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糖量販西屯店的「有機農產品專櫃專區」，在輔導員鄭

英隆的心目中是個優等生。他忍不住地稱讚說：「台糖量販

西屯店的有機農產品專櫃（區）做得很好，設立兩年來業績

翻倍成長，同時培養出一群主顧客。專區佔地大而完整，看

板統一規劃，醒目鮮明，容易吸引顧客的注意，增強了購買

意願。」

針對業績的成長，鄭英隆補充說：「西屯店的配合度高，

自我要求也高，不會魚目混珠，建立起與顧客的信任。負責

專區的同仁如果發現顧客選菜時，不小心將一般蔬菜誤放在

專櫃內，會主動放回一般蔬菜區。」

鄭英隆輔導設置

「有機農產品專櫃

專區」，包含中部

地區的大賣場、超

市及單點商店。他

表示，一般大賣場

如家樂福、松青 (量

販店 & 大型超市 )

等常以出租型態，

提供給廠商承租設

櫃、設區。因此，

要賣場規劃出獨立

「有機農產品專區」，集中陳列由數十家不同的有機供應

商提供多品項產品，實屬不易。然而單點店家，常受限於

營業面積，雖然配合要求規劃出十平方公尺大小的「有機

農產品專櫃（區）」，但是無法像台糖這樣大賣場的整區

全面的規劃。

擴充「亮點」，有機農產品更吸睛

96 年成立的台糖量販西屯店，是一家結合生活量販與

DIY 居家修繕的複合式量販店，販售萬項商品，有生鮮、食

品、日用品、文具休閒、家電、服飾、紡織、傢俱、汽車

五金百貨及居家修繕 DIY 商品等，以滿足消費者一次購足

的需求，並提供顧客舒適便利的健康生活、創意居家的休

閒購物環境。

「有機農產品專櫃專區」輔導員心目中的優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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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的價格幾乎與有機相同，顧客都會先選購有機蔬菜。」

針對供需落差的情況，台糖量販除了提供消費者健康生活

外，同時培植在地農業，著重中南部的發展，以期推向中

北部。在中南部成立大型量販店，並以母雞帶小雞的作法，

成立社區型的台糖連鎖超市，希望做到提供社區居民健康、

安心飲食，並能帶給有志於有機、無毒的在地農民實質效

益。

丁松生以栽種轉型期芭樂的鄭俊達為例，原本經商不順

的他，轉行栽種芭樂。收成後，常在熱鬧街頭或農夫市集

擺攤銷售，收入不穩定外，辛苦栽種的芭樂乏人問津而爛

掉丟棄。由於鄭俊達夫婦非常樂意配合攤位解說、推廣，

三年下來，營業額從每月幾萬元成長至五倍以上。

這正是台糖多角化經營的期許，協助在地農業減少里

程數，降低碳排放量，打造健康、安心的購物環境，回

饋一直支持『台糖』的民眾，為下一代保留健康、

綠色、永續的台灣，盡台糖為國營企業的使命。

不正與行政院農委會推動「有機農產品專櫃

（區）」的目標一致！■

在提供顧客健康生活的期許下，設置有機生鮮農產品專

櫃，銷售台糖自家栽種的有機蔬菜，及多家配合農場的有機

蔬果。開幕初期，有機專櫃蔬菜每月營收只有幾千元，天天

看著大把大把的蔬菜被報銷處理，生鮮課長丁松生面對極大

的挑戰。經過三年的努力，臨近居民慢慢認同台糖量販西屯

店銷售的有機蔬菜，每月營收由數千元成長至十幾萬元。

99 年西屯店主動參與行政院農委會輔導的賣場設置「有

機農產品專櫃（區）」輔導計畫，兩年下來，有機蔬菜每月

的營業額倍數成長，當遇到颱風期間，有機專櫃的蔬菜天天

供不應求，常出現淨空狀態。

不僅有機蔬菜的業績翻倍成長外，原本依品項分類陳列在

一般乾貨區的統一有機乾貨，西屯店在有機農產品專區的乾

貨區特將專櫃集中陳列，每月銷售額更是數倍成長。丁松

生表示，集中陳列，讓有機農產品專區成為一眼看見的「亮

點」，顧客能夠輕鬆找到所需的商品，並且發現原本不知道

的產品，不但增加選購率，也增加了回購率。

有機農產品專區設立後，帶來持續成長的業績，丁松生笑

著強調，今年底計畫擴充有機農產品專區，將專區重新整體

設計，平面展示的空間規劃成立體陳設，顧客一走進超市，

就看到醒目亮眼的「有機農產品專區」。

落實「健康綠色」願景，延續「台糖」精神
（國營企業的使命）

丁松生說：「經過這些年的經營，

顧客基本上都可以接受有機，

價格仍是一般客群考量的因

素。看颱風期間，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