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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
花蓮壽豐鄉月眉村，一片稻草田

上、一隻老鷹呼嘯而過 ，正開心

怎麼會在稻田上看到老鷹時，只見老鷹盤旋而

下，然後停在一個年輕農夫手臂上，更令人感

到驚喜。原來這不是野生的老鷹，而是由壽豐

印象企業創辦人盧紀燁養的家鷹，平常老鷹沒

在田裡驅鳥時，就在壽豐市區中的壽豐印象商

店待著，成為壽豐印象企業的招牌之一。

栽種有機米不能灑農藥，為驅趕鳥害，激

烈者用網捕鳥，無辜鳥類因此送命；又或在稻

田下藥，造成大量麻雀、鴿子死亡，甚至不少

黑鳶、老鷹因為撿拾鳥類屍體也中毒送命。盧

紀燁則採取溫和的作法，師法大自然運作為軌

跡，他「以鷹驅鳥」取代網捕與灑藥，不再殘

害無辜鳥類，也讓土地回到最初的美。

勇敢回鄉

力圖改變農業產銷失衡的長久病灶

其實，「以鷹驅鳥」只是壽豐印象找回土地

之美的作為之一。2010年盧紀燁因為父親受
傷，回家鄉照顧父親，剛好家裡種了近 40年
的文旦老欉需要會勘，從小被父親趕出農田的

盧紀燁第一次到柚子園幫忙，身為農家子弟卻

首次接觸農事，才驚訝地發現，隨著臺灣農業

生態轉變，家中那片父親用來養大自己的柚子

園，因為中間商的剝削，竟然是賣一顆賠一顆。

「書念不好，就回來種田，你們以後要離家

愈遠愈好，不要留下來。」盧紀燁模仿當年父

親說的話，接著又感慨地說，農民每天田裡辛

苦耕耘，根本沒時間想著賣農產品的事，只好

▲壽豐印象創辦人盧紀燁

類別 社會企業

負責人 盧紀燁

成立時間 2013 年

主要業務 生產型農企業自產自銷 
協助青農產品，農、漁、 
牧、林業產品直售

員工人數 14 人

育成中心 國立東華大學創新育成
中心

壽豐印象

交給中間商，但是因為過去老農都不識字且為

弱勢者，沒有議價能力只能當價格接受者，辛

苦栽種產品卻得不到應有的利潤。

「有時候收成季節，農夫寧願等著颱風摧毀

農作物領補助，也不要收成之後賠錢賣。」盧

紀燁強調，這樣的不公平影響農民生計，進而

造成臺灣農地的廢棄，所以當我頂著東華大學

財經系博士生的頭銜歸鄉務農，經常被同學笑

說：「你頭殼壞去喔 !」。
盧紀燁懷抱滿腔熱情想要幫助老農，沒想到

卻遭遇一堆問題。「剛開始回鄉沒有經驗，單

純地想只要架一個平台，幫農民義務賣產品，

讓農民不要被剝削，就可以解決問題，沒想到

因為不懂包裝造成農產品毀損、物流成本過高

等，第一年首次嚐試就虧了 5萬多。」盧紀燁
以慣有的笑容說著過去的失敗經驗。

以社會企業�

讓利潤回到生產者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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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成觀點

現問題很大、他們需要的資源還要更多，於是

他們不再只是用熱情做事，而是開始尋求更好

的方法，因此於 2013年創立壽豐印象企業，
做為生產者與消費者的中間平台，並於 2014
年進駐東華大學育成中心，利用學校資源完善

網路平台建置、申請政府計畫，調整策略方向

等，藉此找出更好的營運模式。

很多人會問，壽豐印象銷售平台跟其他通

路有甚麼不一樣，盧紀燁可能因為不擅於談商

業，因此往往不知道怎麼跟人清楚解釋。原來，

不同於其他通路向農民採購作物，都是以遠低

於市場的銷售價格進行收購，壽豐印象因為定

位為「農業組織型態的社會企業」，凡是在壽

豐印象平台銷售商品的生產者，都必須 100%
對自己的產品負責，並且也鼓勵生產者建立自

己的產品品牌；最重要的是，產品賣出去的收

入多數回到農民身上，壽豐印象僅收取微薄的

幣左右，看似很少，但是這營收數字的背後，

卻實質為平台上的所有生產者創造 8,000萬的
銷售額。如果從壽豐印象平台的總銷售額與公

司營業額來看，算得出壽豐印象向農民收取的

服務費極低，顛覆過去中盤商賺大、小農賺極

少的情況，為小農獲取公平的利益，再加上協

助小農處理金流、物流等複雜事宜，讓小農可

以更用心於農務上，有更多心力追求更好的方

法，生產更好的農產品。

當然，壽豐印象為保證平台上的產品品質，

也精挑細選生產者，除了以百大青農為主要進

駐對象，其他想要進入壽豐平台的生產者，盧

紀燁也會親往其農地勘查，就這樣盧紀燁全台

農產地跑透透，就連位於海拔 1700m洛韶後
華祿溪的水蜜桃要上架，盧紀燁也跋山涉水前

去，了解生產者的整個背景與狀況之後，才決

定讓其上架。

師法自然�

堅持追求無毒農業

解決臺灣農業長年產銷失衡造成農地荒廢的

問題之外，盧紀燁也一再強調，永遠不要忘記

腳下踩著的這塊地是一切的根本，所以他從自

己開始，不斷找尋更符合大自然的栽種方法，

核心理念清楚、策略明確�加速育成

國立東華大學創新育成中心專案經理��林建順

我們永遠不會忘記腳下踩著的這塊地，是一切的根本，

所以我們希望從自己開始，為各種農作物找到符合大自然的栽種方法，

讓小農找到新的生存之道，也為土地永續帶來更大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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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費。因此壽豐必須再透過與物流業者以大

量議價的方式，取得較優惠的物流價格，獲得

些許收入，再加上一些直接使用壽豐品牌銷售

的商品利潤，剛好維持壽豐印象的公司營運。

因為以把利潤回到農民身上為初衷，壽豐

印象在 2015年的營業額可能只有 400萬新台

除了以鷹驅鳥建立「鷹獵米」品牌之外，對於

祖父與父親守護一輩子的柚子園，他也以圈養

雞群代替除草劑，達到無藥種植的目標。

之後盧紀燁積極推廣無毒種植的觀念，進一

步把無毒農業推進到許多農村，例如鷹獵米的

種植地目前遍佈全台多個地區，花蓮壽豐鄉約

計有 3公頃、玉里有機米田 8分、台中 2公頃、
台東 3公頃、嘉義 3公頃，產量約計 88,000斤，
自產自售部份可創造約計 500萬營業額，較以
往只能有 200萬的營業額，多了 2.5倍，目前
更已獲得台糖針對鷹獵米制定有機米量契作。

另外包括綠栗南瓜、栗子地瓜等，也都以無毒

農業打響知名度。

從解決產銷失衡、改善小農無以為繼的困

境，一直到推廣無毒農業，過程中儘管面臨許

多困難，盧紀燁仍滿懷熱忱地走下去，而為促

成更多青農返鄉，盧紀燁希望進一步以百大青

農與網路平台的雙重身份，建立以百大青農為

主的農產品銷售平台，並且搭建農戶門前送

貨，客戶門口收貨的 O2O虛實整合模式，開
創更新型態的銷售系統，希望更徹底協助商品

銷售的去中間化，讓農民與消費者均可得利，

進而使更多無毒農業在全台遍地開花，達到土

地永續發展的最終目標。

▲壽豐印象為農民建立網銷平台，有效率幫助在地
小農處理金流、物流、包裝、規格化商品，並將自
身農產品直接與消費者接觸。

「在加入育成中心之前，壽豐印象就已經有清楚的核心理念與營運模式，本身也具備

有非常優勢的經營條件，更重要的是他們能非常清楚表達出需要，因此中心可以很快找

到相對應的資源，注入壽豐。」國立東華大學創新育成中心專案經理林建順指出，進駐

育成中心的企業分成兩種，一種是弄不清楚自己的需求，一直要育成中心提供協助；另

一種是非常了解自己的現況與面對的問題，因此中心可以快速給予支援，壽豐就是後者。

林建順進一步指出，壽豐擁有很強烈的企圖心，就是要找回臺灣農村生命的根本，這

樣的理念牽動雙方非常良好的互動，再加上壽豐在未來的規劃上，一直有明確的策略方

向，因此中心也可以按照其規劃目標，盡可能協助壽豐解決問題，這些都是壽豐印象可

以快速成長茁壯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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