消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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