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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文摘要 本研究乃是針對傳統果菜運銷通路表現於實務上的特質進行研究。從受訪者的原始口述資料中，研究者不斷地進

行譯碼、類屬、及比較的工作，發現了傳統果菜運銷通路關係網絡實際的表現情形，並將各種表現情形的差異予以概念化

，最後並抽離出：關係內涵、關係管理作為核心概念指標。 （一） 關係內涵 在研究之中，我們以關係來源、關係性質、

關係深度、交易依存度與依賴度作為概念指標，而在實務表現情形上，有下列的差異：就關係來源而言，有世襲性關係、

建構性關係的差異；就關係性質而言，商販有單一交易、多重交易的差異；就關係深度而言，有商業交易關係、擬似家族

關係的差異；就交易依存度與依賴度而言，農民大體表現的情形是低依存度，而商販表現情形則是低依賴度，因此表現在

「販運商－農民」通路的情形是一種「低依賴度、低依存度」的狀態。 （二） 關係管理 在本研究中，我們依商販們實地

運作，並參考網絡動態發展，抽離出控制機、管理機制作為概念指標。在控制機制上，我們發現補價策略、長期利益、與

投機行為為商販們著重之處。補價策略的運用可彌補農民的不滿，當價格滑落時，又可充當救濟的工具，切中農民深層所

需，令農民心存感激，拉近彼此的距離，維持長期合作關係，在追求長期利益的前提下，達到雙贏的局面。而投機行為則

是農民與商販雙方不願意見到的情形，就農民立場而言，他們可能以彈性出貨、暫停供貨、停止交易來因應，視情況嚴重

而定；就商販們立場而言，忠誠度低的農民可能無法獲取任何的優待，而有詐底傾向的農民，商販們有兩種處理方式：第

一種是以品質反應價格，另一種處理方式則是為了顧及本身的商譽與信用，嚴重時斷絕與品行差之農民的往來關係。在管

理機制上，我們發現因地緣關係使居住在產地的商販與農民們之間的互動較消費地商販為頻繁；當衝突發生時，經過妥善

處理之後，往往使彼此的關係更為親近。另外「口袋式情感與長期利益兼顧關係」則是較常發生的一種現象，農民為了顧

及風險、信用、以及長期合作以來所建立的情感、默契，當兩造之間在價格上起爭執時，農民們所採取的措施乃是彈性調

整出貨、或者是暫停供貨數日，而彼此的合作關係仍然持續，也就是說農民暫時將彼此的往來關係保持在口袋中，等待下

一次交易機會的來臨。 二、維繫「販運商與農民」關係網路的關鍵因素 經由實地訪談資料的抽離，我們發現價格、信用

與信任，以及差異化服務（針對共同運銷）之「補價策略」，乃是維繫「販運商與農民」關係網路的關鍵因素。農民所要

求的價格是一個穩定、合理、跟得上行情的價格，這點是拍賣制度無法滿足的，況且共同運銷相關人員的表現不佳，以及

消費地市場所傳聞的勾結問題，更使農民不敢輕易嘗試，僅視共同運銷為一種「後備的」替代通路。而信用與信任的問題

則具體表現在「貨款確實」以及「無倒帳違約」風險上。 另外「補價策略」則對於關係的發展有補強作用，在價格滑落，

求救無門時，誰能給予農民適當的救助將攸關彼此關係的後續發展。精明的商販往往能掌握住這發人深省的特別服務，來

延續及加深與農民的關係發展。 三、比較「販運商－農民」通路與KMV模型的差異 在KMV模型中，社會關係被視為既

存狀態，然而由實際訪談中我們發現關係的建立事實上是有助於交易的進行與維繫。在果菜運銷實務上，如果不透過人際

關係的架設，光以現金而論，除了產地批發市場外，商販們很難在產地尋找到果菜的貨源，更別說是要掌握穩定、充足的

貨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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