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SA 合作農場
改變市場的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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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henile.com.au/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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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ect storm (noun)
Definition of perfect storm
a critical or disastrous situation created by a powerful concurrence of factors

完美風暴（名詞）
定義：
⼀一場完美風暴暴是在多重因素的罕⾒見見疊加下產⽣生的⼀一種氣象事件。這個術語常被⽤用來來形容由罕⾒見見氣象現象相結
合，從⽽而導致的⼀一場異異常嚴重的風暴暴。

�3



技術是末端的事情

《淮南⼦子．本經訓》

• 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
夜哭； 

• 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棲
崑崙崙。能愈多⽽而德愈薄矣。 

• 故周鼎著倕，使銜其指，以明
⼤大巧之不可為也。 

《淮南⼦子·本經訓》出⾃自⻄西漢劉劉安所著
《淮南⼦子》，記錄了了先秦⾄至⻄西漢時代⺠民間
流⾏行行的神話及聖賢傳說，⼒力力圖從這些傳說
中尋找治世安⺠民的⽅方法。

圖片出處：百度
�4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2271013246583697588.html


都會
urban

CSA 
farm

CSA 
farm

CSA 
farm

CSA 
farm CSA 

farm

CSA 
farm

CSA 
farm

主食
staples 雜糧

grains

雜糧
grains

主食
staples

主食
staples

主食
staples主食

staples

主食
staples

雜糧
grains

雜糧
grains

雜糧
grains

畜牧

animal
husbandry

果園
orchard

orchard

畜牧

果園
anim

al
husbandr

orchard

畜牧

畜牧

orchard

果園

果園 orchard

畜牧

微⽣物

⽣態資材

microorg
anisms biochar

微⽣物

微⽣物

微⽣物

都會糧食圈模組/Model for Urban’s Food Security
!5



分區/Zones
❖ zone 0 都會/urban  
社區⽀持者/community supporters

❖ zone 1 城鄉交界/peri-urban  
社區協⼒農業（蔬菜）/CSA (vegatable)

❖ zone 2 郊區/suburban  
主食、雜糧/staples and grains

❖ zone 3 ⾥山（前山）/satoyama 
畜牧、果園/animal husbandry & 
orchard

❖ zone 4 奧山（後山）/Okuyama 
微⽣物、資材/microorganisms & 
bioch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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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吉

農村⽂文化的完成

• 【⼤大甲農⺠民組合綱領】（1927
年年） 

• 增進我們農⺠民的知識，砥礪其技
術，涵養其德性，以期農村⽣生活
之樂利利與農村⽂文化之完成。 

• 我們依靠互愛互助的⼒力力量量，相輔
相成，其期農村⽣生活的提⾼高。 

• 我們農⺠民秉持穩健踏實，採取合
理理⽅方法，以期達成共同的理理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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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自主創新計畫 -知識下鄉

另類「園丁計畫」

• 解決⼈人⼝口、能源、⼟土地與⽔水的短缺
～《全球的七⼤大短缺》 

• 以屆退⼈人員為對象（與園丁計畫⼤大
幅重疊） 

• 必須可以跳脫⼀一般的資本主義邏
輯，只需要極少的錢就可以維⽣生。 

• 有 CSA 測試農場為育成中⼼心 

• 這些⼈人會帶下鄉的有： 

‣ 知識與完整的職場訓練 

‣ 資⾦金金（退休⾦金金） 

‣ 社會⼈人脈與資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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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農村這是⼀一個移⺠民⼯工作

什什麼是知識下鄉？

• 台灣擁有優良的農業技術，加上幅員不⼤大，⽽而且戰後，國⺠民⾼高等教育普及。 

• 10 年年之內，有⼀一群迥異異於當下的老農⺠民，擁有中、⾼高等教育，受過平均 20 年年
各種完整專業訓練與實務經驗，出⾝身農家，或是羨慕農村⽣生活的族群即將退
休，他們很可能會選擇回到農村。 

• 若若是妥善將他們導入農村（業），他們所蘊含的知識能量量將可以促使⼀一個可以
⾃自我學習、⾃自我研究、擁有寬廣知識，能夠⾃自由運⽤用⼈人類⽂文明的農村社區誕
⽣生。 

• 我在嘗試：提⾼高這些⼈人退休後往農村移動的機率 

• 這是第⼀一波知識下鄉，第⼀一波的⼈人所帶給農村的知識、⼈人⼝口與資⾦金金，將帶給農
村⽂文化復興的起點，為各種年年齡層的⼈人⼝口回到農村舖設更更寬廣的道路路。 

• 願景：農村不再是 B 計畫，⽽而是⼀一個從⼈人⼝口到產業，架構完整的⽣生活區域（也
許這樣比擬，都市是美國，⽽而農村就是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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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精采的⼩小說

（插曲...）

殖⺠民防衛軍（CFD）
不要年年輕⼈人；他們要
⾝身懷數⼗十載知識與技
能的⼈人們。 

～《老⼈人戰爭（Old Man's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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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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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

社區協⼒力力農業

• 源起於城鄉交界處：社區⽀支持農業（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CSA）的概念念始於 1960 年年代德國、瑞⼠士和⽇日本。主要
關⼼心的是食物安全和農業⼟土地的都市化問題。 

• 定義：「食物⽣生產者 ＋ 食物消費者 ＋ 每年年的互相承諾 ＝ 社區⽀支持型
農業和無限的契機」。 

• 解決：中間商剝削、認證、友善環境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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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SECTOR）」社會學與經濟學名詞

⼀一個經濟體所包含的「部⾨門」

• 第⼀一部⾨門（Public sector，或稱為公部⾨門）； 

• 第⼆二部⾨門（Private Sector，或稱為私部⾨門）； 

• 第三部⾨門（The third sector）、或稱為志願部⾨門（Voluntary 
sector），既非政府單位、⼜又非⼀一般⺠民營企業的事業單位之總稱，雖然
各國對於第三部⾨門的定義各⾃自不同，但⼀一般來來說第三部⾨門單位⼤大都是由
政府編列列預算或私⼈人企業出資，獨立維持經營的事業體。⼀一般常⾒見見的社
團法⼈人、財團法⼈人、基⾦金金會、非政府組織（NGO）或非營利利組織
（NPO）通常都屬於第三部⾨門的範疇，雖然每個第三部⾨門單位成立的
背景與營運⽅方式都有不同，但普遍來來說第三部⾨門單位通常具有像是以社
會公益為⽬目的，與不⽤用繳稅等特質。 

• 第四部⾨門，指的是社會企業＆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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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什麼是社會企業？

• 究竟什什麼是社會企業？社會企業的英⽂文是 social enterprise，英⽂文簡
稱為 SE，字⾯面的意思即是「為解決特定社會問題的企業」，或是「以
企業⼿手段、商業創新模式解決社會問題的企業」。 

• 什什麼是企業⼿手段？⼀一般指的是⾃自負盈虧、⾃自給⾃自⾜足。因此，社會企業
就是設計出⼀一套可財務⾃自主的營運⼿手段並解決社會問題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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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VE

什什麼是合作社？

❖ 「合作社乃是基於共同所有及⺠民主管理理的企業體，為滿⾜足共同的經

濟、社會、⽂文化需求與願望，⽽而⾃自願結合之⾃自治團體。」  
 
（1995 年年國際合作聯聯盟（ICA）正式定義，孫炳焱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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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重要的需求...

• 社會上有⼀一些非常根本的問題、牽涉到⼤大量量⺠民眾⽣生存需要的問題、投
資報酬率非常低的事情…簡單的說，就是有很多在主流社會看不上的
「傻事」； 

• 這些事情的本質是「⼈人的重要需求」； 

• 我們有共同的需求，那我們⼀一起來來解決； 

• 這些需求在合作社的定義裡⾯面統稱為「經濟、社會、⽂文化需求與願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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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DARITY & COOPERATIVE

合作經濟＆團結經濟

• 團結經濟是⼀一種介於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之外的新的經濟模式， 

• 主要針對「有形資產匱乏、市場競爭⼒力力弱、社會影響⼒力力不⾜足的群

體」，藉助⾃自⾝身無形資產，通過合作互助⽅方式改善⽣生活質量量的⽣生產⽣生

活模式。 

• 團結經濟合作組織裡⾯面的會員包括⽣生產者和消費者； 

• 合作社裡⾯面的會員主要是⽣生產者或主要是消費者， 兩兩者是區分開來來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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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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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華⼈人地區對於「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的中⽂文翻
譯⼀一共有四種： 

• 台灣早期在合樸農學市集網站上翻譯為「社區⽀支持型農業」； 

• CSA 兩兩本重量量級書籍 

• 《Sharing the harvest》（中⽂文書名《種好菜過好⽣生活》），翻譯為
「社區協⼒力力農業」； 

• 《Farm of Tomorrow Revisited》（中⽂文書名《明⽇日的農場》）翻譯
為「社群⽀支持農業」； 

• 在中國則是翻譯為「社区⽀支持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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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社區協⼒力力農業

• 食物⽣生產者 ＋ 食物消費者 ＋ 每年年的互相承諾
＝ 社區⽀支持型農業和無限的契機 

• 承諾： 

‣ ⽣生產者：⽀支持⽣生態農業，不使⽤用農藥、除草
劑、化學肥料，努⼒力力運⽤用多元知識與傳統智
慧， 謹慎的監控環境， 照顧⼟土壤與作物。 

‣ 消費者：在經濟上給予長期與穩定的⽀支持，
共同承擔農場⽣生產過程當中所⾯面臨臨作物損失
的風險，共同分享豐收的成果。在必要時，
給予農務上的協助。 

• 可能發⽣生的事情：消費者因為好的食物與農場
的參參與，健康獲得改善 / ⽣生產者與消費者成為
朋友，相互剝削消失，⼟土地與環境得著改善 / 
消費者多元的專長、智慧進入農場，使農場不
但在⽣生產與環境上更更多元豐富，在美學與技藝
（technology）上也獲得提升 / 其他…

伊莉莎⽩白 韓德森 / Elizabeth Henderson�22



農業＋社區＋合作精神＝？

⾯面對永續 CSA 的重要性與必然性

• 永續是我們這個世代必須⾯面臨臨
的沈沈重課題，什什麼樣的產業、
社會組織以及⼈人性性格可以扭
轉逐漸加速崩壞的世界？如果
我說是：農業、社區與合作精
神，⼤大家應該不會反對。 

• 從產業⾯面相：農業 

• 從社會組織⾯面相：社區 

• 從⼈人性⾯面相：利利他、互助（女
性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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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發展 CSA 的挑
戰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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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A 到底什什麼時候進入台灣，我沒有正確的答案，但是，早期的主婦
聯聯盟推⾏行行共同購買⾏行行動當中，就已經看到 CSA 的精神了了，這樣看來來，
台灣接觸的 CSA 的概念念，已經超過 30 年年了了。 

• 我第⼀一次知道 CSA 是在 2007 美濃舉辦的「全國農村願景會議」，如
果以這⼀一年年算做台灣的 CSA 元年年，那麼台灣已經推⾏行行 CSA 15 年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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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什麼台灣 CSA 
發展緩慢～更更貼
切的說，是在原
地打轉

我們好奇，為什什麼台灣的 CSA 發展這麼
慢，知道的⼈人這麼少？台灣究竟有多少 
CSA 農場？彼此之間有沒有什什麼連結、
聯聯盟以及相互交流的活動？這些我都沒有
辦法回答。 

在台灣，我們時常談創新，但是在創新之
前，我們應該做什什麼事情？已經發⽣生的事
情，就不會是創新，但是，我們時常把別
⼈人已經作了了幾百年年的事情視⽽而不⾒見見，關起
⾨門來來⾃自 HEIGH，作⾃自⼰己的創新⼤大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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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意縮⼩小解題範圍，不願意⾯面對系統性的問題

• 「當⻄西瓜在產地每台⽄斤只有 2.4 元
的時候，每個箱⼦子只能裝 20 台
⽄斤，⼀一個箱⼦子要 45 元…在哪
裡？」 

• ⾯面對創新，我們還是喜歡「技術創
新」、「流程創新」，對於改變系
統（如：營運模式）的事情，⼤大家
要不是覺得事不關⼰己，就是覺得能
⼒力力不⾜足； 

• 然⽽而，我們實際上應該在整體的系
統觀點上取得共識，然後，找到⾃自
⼰己能夠貢獻的位置，切入去參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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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的⼒力力量量從何⽽而來來？

• 台灣⼈人⼼心善，但卻往往在⾯面對
⼤大災難的時候，才展現「好⼤大
喜功」式的慷慨與慈悲，對於
規律律、⽇日常的善意⾏行行為（關注
假新聞議題、多留留意媒體⾔言論
的脈絡、關注暖化、閱讀連署
書的內容、珍惜⽔水資源、減少
塑膠使⽤用…）幾乎都忽略略。 

• ⼀一群⼈人若若是可以時常實⾏行行，並
且關注這些⾝身邊的⼩小事情，這
群⼈人會產⽣生「認同的⼒力力量量」，
這種認同的⼒力力量量帶來來的是默契
與團結（solidarity）。

�28



消費名詞，不求甚解

• 你⼀一定聽過「食物森林林」、「合
作經濟」、「⽣生態農業」、「半
農半X」… 

• 但是，這些名詞真正含意，往
往有跟望⽂文⽣生義天差地遠。對
於 CSA 也是⼀一樣。 

• 另外，望⽂文⽣生義，不求甚解的
結果，也往往導致過度引申，
急於擴⼤大效益，卻忽略略對整體
的影響（例例如：⽣生物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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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LEGEND

仰賴明星農夫或者團隊

• 過去，我⼀一直致⼒力力於尋找與培育強⼤大的 
CSA ⽣生態農夫與團隊，到頭來來，我發現
這是⼀一個天⼤大的錯誤。 

• 過去幾年年，我參參與了了⼀一些農村運動，⼤大
家常常喜歡說，我們是梁⼭山泊好漢，官
逼⺠民反，⼤大家聚在⼀一起作點對的事情，
但是，後來來我也發現這樣的意符是有問
題的。 

• 我覺得比較恰當的是《隋唐演義》的
「瓦崗寨英雄」比較恰當。時間緊迫，
我們無法從幼稚園開始，花 18、20 
年年，⼀一路路培養⼀一個英雄好漢，因此，我
們應該把開創新局的⽬目標、倫倫理理、原則
說清楚，讓天下既有的好漢聚集⼤大幹⼀一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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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視台灣友善耕作⼩小農的困境

• ⼯工業化、⼤大規模的農業⽣生產是氣候危
機的最⼤大助⼒力力。覺醒的⼀一群農⺠民，選
擇⼩小規模、可持續的⽣生態農業
（agroecology），但是，他們立即
遇到的困境就是： 

• 耕種⾯面積⼩小，產量量不穩定，多樣性不
⾜足，時常被既有的機通路路排除在外，
因此，要⾃自⼰己⾏行行銷、販售、配送農產
品，疲於奔命； 

• 友善農夫勞⼒力力、財⼒力力與技術都有限，
缺少互助機制、適當的機器以及充⾜足
的知識來來管理理⾃自⼰己的⽥田地； 

• 更更諷刺刺的是，社區居⺠民雖然想要⽀支持
在地⼩小農，卻苦無⾨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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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A 的重要性與必然性

• 新⾃自由主義帶來來的全球化，讓這個
世界非常容易易將成本外部化到遙遠
看不⾒見見的弱勢地區。氣候危機、⽔水
資源短缺、饑荒、塑膠海海洋…對先
進國家來來說，這些都還遙遠。但
是，所有的數據，都讓我們樂觀不
起來來。 

• 永續是我們這個世代必須⾯面臨臨的沈沈
重課題，什什麼樣的產業、社會組織
以及⼈人性性格可以扭轉逐漸加速崩
壞的世界？如果我說是：農業、社
區與合作精神，⼤大家應該不會反
對。 

• 農業＋社區＋合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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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們⼀一直不願意正視
「共同承擔風險」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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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經濟： 
明顯的遺失環節

當⼀一群⼈人，基於社會、經濟與⽂文化上
的共同需求，聚集在⼀一起，共同建立
⼀一個事業，共同經營，共同使⽤用，也
就是共同承擔所有風險，這個已經在
⼈人類社會上歷經 180 年年的「利利他」、
「互助」老慨念念，是否可以繼續為當
今的永續之路路盡點⼼心⼒力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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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演義為何如此吸引⼈人？因為它關乎團隊

合作社的合作

• 對於⽣生態⾼高度依存的事情，若若

是要擴⼤大規模（scale up），該
怎麼做？ 

• ⼤大量量的⼩小規模 v.s. ⼩小量量的⼤大規
模，那⼀一個比較能夠解決問
題？ 

• ⼤大量量的⼩小規模 ＝ ？ 

• 社間合作是規模化的好⽅方法，
雖然不容易易

"三國志12來來也" by jiing is licensed under CC BY-NC-SA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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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來的選擇

合作社的優先順序

• 第⼀一優先：餵養世界飢餓的合作社 

• 第⼆二優先：為⽣生產性勞⼯工的合作社 

• 第三優先：成為社會保護者的合作社 

• 第四優先：建設合作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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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農場倡議

• 合作農場就是⼀一群⼈人，為了了滿⾜足「健康食物」的需要，依循合作社的
使命、價值與原則所建立的農場。 

• 所謂「健康的食物」： 
1.食物本⾝身沒有危害⼈人體健康的物質； 

2.食物的⽣生產過程，對於環境的影響應該是積極正⾯面的，⽽而非造成環境負擔； 

3.對於動物來來說，是以⼈人道對待，對於⽣生產者與消費者來來說，是公正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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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農場倡議：為什什麼要建立合作農場？

合作農場的⽬目的在於建立⼀一個可觸摸（tangible）的連結，真實的連結食物⽣生產者與消費者、⽣生產者與⽣生
產者、消費者與消費者。 

合作農場⾸首先應該發⽣生在城鄉交界，集結並強化都會的⽀支持⼒力力量量，因此，它的責任有： 

• 建立適切的食物通路路：合作農場是⼀一個食物的集散地。利利⽤用合作社組成的⼈人⼒力力，將合作農場⾃自⼰己⽣生產的
蔬菜＆友善⽣生產者⽣生產的蔬菜與加⼯工品在合作農場集結，分裝，配送取貨點； 

• ⽣生態農業知識與⽣生產技術的連結：⼩小農送菜到合作農場來來，同時可以參參與合作農場的農務，除了了提供部
分勞⼒力力，也在技術與知識上，與農場與其他⼩小農、⽀支持的社員相互交流激盪，必要時，也可以相互⽀支援
各⾃自的農場； 

• 食農教育的連結：有很多時候，我們不認得食物，也不知道怎麼吃。在合作農場定期的共食活動，可以
學習到食物的⽣生長的過程、食⽤用的⽅方式，可以分享食譜、加⼯工⽅方式； 

• 適切科技（appropriate technology）與器械⼯工具的連結：建立合作農場與⼩小農所擁有的農機具清單，
在必要時，可以租借、合作或者協助維修； 

總歸來來說，合作農場是⽤用來來整編（都會）社區對於⽣生態農業、⼩小規模⽣生態農場的⽀支持⼒力力量量。

�38



合作農場怎麼開始？

• 當有⼀一群⼈人，因為共同有「健康食物的需要」，覺得建⼀一個農場來來⽣生
產食物，然後，跟⾃自⼰己購買食物這樣的事情很酷，就可以成立合作農
場（即便便我們可以使⽤用的最⼤大空間只有客廳，⼟土地還看不到影⼦子）。 

• 這群⼈人要有⼀一個共識，那就是「所以的事情都是：共同決定！⼤大家都
是老闆」。因此，⼤大家共同決定要投入多少股⾦金金，共同尋找合適的⼟土
地（多少⾯面積、租⾦金金…），共同做農場的規劃…共同種植、照顧與採
收，最後，跟⾃自⼰己買菜，若若有不⾜足，就跟認可的⼩小農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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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象CSA合作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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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幻象2000空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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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是概念念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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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其實不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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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一個基地與⼀一群⼈人 
～社區糧倉⼯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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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拯救）世界，
農業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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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例⼦子：堆肥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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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山林林間的作法
直徑 1 公尺、⾼高度 150 公分（鐵網10尺X4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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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雜草為主體的推肥
堆疊過程，需要隨時補充⽔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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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堆
這是⼀一個⽉月之後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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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餘箱⼤大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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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棧板
釘這種有卡榫的棧板，材料取得容易易，也更更有彈性。⽰示範規格：60公分X40公分，⾼高度⾃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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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箱加⼯工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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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洞洞
製作溢流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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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
防⽔水布（1）、⽔水塔接頭（2）、3/4 ⽔水管（3）、閥接頭（4）、90度彎管（5）

1

2 2 3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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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防⽔水布
使⽤用⼀一個⺠民間傳統的作法，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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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頭組裝
終極⽬目標～不要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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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是否漏⽔水
如果有漏⽔水，⼀一定要立即解決，這樣可以省去很多⿇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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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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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特瓶～⽤用來來創造儲⽔水的空間
記得寶特瓶的上下兩兩邊要打洞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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鋪上舊衣服或是⿇麻布袋
將有機資材與儲⽔水空間隔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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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木屑、落落葉、⽵竹屑或乾草
⼀一次加⾜足，裝滿 90%，從此除了了廚餘，不再添加外來來資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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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埋廚餘，不是薄薄的覆蓋
學習動物掩藏氣味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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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
防⽌止老鼠進入、雨⽔水沖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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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塑膠桶廚餘箱
臭味打敗⼀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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棧板推肥箱 VS.塑膠堆肥箱
除了了材質，幾乎⼀一樣的原理理與構造，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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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家庭陽台。也可以處理理環保貓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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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餘⽔水
經過⾜足夠時間發酵的廚餘⽔水不會有臭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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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所製作的各種形態廚餘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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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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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雅族 尖⽯石．林林南忠

先⽣生態（⽣生活）、後⽣生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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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年，我聽到的⼀一個加拿⼤大⼩小鎮的故事

OUR COCHRANE, OUR FUTURE

• 我非常推薦如果您有空的話，
可以把這份 Cochrane 的永續
發展計畫仔細的讀完，您會看
到，當⼀一個社區（⼀一群⼈人）要
展開⼀一個永續計畫的時候，應
該如何形成團隊？如何討論問
題，最後產出⼀一份可執⾏行行的長
遠計畫。 

• 我相信您⼀一定會有非常⼤大的收
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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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maculture ~ small & slow solutions

當沒有異異象的時候…我們需要的是智慧的
（古老傳統、故事…）原則謹慎的思考，

然後，採取⼩小⽽而慢的⾏行行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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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BASED SOLUTIONS

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

• NBS 是指：受⾃自然過程和功能
啓發⽽而採取的應對社會挑戰的
⾏行行動。 

• 通過發展和實施基於⾃自然的解
決⽅方案，在產⽣生社會、環境和
經濟效益的同時，實現了了環境
的韌性。 

• NBS可以在各種環境中發揮作
⽤用，包括沿海海、淡⽔水和城市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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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步驟

• 了了解體系（Understand the system） 

• 連結你的體系價值（Link values to your system） 

• 發展解決⽅方案（Develop the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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