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OPS 4 DECENT WORK 合作教育推廣計畫 

結案報告 

 

一、 計畫源起：讓合作運動結合尊嚴勞動 

   國際合作社聯盟(ICA)今年 2 月初 ICA 選出「coops 4 decent work」(為尊嚴勞

動而合作)，以合作社平等、民主與團結的架構質地作為回應勞動持續惡化的全

球性運動，並凸顯尊嚴勞動所需的組織典範。尊嚴勞動概念最初的定義是：「在

自由、平等、安全與尊嚴的條件下，有足夠酬勞、權益受到保護並有社會安全

保障的具有生產收益的工作。」國際勞工組織(ILO)隨後提出「尊嚴勞動」

(decent work)的概念框架，具體擬出四大目標，即促進勞動者的工作權益、就業

機會增長、社會安全保護與社會對話。四大主軸顯示尊嚴勞動的原則是不論身

份及場域，所有勞動者均應獲得穩定、安全與保障的基本尊嚴生活。 

   尊嚴勞動需要組織典範，向來具備人本經濟特質的合作社，其可近性與民

主管理等內在特定，再加上關懷社區的一致組織使命，使得 ILO 及聯合國均將

合作社視為創造尊嚴勞動的重要社會夥伴。勞工陣線長期推動勞動人權，配合

國際合作日的尊嚴勞動主軸，著手規劃一系列合作社、社會團結經濟與尊嚴勞

動介紹與推廣活動，透過講座與座談會的行動設計，促使社會理解尊嚴勞動與

合作社的社會穩定功能，協助更多勞動者從認同尊嚴勞動開始，反思經濟民主

的實踐可行性。 

二、 Coops 4 decent work 計畫活動報告： 

2.1、座談會：【投資的社會視野】－從尊嚴勞動與團結經濟出發 

本次座談會於 8 月 15 日下午 2 點至 5 點於台大校友會館召開，座談內容以尊嚴

勞動、合作經濟及社會團結為主軸，逐一檢視在全球化環境之下，共同商討聚

合一股與資本主義相抗的社會團結力量的可行性新經濟與投資策略的想像。 

勞工陣線首先分享目前國際上以合作社推動尊嚴勞動的策略模式，以及如何促

成社會經濟投資進行案例分析。座談會中共邀請 8 位各領域學者專家，包括經

濟學、勞動法、社會福利、原住民、金融投資及合作組織，同時邀請勞動部專

促進勞動權益 促進就業

促進社會安全 促進社會對話

尊嚴勞動



委林永裕與內政部合團司副主任陳佳容共同與會，共同就合作社理論、實務及

政策層次凝聚意見，與會民眾合計 35 人。 

《座談會流程》 

流程 議題 與談出席 

14：00 

14：20 

國際實例分享 1 

推動尊嚴勞動的投資模式 

報告人： 

洪敬舒(台灣勞工陣線主任) 

14：20 

15：30 

投資尊嚴： 

社會投資啟動尊嚴勞動的

可行策略 

主持人：孫友聯(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 

與談人： 

1. 邱俊榮(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 

2. 呂建德(中正大學社福系教授) 

3. 林佳和(政大法律系副教授) 

4. 林永裕(勞動部綜規司專委) 

5. 洪敬舒(台灣勞工陣線主任) 

15：30 

15：50 

國際案例分享 2 

團結經濟的社會投資方案 

報告人： 

洪敬舒(台灣勞工陣線主任) 

15：50 

17：00 

投資團結： 

以耐心資本推動團結經濟

的想像 

主持人：孫友聯(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 

與談人： 

1. 陳錦稷(中信金融學院教授) 

2. 黃盈豪(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

系助理教授) 

3. 陳郁玲(主婦聯盟合作社理事) 

4. 陳佳容(內政部合作及人團司籌備處

副主任) 

5. 洪敬舒(台灣勞工陣線主任) 

 

 

 

 

2.2.1 座談會活動照片 

洪敬舒主任介紹尊嚴勞動模式 

 

林佳和教授介紹歐洲勞工運動思潮 

 



勞動部專委介紹 ILO 尊嚴勞動發展歷程 

 

呂建德教授分享社會投資概念 

 

陳郁玲理事介紹合作社制度 

 

黃盈豪教授分享原民團結經濟 

 
陳佳容副主任介紹我國合作社發展 

 

現場與會人數概況 

 

     

2.2、合作經濟講座(六場次) 

講座主題對應當前台灣六項社會問題，包括勞動環境、工會與合作社、普惠金

融、貧困者自立、女性經濟賦權、產業轉型等議題，逐一梳理國內環境現況，

並藉由分享國際合作社發展案例推動國內合作經濟的想像契機，講座採公開形

式並自 5 月底啟動，以每月一場次進行安排。 

 

 

 



2.2.1、合作經濟講座介紹 

活動日期 講座名稱 主講者 
與會

人數 

2019.05.31 

1900-2100 

尋找尊嚴勞動的神萘與鬱

壘： 

工會與合作社的並擊 

周于萱(青年 95 聯盟理事長) 

洪敬舒(台灣勞工陣線主任) 

17

人 

內容簡介 

周理事長以自身協助籌組服務人員工會為例，介紹工會組織如何凝聚勞工

者團結意識；洪主任則從 ILO 對於合作社的尊嚴勞動功能介入，介紹國際

上非正規經濟工人如何藉由合作社組織產生集體保護作用。 

 

2019.06.28 

1900-2100 

合作的在地金融：儲蓄互助

社步向社區金融的想像 

吳宗昇(輔仁大學副教授) 

張瓊文(東華大學助理教授) 

36

人 

內容簡介 

吳老師首先介紹國內互助金融體系的歷史脈絡，並分析儲互社與一般金融

系統對於金融貧窮的影響，以及儲互社社區紮根的優劣分析；張老師則是

分析東華校園儲互社的成立源起，以及如何在校園內進行合作理念推廣的

甘苦談。 

 

2019.07.26 

1900-2100 

經濟民主的共生策略： 

工會結盟合作經濟的想像 

韓仕賢(全國金融產業工會祕書長) 

張烽益(台灣勞動與社會政策執行長) 

15

人 



內容簡介 

由韓祕書長介紹全金聯多年前訪問新加坡職工總會時，接觸到工會內容自

行組織平價消費合作社、健康保險及托兒所合作社，藉由提高會員服務面

向強化對工會組織之向心力的一種新思維；張執行長則是援引美國案例介

紹工會協助平台從業人士如何組織合作社，共同對抗剝削的實際案例。 

 

2019.08.23 

1900-2100 

浪人的情歌： 

非正規經濟的社會權力 

余思賢 

(浪人食堂創辦人) 

23

人 

內容簡介 

非正規經濟一向存在社會污名，余創辦人於講座中詳述浪人食堂的源起構

想，以及開始雇用街友於夜市擺攤使其擁有相對穩定生活之後的人生改

變，呼籲社會省思運用非正規經濟體系為弱勢者創造自立生活的機會。 

  

2019.09.11 

1900-2100 

《夭折的女力》－家庭經濟

暴力如何賦權？ 

林佳萍 

(現代婦女基金會專員) 

11

人 

內容簡介 

女性是家庭經濟暴力的主要受害者，林專員強調協助女性脫離壓力源重要

性，並從財務管理、經濟諮詢等支持服務切入，是我國為受到經濟暴力控

制女性的主要經濟賦權模式，而國外則有婦女經由集體自我組織控制生產

促成經濟自主則是另一種主流模式。 



 

2019.10.07* 

1900-2100 
創新經濟之路 

吳啟禎 

(經濟民主連合經濟組召集人) 
8 人 

內容簡介 

台灣產業多以代工為主，所謂的創新也是基於爭取更多訂單的想像。吳博

士認為，台灣可以仿效丹麥的創新與合作經濟路徑，著眼於社區及在地的

生產及服務為需求，打造出符合台灣在地文化的創新路徑。 

*原定於 9 月 30 日舉辦，因遇颱風延期至 10 月 7 日 

 

三、 計畫執行期程 

 

工作項目 ＼  時間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活動場次邀約及場地確認       

座談會執行       

六場次講座執行       

資料整理       

結案報告       



四、 預期效益評估及檢討 

推動尊嚴勞動：勞工陣線嘗試藉由講座及座談會形式達到三項預期目的，即串連尊

嚴勞動與合作經濟的直接關係、串連合作社與工會的相互認識、串連勞動法規與合

作政策的配套想像，將原本分散在不同主管單位、學術領域及實作體系的合作社與

勞動關係相互連結。 

推展合作教育：藉由大量分享及介紹國際當前合作社推展之主流策略，並將勞動、

工會、婦女經濟、產業發展、金融體系、社會投資的各項社會議題與合作社發展予

以結合，協助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及與會者理解合作組織在各項社會議題及實務環

境的運用可能性，並藉由宣傳勞動者的自決的機會與挑戰，提供去除不平等分配及

剝削式生產的多元想像，促進合作意識與教育推廣。 

推行政策進化：以勞動、經濟、資本為本次專案活動的主要軸線，對應阻礙當前合

作事業發展的三項政策層面，有助於合作政策的在地建構與倡議，以及未來勞動、

金融投入及合作社相關法規修訂之立論基礎。 

五、 活動經費細明 

科目 單價(元) 數量 金額(元) 經費來源 

座談：背板手冊印製 4,000 1 場 4,000 

-主婦聯盟合作社公益金補

助 1500 元 

-自籌 2500 元 

座談：場地費及雜支 6,000 1 場 6,000 主婦聯盟合作社公益金補助 

座談：與談費 1,500 8 人次 12,000 主婦聯盟合作社公益金補助 

講座：與談費 1,500 8 人次 12,000 

-主婦聯盟合作社公益金補

助 7 人次 10500 元 

-自籌 1500 元 

講座：場地費 4,000 6 場 24,000 
-哲學星期五補助 12000 元 

-自籌 12000 元 

活動網路宣傳設計 1,500 7 張 10,500 自籌 

專案人事及活動紀錄 50,000 6 個月 300,000 自籌 

行政費 10,000 6 個月 10,000 自籌 

總計 - - 378,500 

主婦聯盟合作社公益金補

助：30,000(8%) 

其他單位補助：12,000(3%) 

自籌經費：336,500(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