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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勞動合作社的實踐與挑戰  
        

 

倪 榮 春 
 

◆ 前言 

人口老化是世界各先進國家無可避

免的時代趨勢，台灣亦然。依據國發會推

估，2025 年台灣將邁入「超高齡社會」，

亦即 65 歲以上老人將占全國總人口 20％

以上，屆時，台灣每 5 個人就有 1 位是老

人。如何讓健康、亞健康的老人延緩老

化、活躍老化；失能老人及身心障礙者獲

得妥適照顧，遂成為我國政府施政重點之

一。 

台灣於民國 106 年由長照 1.0 邁入長

照 2.0。107 年 1 月 1 日開始實施「長期

照顧給付及支付」新制，其中居家服務與

居家喘息服務，政府以每小時 385 元的標

準，支付給居家長照機構，按理，照服員

的勞務報酬應該大幅提升才對，可是衛福

部 107 年公布的全國照服員平均月薪僅

38,498 元。有無可能再往上攀升？答案是

有的，只要您用「照顧勞動合作社」的經

濟模式來經營，絕對有可能！ 

◆ 照顧勞動合作社的實踐  

民國 98 年 8 月 8 日莫拉克颱風引起

的 88 水災，屏東縣災情慘重，筆者時任

「莫拉克颱風屏東縣萬丹鄉災後生活重

建服務中心」主任，為要快速創造災民就

業機會，以滿足災民殷殷期盼的就業需

求，曾於民國 100 年 8 月 8 日莫拉克颱風

2 週年時，在屏東縣萬丹鄉帶領災區一群

中高齡失業婦女，創立屏東縣第一家「照

顧勞動合作社」，隔年投入長照產業的居

家服務。採共勞、共享、共好的社會經濟

模式營運，屏除中間剝削，使每一位社員

都能拿到應得的勞務報酬，迄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成功創造 161 個高薪就業機

會，照顧 836 位失能老人及身心障礙者，

而且年年接受屏東縣政府照管中心評

鑑，均榮獲「優等」佳績。107 年照服員

平均月薪 58,125 元，比衛福部公布的同

年度全國照服員平均月薪 38,498 元，還

高出 19,627 元；居服督導月薪 42,000 元；

A 級個案管師月薪 44,000 元；日照中心

主任月薪 48,000 元，日照中心照服員月

薪達 50,000 元；所有行政人員均有 1.5 個

月年終獎金，成果斐然。 

除了照服員勞務報酬比所有長照機

構高出許多外，我們還有許多福利，如配

發股息、護腰補助、自辦免費考照加強

班、照服員專業證照加給、年終結餘返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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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等等。難怪其他長照機構找不到照服

員，我們卻是照服員在外面排隊等著要進

來，而且我們的離職率是「零」! 

之所以會有這樣令人驚艷的成績，完

全是拜勞動合作社沒有中間剝削之賜。我

國合作社法第 1 條第 2 項對合作社所下的

定義：「本法所稱合作社，指依平等原則，

在互助組織之基礎上，以共同經營方法，

謀社員之經濟利益與生活之改善，而其社

員人數及股金總額均可變動之團體。」這

裡所謂的「共同經營」，以勞動合作社而

言，就是全體社員共同出資、共同出力、

共同動腦（集思廣益）、共同負責（共同

分擔經營風險）、共同分享勞務報酬，年

終決算如有結餘，還應依社員參加勞動之

貢獻度（勞績），返還給社員，等於沒有

分毫中間剝削，難怪社員的勞務報酬會這

麼高。 

照顧勞動合作社除因沒有中間剝

削，而能使照服員獲得高薪的工作之外，

它還有許多營利機構所無法複製的功

能，例如： 

一、超強的凝聚向心力功能 

實例：凡是受過專業訓練的照服員，

無不想考取一張「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證

照」，除了每月可多領一筆「專業證照加

給」外，也是國家對自已專業能力的認

證，所以人人都想考，但又怕考不上，因

此都會去補習，但報名費動輒 7、8 千元，

對照服員來說不是小數目，於是我們合作

社的照服員就在群組裡討論，可否自己來

辦理考照加強班，不要收費？最後決定：

小老師由本社資深且考取技術士證照

者，犧牲假日，義務指導後進，不收任何

費用；安妮、傑克等訓練道具則向衛生

局、消防局借用，如此竟然辦成「免費考

照加強班」，而且年年開班，考取率甚至

達百分之百，比坊間任何補習班還強。更

難能可貴的是，考照班竟然漸漸地自然而

然建立起一種傳承制度，即今年因受小老

師的指導而考取證照者，明年就打算要當

小老師義務指導後進。這樣的向心力只有

在互助合作、共同經營、相互提攜，如同

生命共同體的合作社才辦得到，其他型態

的長照機構是做不到的。 

二、落實民主制度，培養民主素養 

合作社是一個民主訓練的好場域，因

為它必須採用民主治理；而且合作社是由

全體社員共同經營，不是由少數人經營。

所以，開會時每位社員都有發言權、表決

權、選舉權、被選舉權、罷免權，1 人 1

票，票票等值，人人平等。在不斷透過民

主機制的會議，共同決定，共同承擔合作

社的未來，無形中促進民主制度的落實，

提高社員的民主素養。 

三、縮短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均富 

勞動合作社所需資金是由全體社員

共同出資，每位社員既是勞工也是合作夥

伴，財務公開透明，所以，沒有資本家的

剝削，每位勞動者都能得到應得的勞務報

酬。資本家既失去豐厚利潤的機會，而勞

動者又能拿到應得的工價，一減一增，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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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可以縮短貧富差距，促進均富社會的形

成。 

四、實現社員脫貧想望 

如前所述，勞動合作社既沒有資本家

的中間剝削，則勞動者勞務所得必大幅提

升，只要辛勤工作，不出幾年必可脫離貧

窮，實現脫貧夢想。 

實例：筆者創辦的屏東縣第一照顧服

務勞動合作社，108 年照服員平均月薪高

達 62,335 元，許多原被列為低收入戶的

照服員，因所得提高，低收入戶的資格已

被政府取消了，但她們反而很高興，因

為，不光彩的標籤終於撕掉了。許多單親

媽媽，原需租房子，還帶 2 個孩子，生活

極度困窘，在勞動合作社穩定工作幾年

後，就買房子了，這堪稱是台灣最成功的

脫貧方案！ 

五、發揚「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善良

人性，促進社會祥和 

合作社的核心價值是「人人為我，我

為人人」。這樣的價值，在照顧勞動合作

社尤其容易體現。因為，照顧勞動合作社

一次可以實現以下 5 個社會目的： 

（一）讓失能老人及身心障礙者得到良好

照顧 

失能老人與身心障礙者，因為有受過

專業訓練的照顧服務員到府服務，並適時

給予正面心理支持與肢體功能的增強訓

練，許多老人失能等級竟然漸漸降低，令

家屬高興萬分。 

（二）減輕家屬負擔 

工商社會，為了謀生，人人忙碌，職

場與家庭兩頭燒，有了照服員提供居家照

顧服務，不僅家中長輩能得到良好照顧，

而且政府也有優渥的服務費用補助，減輕

家屬在精神、體力與經濟上的負擔，利人

利己。 

（三）創造就業機會 

照顧服務員只要受過 100 多小時的

教育訓練與實習，即可上路。與其他行業

相比，門檻相對低，而且上班時數有彈

性，可以創造大量就業機會。 

（四）終結低薪 

勞動合作社因為沒有資本家的壓榨

與剝削，社員勞務所得必大幅提升，可以

終結台灣十幾年來無法解決的低薪困境。 

（五）關懷社區，回饋社會 

我國合作社法第 23 條規定：合作社

結餘，除彌補累積短絀及付息外，應提撥

百分之十以上為公積金、百分之五以上為

公益金。這筆公益金就可以用來關懷社

區，回饋社會。例如屏東縣第一照顧服務

勞動合作社，過去認養 4 位清寒學生，每

學期頒給每位學生 1 萬元助學金，一直栽

培他們到大學畢業；現在的屏東縣愛三倍

照顧勞動合作社，則每年捐款給「屏東縣

百工師傅志願服務協會」，資助他們為低

收入的獨居老人或經濟困窘者，免費修繕

房屋。 

以上都是人性善良行為的表現，其他

型態的機構也許也有回饋社會的作為，但

因法律沒有強制規定，只能隨人高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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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回饋，政府也拿他沒轍。但合作社不

一樣，它有必須設置公益金的強制規定，

所以，合作社才是「人人為我，我為人人」

的組織，可以促進社會祥和。  

◆ 勞動合作社的挑戰 

勞動合作社雖然擁有這麼多優點，但

也非全然無缺點。筆者曾先後創立 2 家照

顧勞動合作社，積十餘年之經驗，發現勞

動合作社最大的兩大困境是： 

一、民主容易被濫用 

1995 年國際合作社聯盟（ICA）制定

的「合作社七大原則」中，第二原則：「社

員民主治理」。強調合作社裡每位社員都

有發言權、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

罷免權，一人一票，票票等值，人人平等。

透過民主機制的會議，共同決定，共同承

擔合作社的未來，立意良善，但不幸的

是，古今中外，無論再完美的組織制度，

再善意的行動方針，也總會遭到少數意見

分歧的人，挑撥、離間、詆毀、貶抑等種

種指摘。尤其合作社強調民主治理，在人

多一定嘴雜的情況下，更難倖免。 

二、非菁英治理，致發展受限 

世界上成功的企業，無一不是由精英

在領導，而合作社卻是由社員互選產生的

理監事在做決策。照顧勞動合作社的社員

都是照顧服務員，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社

會歷練也不足，由他們互選產生的理監事

能做出什麼樣的決策品質？令人擔憂，故

發展容易受限。 

◆ 結語 

    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經濟制度，合

作經濟雖然不夠完美，但已經是目前人類

社會最美好的經濟制度了。筆者從務工作

中發現的 2 項缺失，只要透過不斷的合作

教育，應該都可以獲得改善。所以，只要

不灰心，不斷的實施合作教育，讓正確的

合作理念深植在每位社員心中的話，加上

公開透明的財務制度，相信任何合作社一

定能做到「雖然意見相左，終必調和；互

有異議，亦不分離；時有紛爭，仍能相忍

為社」的境界。因此，筆者呼籲，有志投

入合作事業的仁人君子，一開始就要對社

員不斷的加強合作教育，才能堅固大家的

合作信念，永續共同經營合作社，成就一

番福國利民的事業！ 

 
 

 

 

    

 

 

  

 

圖 1 屏東縣政府勞動暨青年發展處長（左

一）偕同屏東縣百工師傅志願服務協

會理事長（左二）前來屏東縣愛三倍

照顧勞動合作社贈送感謝狀。 

〈本文作者倪榮春係屏東縣愛三倍照顧

勞動合作社理事主席、前屏東縣政府社

會處處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