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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模式-落實結社經濟權



遵循聯合國（UN）「創造有利於合作社發展環
境準則」（2001）、國際合作社聯盟（ICA）
與國際勞工組織（ILO）（2014）修法的呼籲。
聯合國《阿迪斯阿貝巴行動議程》

（2015/7/13-16），對於至2030年實現17個
永續發展目標，聯合國承認，從微型企業、合
作社到跨國公司—民間社會組織和慈善組織將
在執行新議程方面發揮作用。
國際合作社聯盟（ICA）(2016)提出宣言：「合
作社是永續發展的行動力」，表現在食品安全、
醫療保健、社會服務、穩定就業、消除貧窮與
財務、經濟成長等多元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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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部落城市/原住民
青年、婦女

•生產友善土地
Ⅰ.有機安全農漁牧

•加工/小型工程
Ⅱ.友善運輸、加工

•服務少子老化照顧
Ⅲ. 學校、文創、餐飲
觀光休閒、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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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訓練與合作社輔導各縣市公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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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型金融組織
儲蓄互助社
信用合作社

信
貸
機
會

學校
合作創業平台

員生消費合作
合作教育

社會經濟教育
環保/生活教育
民主參與教育

課後輔導
學校閒置空間/時間
共學再利用

「四生一體」國民經濟發展
成就社會經濟永續發展

安定生活秩序---食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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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政策
減反運動 減少政策補助
回歸自然 住民自決
確保轉作資源運用 平衡多元物種
安定價格 確保農民收入 消費物價
食材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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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合作社
儲蓄互助社
農會信用部

g土地

CEDAW  14

a  規劃 參與
f   社區活動

g信用
e組織

d教育

d孩童
b保健
c保障
h照顧

婦女

合作金融
微型金融

家庭

合作社

婦女創業就業
活化地區經濟
消除貧富不均

社區關懷
社間合作

關懷婦女
共同力量
消除歧視



2015-16年來合作社模式推廣與交流
 2015-16協助國發會花東合作事業推展，9+2新合作社

 2015/6月國際合作社節「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 」100人，
私立逢甲大學(內政部)

 2015/9月「首爾社會經濟訪視團」20人NPO+市府(自費)

尤美女團長，10 個合作社與合作社等支援中心

尤美女立委二次協助內政部、賦稅署、衛福部、勞動部
等協商照顧勞動合作社稅務會議===長照的週全性/婦女

成立智立勞動合作社(精障者陪伴與歸屬團體重返工作
就業機會)

協助花蓮友善家園住宅合作社(殘障者雙老、三老問題)

 2015/11月「經濟可以不一樣?社會經濟之合作社講座」，
臺灣守護民主平臺(公民經濟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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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元月「日本銀髮金融與文化交流」29人 臺灣金融研訓院黃
博怡院長:群馬銀行、日高地域福祉中心、東京都老人研究所、
三菱綜合研究所、東京之星銀行、巢鴨信金(自費)

 2016/4-6月陪伴社區實踐協會社工學習，推展社區合作經
濟…..HK女性勞動合作社交流

 2016/6/24國際合作社節「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 」150人，國立
臺北大學:

內政部(指導) 、三位立委到場、二位立委助理到場、國發會、
市議員、臺北市政府、合作界、婦女民間團體、 NPOs、香港大
學社會系 學生

會議論文集：合作社發展基金雛型、信用合作社、照顧合作社

兩公約合作小組:合作/社會經濟議題推動…..

國發會創新社會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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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平民結社經濟權-合作社模式

「合作經濟」是世界性平民「結社經濟人權」。
兩公約從#22公政---#2,6,8,11,13經社文

尊重國際性組織的趨勢，落實憲法基本國策暨
#145的積極政策，國家宣告社會經濟的定位。

臺灣的合作社經濟的發展困境跨至少14各部會，
各部會卻視為微細、不重要的業務。

 各部會檢視與鬆綁法規，落實合作社法#7-1，54

公約14條如同對一個「家」，提供多元的保障與
促進，是CEDAW公約全體的縮影。

期許性平委員工作小組推展婦女合作經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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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CEDAW 的 NGO座談會 (YWCA)

委員的指導與叮嚀：

「尊重每一個加入團體的優點，

相信每一個都願意付出。」

「對一個議題深耕，鍥而不捨。」

合作經濟模式有賴推動國會委員/教育。

CEDAW公約不是標榜女權，其主要精神：

「藉著對婦女的教育與訓練過程，

讓國家整體發展。」

政府落實憲法、遵循CEDAW、兩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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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政經論壇
因應2014北京/2015新加坡

中等收入陷阱對亞太區域發展之影響

歐盟、全球與亞洲地區再次重視貧富不均議題，
建立社會「善的循環」，即「休戚相關經濟」。

(UN,ICA,ILO,WOCCU,ACCU,APO…)

「合作連結，創新經濟」-社區經濟互助共同體

以人為本、終結貧窮、創造就業的機制

新協力模式=政府+民間事業

=合作社+創新+社會經濟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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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門經濟發展與融資機制---合作社與非營利組織自助-互助-公助之脫貧機制



CEDAW 2014.06.26 結論性建議30

• 政府在規劃與執行全國性和地方性的農村發
展計畫時，應納入女性參與。

• 並且建議農會、漁會、水利會運用女性「1/3
原則」於決策階層。

• 敦促政府承擔農村婦女的能力建構與教育計
畫，提供她們資訊與技能於現代的生產、銷
售、運銷及財務管理的方式。

• 更建議政府配置基金於農村婦女認同的方案，
包括成立她們自有的各類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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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促進合作社「自治與自立」作為

(一)教育賦予人民與合作社組織自立，強化內在機制：

1.專業技能與技術培植機制：

2.陪伴制度：

3.信任建構：

關鍵-----教育培植「合作人」
主體性思維的「合作社」自立

婦女、青年透過相互學習，消除衝突性，培植在地深
化、民主性，發揮參與式經濟、親近性等

社會經濟價值 一個國家的發展

聯合國與國際性組織所重視的多元性發展過程

合作社支援中心與合作學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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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造有利的法律環境，回歸友善公平對待，

賦予合作社自治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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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權與人權
消費者

休戚相關經濟

結社自由的經濟人權

「四生一體國民經濟發展」思考整體合作社政策，
長期朝向調整行政體系，收歸權與責於一部會主管
行政與事業，在「合作事業發展基金」的運用下，
強化前項合作教育與專業教育下，合作社自立經營，
跳脫行政多頭干擾而自治。



「四生一體」平民生活經濟發展
生命 生活 生產 生態

市民 陽光水空氣 勞動與工作 城市生態
土地

山川、環境
孩童 安心安全安定

共購
共住
共老
共照
共耕

幸福三件事

農 米 五穀

老者 社區互助經濟

食材、材料
消費、運輸

婦女 編織

殘障 照顧、服務金

原住民 創業與就業

「住宅-照顧-合作金融-消費-醫療-福利-經濟」鏈結

合作經濟的價值-全民的永續性、行動力
跨世代、跨社群、跨城鄉、跨產業、跨國界
跨立院與行政、跨部會、跨中央與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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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未來，莫忘初衷」
社員關懷參與活動
深耕合作教育工程

建置法律行政環境工程
合作社市民運動永續發展

公民社會 人民參與 平民經濟

梁玲菁
國立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中國合作學社理事長
sophieliang5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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