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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消費改善花東發展的  

「食在永續消費合作社」  

 

邱奕儒、賴昱亘 
 

◆ 用合作消費能改善世界 

「每一個人的改變，可以造就世界的改

變。」 

日常消費是人們生活中非常頻繁的

事，而許多的改變，也可以從每一個人買

東西的過程中啟動。當有更多的人意識到

這件事情後，就可以集結更多人的力量，

成立合作社消費來改善這個世界。位於花

蓮慈濟大學的「食在永續消費合作社」秉

持教育的精神理念，透過人與人之間的合

作，來支持花東地區在地經濟發展，除了

校園師生外，也讓合作小農及廠商大家都

能夠在這個場域共同學習，一起發現與解

決社會問題，並推動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中的第十二項–「負責任的消費

與生產」，推動創造友善的消費模式，達

到永續循環的經濟制度。 

在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下，全球糧食

生產與銷售系統過度商業化演進，導致不

斷加速貧富差距，更危及食安與環境永

續。為了解決現今種種的社會問題。食在

永續消費合作社，位於花蓮市慈濟大學中

央校區裡，創立的緣起是希望能夠打破直

線性思維的消費方式，以及跳脫大集團的

獨裁經營。慈濟大學的大學社會責任

（USR）團隊在 2017 年時就開始推動消

費合作社的概念，並在 2019 年 6 月 4 日

正式成立「食在永續消費合作社」。合作

社從校園教育中做起，讓師生學習系統循

環性思考，明白每一個存在物都有它存在

的價值，也透過消費的模式，來讓大家明

白什麼是「好的經濟」。 

◆ 食在永續消費合作社 

「支持在地農民，就是支持腳下踩的這片

土地」 

食在永續消費合作社創立一開始僅

是一間小小的雜貨店，店面雖然小，但裡

面卻乘載了滿滿的故事，合作社的每個商

品，都是團隊夥伴一步一腳印走訪花蓮各

地，與有機小農接觸並了解他們的故事，

再幫助他們將產品陳列在店內，而在今年

初合作社也換了更大的店面，將來也會有

更多的在地有機商品與他們的故事進駐

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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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食在永續消費合作社 2019 年最初成

立的店面 

 
圖 2 合作社 2022 年已有較大的店面及外

部可辦工作坊的場所 

食在永續消費合作社的理念，是希望

集結消費者的力量組成消費合作社，並藉

此整合的消費力，支持在地小農、小生產

者，組成生產合作社。並藉由兩者直接對

接，形成「在地的循環經濟」。以下是支

持部落長者自家放養雞，而組成部落蛋雞

生產合作社的成功案例。 

◎ 部落老人福利蛋 

花東地區不管是部落或是農村，都有

年輕人口流失嚴重、老化嚴重的問題。為

了因應這種狀況，食在永續消費合作社與

紅葉部落合作，協助成立生產合作社推出

部落老人福利蛋，提供部落產業發展所必

要的現成市場（ready market）。此外，

老人家們透過飼養雞群與雞群互動伸展

活動筋骨，與雞隻互動的過程中，又能發

揮「療癒」之效；目前生產合作社內的老

人家，每天可以有一百多元的賣蛋收入，

這對部落老人而言，是一份自給自足的收

入，也不需要看年輕人的臉色。同時，由

於慈濟大學食在永續消費合作社的陪

伴，及東華大學 USR 團隊的合作，部落

合作社也發展出獨特的品質管理方法，每

顆雞蛋都有其獨特的編碼，讓消費者吃得

安心的同時，也能夠清楚雞蛋的來源，知

道是哪一戶人家生產，透過生產者朔源，

可以更有效進行品質改善。 

 
圖 3 紅葉部落老人飼養雞隻情況 

◎ 要如何在消費合作社買到自己想買的

東西呢？ 

食在永續消費合作社每個月都會定

期招開一次「生活材會議」，只要是消費

合作社的社員，就可以向合作社推薦想購

買的商品，藉由每個月的會議透過生活材



2023 合作社事業報導 

 18

委員們審核並同意過後，即可上架販售。

當然，消費合作社也建立起自己的進貨原

則。在滿足社員的消費需求同時，也能確

保實踐社會的永續責任。食在永續主要項

目是：有機、友善、花東在地為優先。 

 

圖 4 食在永續消費合作社進貨原則 

◆ 消費合作社也是一間教室  

「人們常抱怨這個世界，卻每天用消費支

持這個世界朝他所抱怨的方向發展」 

「買東西學問大」慈濟大學的老師們

每學期會透過課程設計，帶領學生追溯食

物的源頭，直接進入消費合作社供貨商的

農場或工廠體驗學習。以通識課「創意農

村大作戰」為例，學生們學習使用「系統

思考」（System Thinking）讓學生學習建

構複雜農村脈絡的整合性思考；同時，學

生 們 也 學 習 「 設 計 思 考 」 （ Design 

Thinking ），透過「同理」、「釐清」、

「發想」、「原型」及「測試」等五大步

驟，培養學生實際解決農村問題的能力。 

 

圖 5 慈濟大學師生實際參訪合作社供應

商農場 

◆ 未來願景–在地合作社整合運動  

「合作力量大」 

食在永續消費合作社雖已建立一個

不同於主流的在地合作經濟模式。然而，

以其規模，要扭轉跨國財團及大通路商主

導的消費市場的主流經濟模式，的確有如

螳臂擋車。然而，若能集結許多小的消費

合作社，或許有機會發擇更大的影響力。

在此網路科技發達的時代，單一學校消費

合作社的經濟規模有限，對東部地區在地

農產供銷市場影響力較低，我們希望能將

合作經濟的概念推廣至多個教育單位或

NGO 機構的消費合作社，形成「聯合

社」。希望能夠推動聯盟學校與業界的教

學研究，發展出「農業生產端組合」與「消

費合作社電商聯合平台」，以達到以下三

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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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持環境永續的農業體系 

消費者可積極連結生產端，支持好的

生產者；受到消費保障形成穩定的產銷市

場，農民可實踐友善土地及生態保持的碳

農業，不僅減少食物哩程，更可促進生產

者與消費者間的合作伙伴關係。 

二、計畫生產提高農田效率 

農民常無法預測市場需求，產量大時

價跌，造成「菜土菜金」現象。當合作社

電商聯合平台運作時，透過大數據分析，

可精確預測需求量，並回饋生產組合，進

行適地適種之生產規劃，以提昇效率並降

低農業生產風險。 

三、穩定現金流提供穩定就業 

透過供需雙方直接議價機制，減少通

路階層與成本，將利潤回饋生產者與消費

者。青年不願意返鄉，主因就是沒有穩定

就業，而在地的消費往往因採購外地產品

而現金外流。因此，整合零散消費力，支

持在地產業，讓現金在本地系統循環，提

升在地青年就業機會。 

 
 

◆ 結語  

目前主流的經濟制度，導致嚴重的貧

富差距，造成 1%與 99%之間的嚴重對立

與連帶的心理疾病、農村凋敝、年輕人躺

平等問題；而解答，就在 99%你你我我的

身上。藉由組織各式的合作經濟，我們將

可能改變金錢過度集中、停滯的情況，而

讓金錢在人與人之間流動。而切入最好的

方法，就是集合大家的消費力，組成消費

合作社，支持在地組成生產合作社、勞動

合作社等合作經濟。慈濟大學的「食在永

續消費合作社」已在花東地區開始了實驗

性的第一步，也期待能讓下一代的學子在

主流經濟之外，還有一條合作經濟的永續

發展之路。 

 

有限責任花蓮縣食在永續消費合作社 

地址：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1 號福田樓一樓 

電話：03-8565301 分機 5941 

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E9% 

A3%9F%E5%9C%A8%E6%B0%B8%E7%

BA%8C%E6%B6%88%E8%B2%BB%E5

%90%88%E4%BD%9C%E7%A4%BE-107

146594265954 

〈本文作者邱奕儒、賴昱亘係食在永續消

費合作社副理事主席及社務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