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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起號角的「合作事業推動地方創生輔導試辦計畫」 
 

 

林 鈺 聆 
 

合作社強調以「人」為本，以社員

共同需求為基礎，透過社員間互助合

作、共同出資經營事業並共擔責任，以

謀社員經濟之利益與生活之改善。合作

社 是 法 人 組 織 、 是 企 業 組 織

（enterprise），民眾得以藉由籌設或加

入合作社幫助自己開源或節流，並與他

人建立網絡合作關係，累積社會資本。

又合作事業往往與地緣環境具有關聯

性，社員與居民身分重疊，與所在社區

的活動密切相關，適合作為地方創生、

社區經濟之組織型態。 

合作社與同屬企業組織的一般公司

行號最主要的差異性在於組織治理與分

配方式。社員為解決問題或滿足需求，

使用、利用合作社業務，如生產、運銷、

消費、勞動等；社員同時也是合作社共

同的所有者、經營者及結餘分配者，透

過民主式參與治理機制，按貢獻度分

配，民眾在此經濟組織中擁有較高的自

主性與話語權。合作社非以資本賺取利

得、追求利潤最大化，是一種具有創新

性的經濟模式，也是社會設計的應用。 

然而，台灣多數民眾對合作經濟制

度的認知仍相當陌生或認識不足，更遑

論普及參與合作社。為使社會大眾瞭解

合作社是經濟參與選項之一，協助提升

現有合作社的量能，在長期合作行政人

力微薄、經費限縮的狀態下，內政部合

作及人民團體司以「合作事業推動地方

創生輔導試辦計畫（111 年~112 年）」，

戮力爭取經費資源，投入製作多部動畫

宣傳短片及數位教材，紮實合作教育基

本功，建立團隊輔導機制，支持多場合

作事業主題推廣活動，培力種子人員，

串聯合作事業與不同組織間交流，彙編

國內外合作社實務經驗或相關資料等。

在此，謹代表內政部向各個參與協力的

夥伴致上最深的謝意，因合作團體甚

多，恕未一一載列。 

◆ 製作宣導短片  

完成多支不同主題風格的合作社動

畫短片，融合虛實設計的豐富圖文及帶

有手繪感的色塊線條，營造溫暖包容的

視覺感受，期以淺顯易懂方式呈現合作

事業的多元面貌，進一步引起民眾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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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事業的關注與共鳴。每支動畫短片皆

有國台語版，並特別製作兒少版本，希

望合作教育從小扎根。 

 
圖 1 合作社動畫短片宣傳 

◆ 編製數位教材  

由專業團隊製作數位教材，共完成

8 部，內容包含合作社的定義、價值與

原則、功能特性及組織系統、社員的權

利義務、合作社籌組分析及案例、法定

會議及選務工作、合作社會計與財務概

念、國內外合作事業介紹等，提供合作

社社員及幹部、合作行政人員、對合作

制度欲進階瞭解的民眾學習使用，亦可

作為合作社內部教育訓練之運用，以增

進合作社成員專業知能，健全組織發展。 

 
圖 2 合作社數位學習教材 

◆ 辦理推廣活動  

為使社會大眾更認識合作社，內政

部透過公私協力支持各級合作社、社會

團體、社區大學等辦理相關推廣活動，

展現合作事業在地方社區之成果。各式

推廣活動主題多元，包含對於農業、勞

動、能源、住宅、消費等業務類型合作

社的認識探討、不同合作社之間的合

作、屬普惠金融一環的儲蓄互助社等不

同面向的介紹，藉由座談分享、實地參

訪、線上讀書會等方式，讓不同組織（協

會、基金會、公司、事務所）的成員、

社區工作者及有興趣的民眾，更瞭解合

作社的樣態與可發揮的功能。 

◆ 建立輔導機制  

現行對於合作社組織之設立與輔導

管理，主要由各級政府合作行政人員為

之，惟因人力不足及人員更迭情形，量

能相當有限。爰此，內政部與合作團體

協力建立團隊輔導機制，針對有意籌組

合作社的民眾、新成立及營運中的合作

社，就籌組設立及合作社的社務、業務、

財務等層面，進行實地訪談與提供諮詢

輔導。計畫期間經連結資源、育成輔導

協助成立之合作社，共計 7 社。此外，

本方案設置合作社諮詢服務專線，以提

供更便利性的協助，擴大輔導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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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彙編報導文摘 

為引進國際思維拓展視野，並提升

我國合作事業的能見度，本方案彙編國

內、外合作事業實務經驗及相關資料，

計 45 篇報導文摘，至少涵蓋 11 個國家

案例，豐富民眾對合作事業發展的想像。 

 
圖 3 合作社事業相關文摘 

 

 

 

 

 

 

 

 

合作社制度在我國存在且運行多

年，無論在理論或實務面，已累積相當

的基礎，惟與推動社區營造、地方創生

相同，推動合作事業與發展社區永續經

濟，皆為長期且持續性的社會工程，非

一蹴可幾。而「合作事業推動地方創生

輔導試辦計畫」是在台灣合作運動的路

途中再次吹起號角，呼朋引伴，並一同

持續前進。 

 

 

 

 

 

 

 

 

〈本文作者林鈺聆係內政部合作及人民

團體司合作事業輔導科科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