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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8 屆國際合作社節致詞文 
 

麥 勝 剛 
 

今年的七月四日是國際合作社聯盟

（ICA）慶祝第 98 屆、聯合國（UN）慶

祝第 26 屆國際合作社節的日子。在每年

這一個特別的日子裡，全球合作社以各種

不同的活動形式來慶祝這個屬於合作社

及社員的重要日子，今年雖因新型冠狀肺

炎肆虐，慶祝大會取消，但仍然有相關慶

祝活動的舉行，勝剛特為文祝賀。 

合作社是歷史悠久的企業體。台灣的

合作事業從中央政府遷台之前及日據時

期就已經存在，經過民間與政府共同推展

也曾扮演過重要角色。時至今日，從合作

社事業統計數值來看的台灣合作社之發

展，至去年（2019）年底為止，總數共計

有 3,891 社，社員人數共計有 271.13 萬

人，股金總額達 442.54 億，較 2018 年底

增加 5.34 億元，以上的數字均是靠所有

社員多年努力展現出來的成果。至於國際

發展可從統計數值了解全球合作事業一

直以來都處於蓬勃發展的狀態，全世界將

近有 12 億人口為合作社社員，並創造出

2 億 8 千萬個就業機會，另全世界前三百

大之合作社及相互社（The Global Top 

300）營運總額已超過 2 兆美元，足可媲

美世界先進經濟體，均為國際間合作社具

體的經濟成就表現。 

▲本會理事長麥勝剛先生 

 

ICA 從 1922 年開始將每年 7 月的第

一個星期六確定為「國際合作社節」

（International Day of Cooperatives）。但

到了 1992 年，ICA 與合作社推動暨促進

委員會（COPAC）成員一致對聯合國進

行遊說，同年 12 月 16 日在聯合國大會

通過決議，宣布 1995 年 7 月的第一個星

期六為「聯合國國際合作社節」（UN 

Observa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Day of 

Cooperatives），以紀念國際合作社聯盟

建立 100 周年，希望能引起人們對合作社

的重視，加強聯合國和國際合作社聯盟的

相互合作，促使合作社與各國政府在內的

其他部門的夥伴關係更加密切。從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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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 月開始，ICA 和聯合國一致決議由

COPAC 為每年國際合作社節慶祝活動設

定一項重要主題，作為當年度國際合作事

業發展方向。今年（2020）為慶祝國際合

作社節所選定之宣言主題為「合作社採取

氣候行動」（Cooperatives for Climate 

Action），其內涵主要是重新強調全球因

暖化而對環境有所衝擊，合作社應採取行

動來抵抗氣候改變可能造成的傷害。而過

去 ICA 曾在 2008 年發表過相類似的主題

宣言-「透過合作事業來對抗氣候變遷」

（ Confronting Climate Change through 

Co-operative Enterprise ），顯見氣候變遷

已是延續性之問題，需要被極度重視且應

採取更積極的行動。近年來，由於氣候確

實產生巨大變化，且是不可逆轉的現在進

行式，一些生產和消費方法不斷地破壞環

境。然而，今年又測得溫室氣體排放量比

1990 年再高出 50％以上，已進入危險狀

態，全球暖化正對氣候造成長期影響，並

破壞人類和地球的重要生態系統，嚴峻形

勢不斷危及生命和生計，世人已沒有太多

時間來扭轉此種情況。如果我們不及時採

取行動，將會帶來不堪設想的後果，且全

球沒有一個國家能倖免於此，因此所有人

應該一起升高對氣候變化的警戒並提出

完整之解決方案。 

國際合作社聯盟特別呼籲合作社要

為氣候變遷做各種準備並提出因應措

施。多年前，世界各國相繼成立能源相關

之合作社，主要目的即是能源轉型並減

碳，降低暖化威脅生態崩解的危機。目前

光是歐洲地區就已經成立 3,500 家再生能

源合作社，其中英國就對再生能源發電

（不含大型水力）的投資非常重視，2015

年英國投資再生能源全球排名第四，其中

又以投資風電為最大宗，此屬於熱門且成

長很快的事業之一。英國在許多地區成立

再 生 能 源 合 作 社 （ renewable 

energy co-operative），利用風電與太陽能

等再生能源發電，一年可為英國省下許多

電費，且發展再生能源的回饋高於付出，

未來批發電價成本亦會逐年下降，整體有

利於消費者，如：社區型海風能源合作社

（Baywind Energy Co-operative）、愛丁

堡 社 區 太 陽 能 合 作 社 （ Edinburgh 

Community Solar Co-operative）均有不錯

的表現。台灣於 2017 年底在苗栗成立第

一家台灣綠主張綠電生產合作社，即是因

應地球暖化而成立的一個合作社，強調公

民參與及使用綠色電力，公民也可介入氣

候變遷，加入在地行動的「在地投資、在

地生產、在地消費」循環經濟，未來也將

陸續有其他之再生能源合作社加入行

列。期待台灣還能再籌設更多的再生能源

合作社，為能源分散及減緩氣候暖化盡一

份力。 

今年仍是多事之秋的一年，除了上述

氣候變遷對生活及生態上所造成的傷

害，新型冠狀肺炎疫情也讓各國在經濟、

生活與醫療方面遭受嚴峻打擊，世界各國

無不為抵抗疫情的傳染增加許多因應措

施。從 3 月開始世界各國新型冠狀肺炎之

疫情雪上加霜，尤其在歐美地區造成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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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失，其中以旅遊相關產業受創最深，因

此有許多合作社也在近期推動各種防疫

方案，以協助政府及社區救助當地受災人

員。如：創建於 2016 年的住宿合作社訂

房平台（Fairbnb.coop），原來在義大利

許多城市建置替代現有房屋共享之訂房

平台，因應疫情旅客無法外出旅行而推出

Covid-19 救助方案，其呼籲消費者將原先

預定之行程延後或預約下半年後之訂

房，讓出租客房之屋主在疫情期間仍保有

部分收入以維持生計，當疫情趨緩後還能

確保觀光人潮部分回流，以帶動義大利旅

遊產業復甦。目前此訂房合作社平台也與

義大利波隆那、威尼斯、熱拿亞等地方政

府合作，將部分平台收益捐給各地政府作

為防疫基金，用以支援第一線防疫醫生、

護士與相關醫療從業人員；至於美國也是

新型冠狀肺炎嚴重感染區域，5 月已經有

160 萬人以上感染病症，尤其以紐約州的

感染人數將近 36 萬人為最多。紐約市勞

工合作社以網絡體系推動 Covid-19 緊急

救助基金計畫， 針對紐約市內從事勞力

密集工作的移工或工作人員（包含 36 萬

無證件勞工和 4.8 萬無證件之企業主、防

疫第一線最易受染感之護理員，或因疫情

失去工作收入的托兒、寵物護理、住宅清

潔等從業人員），預計募款 15 萬美元，

以發放救濟金方式提供無法獲得美國政

府紓困方案之勞工合作社在金錢方面之

協助。以上的二項案例，都是合作社發揮

公益關懷精神的成果。 

若是依照往例，我們都會訂於國際合

作社節的當周周五辦理慶祝活動大會，過

往每年均有數百人前來參與慶祝大會。由

於因應疫情的關係，台灣防疫指揮中心推

動「防疫新生活運動」，為響應此一運動

盡量避免大型集會，所以經由籌備委員會

整合各方意見，取消今年度之國際合作社

節慶祝大會，但基於樂活防疫，其他較為

小型之各項慶祝活動，如：合作事業發展

研討會、合作社節繪畫及微電影比賽、各

項技能競賽、優質安全農特產品之展售活

動、表彰合作社場實務及優良推廣人員等

都仍如期舉行，希望有興趣者個別報名參

與，仍然可以與合作社各界人士適度交流

互動，達到慶祝國際合作社節之目的。 

最後希望全球之疫情逐漸趨緩，大家

能再度恢復正常經濟及社交生活。然而，

透過此次空前的嚴重疫情，人們也要重新

省思生活的方式。當全球化的發展促使每

個國家都輕度或重度地依賴著其他國家

時，無形中拓展經濟及交流活動也增加各

種風險，未來要如何維持經濟活動的運作

又能降低系統性風險？是值得人們思考

的議題。合作社組織基本上是以社區或區

域為中心點，謀求在地化經濟利益，行有

餘力則向外擴散經濟與社會活動的運作

模式，此時更能適時發揮各種力量扶持在

地化的發展，因此所有合作社成員要對我

們合作社組織更有信心，支持合作社以在

地共享資源、共享經濟的安全模式繼續向

前邁進。 

〈本文作者麥勝剛係中華民國合作事業

協會理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