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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壹、計畫緣起及目標

貳、工作項目與規劃設計

•工作項目(一)：育成輔導

•工作項目(二)：教育訓練

•工作項目(三)：校園培力

•工作項目(四)：合作制度推廣活動

•工作項目(五)：慶祝第103屆國際合作社節表揚大會暨系列活動

•工作項目(六)：合作事業多媒體素材推播

參、廠商專案組織規模、經驗及履約能力

肆、專案管理、服務能力及加值服務

伍、經費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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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及目標(1/3)：計畫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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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我國合作社的社數逐年遞減。民國107年(4,028社，社
員273萬人)，民國112年(3,746社，社員240萬人)。

 不過，合作社的類型，也有結構性的調整。另外，也有創新的合
作社。例如：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和綠電能源合作社等。

 聯合國大會宣布2025年為第二個國際國際合作社年。主題為「合
作社建立更美好的世界 (Cooperatives Build a Better World)」。

民國113年全國合作社分布

政策背景 合作與地方創生面對的「貧富不均」與「城鄉失衡」問題

貧富不均

貧富不均：工業革命後，資本(Capital)參與生產，與勞動

(Labor)分配不均，導致社會上貧富不均的社會經濟問題。

1844年起，英國提出「合作」以解決貧富不均的問題。

城鄉失衡

城鄉失衡：都市化過程中，人口(特別是年輕人)往都市移動

造成城鄉發展失衡。一方面，都會區人口負擔過重，產生都

會區社會問題。而另一方面，鄉村地區人口外流，地方經濟

衰退產生社會經濟問題。

日本於2013年提出「地方創生」計畫，解決城鄉失衡問題



壹、計畫緣起及目標(2/3)

計畫背景 有關「地方創生」與「合作」的政策計畫說明

憲法、合作社法
「合作事業應受國家之獎勵與扶助」 發展庶民經濟，謀國計民生之均足

推動合作社宣導、教育訓練及輔導業務，並落實合作社之獎勵

試辦計畫

(111-112)

合作事業推動地方創生輔導試辦計畫(111-112) – 加速推動地方創生計畫(110-114)

合作社的特性，適合作為社區居民參與地方創生的組織型態，…。

落實合作社法第7條之1應辦事項 目標：藉由參與地方創生，發展合作事業

振興發展計畫

(114-117)

合作事業振興發展計畫(114-117) – 打造永續共好地方創生計畫(114-117)

建立健全輔導機制及生態系統，呼應憲法國民經濟定位，提升合作社能見度及影響

力。在地方創生中展現合作事業價值與功能，透過全面輔導策略與多元支持，持續

推升臺灣的合作事業發展。 目標：建立合作社的創業生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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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合作社的創業生態系統總目標

• 營造合作事業有利發展環境，成為地方創生的基石次目標

• 推動合作事業發展委託專業服務案114年



壹、計畫緣起及目標(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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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跨機關協作
平臺

推廣合作制度理
念

厚植合作事業人
才

強化發展資源及
環境

促進國際交流與
研究發展

建立跨機關
協調機制

法規檢討
與調適

籌組教育宣導
大專校院人才培

力基地
育成輔導
與扶助

辦理國際研討會等
交流活動

充實各級政府合
作行政人力

強化各級政府
公務員合作教育

多媒體素材
製作或購置

擴大辦理合作事
業推廣活動

加強多媒體及
網際網路宣導

區域性培力方案
或據點

合作事業專業人
才培訓

擴大各領域
專才參與

挹注營運資源

資金融通協助

研議籌備合作事
業發展基金

參與國際組織
爭取辦理國際會議

充實各國合作經濟
制度及法規資料

合作事業
研究與調查

總目標
建立合作社的創業生態系統

次目標
(一)營造合作事業有利發展環境
(二)成為地方創生基石

目標：從「合作事業振興發展計畫」銜
接到「推動合作事業」計畫。

壹、合作育成輔導與教育訓練

提供合作社「(一)育成輔導(與扶助)」、
「(二)教育訓練(籌組教育宣導及人才培
訓」，同時，透過「(大專校院人才培
力基地)(三)校園培力」，使三者相輔相
成的綜效。

邀集學者專家與民間團體整合資源，建
構人才資源庫與合作知識庫。

貳、合作推廣

辦理「(四)合作制度推廣活動(強化各級
政府公務員合作教育)」、「(擴大辦理
合作事業推廣活動)(五)表揚大會暨系列
活動」與(加強多媒體及網際網路宣
導)(六)合作事業多媒體素材推播等。



籌組輔導團隊，導入陪伴式輔導機制

• 將合作社分成(1)鼓勵期；(2)籌備期；(3)運作

期；與(4)成熟期。然後，依照不同時期所遭

遇的問題和需求，提供量身訂做的輔導服務。

建置實用之輔導資源資料庫

• 依據合作社類型、產業屬性及發展階段進行

分類整理，根據輔導需求媒合資源輔導。

輔導具發展潛力之合作社

• 接受政府轉介、徵求有意籌組合作社的民眾、

以及營運中，具潛力之合作社及示範案例名

單等。啟動育成輔導工作。包括線上輔導、

實地訪視、講習課程、輔導追蹤等發展合作

社。已完成相關輔導表單設計等前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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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陪伴式輔導機制營造合作社有利發展環境

貳、工作項目與規劃設計-育成輔導 (1/2)



貳、工作項目與規劃設計-育成輔導 (2/2)

創意加值：建立全國性「單一服務窗口」

為合作社育成輔導之聯絡與服務平台，協

調輔導工作

創意加值：成立「合作事業振興輔導」之

Line官方帳號，邀請合作社、相關行政機

關及本專案相關成員加入，提供即時諮詢

輔導服務。

整合輔導紀錄，彙整更新常見問答集 (FAQ)

以累積合作知識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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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性「單一服務窗口」
Line官方帳號

「合作事業振興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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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合作社人才教育課程地圖機制，逐年滾動檢討

貳、工作項目與規劃設計-教育訓練 (1/2)

一、課程地圖

根據教育理論，引入課程地圖，以培養全方位的合
作人才。例如：社務、業務、財務等課程。

二、整合合作教育訓練體系

考量不同的對象的合作教育需求，設計量身訂做的
課程。例如行政人員、選任人員、聘任人員、社員或
一般民眾。

三、辦理講師交流班

針對擔任講師的專家、學者，辦理講師交流班(工
作坊)，以溝通整合「合作教育」的知識體系。例如
教案教材的統一規劃原則等議題。



建構北、中、南部合作諮詢輔導網絡

• 例如國立臺北大學、台灣水資源與農業研究院、大

葉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等教育訓練基地

編製合作教育課程教材，以電子教材呈現

• 教材內容上傳至合作事業入口網專區，提供有需求

者下載。

設計教育訓練課程課後調查問卷，

了解學員學習認知及滿意度

• 設計實體及線上課程滿意度調查問卷，進行統計分

析，以做為檢討修正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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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全國北、中、南部
合作諮詢輔導網絡

貳、工作項目與規劃設計-教育訓練 (2/2)



• 以多樣化模式進行校園合作教育。如：辦理大學生合作工作坊、撰寫

教學與資源指引、合作社參訪、專題演講、大學課程主題授課等

開放各校研提校園培力教育計畫

UWCC, CFAES

• 提供學生主動探討商業目的、所有權和影響

• 提供多元化教材，如：講義、影片及導入個案分析等資源及教學活動

邀請合作社專業人士演講、及策劃產學合作與實習活動等

透過系列性課程分組參與產學合作模式，

使大專生實際驗證合作社的成功個案

• 辦理各項專題，包含：組織所有權、消費者及社員需求、合作財務(會

計)、合作社利潤分配、社員經濟參與和機能、合作社管理與策略、合

作社經營模式等

配合合作推廣教育知識分享，激勵大學

生參加研討，鼓勵未來加入合作社

項目 說明 備註

(一)系列課程 與課程合作舉辦系列性講座 1.開放各校系所，研提「校園培力」方案。
2.透過合作主題演講，使大學生參與合作社討論。
3.提供大學生研究合作社議題，以及支持合作社。
視各校系所實際操作，進行滾動式的調整。

(二)專題演講 邀請專業人士蒞校演講

(三)合作社參訪 大學生參訪合作社

(四)工作坊 學生合作社工作坊
10

校園培力工作項目

貳、工作項目與規劃設計-校園培力



行政機關共識營

• 辦理日期：決標後2個月內

• 活動地點：國立臺北大學或大葉大學或其

他地點

• 邀請對象：中央及地方政府合作社主管機

關承辦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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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內容

09:20~09:50 報到時間

09:50~10:00
貴賓致詞

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司長

10:00~11:00

政策宣導
2025年合作事業的重要轉折點
-114年推動合作事業發展計畫

11:10~12:10
以世界公民咖啡館之形式辦理

討論主題：輔導政策

12:10~13:10 午餐休息

13:10~14:10 討論主題：合作教育

14:30~15:30 討論主題：行銷推廣

15:30 賦歸

行政機關「共識營」議程 (暫定)

貳、工作項目與規劃設計-合作制度推廣活動 (1/3)

透過「共識營」，增強參與人員對
合作理念、制度之理解及共識。

透過「合作事業振興輔導」群組，
提供合作制度推廣訊息。



來自合作現場的聲音暨微電影分享會

•透過合作社實務人員經驗分享，包含鼓勵期、籌組期、運作

期、成熟期(回饋期)的歷程，論述合作精神的實踐。

•搭配合作及人民團體司(人團司)歷年徵選微電影及短影音活動

之影片欣賞與討論。

辦理方式

•辦理日期：114年11月前

•辦理地點：社區大學、國中小及高中職校、社區組織、公協

會、農民團體或其它適合地點，共計5場次

•參與對象：國中小及高中全體師生、社區大學師生、公協會

會員、農民團體成員及一般社會大眾，預計超過500人次

•辦理形式：採實體及線上形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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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電影分享會議程 (暫定)

時間 內容 主講/主持人

08:00~08:30 報到時間

08:30~08:40 貴賓致詞 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長官

08:40~09:20
專題分享

來自合作現場的聲音
全國各類型合作社代表

09:20~09:30 Q&A 合作界產官學專家

09:40~10:20
專題分享

來自合作現場的聲音
全國各類型合作社代表

10:20~10:30 Q&A 合作界產官學專家

10:40~11:30 微電影分享會 原住民勞動合作社

11:30~11:50 綜合討論
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
原住民勞動合作社

11:50~ 賦歸

貳、工作項目與規劃設計-合作制度推廣活動 (2/3)



•結合本計畫各工項執行及活動主視覺、

目標或精神，設計相關推廣資料

•折頁或手冊：搭配時節於活動前後進

行宣傳

•文宣品：搭配輕便型手機架或筆類用

品等

豐富的文宣資料

•除了實體的微電影分享會之外，還有

• Instagram：適用於黏著度較高的年

輕族群

• Facebook或Line：適用於中壯年及

高齡族群

多元的宣傳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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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合作社相關活動DM

文宣品示意圖

合作社制度
懶人包摺頁

貳、工作項目與規劃設計-合作制度推廣活動 (3/3)



時間 程序 說明

13:30-14:00 會前表演 樂團音樂演奏

14:00 大會開始 樂團音樂演奏

14:00-14:10 主席及主管機關代表致詞

14:10-14:15 宣讀合作節大會宣言

14:15-14:20 全體大合影

14:20-14:25 頒獎活動換場準備 樂團音樂演奏

14:25-15:10 頒獎活動1

15:10-15:15 中場休息換場 樂團音樂演奏

15:15-16:00 頒獎活動2

16:00-16:05 中場休息準備模彩活動 樂團音樂演奏

16:05-16:20 摸彩活動

16:20-16:30 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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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第103屆國際合作社節
表揚大會暨系列活動 (1/2)

• 圓山花博園區、

松菸多功能展演廳

或臺北車站、板橋

車站或其他同級場

地

•採購合作社夥伴

農特產品約700份

•配合2025年第二個

國際合作社年，強調

永續精神，強調合作

社在面對氣候變遷等

• 挑戰

•由中華民國合作

事業協會整合資

源及協調，已有

數十年經驗

負責單位 主題形象

大會場地貴賓禮品

臺北市圓山花博公園 臺北市藝文推廣處
親子劇場

松菸多功能展演廳（2F）

貳、工作項目與規劃設計-



活動時間

• 今年，配合表揚大會活動，

• 預定於 8~10 月間舉辦至少 3 日之系列推廣活動。

靜態展示

• 透過圖文展板傳遞合作社運動之歷史軌跡與當前發展成果，

結合合作社歷史沿革、政策推進軌跡及專業出版品。

動態合作社

市集

• 邀請不同類型的合作社，例如農業、勞動、消費等擺攤。

• 攤位配置帳棚(預計20-25頂)，邀約30至40攤攤位。

• 設置諮詢服務臺，安排專職人員進駐，協助相關工作。

雨備或突發狀況排除。若有必要亦將安排護理人員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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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山花海廣場 臺北市市民廣場 松山文創園區文創大街

展示內容 說明

合作社的精神與理念

闡述合作社的定義、原則與核心價值。

搭配內政部認識合作社相關宣導短片QR

CODE，提升互動性與理解度

臺灣合作社的歷史發

展

簡述我國合作社發展歷程，包含日治時

期發展起源，及至今日的合作社演進歷

程與政策脈絡

臺灣當代合作社的多

元樣貌

介紹國內各種合作社類型，及具代表性

的合作社。

國際合作社發展

結合2025國際合作社年，介紹國際合作

社組織「合作社促進展與發展委員會

（COPAC）」，及其所發布的合作社發

展目標

合作社有關刊物

介紹合作社有關刊物，如合作社事業報

導、合作經濟等，並提供刊物給現場有

興趣的參觀者取閱

靜態展示活動展示規劃

慶祝第103屆國際合作社節

表揚大會暨系列活動 (2/2)
貳、工作項目與規劃設計-



媒體託播：採用三管齊下之策略(透過導演級專業人士，提供高級的剪輯效果)

電視媒體：透過八大、年

代MUCH等主流頻道，

建立合作社公共性與品牌

形象

第四台頻道：結合地方生

活習慣，精準觸及中高齡

與在地觀眾

廣播：結合即時互動與社

群直播，拓展至通勤族與

年輕族群

素材來源：

合作社事業入口網影片素

材、合作社微電影及短影

音徵選優勝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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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播主題 內容說明

合作社簡介 介紹合作社的組成、性質、合作模式、組織運作、理念與目標

合作社綠能永續創生 專題：綠電合作社以實際行動參與能源轉型，實現可持續的能源發展，減緩氣候變遷的影響

合作社校園消費創生 專題：員生消費合作社重視社員福祉與教育紮根，透過共同購買提升消費者生活福祉

合作社青年返鄉創生 合作社提供青銀共創空間，提升社區意識，建立深厚的情感連結，共同創造幸福家鄉

合作社社區再造創生
合作社支持地方再生，共同建構地方經濟網絡，回應社區再造需求和發展期望，提升居民生活
品質，增加地方認同感

合作事業託播主題規劃 (暫定)

貳、工作項目與規劃設計-合作事業多媒體素材推播(1/2)



• 發布於Yahoo新聞、PCHOME、LINE TODAY、蕃薯藤等知名媒體

• 其它小眾媒體或新興平台

媒體宣傳：洽談具合適受眾的媒體，規

劃不同主題報導內容，並提送機關審核

• 評估分析其效益，並研提未來媒體公關行銷精進建議收集報導回饋，追蹤有關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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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事業媒體宣傳主題規劃 (暫定)

報導主題 內容說明

合作事業政策宣導
解釋《合作事業振興發展計畫（114年－117年）》如何協助合作社發展、提高市場競爭力，及促進
經濟公平與社會參與，提升政策透明度與理解度

合作社節活動紀錄
記錄合作社節、表揚大會等年度重要活動，呈現活動對於合作社發展與社會推廣的積極影響。內容
將以圖文並茂的方式呈現，吸引大眾對活動的關注與參與。

合作社成功案例
介紹具代表性的成功案例，說明合作社如何透過在地經營模式帶動社區經濟、促進就業與活化地方
產業。

合作社成員故事
展示合作社制度如何改變其經濟狀況與職涯發展。以個人故事為核心，傳達合作社在促進社會共好
與改善生活品質上的正面影響，特別表彰女性社員在此方面之成就，以彰顯合作社性別平等議題

跨產業合作的未來趨勢
分析不同產業合作社間的跨領域合作模式，說明資源整合與產業升級的成果。展示成功的跨產業合
作案例，凸顯合作社在產業鏈中的新角色與未來發展潛力。

合作社在社會經濟中的貢
獻

探討合作社在與實踐永續發展目標（SDGs）上的角色，並落實環境友善、社會責任等永續發展原
則，展現其對社會經濟的正向影響。

貳、工作項目與規劃設計-合作事業多媒體素材推播(2/2)



18

參、廠商專案組織規模、經驗及履約能力(1/2)

籌組陣容堅強之專案團隊共同執行。相關任務經驗豐富，可達成本專案任務要求

計畫總主持人
蔡建雄博士

人
員

單
位

分
工

經
驗

計畫主持人
黃啟瑞博士

計畫主持人
方文昌博士

協同主持人
吳建一博士

計畫主持人
林家豪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
作經營學系教授

台灣水資源與農業
研究院

資深研究專員

大葉大學
校長

大葉大學產學中心
主任、育成中心前

主任

新北市原住民電腦
資訊勞動合作社

理事主席

二、教育訓練
三、校園培力等

一、育成輔導、教育訓練
五、表揚大會系列活動
六、多媒體素材推播

一、育成輔導
二、教育訓練

一、育成輔導
二、教育訓練

四、合作制度推廣
活動

長年深耕合作事業領
域，具備大型計畫統

籌經驗能力

長年投入農(林)業合
作社輔導，具豐富政
策推廣及多媒體團隊

熟捻教育訓練與行
政，具有人才培育
與企業輔導經驗

具有多年產業育成
輔導與產學經驗

具有豐富合作社推
廣教育經驗及合作
專案辦公室經驗

長年辦理合作社活
動，具推廣教育訓
練及合作輔導經驗



參、廠商專案組織規、經驗及履約能力(2/2)

本團隊長期關注合作事業，具有豐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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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長期辦理合作事業輔導、教育訓練與推廣活動，深受委辦單位肯定。

推
廣
活
動

育成輔導

長期投入合作事業育成輔導工作
• 109-113年 林業永續多元輔導方案政策之
推動及宣導 (台農院)

• 109-113年 雲林縣高鐵沿線特區之雜糧示
範區輔導策略暨耕作制度轉型研究 (台農院)

• 113年 雲林高鐵特區雜糧旱作示範區計畫
(台農院)

• 108-113年 年度原住民族合作社輔導管理
計畫 (原住民電腦合作社)

• 107-113年 農業綠能整合加值服務計畫
(台農院)

• 112年 雲世代小微企業數位轉型創新服務
計畫 - 田中生活圈導入雲端商務整合輔導
計畫 (大葉大學)

合作社育成輔導 教育訓練

執行多年人才教育訓練計畫
• 110-113年度原住民族合作社輔導管理計畫勞

務採購案(全國型) (原住民電腦合作社)
• 110-111年推動中小企業數位應用輔導數位群

聚輔導(產業輔導) (大葉大學)
• 111-112年度教育部大專校院推動創新創業教

育計畫 (大葉大學)
• 113年 農業推廣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課程教材發

展與種子師資學習地圖計畫 (臺北大學)
• 112年 農業推廣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課程教材發

展與實驗課程辦理計畫 (臺北大學)
• 111年 農業推廣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課程教材發

展計畫 (臺北大學)

辦理眾多推廣活動經驗
• 102-103年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產學合作計畫 (臺北大學)
• 慶祝國際合作社節表揚大會暨系列活動 (臺北大學)
• 110-113年原住民族合作社輔導管理計畫勞務採購案(全國型) (原住民電腦合作社)
• 112年致大圳系列活動規劃與執行計畫 (台農院)

林業
合作社

農業
合作社

原住民
合作社



本團隊具有執行創意並提供加值服務，除達成本專案目標，並拓展合作發展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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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訓練
1.根據教育理論規劃課程教學，達到
教育目標

2.導入課程地圖機制，滾動檢討人才
培訓機制

3.產製公開電子教材，供民眾閱覽學
習

三、校園培力
1.校園(大學生)合作推廣

2.建立北中南部教育訓練基地，.
再與各區教育訓練師資及活動
搭配，形成育成輔導網絡

一、育成輔導
1.建立完整育成輔導團隊
2.成立全國性單一諮詢輔導窗口與

Line官方帳號
3.整合事業主管機關政策資源，重點
強化農業與勞動合作社輔導

五：慶祝第103屆國際合作社
節表揚大會暨系列活動

1.挹注配合款30萬元協助活動辦理

2.於北部人潮聚集地區辦理系列活動

六：合作事業多媒體素
材推播

1.具備專業影片製作與教育推廣
團隊

2.主流網路及媒體曝光

四、合作制度推廣活動

1.合作現場微電影及短影音分享

2.合作社與社會的創新連結

參、專案管理及服務能力：創意與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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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專案管理及服務能力：預定產出與進度

工項 指標 產出 6 7 8 9 10 11

1.育成輔導 1.建立育成輔導工作團隊 1式 30% 100%

2.辦理工作聯繫會報 3次 30% 60% 90% 100%

3.辦理實地或視訊式輔導 15場次 100%

4.辦理民眾講習課程 5場次 20% 100%

5.輔導合作社示範案例 3社 100%

6.建立民眾服務電話專線 1式 100%

7.彙整民眾常見問答集FAQ 1式 100%

2.教育訓練 1.一般基礎班 4日 100%

2.一般進階班 4日 100%

3.會計財務班 4日 100%

4.監事專班 1場 100%

5.新進及儲備合作行政人員培

訓班
5日

100%

6.一般合作行政人員班 1日 100%

7.講師交流班 1日 100%

9.主題式研習班或研究班 3場 100%

10.產出合作教育課程教材 1式 50% 100%

3.校園培力 1.與系所、或中心合作數 2案 100%

4.合作制度推廣活

動

1.辦理行政機關共識營 1日 100%

2.辦理合作事業推廣活動 5場 100%

3.設計編製相關推廣資料 1式 100%

5.國際合作社節系

列活動

1.辦理表揚大會 1場 100%

2.辨理慶祝大會周邊系列活動 3日 100%

6.合作社多媒體素

材推播

1.媒體託播 22次 100%

2.媒體宣導 4篇 100%

期中與期末報告 工作
計畫書

第2期
工作報告

期末工作報告



台農院 400

萬元

合作協會

120萬元

臺北大學

50萬元

原住民勞動

合作社 50

萬元

大葉大學

140萬元

伍、經費配置：總經費 76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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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及說明
經費

(千元)

一、育成輔導 2,000

二、教育訓練 2,500

三、校園培力 500

四、合作制度推廣活動 500

五、慶祝第103屆國際合作社節表揚大會

暨系列活動
1,400

六、合作事業多媒體素材推播 700

總 計 7,600



敬 請 指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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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國立臺北

大學

財團法人

台灣水資

源與農業

研究院

中華民國

合作事業

協會

大葉大學

新北市原

住民電腦

資訊勞動

合作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