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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 2 頁) 
一、申論題 

1.何謂目標管理(MBO)？若您身為一中階主管，您將如何利用此一方法與下屬合作，共

同達成組織及個人目標？【10 分】 
2.日前國內發生多起不肖廠商於食品添加有毒添加物事件，震驚全國；請從廠商應負之

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ion social responsibility)角度，探究此一現象；並說明如何設計制

度杜絕類似事件發生。【10 分】 
3.請說明工作分析(job analysis)、工作說明書(job description)及工作規範(job specification)

之意義，並描述三者之間有何不同？【10 分】 
4.請說明組織縮減(downsizing)與規模校正(rightsizing) 之意義，並描述二者之間有何不

同？【10 分】 
5.請寫出你所知道的領導理論，並舉出你所熟悉的台灣企業領導人，先說明他的領導特

質、風格或行為，然後比較理論與實務之異同。【20 分】 
6.何謂控制？有效控制需要哪些要素？也請根據控制的定義與要素，繪圖及說明一個適

用於日常管理的一般性控制系統。【20 分】 
二、個案解析 

臺灣第一家烏骨雞養雞場出現在彰化縣的田中, 據說是一位教體育的國中老師從日本引進而開始飼養

的。現在養雞場集中在雲林縣, 特別是崙背鄉附近, 臨近縣市也可以看到烏骨雞的養殖場, 每四分地可以蓋四

棟雞舍, 每棟雞舍可以放養 5000 隻, 一開始集中小雞在一個小圈柵內, 晚上要保溫, 燈光要量著, 避免風吹

草動, 包括老鼠、野貓、野狗的騷動, 藉以提高育成率。在這個產業, 育成率低於 90%,就不要想賺錢, 養殖技

術好的業者, 正常的育成率可以到 97 至 98%之間。 
所謂夜長夢多, 這句話可以適用於烏骨雞的養殖業。凡是養殖業，一定存在極大的風險，造成利潤不穩

定，成為不受大企業家青睞的產業，因而成為小戶人家的致富機會。基本上，降低風險的正當方法之一就是

設法縮短養殖期間。因此業者在更深人靜的時候, 就要叫醒熟睡中的雞群, 讓它們進餐, 一天多一次餵食, 可

以縮短四分之一的養殖時間。 
烏骨雞屬於一種有色肉雞, 身穿白色羽毛, 肉質甜美, 是中國人進補的高級肉品。現在臺灣養殖的烏骨雞

已經是改良過的品種, 換肉率提高, 9 週以內小雞的換肉率為 2.8:1(2.8 斤飼料可以產生 1 斤雞肉) , 9-16 週者為

3:1 , 16-18 週者約為 3.2:1 , 18 週的烏骨雞,正常可以長到 4 臺斤左右, 再大一點的雞,換肉率會大幅衰減,不合經

濟效益,也不受市場歡迎。因此, 養殖業者一定要設法在 18 週之前出售, 否則就不容易整隻在市場上銷售, 成

本也會愈來愈高, 即使育成當時的價格不好, 業者也只能忍痛割愛。 
與其它畜種比較,烏骨雞的換肉率並不高,例如 2.4 斤飼料可以產生 1 斤的鵝肉;不過烏骨雞具有一種特有

的黑色素,傳統中國食補者相信愈黑的物種(通常是皮毛) , 對身體愈有幫助。日本的生化研究結果發現: 烏骨

雞所具有的黑色素, 對人體健康有正面的效果。因此, 不論在日本或臺灣, 烏骨雞因為黑色素而貴, 成為高級

肉品,特別是燉雞(例如狗尾雞、金線蓮雞), 佔整個雞肉市場的需求比重並不大, 不過相關業者確能從中取得相

當的利潤。 
烏骨雞的飼養期相當長,因為是生物, 烏骨雞業者也可能遭遇像香港禽流感或臺灣口蹄疫之類的命運¸整

個雞場跟著完蛋;許多業者的烏骨雞是僅有的現金作物¸如果烏骨雞死了¸他就可能無法償付創業時向銀行借

來的固定資本¸也可能無法償付飼料廠的飼料費用。因此, 銀行或飼料廠均隨時準備在危險時候, 要求抵押或

緊縮信用額度。 
白肉雞的市場價格比較穩定¸小雞在一個半月(6 週)內就可以育成並銷售到市場去¸大型養雞場是主要的

供應來源¸進入障礙很小,週轉時間快¸此一市場比較接近完全競爭市場,供需比較穩定¸業者要靠規模取勝, 大

型畜牧公司,像卜蜂、大成等, 產銷一元化的結果, 有能力賺自己的錢, 亦即透過成本降低的手段獲利, 經營者

所面對的不確定性已經被降到最低的程度。 



國內烏骨雞市場則不然,市場容量並不大¸根據業者的估計¸一年大概只有 500 至 900 萬隻的需求¸而且集

中在清明、中秋、冬至及過年等幾個中國人普遍重視的傳統節日, 大型公司尚未進入此一市場區隔。市場需

求除了受到節慶日影響之外, 天氣也是關鍵因素, 入冬以後, 人們習慣進補, 烏骨雞的主要用途就是燉雞,越
冷越需要。現有烏骨雞業者普遍忽略產業的需求管理, 任由各種不確定因素影響烏骨雞的產地價格,暖冬就會

讓烏骨雞滯銷,養殖業者經常跌破眼鏡,然後怪罪幕後的黑手。 
另外, 烏骨雞的供給面非常不穩定¸烏骨雞的養殖業者主要是散布在南臺灣的一些小型養雞場¸沒有人能

確切掌握全臺烏骨雞的飼養量¸以及育成的狀況¸造成烏骨雞的市場價格經常暴起暴落，飼養烏骨雞的業主可

能養一隻賺一隻(人工土地場房及技術成本不算);也可能養一隻賠半隻。 
台灣烏骨雞的產銷通路相當封閉,主要因為此一市場相當有限,大型企業尚未注意到此一市場區隔。烏骨

雞的關鍵產銷通路在行口, 行口是傳統市場中扮演鋪貨的角色,想在傳統市場理面銷售烏骨雞,就非靠行口的

雞販不可。因此,大型企業難以進入,行口幾乎可以壟斷烏骨雞的批發市場。 
一般養白肉雞者主要以規模取勝¸小型雞場只能賺取微薄利潤¸萬一碰到雞瘟或颱風¸也有可能血本無歸

¸不過只要善於照顧¸這種機率並不高。因此¸很多小型養雞場¸偶而會以玩票的心理¸運用烏骨雞的空檔¸一年

養一次肉雞。臺灣烏骨雞養殖場共有多少?沒有人能回答此一問題, 因為雞舍可以轉用, 這一期養那一種雞, 
通常會在養殖業者之間討論, 謠言也隨之傳播, 缺乏有系統的產業調查, 留給有心賺取巨額利益者散佈不實

資料的空間, 很多仰賴這種路邊消息的業者吃虧上當, 無形中也提供善於分析資訊與風險的業者, 一個經營

企業的絕佳環境。 
烏骨雞這一行, 獲利最高者在通路業者。以一年平均 700 萬隻雞的需求計,平均每隻成雞的重量為 4 臺

斤。每臺斤毛雞的產地價格平均在 32 元左右, 而行口的出貨價往往均在 70 元以上, 烏骨雞的通路業者在臺

灣每年至少可以賺到 700X4X(70-32)萬元, 大約 10 億 6 千 4 百萬臺幣。 
當然處理烏骨雞的通路業者相當多, 包括大盤商(合作社)、運輸、行口、屠宰場、冷藏等業者。其中以行

口的雞販獲利最多, 他們主宰烏骨雞進入傳統市場的地盤, 從中取得壟斷市場的利潤, 產地價格再低, 行口

也是維持 70 元一斤的價格,從中獲取超額利潤。 
烏骨雞的通路業者雖然賺取相當高的利潤, 不過傳統的產銷作業方式正好日夜顛倒, 賺錢也相當辛苦。

烏骨雞長大可以賣到市場, 通路業者中的大盤商或合作社, 就會派車到產地抓雞, 一次一車, 數目不一定, 長

途用大車, 短程可以多次供應市場需要, 小車也可以。 
通常開始抓雞的時間會選擇太陽西下, 黃昏之後, 一來是因為雞的夜盲特性, 晚上看不到抓雞人, 自然

乖乖就擒, 提高抓雞的效率, 同時也避免雞群互相踐擠之後可能帶來的傷亡。抓雞要在晚上, 而且是勞力密集

的工作, 工作現場在雞舍, 不但需要相當大的體力, 空氣品質也相當差, 可以說是一項辛苦的工作。烏骨雞裝

上車之後, 卡車司機就要連夜趕路到指定的行口, 將雞隻分配到訂雞的雞販所在地。 
接下來的工作就是屠宰, 準備一大早上市, 通常是經由傳統市場的攤販銷售到消費者手中, 完成一部份

的通路工作。另外, 部份屠宰好的烏骨雞會委託冷藏業者代為儲藏, 餐廳業者會下訂單取貨, 完成整個通路工

作。因此, 烏骨雞的通路業者, 他們分工合作, 彼此都很熟悉, 主要的工作時間是天黑之後, 黎明之前, 一般

人並不願意從事這種辛苦工作, 他們的作息時間與眾不同, 發展成為特殊族群, 與世隔絕。 
經營烏骨雞的產銷通路者自成一個族群,工作與休閒都在一起,局外人很難介入、了解與研究, 這是臺灣特

有的一種行銷網路, 也是相當特殊的合作網路或人際網路。尤其是在農產品免稅的優待下, 許多市場資料難

以取得, 外界無法得到確切的資訊,想要進入此一領域,一定要靠人際關係,經過長期相處,包括吃喝玩樂,彼此

建立信任關係之後,才有可能取得可靠的資訊與門路,真正進入此一行業。 
根據以上的烏骨雞產業狀況，討論以下的議題： 

1.烏骨雞產業是高風險的行業，理由何在？如何降低或避免風險？【5 分】 
2.根據供應鏈管理觀點，簡述台灣烏骨雞產業，從原始供應來源到最終消費者之間的過程

與要領。【5 分】 
3.如果 A 君中年失業，希望回鄉投入烏骨雞產業，你有何建議（至少提出兩個建議及理由）？

【10 分】 
 
 
 

＜試題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