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中長期階段報告

彙整54分區討論及六大分場內容

2022.10.04 理事會



一. 中長期緣起及成形方式

二. 54分區蒐集情形及分案方式

三. 六大分場蒐集情形

四. 中長期目標後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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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長期緣起及
成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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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長期緣起-分層次的探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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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討論中長期關鍵題綱(結合本社宗旨．理念．願景，社業務盤點)

社
代
決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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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長期目標成形方式（制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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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社代大會通過 2023/03

社代研習：理事會初稿報告及社代討論2022/12

理事會初稿(2022/11)

選聘任共識營
54分區討論會

六大分場社員(含職員)

官網中長期意見反應區(2022/08/31已截止)

社務架構各分區意見蒐集(2022/09/30截止)

2022年
10月進行

2022/4月已完成 2022/5-6月進行
2022年

7-8月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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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中長期問卷填答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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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社年度:回覆社員與
母體比例相近

•總體回覆率為 8.9% 
(回覆/簡訊)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KXXX K000 K001 K012 K024 K036 K050 K100

食育議題 環境議題 回應社會情勢 韌性組織

原始資料：202204中長期問卷調查

對應個人健康.家人照顧的需
要，食育議題的連結持續受
社員重視！

對應日漸窘迫的環境，減廢
循環、環保及農業與能源議
題持續受社員重視！

但也有可能是社員沒有接收到本社的訊息。

對應社會情勢的變化，社員期盼發展共同照
顧議題（共育／共老／社群連結）！

現在沒有，而社員希望新增的議題或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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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永續的產品
及服務

3.人才
育成

2.對應未
來社會情

勢

4.落實合作
社七大原則

創造另類
替代性社會

合作學院
尊嚴勞動

中長期架構概念(54分區討論題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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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分區蒐集情形及分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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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討論共52場次

• 期間：2022/5/12 ~ 2022/6/28

• 場次：52場

• 北北分社 *11 (大直及碧湖合併辦理)

北南分社 *10(木柵、公館合併辦理，三重站未辦理)

新竹分社 *8
台中分社 *11
台南分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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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分區營運委員會出席情形

102022/08/05

分社別 應到 出席 出席率 社員出席

北北分社 82 74 90.24% 10

北南分社* 74 64 86.49% 10

新竹分社 58 53 91.38% 1

台中分社* 77 58 75.32% 20

台南分社 81 71 87.65% 1

合 計 372 320 86.02% 42
*北南分社宜花東班營委會，統一至8/18線上場參與討論，未計入出席率
*台中分社班營委原訂6/11辦理，但因疫情嚴重，取消該場次辦理，改至8/18大場參與討論，
未計入出席率
*部分場次經該分社及分區同意有開放社員參與。



線上意見表達區共21則

•統計期間：2022年05月30日~08月31日為止

•2022中長期計畫，社員意見回饋共11篇(含無效的1篇)
個別社員給予之意見與54分區蒐集的內容相同，故未額
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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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資料由理事會
逐條研讀及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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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條意見理事會研讀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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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分區關注議題彙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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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資料：2022年54分區發言紀錄



54分區發言關鍵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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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資料：2022年54分區發言紀錄



中長期收束為九子項+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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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個子項+其他

理事詞條分析

54分區意見蒐集
社員問卷普查

循環經
濟

農業支
持與產
品供應

對應未
來基礎
設施

公共溝
通

福祉 人才育
成

深化合
作社認
同

自願與
公開的
社員制

民主治
理

班 其他



六大分場討論紀錄彙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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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循環經
濟

農業支
持與產
品供應

對應未
來基礎
設施

公共溝
通

福祉 人才育
成

深化合
作社認
同

自願與
公開的
社員制

民主治
理

班 其他

「其他」為社員端因未接觸營運業務，所以沒看到的軟硬體基礎工程，這部分會由營運團隊提出！

2022.07.19~2022.08.28
辦理五分社+1線上場



五分社、班分場_討論提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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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網 台南分場 新竹分場 北北分場 台中分場 北南分場 班分楊

永續_循環經濟 V V

永續_農業及產品 V V V V V

未來_溝通管道 V V V V V V

未來_福祉 V V

育成_合作學院 V V V V V

• 各分場討論子項：

• 班分場討論子項，以問卷收集討論提綱：

1.未來班發展 1.1固定成本上漲，應發展多元利用型態。

2.班向心力 以班為基礎社員教育單位，鼓勵與社區組織或社團連結，發揮在地關
懷的角色。

3.支援班共購及多元利用 3.1.1優化網路下單功能。3.1.2研擬多元結帳的可能方案。
3.1.3持續發展路線上的班，使其達規模經濟。3.1.4大班設備支援。

4.改善赤字 4.1發展大班，集結共購力；4.2提高班的勞務費比率



大標文字-微軟正黑40級

• 內文-微軟正黑20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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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分場(7/19)綜合意見：

討論提網 台南分場綜合意見

一、永續-農業及產品
1.重新討論小農定義，支持在地小農。
2.本社未來農業政策方向，提前與農友溝通，建立共同目標。
3.開發符合本社理念常態品第二生產者，以穩定供應。

二、未來＿溝通管道
1.危機處理：官方反應的即時性（社務反應、官網或其他平台問題）
2.建立政策執行前的溝通流程。

三、育成_合作學院
1.社務目標列入站所考核。
2.高齡社員的數位學習障礙協助。
3.生產者的培育納入合作學院。



大標文字-微軟正黑40級

• 內文-微軟正黑20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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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分場(7/26)綜合意見：

討論提網 綜合意見

一、永續_循環
經濟

1.循環經濟執行前應有成本效益評估
2.做讓社員有感的事，先形成共識、溝通後再進行，並有充分說明。

二、永續-農業
及產品

1.議題性產品定義，應對應本社理念及永續目標。
2.農產品爆量的前端開發及事前處理對策。

三、育成_合作
學院

1.選任幹部育成：
(1)吸引人的課程
(2)重新檢視區會、委員責任與目標，對應目標的學習內容
2.人才招募：
(1)集結有共同的興趣的社員，凝聚感情
(2)站長協助物色社員人才
3.實虛並用的學習模式：實體面對面有其重要性、線上課程漸成趨勢，相互運用



大標文字-微軟正黑40級

• 內文-微軟正黑20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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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北分場(7/28)綜合意見：
討論提網 2022.7.28北北分場綜合意見

一、育成_合
作學院

1.合作學院：對社員、職員、生產者加強本社理念教育
2.職員：職能、實務知能的養成
3.社員：設計不同年齡需求的學習課程
4.對外：教育受眾向外擴展，走入社區、社會大眾
5.制度：(1)社內知識管理，提供學習與查詢、(2)官網介面優化：提升知識傳播及教育效能
6.鼓勵社員建立學習社群，自助、互助的共學

二、永續_農
業及產品

1.生產者組織化：協助不同類別生產者建立合作、學習模式
2.設立品牌專區，推動本社理念

三、未來_福
祉

1.透過產品作為照顧的第一步，再增加其他照顧服務
2.提供不同類型社員（高齡、單身、獨居）需求產品，透過消費連結生活。
3.地區營運角色：了解在地需求，資源連結及合作
4.成立福社相關單位或部門

四、未來溝通
管道

1.加強政策執行的事前溝通、宣傳及說明，維護本社形象。
2.期透過官網(改版)增加社員使用與理解。



大標文字-微軟正黑40級

• 內文-微軟正黑20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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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分場(8/5)綜合意見：
討論提網 2022.8.5台中分場綜合意見

一、育成_
合作學院

1.職員： (1)專業能力（潛在及新社員接待SOP、服務的一致性）
(2)危機處理能力、(3)社務目標(地區營運、減塑)納入考核。(4)留才制度

2.生產者：合作社理念，增進彼此理解，建立良好互動關係
3.合作教育：(1)有趣的短片、感人的內容、(2)建立專業講師群、(3)建制社員學習歷程數
位資料（教育拼圖）

二、未來＿
溝通管道

1.制定公共溝通策略：(1)增加友善團體合作（擴大共同關注議題之推動）
2.官網、週報的易讀性、便於搜尋（精準的圖文，便於站所臉書、群組串連傳遞）
(1)生產者與產品資訊：六大類飲食指引標籤
(2)對應未來需求：如食物吞嚥分級

三、未來＿
福祉

1.對應未來需求，新的服務型態（如熟食、供餐）
2.站所：照顧咖啡館形式
3.福祉課程：滿足不同族群的「食物」需求

四、永續＿
農業

1.品質把關（水果禮盒品質、原料把關）
2.彈性進貨及採購原則（在地優先）



大標文字-微軟正黑40級

• 內文-微軟正黑20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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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南分場(8/12)綜合意見：
討論提
網

2022.8.12北南分場綜合意見

一、育
成_合
作學院

1.凝聚社職員及各區會地區營運與站長站務間的合作理念。
2.站所夥伴地區營運的教育、行政人員的第一線實習、鼓勵不同部門職務的輪調
4.建立教育訓練示範點，讓職員理解合作社與一般通路的不同。
5.透過選任人員與生產者的接觸，希望合作社與生產者相互提攜的關係可以更緊密些。
6.建立職員的支持系統，如一線人員面對不法侵害之支持及訓練，建立緊急應變的機制
7.建立核心價值：讓新舊職員都有機會傳承組織的價值。
8.線上課程、實體活動併行

二、永
續_農
業

1.強化產品教育，以及氣候變遷下的產品說明，跟社員有更多的溝通。
2.彈性進貨：水果禮盒拆賣方式處埋
3.產品品質能改善，品質與價格的落差不要太大，蔬果盛產時，讓社員願意支持利用
4.對站務進行產品的特點及使用教育，可與生產者交流，以利與社員分享如何利用。
6.站務的教育，建立傳達系統，透過不同部門的合作。

三、未
來_溝
通管道

1. 資訊廣為週知，跨站活動透過臉書宣傳，增加電子閱讀便利性，紙本與影音廣泛的使用。
2.主動對外溝通，如：公益金使用。透過別人的眼中來觀察自己（誤解時如何回應）。
3. 產品的溝通可以從搶救模式改為預警模式（如盛產產品），將教育結合在生活
4. 與友善食材與環境團體合作
5.官網：可提高社員黏著度，增加與社員的互動，除了購物，也有影音資訊學習等功能
6.不同族群（如銀髮族或年輕社員）有不同的溝通方式



大標文字-微軟正黑40級

• 內文-微軟正黑20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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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分場(8/18)綜合意見：
題綱 0812前問卷回應 0818班分場會議

1.未來社會情勢是
否有利班的發展？

1.1因社會型態變化，個配發達，班集單較難；
1.2班做為教育單位、無站所地區集單很重要；

1.現行班訂購門檻友善，有利於推展班利用
2.提升無站所區域班的教育與凝聚力
3.公司行號、企業成立「班」：便利上班族採買
4.班可訂購品項不如站，應增加品項，可訂定自付運費規則，以利
成單

2.如何使班員的向
心力成長？

2.1合作社資訊及教育不漏接;
2.2加強取貨方便性;
2.3提高班長服務的動力;
2.4以班員為對象的教育活動：實體的生產者之旅、
試吃及教育、線上教育;必要時也可與分社分區合辦。
2.5導入社區營造的概念;

1.社員教育與利用推廣：
(1)線上教育(如:影片)、站所推播影片同時於班群推播
(2)月刊：內容搭配當令食材，連結生產與食材資訊
(3)促進產品認識與利用：班的試吃活動
(4)提供友善小家庭利用的食材混搭、菜色組合選擇
2.友善高齡者的資訊管道：紙本
3.增進班之間的交流：如跨班活動、食譜比賽、線上分享

3.1如何支援班配
集結共購力？
3.2如何看待班、
個（含當日配）、
站所的多元利用關
係？

3.1.1首要是不缺貨；
3.1.2集單及出貨通知能完善；
3.1.3非常希望恢復自送；
3.1.4.1給予集貨與分貨空間的支援；
3.1.4.2班較具規模的地區，希望能成立取貨站；
3.2多元利用不可逆，盡力滿足不同社員的需求；

1.班限定產品：少量產品，在地班利用
2.增加班利用方式宣傳
3.缺品：解決班配訂貨不穩定情形（如：訂不到洋蒽、註明到貨週
期，提升到貨率）
4.班LINE群經營：提供各類活動課程、社務公告，推廣並招募未來
社務人才

4.如何改善赤字？
4.1增加配送的基礎運費（至少達到損益兩平）;
4.2班配訂購網頁優化;
4.3定期宣導多元利用管道的，並強化班配說明。

1.官網訂購系統增加建議品項功能、以及盛產散菜，根莖類等耐存
放品項、缺貨替代品項建議功能，提升成單率。
2.因應小家庭社會型態，調整為小家庭份量，運用團膳食所「循環
菜單」概念，進行食材搭配的設計



大標文字-微軟正黑40級

• 內文-微軟正黑20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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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場_各子項討論重點

• 永續-循環經濟

• 永續-農業及產品

• 未來-溝通管道

• 未來-福祉

• 育成-合作學院



面向 討論

減塑減廢及效益評估

1.做讓社員有感的事情，如塑膠回收議題應從討論階段進入試行階段。(含
公共溝通)
2.祼賣：
(1)應思考耗損、處理效率問題。清潔劑裸賣目前採容量販售、自備容器
評估。
(2)讓社員了解過去可以裸賣，以及後來評估無法繼續的原因。
3.建立社內各項回收機制(循環經濟)及落實（如紙箱回收與利用）

政策方向與溝通
1.先形成共識再分階段進行，執行前應先讓社員理解，溝通及認同後，再
逐步完成。
2.循環經濟計畫於執行前應有成本效益評估，執行前應充分向社員說明。

26

永續_循環經濟



面向 討論

一、本社未來農業政
策方向

與農友溝通本社農業政策，建立共同目標。

二、穩定供應與品質
1.開發符合本社理念常態品第二生產者，以穩定供應。
2.農產品爆量的前端開發及事前處理對策
3.產品品質之把關（如：水果禮盒品質、使用原料把關）
4.產品供應彈性處埋（如：禮盒拆賣處理、蔬果盛產時之彈性價格調整）

三、在地供應原則 1.重新確認「小農」定義，支持在地小農。
2.小農、少量產品彈性進貨及採購原則（在地優先）

四、產品應用推廣
1.強化社員產品教育與溝，以及氣候變遷下的產品說明。
2.對站務進行產品的特點及使用教育，可與生產者交流，以利與社員分享如何利用。
3.站務的教育，建立資訊傳達系統。

五、議題性產品
1.議題性產品定義，應對應本社理念及永續目標。
2.設立品牌專區，推動本社理念

六、組織生產者 生產者組織化：協助不同類別生產者建立合作、學習

七、外部資源整合
1.社間合作採購之可能性；2.運用公部門資源

27

永續_農業及產品



面向 討論

一、官網的即時訊息反應 危機處理:官方反應的即時性(社務反應、官網或其他平台問題)

二、公共溝通(內部)

1.建立政策溝通流程:加強政策執行的事前溝通、宣傳及說明,維護本社形象
2.制定公共溝通策略
3.產品的溝通可以從搶救模式改為預警模式(如盛產產品),將教育結合在生活
4.不同族群(如銀髮族或年輕社員)有不同的溝通方式

三、資訊公開及有效應用 資訊廣為週知,跨站活動透過臉書宣傳,增加電子閱讀便利性,紙本與影音廣泛的使

四、自媒體溝通平台運用
(官網、臉書、LINE)

1.透過官網優化(改版),增加社員使用與理解合作社理念
2.官網、週報的易讀性、便於搜尋(精準的圖文,便於站所臉書、群組串連傳遞)
3.生產者與產品資訊:增加六大類飲食指引、食物吞嚥分級標示
4. 官網:可提高社員黏著度,增加與社員的互動,除了購物,也有影音資訊學習等功能

五、外部推廣合作
1.增加友善團體合作(擴大共同關注議題之推動):與惜食、環保團體合作
2.主動對外溝通,如:公益金使用。透過別人的眼中來觀察自己(誤解時如何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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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討論

一、建立自助互助網絡,發
揮地區營運功能

1.透過產品作為照顧的第一步,再增加其他照顧服務
2.建立社員間自助互助合作網絡
3.對應未來需求,新的服務型態(如熟食、供餐)
4.站所:參考照顧咖啡館形式,讓社員能駐足停留

二、資源盤點及需求評估

1.提供不同類型社員(高齡、單身、獨居)需求產品,透過消費連結生活。
2.了解在地需求與內部資源,連結及合作
3.成立福社相關單位或部門,評估新服務業務之可行方案
4.福祉課程:滿足不同族群的「食物」需求

三、外部資源整合 結合外部(地方政府、長照機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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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討論

一、職員選用育留

1.職員職能、實務知能的養成:選用育留制度
(1)專業能力(潛在及新社員接待SOP、服務的一致性)(2)危機處理能力、
(3)部門輪調與實習:鼓勵職務輪調、站務地區營運的教育、行政人員的第一線實習
2.建立教育訓練示範點,讓職員理解合作社與一般通路的不同。
3.建立職員支持系統,建立緊急應變機制。(如:一線人員面對不法侵害之支持及訓練)

二、社業務共同目
標

1.社務目標(地區營運、減塑、社員人才招募)列入站所考核。
2.凝聚社職員及各區會地區營運與站長站務間的合作理念

三、選任幹部培訓

1.高齡社員的數位學習障礙協助。
2.重新檢視區會、委員責任與目標,對應目標的學習內容
3.實虛並用的學習模式:實體面對面有其重要性、線上課程漸成趨勢,相互運用
4.社員:設計不同年齡需求的學習課程、吸引人的課程
5.鼓勵社員建立學習社群,自助、互助的共學

四、社員人才招募 集結有共同的興趣的社員,凝聚社員感情、站長協助物色社員人才

五、合作理念推廣
對象

1.合作學院:對社員、職員、生產者加強本社理念教育
2.對外:教育受眾向外擴展,走入社區、社會大眾
3.生產者:推廣合作社理念,增進彼此理解,建立良好互動關係

六、知識管理及運
用

1.制度:(1)社內知識管理,提供學習與查詢、(2)官網介面優化:提升知識傳播及教育效能
2.合作教育課程規畫:(1)趣味、感人的內容、(2)專業講師群、(3)社員學習紀錄/教育拼圖
3.建立核心價值:讓新舊職員都有機會傳承組織的價值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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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長期目標後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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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全體社員需求探查問卷（Done）

5-6月：54分區委員會意見蒐集（Done）

7-8月：五分社實體場+一線上場(班個配)討論會

10月初:選聘任共識營，擬訂計畫

11月理事會：初步定案；12月：社代研習會
發佈初版，並進行研討
2023年3月: 再於社代大會確認及通過

社員
佈達

網站
月刊
臉書

LINE@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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