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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蓄互助深耕校園  

東華校園儲蓄互助社的實踐與反思  
 
 

薛偉廷、張瓊文、李夷、吳柏均 
 

2014 年底，幾位投入合作社教育推

廣的東華大學教師與學生在全國婦女聯

合會所舉辦的工作坊中，經儲蓄互助協會

花蓮區會侯阿金主任介紹，首次接觸儲互

社的概念。正因我們在高教現場觀察到青

年貧窮的內涵不止於「畢業即失業」，還

包括在學生的經濟拮据與金融素養不足

等諸多問題，這些議題都衝擊著大學生的

學習效果與生活品質，因此我們開始思考

是否能將這一套強調自助互助的平民金

融制度引入大學校園，讓學生在求學階段

就能透過「做中學」來認識儲互社的價

值、功能與運作，並且也藉由定期存股與

靈活周轉，來改善求學階段的經濟瓶頸、

提昇理財知能。 

我們在花蓮區會的引介安排下，於隔

年 4 月份拜訪績優的門諾儲互社，此行激

勵了我們成立一個「以學生為主體」的儲

互社。再經莊金生顧問、于躍門教授、張

英陣教授與陳岫之女士等多位先進之鼓

勵，讓我們在不被看好的處境下堅持理

念，於 2015 年 12 月順利召開發起人會

議。待到 2016 年 11 月，在時任花蓮區會

主委李春風女士、胡永寶校長、侯阿金主

任、王志翔督導不辭辛勞地指導與支持

下，東華校園儲蓄互助社（以下簡稱東華

校園社）召開創立大會，正式為「校園儲

蓄互助運動」揭開新頁。 

誠然，運營一個以校園為中心，循學

生為核心的儲互社，將比一般依地緣而創

立之單位社遭遇更多挑戰。在宣傳方面，

絕大多數師生對儲互社並不熟悉，乃至於

錯將儲互社視作老鼠會、互助會的現象，

讓我們的社員招募受阻；在社員屬性方

面，我們的股金總額也受限於學生社員普

遍的經濟處境而偏低。換言之，目前的東

華校園社仍屬微型的單位社，但這並不妨

礙東華校園社作為「學習型組織」的核心

理念，一方面著眼於培養學生的理財知

能，協助其邁向經濟獨立，另一方面將大

學生的創意與活力導入儲互社運動，增加

青年群體的感知度、擴大儲互社的影響

力，進而形成可持續的正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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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世代的參與、認同與歸屬 

東華校園社正因有學生及校友擔任

理事並實際參與社務，而能提出為學生所

實用之專案，如應學生小額需求而生的

「黃金吐司專案」，又如基於東華學生之

用車需求而設計的「歐多拜專案」–讓學

生們以較便宜的現金優惠價購車，卻仍能

比照銀行零利率分期還款，甚至還有面向

租屋需求的「無殼蝸牛專案」、應對畢旅

費用的「fly-away 專案」等。過去曾有擔

任理事的老師表示，「老師與學生的經濟

處境截然不同，因此若沒有學生理事參與

其中，我們是無法設計出如此貼近學生真

實需求的方案。」由上述專案的設計可以

看出，即便是儲互社系統內之各單位社，

也有因地制宜、應人而治之必要。且為了

有效推廣、延續儲互社，我們勢必要具備

與時俱進、快速應變，以在今日回應青年

需求的能力。如近年來，隨著東華校園社

的社員逐漸步入社會，並反饋社會青年的

處境與需求，本社近期亦嘗試推動接應青

年踏入社會的專案，期以回應社員的反

饋。 

在提出各式專案外，我們認為儲互社

也應提供社員更深度的參與空間，才不會

淪為僅具功能性的周轉工具。學生理事及

校友理事的直接參與，不僅讓年輕世代的

需求得以被看見、被接應，且當學生社員

發現可以透過參與儲互社的治理創造改

變時，其對儲互社才會產生認同與歸屬

感，進而投身儲互社運動。儘管當前的法

規仍限制參選理監事者須年滿 23 歲，使

大學生無法參選理事，但當協會理事長李

春風女士在今年初到訪東華校園社時，便

表示協會已將著手下修參選之年齡限

制，期望提升年輕世代的參與，成為活絡

儲互社的新血。於此感謝儲蓄互助協會的

相挺，也期許本社能成為青年參與儲互社

的典範，為儲互社吸引更多生力軍加入！ 

 

圖 1 本社前理事長裴浩哲與司庫薛偉廷向

參與 2019 花蓮區會教育研習，以「美

國儲互社的發展趨勢」與「校園型儲

互社的營運策略」為題，與各社教育

委員分享交流（2019.05.18）。  

◆ 面對風險也打開希望的想像 

近年東華校園社持續地思索自身的

定位。由於本社缺乏地緣、宗教的推行基

礎，在初期成立的動員歷程中，我們察覺

到一般民眾及年輕人幾乎都不認識儲蓄

互助社，並時常錯將其視作老鼠會、互助

會。我們由此經驗認識到，在使儲互社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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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地緣、宗教基礎–以上兩元素也是多數

臺灣青年已淡化的性質–尋求傳承前，必

須以更周延的方法向人們介紹工作、分享

理念，本社也因此在近年逐漸開展社會推

廣與倡議。 

2021 年，東華校園社參與了天下雜

誌 U20 國際青年論壇，分享近年觀察到的

學生及社會青年的周轉困境、金融素養不

足，並藉此點出東華校園社選擇深耕校園

的意義。其實除了常見的車禍手術、網貸

詐騙、信用卡卡債等例子，社會中不乏有

龐氏騙局、老鼠會直銷與金融通訊詐騙，

甚至是近期的柬埔寨人口販運等陷阱環

伺。面對這些危險，家長及學生多半會採

取「不接觸」的保護措施。然而，「不接

觸」多數時候也就意味著不理解，不理解

則將使人缺乏防範意識及應對能力。以信

用卡為例，使用得宜不僅可以協助個人周

轉度過難關，更可提升信用評分，但若缺

乏理解且恣意亂刷卻會造成卡債危機。因

此，我們主張比起不接觸的鴕鳥式保護，

更應該讓青年學子藉由培力獲得足夠的

知能，以學會如何妥善運用工具及判斷風

險。 

在這段實踐及倡議的歷程中，夥伴們

認為儲蓄互助社不僅可以發揮經濟支持

的功能，更應該積極促進金融素養的養

成。若儲蓄互助社能成為青年學子的支持

系統，便可在協助青年學子面對風險的同

時，打開希望的想像，期待將來有更多儲

互社一同加入深耕校園培力的行列！ 

 
圖 2 本社以「互助金融的校園行動」參

與 2021 年 U20 國際青年論壇-地球

的新聲「減緩社會不平等組」提

案，獲頒「天下執行長特別獎」，

並受邀在國際青年論壇進行公開

發表（2021.08.21.）。 

◆ 年輕世代的盼望：多元發展的校園儲

蓄互助社運動 

在與其他大學之聯絡方面，東華校園

社陸續收到來自慈濟、逢甲、文藻等各校

師生的聯繫，希望能了解東華校園社的經

驗。其中如逢甲團隊已開始動員成立儲互

社，並與本社透過月會交流，一同討論動

員的問題與策略、分享彼此的資源。儘管

疫情阻隔了實體聚會，即便兩校各在山一

邊，我們仍能透過網路相知相惜。 

其實疫情導致的不便，也使得青年們

對於儲互社社務的「優化」引頸期盼，過

去彼此曾分享使用數位銀行、純網銀及行

動支付等數位金融工具的經驗，更曾論及

各種線上會議工具的運用竅門與利弊，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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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聚焦在數位工具的討論核心，並非是

「數位化」而是「優化」，期待透過工具

讓社務運作更順暢、讓社員更便利。不

過，有夥伴也提出每個單位社的特性、社

員屬性不盡相同，因此數位化並不應該一

體適用，每個單位社都是獨立運作的儲互

社，有相異的脈絡、困境及痛點；然而，

「如何運用工具優化，解決困境、促進社

務運作？」卻是各單位社共通的課題，因

此若各單位社得以彈性發展其適用的工

具「優化」社務運作，跨社交流時便能相

互借鏡與學習。最後，在此誠摯感謝曾與

我們分享交流的新樓社、馬偕社，希冀日

後能與更多的儲互社夥伴們相互觀摩、學

習。 

 

圖 3 本社理事長張瓊文接受逢甲大學社

會事業經營管理研究中心邀請，以

「學生為甚麼需要儲蓄互助社」分

享校園儲互社籌與辦營運之實務

經驗，並與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

會事業經營學系師生及臺中水湳

社幹部交流（2020.10.26.）。 
 

◆ 有你有我的合作社運動 

在向社會倡議方面，2020 年底，東

華校園社與中華民國專業者都市改革組

織、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台灣

勞工陣線、台中市友善住宅公用合作社等

十幾間合作社及非營利組織聯名，建請監

察院啟動「合作事業發展調查研究」，透

過調查針對政府相關單位推展合作社之

行政怠惰提出相關糾正，要求行政機關改

善。從組織召開記者會、向監察委員陳情

到協助調查研究，至今東華校園社仍持續

地參與其中。有理事表示：「雖然我國儲

蓄互助社跟合作社有著不同的法源，但其

實都在實踐以人為本的經濟民主，在資本

主義盛行的當代，不同類型的合作社更應

相互扶持，藉此壯大合作經濟網絡，以對

抗資本的力量，也因此不僅贊同參與聯

名，亦期盼將來各類型的合作社、儲互社

間能發展更多的社間合作。」與此同時，

東華校園社也接連收到來自勞動、長照等

類型合作社的聯繫，討論與儲互社進行社

間合作的可能。日前亦曾聽聞住宅合作社

因現行法令規定合作社不得融資，且住宅

興建資金方面陷入困難。在與推動合作住

宅的夥伴討論中曾談及，若儲互社能透過

聯合貸款及社間合作等模式，共同支持住

宅合作社，不僅可以協助住宅合作社推動

及運作，亦能透過社間合作活化餘裕的閒

置股金，替儲互社帶來長期且穩定的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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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綜上所述，東華校園社持續與各合

作社的交流及合作，是因為我們認為儲互

社也能為合作社運動盡一份心力，實踐自

助互助的精神。 

◆ 團結經濟：僅管艱難仍願攜手共創 

東華校園社近年參與 U20 國際青年

論壇、陪伴逢甲團隊、投入合作社運動

等，持續努力讓儲蓄互助社被社會各界認

識，也期盼能讓年輕人理解並加入儲蓄互

助社。這些行動的背後，其實更呼應對儲

蓄互助社運動的觀察和理解，「滲透率不

足」、「社員結構持續老化」的課題早已

是老調重彈，但「推動金融教育」、「優

化社務運作」及「促進社間合作」等則具

有龐大的發展潛力與實踐意義。雖然東華

校園社的力量有限，但我們相信藉由橫向

連結全國三百多間儲互社，形成團結經濟

的網絡，進而解決社會課題並活絡儲互社

發展絕非難事，期待突破既有困境並開創

新氣象！ 

 

 

 

 

 

圖 4 針對突破臺灣合作事業的發展困境

，本社積極參與由全國各地數十個

團體所組成的倡議團隊，前往監察

院陳情，呼籲政府正視合作事業的

發展（2020.11.18.）。 

 

圖 5 本社幹部在農曆春節前夕特地前往

新莊頤福園拜會汪德明神父，向這

位啟動臺灣儲蓄互助社運動推手致

意（2020.01.13）。 
 
 

〈本文作者薛偉廷、張瓊文、李夷、吳柏

均係東華校園儲蓄互助社理事暨教育

委員、理事長、教育委員、理事暨教育

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