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國各級農會第 2次聘任職員統一考試試題 

科目： 農產運銷學 類別： 九職等以下新進人員 

作答注意事項： 

1、 全部答案請寫在答案卷內，如寫在試題紙上，則不予計分。 

2、 請以黑色或藍色鋼筆或原子筆書寫，並以橫式書寫（由左至右，由上而下）。 

一、是非題 30%(每題答對給 3 分，不答或答錯不給分) 

1. 按農產品批發市場管理辦法，市場之議價交易是由供應人與承銷人參照當時行情，以協議方

式議定成交價格。  

2. 農民或農民團體辦理農產品共同運銷，出售其農產品應徵印花稅及營業稅。 

3. 農民以其農產品直接零售，不受農產品第一次批發交易，應在交易當地農產品批發市場為之

的限制。 

4. 一般而言，隨著經濟發展，國民所得提高，農產品的運銷價差會變大。 

5. 農產品的運銷成本愈高，代表其運銷效率愈低。 

6. 若蓮霧的需求自身價格彈性大於一，那麼果農提高蓮霧售價，可提高其蓮霧銷售總收益。 

7. 家庭對於農產食品的消費支出會隨所得提高而增加，但其佔家庭總消費支出的比重會減少。 

8. 某種農產品的潛在顧客數量多，每位顧客購買量少，則其運銷通路長度愈長愈好。 

9. 農政單位建置的『農產品交易行情站』，可提供果菜批發和零售市場之交易行情資訊，作為農

民運銷決策的參考。 

10. 近幾年，台灣各地紛紛設置『農民市集』，其販售的農產品僅限有認證的有機農產品。 

 

二、選擇題 45%(每題答對給 3 分，不答或答錯不給分) 

1. 一般農產品具有之特性，不包括：(1) 易腐性；(2) 比值低；(3) 品質難齊一；(4) 長年生產 

2. 高麗菜大豐收，農民採收後，經處理晒乾製作成高麗菜乾，可提高何種效用：(1) 地域效用；

(2) 占有效用；(3) 形式效用；(4) 以上皆是。 

3. 一般而言，在其它條件相同下，連續假日之前一日的花卉拍賣價格會較一般日的價格：(1)高；

(2)低；(3)一樣；(4)難以判斷。 

4. 果菜市場若當天蔬菜之進貨量(供給)增加，需求量也增加，則當天蔬菜拍賣價格預期為：(1)上

漲；(2)下跌；(3)持平，不變動；(4)不一定。 

5. 下列何種農產品的價格波動適合用蛛網理論解釋：(1) 蔬菜；(2) 水果；(3) 毛猪；(4)雞蛋。 

6. 目前台灣農產品批發市場的決價機制，不包括：(1) 拍賣；(2) 議價；(3) 公式定價；(4) 標價。

 第 1頁，共 2頁

背面尚有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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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農產運銷學 類別： 九職等以下新進人員 

作答注意事項： 

1、 全部答案請寫在答案卷內，如寫在試題紙上，則不予計分。 

2、 請以黑色或藍色鋼筆或原子筆書寫，並以橫式書寫（由左至右，由上而下）。 

7. 阿忠利用電子商務方式銷售自己生產的水梨禮盒給消費者美花小姐，這種運銷通路型態是屬於

(1) 0 階；(2) 一階；(3) 二階；(4) 以上皆非。 

8. 承上題，阿忠委由〝宅配〞業者代為配送，則〝宅配〞被稱為：(1) 運銷商；(2) 販運商；(3) 貨

運商；(4) 第三方物流。 

9. 承上題，依目前電子商務環境，美花小姐的貨款支付可採用何種金流方式：(1) 超商代收；(2) 

ATM 轉帳；(3) 第三方支付工具；(4) 以上皆是。 

10. 在運銷交易過程中，扮演委託代理運銷商角色的是：(1) 批發商；(2) 拍賣商；(3) 零批商；

(4) 販運商。 

11. 畜產業者將經營的業務範疇擴大，包括生產、加工、運銷與銷售等活動，這種經營模式稱為：

(1) 策略聯盟；(2) 垂直整合；(3) 水平整合；(4) 錐型整合。 

12. 農產品運銷商採用 1 公斤買入 20 元，以 1 台斤 20 元價格銷售，這種定價方式是：(1) 競爭定

價法；(2) 價值定價法；(3) 成本加成法；(4) 習慣定價法。 

13. 依農產品批發市場管理費收費標準規定，蔬菜、青果之費率不得超過千分之：(1) 20；(2) 25；

(3) 40；(4) 50。 

14. 下列有關農產品共同運銷之敘述，何者有誤？(1) 得由農民團體辦理供應批發交易；(2) 得由

農民團體辦理供應零批交易；(3) 得由農民團體辦理供應零售交易；(4) 未辦理共同運銷之地

區，得由農民或農業產銷班自行辦理。 

15. 長期而言，垂直的三級農產品市揚，何者的價格波動幅度較小：(1) 產地批發市場；(2) 消費

地批發市場；(3) 消費地零售市場；(4) 不一定。 

三 簡答題 25% 

1 何謂運銷職能(Marketing Functions) ？(5%)；若以功能性來區分，可分為準備職能、基本職

能和輔助職能三類，請說明三類職能各包括那些運銷活動？(10%) 

2.報載〝某社會企業要動員兩千三百人直接跟農夫買，讓農夫免於大盤剝削〞；另社會上常聽到

〝農產運銷過程，中間運銷商的參與是中間剝削〞。請說明您對上述二則內容的看法。(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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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各級農會第 2次聘任職員統一考試試題【解答】 

科目:    農產運銷學                      類別:  九職等以下新進人員   

作答注意事項: 

1.全部答案請寫在答案卷內，如寫在試題紙上，則不予計分。 

2.請以黑色或藍色鋼筆或原子筆書寫，並以橫式書寫(由左至右，由上而下)。 

一、是非題： 

1. （x） 2. （x） 3. （o） 4. （o） 5. （x） 

6. （x） 7. （o） 8. （o） 9. （x） 10. （x） 

 

二、選擇題： 

1. （4） 2. （3） 3. （1 ） 4. （4） 5. （3） 

6. （3） 7. （1） 8. （4） 9. （4） 10. （2） 

11.  （2） 12.  （3） 13.  （4）   14. （2）  15. （3）. 

 

三、簡答題： 

1. 農產品由生產者轉移到消費者的運銷過程中，所需執行的各種

程序與活動之種類，稱為運銷職能。準備職能有：集貨、分級、

包裝、加工；基本職能有：運輸、儲藏、銷售；輔助職能有：

運銷金融、風險承擔、市場資訊收集和傳遞。 

2. 農產品運銷方式，不管是農民直銷，或經由運銷中間商參與其

中銷售，皆必須執行應完成的運銷職能活動。中間商(中、大盤

商)參與運銷活動，若執行運銷職能活動，而獲得合理利潤，是

其經濟行為的正常報酬，不應視為〝剝削〞。惟若因市場不完全

競爭，其可長期享有超額利潤，則應改變市場結構，讓市場機

制能發揮，以達社會福利極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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