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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結青年」培力計畫 

公益金提案結案報告 

(執行單位:台灣勞工陣線協會) 

 

一、 計畫源起 

  本會於 2021 年與貴社共同籌辦《合作經濟與社會共融》論壇，並且發

表「勞動合作的難題與轉型契機」報告；2022 年再度與中社共同舉辦《如

何善治？合作社民主治理工作坊》，藉由國內外合作社在民主治理設計的比

較呈現文化差異，為合作社治理提供具參考價值方案。 

  本會投入合作社跨國研究至今已超過 4 年，雖累積相當多的研究資

訊，然而研究過程也發現到合作經濟對社會而言仍屬陌生，既便是知名的

勞動合作社也因合作教育的侷限，尚未形成民主審議的經濟共同體。例如

社員未能全面參與營運，多是在時間緊湊的大會中對數項議案進行有限討

論及表決，日常營運主要是由部分理事大小事通包。因此合作經濟雖概念

美好，但一開始的組織行動若只是少數人的起心動念或一腔熱血，進而包

辦主要工作，社員的參與程度就難以全面，多只偏重在財務或勞務而忽略

社務參與的必要性。 

  勞工陣線認為，要想擴大合作經濟，必須使社會認識共同運營的潛力，

理解協同組織的價值，才是合作教育的本意。因此教育不只是單向的知識提

供，還需要藉由集體實作強化集體認同。故而本會今年構劃《勞動民主》推

廣計畫，採營隊模式為青年提供合作教育及勞動意識紮根管道。 

二、 活動執行報告 

 （一）、青年經濟民主培力營  

1. 營隊籌辦情形： 

  民主絕非只限於政治面的想像，但如何將民主的精神貫徹到經濟的場域



 

2 
 

中？具體的實踐又如何，都需要相關知識及操作環境，因此本會透過青年營

隊，為青年打造一個足以深入理解經濟民主的場域，以國內外的經濟民主方

案為核心，以合作社及員工所有權等各類型經濟民主的在地策略及運用，協

助青年朋友理解經濟民主的基本概念。 

  本計劃已於 7 月 17 及 7 月 18 日中旬舉辦完成。本次活動以招收國內大

學及研究所青年為主，合計招收到 19 位對此議題有興趣之青年學生。透過

兩日的營隊舉辦提供，提供青年對於經濟民主或團結經濟產生興趣，因此課

程設計包含合作關係實務、組織實體運作經驗、國際經濟民主案例，同時導

入腦力激盪法(Brainstorming)協助學員進行組織規劃發想，為學員建立以勞

動者合作為核心的經濟民主事業概念。營隊課程規劃如下： 

 

課程設計 說明 

工作為何貧窮？ 

工作貧窮一直是青年發展的阻礙。本堂將從產業

結構的歷史轉變，協助學員掌握工作貧窮的問題

核心 

可以沒有老闆？  
從夥伴與受僱關係的差異，解析經濟民主的基本

概念 

合作其實不難 

藉由合作社原則與權力結構，理解合作團結成效

與不合作的主因，從而協助學員分辨合作社的真

偽。 

勞動如何僱用資本？  
以各國現行推動策略，介紹員工所有權(ESOP)的結

構與優勢，以及 ESOP 應對國內產業結構的可行性 

經濟民主的公正轉型與社區

自立淨 

從 ILO 的公正轉型綱領出發，思索經濟民主如何

協助社區經濟自立與支持公正轉型的雙重正義。 

Brainstorming：問題、發

想、行動、分組報告與講評 

各組學員從上述課程擇一為題，共同討論因應策

略，從而學習民主式對話與集體社會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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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隊學員名單： 

王 O 維 台師大社會教育系 陳 O 旭 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 

吳 O 倖 東海大學社工 3 陳 O 芸 文化勞動系 

林 O 瑋 台大社會 陳 O 偼 文化大學勞動系 

林 O 妡 台大社會系 黃 O 婕 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 

林 O 盈 文化大學勞動系 葉 O 柔 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三年級 

林 O 榕 文化大學勞工系 練 O 愷 文化大學勞動系 

柯 O 卉 文化大學勞動人資學系 鄭 O 慈 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 

崔 O 淳 文化大學勞動系 謝 O 寬 文化大學勞動系 

鍾 O 涵 中正大學勞工系 簡 O 岑 台大社會系 

許 O 琪 國立臺北大學   

3. 營隊課程講義摘要： 

由於各場課程簡報內容頗多，僅提供部分頁面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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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招生宣傳及活動照片： 

包含經濟民主與工會團結的兩場次青年營隊，本會在各招生宣傳設計中，均有

標注「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為活動贊助單位，感謝貴會公益金為本

方案提供經費支持及各項協助。 

 

 

 

 

001.7月 17日《經濟民主》營隊-團

體介紹(林佩穎) 

002.7月 17日《經濟民主》營隊-與

會學員 



 

7 
 

  

003. 7月 17日《經濟民主》營隊 -

講題：為何愈做愈窮 

004.7月 17日 《經濟民主》營隊 -

講題：原來可以沒有老闆 
 

  

005.7月 18日 《經濟民主》營隊 -

勞動如何雇用資本 

006. 7月 18日《經濟民主》營隊-

經濟民主企業分組發想 

  

007. 7月 18日《經濟民主》營隊-

經濟民主企業分組發想 

008. 7月 18日《經濟民主》營隊-

經濟民主企業分組發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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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 7月 18日《經濟民主》營隊-

經濟民主企業發想學員回饋 

010. 7月 18日《經濟民主》營隊-

經濟民主企業發想學員回饋 

  
 

 

（二）、團結工會青年培力營 

1. 營隊籌辦情形： 

    本計劃已於 8 月 14 及 15 日中旬舉辦完成。本次活動以召收國內大學及研

究所青年為主，透過兩日的營隊舉辦提供，提供青年對於經濟民主或團結經濟

產生興趣，因此課程設計包含合作關係實務、組織實體運作經驗、國際經濟民

主案例，同時導入腦力激盪法(Brainstorming)協助學員進行組織規劃發想，為學

員建立以勞動者合作為核心的經濟民主事業概念。此次營隊課程安排及內容規

劃設計如下： 

 

課程設計 說明 

勞工運動史 
從五件國內外勞動大事回顧，理解勞動歷史中勞

工運動與工會影響力 

爭議與權益－勞動法令中的

工會角色 

從消極與積極性的勞動法令，協助青年掌握解勞

權保障與工會權利。 

誰阻礙了團結？-從工會看勞

權 

工會是勞工團結的首要路徑卻又組織率偏低，本

堂將透過工會的第一手訪談解析工會的必要性與

發展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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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保何去何從？從世代觀點

看勞保 

作為勞工社會保險的主力，勞保近年不斷傳出破

產危機，本堂將協助青年正確理解勞保應有的世

代正義價值與功能。 

淨零正義？-從公正轉型看勞

動正義 

2050 淨零轉型諸多傳產將受到衝擊，連帶就業者

也受影響，本堂將從公正轉型，思索環境與勞動

如何雙贏。 

Brainstorming：問題、發

想、行動、分組報告與講評 

各組學員從上述課程擇一為題，共同討論因應策

略，從而學習社會倡議 

2. 營隊學員名單： 

王 O 維 台師大社會教育系 康 O 瑄 清華社會學系 

吳 O 倖 東海大學社工 3 陳 O 琪 台大經濟系 

林 O 瑋 台大社會 陳 O 芸 文化勞動系 

林 O 妡 台大社會系 陳 O 偼 文化大學勞動係 

林 O 庭 清華大學 簡 O 岑 台大社會系 

邱 O 翔 文化大學 葉 O 柔 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三年級 

練 O 愷 文化大學勞動系 洪 O 宸 東吳大學 

許 O 臻 文化大學 牛 O 羽 東吳大學 

許 O 翎 台師大 陳 O 菁 實踐大學 

3. 營隊講義部分摘要： 

  由於各場課程簡報內容頗多，僅提供部分頁面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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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招生宣傳及活動照片： 

 

 

  

011. 8月 14日《團結工會》青年營

隊行程介紹 

012. 8月 14日《團結工會》青年營

隊學員參與情況 

  

013. 8月 14日《團結工會》營隊-

勞工運動史-主講楊書瑋 

014. 8月 14日 《團結工會》營隊-

工會的發展-主講張烽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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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 8月 14日 《團結工會》營隊 

分組桌遊 

016. 8月 14日《團結工會》營隊 

分組桌遊 

  

017.  8月 15日 《團結工會》營隊

-爭議與權益-主講張烽益 

017. 8月 15日《團結工會》營隊- 

如何成為組織者-主講者管紹君 

  

019. 8月 15日《團結工會》勞保年

金分析-主講者孫友聯 

020. 8月 15日 團結工會分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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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 8月 15日團結工會青年培力營

-學員分組回應 

022. 團結工會青年培力營-學員分組

回應 
 

 

（三）、編印《新時代團結勞動寶典》手冊 

  除透過兩場次營隊培養青年的勞動意識，為擴大勞動團結的認知及影響，

本會亦從營隊中招募有志青年一同編撰《新時代團結勞動寶典》手冊，分別從

正規與非正規勞動市場的發展侷限及差異提出勞動團結路徑的新主張，例如針

對非正規市場，將以勞動合作社及勞動自主企業作為非正規勞動的團結載體，

透過國際案例收集，掌握各領域勞動者運用民主共同治理的經濟民主參考教

案，在正規勞動市場則以工會作為勞動者的團結平台。 

  本手冊內容從收集、撰寫、編文在學子的協助下順利完成，並且成為國內

第一本整合傳統勞僱關係與民主合夥關係的指引教材，透過多元的資料呈現，

將有助於社會理解兩種截然不同的團結行動模式，為勞工理解到實踐團結開創

更多可能性。 

  手冊內容以工會篇及合作社篇為開始，分別描述這兩種組織的本質結構與

特性，並針對過往運作經驗與挑戰，提供更為清晰的輪廓，以合作社為例，由

於合作社本身也是國際推動經濟民主的主流，因此手冊中不只介紹合作社，更

為預防「偽合作」為目標，為讀者提供分辨合作社真偽、實質民主與否的要

件，藉以提供社會對於合作社更深層的認識。第三篇則以這種兩組織如何形成

結盟關係，透過議題及實體合作，相互強化工會及合作社的社會價值，以彼之

張補自之短，從而為勞動者提供更全面的團結權覆蓋。 

  本手冊內文合計 84 頁，採 A5 尺寸全彩膠裝，初版印刷 500 本，已於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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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旬完成，後續將配合本會及友會相關活動、街頭擺攤、獨立書店講座、校

園宣講與工會勞工教育課程等活動免費發送，期待透過該手冊內容資料的多元

呈現，協助社會深入理解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團結行動模式，為社會開創更多團

結的空間與可能性。封面封底設計、目錄頁及部分內文頁內容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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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計畫執行期程 

四、 預期效益評估及檢討 

  本會對於營隊及手典的規劃及預設均是圍繞著多元勞動價值觀念，例

如經濟民主不只介紹傳統合作社，更引入國際最新的合作社發展趨勢，為

青年運作民主治理、共同營運提供實務運作理論，協助學子從風險共擔、

利益共享的平等效益，強化未來就業生活安全，自我實踐尊嚴勞動與尊嚴

時間與工作項目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營隊規劃、邀請及招生       

舉辦《經濟民主》營隊       

舉辦《團結工會》營隊       

勞動團結手冊資料收集、編

寫、編輯及印製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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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需求。 

  此外，搭配工會的運作邏輯，協助青年學員可從不同路徑的勞動團結

權，擴大勞動視野。營隊課程中不只授課，亦安排分組討論、實例演練，

透過課程及操作討論相互啟發學習和成長，為青年培育公平正義與民主價

值的認同，作為參與公共議題、實踐民主的知識啟發。而這些資訊經由文

字轉譯集結成「新時代的團結勞動寶典」，將成為本會在各種教育宣場合，

如校園、街頭擺攤及獨立書店講座時的最佳搭配，從多元的教育宣傳途徑

逐步將「團結」的方案、策略及組織向社會大眾提供更加完整的介紹。今

年度方案執签預期效益評估及檢討如下： 

（一）、為青年重建勞動團結觀念 

  重建青年（學生）運動的連結網絡，透過團隊討論的相互激盪，擴大

青年集體行動力量、社會倡議功能，成為推展民主社會改革的種子。本會

亦可透過與青年的互動分享傳承運動經驗，並且貼近青年需求及創意，轉

為本會推動合作民主教育的支持能量。 

  以團結權為主軸的兩場營隊，分別從工會及經濟民主的組織及運動策

略、案例，提供正確的勞動價值觀念，為青年培育公平正義與民主價值的

認同，作為參與公共議題、實踐民主的知識依據。依據本今年活動執行情

況，本會發現，當前青年對於有別於傳統經濟思維的體系頗有興趣。就以

兩場青年營隊的招生情況來看，第一場經濟民主與第二場團結工會的報名

者中，有 9 位是主動參與兩場次營隊，且第一場次報名者中在本會公告第

二場次營隊時便即刻報名，顯見青年學子對於以團結為主核的勞工集體行

動策略，頗感興趣。 

  所以透過課程討論相互啟發學習和成長，從不同路徑的勞動團結權，

開創多元勞動視野，避免陷入資本主義的英雄述事，惡化勞勞相爭但資本

得利的結果。同時也能透過青年（學生）運動的網絡重建，運用團隊討論

的相互激盪，擴大青年集體行動力量、社會倡議功能，成為推展民主社會

改革的種子。本會亦可透過與青年的互動分享傳承運動經驗，並且貼近青

年需求及創意，轉為本會推動各項工作的能量。 



 

19 
 

（二）、建構尊嚴勞動的完整性 

  本次活動從規劃開始便回應 ILO 對於尊嚴勞動的主張與呼籲，藉由為

勞動論述提供工會團結路線以及經濟民主式團結的雙重路徑，形成民主知

識與資訊的互補。同時運用勞動教育建構完整的勞動團結意識，為日後有

機會成為雇主的青年，提供合宜的角色與責任，引導強化尊嚴勞動的支持

力量。除了工會，透過員工所有權（ESOP）、工作者合作社（worker 

cooperative）、平台合作社（Platform cooperative）的新形態團結共營的實

體發展趨勢，促使勞動者掌握民主治理、共同營運的運作邏輯，從而達到

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平等效益，提升就業品質，回應個人、家庭及社區

對於尊嚴勞動、尊嚴生活的需求。 

（三）、強化社區經濟自立與靭性防衛 

  兩場次營隊活動約互動式設計與審議式參與對話，透過青年學員的相

互對話討論及情境投射，使學員理解兩種組織的治理功能，進而掌握多元

利益關係與包容的重要性。而手冊內容在 11 月中完成印刷後將於各場合中

免費發送，透過文字的宣傳力量，結合青年對於民主的高度期待，加深團

結經濟的社會與市場認同，同時借用青年的知識力量，以及青年對於投入

地方創生與創新事業的高度興趣，將團結的概念融入事業體，並且導入於

未來的社區經濟之中，成為支持社區向經濟民主轉型的推手。 

  社區的未來必然也必定要有青年的位置，若可結合青年創業引導社區

步向經濟民主化，便可運用自立經濟因應全球化威脅以及氣候變遷政策，

的協助社區順暢的推行公正轉型。與此同時，在團結意識的潛移默化中，

也能借用經濟民主的力量強化在地政治民主，有效提升社區的民主防禦能

量。 

五、 活動經費明細 

本方案原規劃經費預算為 395,500 元，後因日後倡議宣傳考量，團結勞動

寶典手冊由 300 本增印至 500 本，實際計畫總執行經費增加為 41 萬 4,000

元。蒙貴社公益金支持經費 9 萬元，總經費支用科目如下所示，其中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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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占比為 21.7%，本會經由募款及尋求第三方經費贊助等自籌支應，合計

32 萬 4,000 元，占比為 78.3%。各項支出明細如下表所示： 

 

科目 單價(元) 數量 金額(元) 經費來源占比 

宣傳設計費 6,000 2 次 12,000 本會自籌 

場地租用費 5,000 8 場 40,000 公益金贊助 

講義編印 100 60 本 6,000 本會自籌 

團結勞動寶典

手冊封面封底

美術設計與內

文編列 

15,000 1 式 15,000 本會自籌 

團結勞動寶典

印刷費 
100 500 本 50,000 公益金贊助 

執行人事費 48,000 6 個月 288,000 本會自籌 

行政雜支費 1000 3 個月 3,000 本會自籌 

合計 － － 414,000 
本會自籌經費占：21.7% 

公益金贊助經費占：7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