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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責任彰化縣王功農漁牧生產合作社介紹 
 
 

卓 淑 惠 
 

一、沿革史 

1. 憶！民國五十五年十一月「省府土資

開發委員會」覓得本地區為開發對

象，經堪察建堤耗時一年餘，終化海

灘為良田總計面積 462 公頃新生地。 

2. 初步則以規劃農田為主，但經試種，

因海風中夾帶鹽份，造成水稻苗發育

不齊且土壤改良不易，導致收穫期未

達理想，讓農民哀聲嘆氣。 

3. 民國五十八年九月又遭逢「艾爾西颱

風」來襲，同時海水倒灌，使北堤岸

倒塌四百餘公頃，土地在一夜之間成

為汪洋大海，故使得投資者裹足不

前，收購者幾微。 

4. 直至民國六十年經本社創立人「洪允

藝」先生研究該地不適合種稻但可養

殖淡、鹹水漁產及貝介類，首向土資

會申請試殖蛤蜊與蜆，數月後成績可

觀。 

5. 經此實驗成功並經推廣，續有「埤頭

鄉農會」總幹事「許端祥」先生，亦

認為有開發價值故申請 90 公頃，由此

情形得觀見，該地區前途無量，所以

先後來此投資養殖事業。 

6. 時值「蔣院長 經國先生」提倡農漁牧

綜合經營，指示故吾等可連想畜牧業

與漁業同時發展，故倡議養殖飼牛其

糞便亦可飼魚，真是一舉三得。 

7. 茲為擁護政府決策，並做到「我為人

人、人人為我」為目的，經「洪允藝

先生」首倡組織合作社之議，並由許

端祥、林昭旭、紀石曾、黃富男、沈

德銘、李春輝等 7 人，同起贊助組織

籌備委員會，公推「洪允藝先生」為

主任委員。於民國六十二年二月十五

日經向「彰化縣政府」以彰府社合字

第 20055 號准予籌備。 

8. 經月餘之努力商請地區業者加入，做

為主社員並認購社股。 

9. 經委員會議決本社名稱為「保證責任

彰化縣王功農漁牧生產合作社」。 

10.於民國六十二年三月二十日舉行創立

大會，並選舉首屆理事、監事。 

二、創社經營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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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創社至今已有 45 年光景，營運至

今也始終著重於農漁牧綜合經營。本社創

社社員分布於王功、新寶、永興、芳苑地

區，也因建曾文水庫，大埔移居新寶居民。

50 年代石油產業興起，化學肥料產生，因

農民購得化學肥料不易，進而共同組織合

作社採購肥料；50-60 年代社員從事農漁牧

綜合養豬、吳郭魚養殖、蘆筍種植；60 年

代蘆筍外銷，當時經濟效益高，蓋了許多 

「蘆筍樓」；70 年代斑節蝦、草蝦養殖外銷

日本，年產值約 2 億新台幣；80 年代養殖

文蛤混養魚蝦，民國 82 年執行農委會漁業

局「富麗漁村計畫」，民國 83 年協助文建

會辦理全國文藝季「王功甦醒」社區總體

營造。經過幾次活動辦理，王功地區產業

由 1 級提昇到 2 級，民國 90 年後王功潮間

帶生態旅遊蓬勃發展產業昇級到 3 級。現

階段王功已發展為觀光地區，產業提升至 6

級產業。對於王功地區發展，合作社居重

要地位。 

民國 90 年因王功地區發展觀光產業，

本地區牡蠣殼隨處丟棄影響漁村環境，因

而本社在 89 年開始設場並於 91 年整場設

場完成且開始營運，因本社為第一家合法

設廠牡蠣殼處理場，全國另有 5 家同業，

所以早期營運非常辛苦，其通路並不順

暢。成立以後，篳路藍縷將廢棄牡蠣殼作

資源循環再利用。在其約 20 年光景間將牡

蠣殼加工後的牡蠣殼粉作為蛋雞飼料添加

及肥料土壤改良，飼料部份主要客源為飼

料廠；肥料部份主要客源為農戶。因為與

地下工廠競爭，所以品牌建立及行銷對於

合作社是非常重要的。因而『地根旺-蚵貝

粉』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申請肥料登記

證，106 年農委會有機商品認證通過。 

 
▲相關產品-1 

 
▲相關產品-2 

牡蠣殼處理場目前所生產的都是一級

產業，產生利潤有限，在新的年度將牡蠣

殼開發生物科技產品應用於食、衣、住、

行等相關產品，美容保健產品、鈣蠣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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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建立，多應用在清潔、消毒、除臭、甲

醛、PM2.5、淨化水質空氣，將牡蠣殼物盡

其用，發揮環保天然功能，節能減碳保護

地球。牡蠣殼是源源不絕的再生產物，成

長過程需要空氣中的二氧化碳形成外殼，

廢棄牡蠣殼回收再利用動植物需要它的鈣

質；土壤酸化利用它來改良；紡織、建材、

油漆抗菌等功能；居家環境清潔消毒；蔬

果農藥洗滌，本社期能推廣此類資訊讓更

多人了解。 

王功地區觀光事業日益蓬勃發展，來

客量逐年增加，經本社及其他協會努力經

營，王功地區觀光產業由 1 級產業提升至 3

級產業，本地區漁民不光是養蚵人家一樣

提升至自己經營生態旅遊採蚵車遊程，已

經將生產與生活結合作經營，這是社會企

業成功的一大步。王功地區民宿數量有

限，未來本社擬將地區民宿業者、芳苑鄉

漁業養殖業者、牧牛、牧雞業者、水耕蔬

菜業者作結盟，鼓勵一些閒置三合院申請

作合法民宿，將遊程延長為一日或二日

遊，且與地方廟宇文化等如耆老說故事

般，將旅遊點拓展至芳苑、漢堡、永興，

期能帶動芳苑鄉相關農漁牧業者，生產產

品作為新品牌建立，輔導作 SGS 認證。藉

此鼓勵外流的年輕人口返鄉經營民宿或其

他觀光產業，一方面可以帶動地方發展，

二方面也希望能減少獨居老人等相關社會

問題。 

王功漁港是本地區的傳統小吃，王功

漁港雖是彰化縣政府所有，但管理方面長

期委託彰化區漁會，擺攤及蚵藝文化館十

幾年來都是同一批商人主導，廠商與小農

小漁根本無法進駐。本社另以社員提供的

場地作為假日農漁夫市集，讓在地農漁民

有固定場所集結行銷販賣，期望透過假日

農漁夫市集地產地銷計畫將王功觀光產業

拓展到養殖漁業、蛋雞產業、芳苑鄉農漁

牧業、彰化縣農業，本社肥料客戶廠商農

漁牧產品作直銷、宅配、伴手禮業務，期

望未來能達到社會企業規模，增進就業機

會以吸引更多青年族群返鄉從事農漁民工

作，避免農漁老化無人傳承，讓合作社得

以永續經營，為地方產業盡一份心力，培

育下一代接班人。 

三、周邊地理環境介紹 

本社地理位置坐北朝南。前方為 148-1

線（107 年度 61 線快速道路擬定王功交流

道接 148-1 線）及候港溪出海口。西邊為王

功漁港、漁貨直銷中心、生態公園、及紅

樹林保護區，東為王功社區聚落，台 61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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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道路交流道出口，北側為新寶國小及

原住民安家計畫新寶社區，是一個多元化

社區，本社理想希望未來可以發展成為

食、衣、住、行、育、樂各項行業都有涉

足的國際觀光化社區。 

▲潮間帶遊憩花絮-1 

▲潮間帶遊憩花絮-2 

▲潮間帶遊憩花絮-3 

 

四、未來展望 

本社於 1973 年創立至今 45 年，由農

漁牧綜合經營傳統產業轉變成生物科

技、遊憩渡假休閒、資訊發達的時代。期

望將牡蠣殼產業物盡其用發揮最大功

能，漁民將整個牡犡殼都有價值做到社會

企業的規模，合作社永續經營。 

在當今城鄉差距縮短，本養殖區屬未

開發處女地。且在解嚴封建時期並未開

放，現今完全開放後本區有世界最遼闊的

潮間帶。這裡有生生不息沿海近百種的漁

貝介類、及紅樹林、野鳥生態，是現代人

夢寐以求接近大自然園區的美好據點，而

如何引進全國公務人員國民旅遊、學校團

體戶外生態教學、及國內外觀光旅遊團都

能到此一遊。我們仍須發揮潛能做萬全之

規劃以創造就業機會及無限商機。 

 

 

 

 

 

 

〈本文作者卓淑惠係保證責任彰化縣王

功農漁牧生產合作社理事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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