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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綠市集，你可以放心採買友善食材，還可以參加手作 DIY、聽演講、聽故

事，在二手交換市集尋寶。一家人可以在校園悠遊踏青，在成功湖畔野餐、

在大草坪曬太陽，若想看書喝咖啡聽音樂，還可以環湖散步到水木書苑和咖

啡館。綠市集不只是購物的市集，它也是老少咸宜、凝聚情感的家庭市集！ 

 

~~引用自竹蜻蜓綠市集網站 

 

 

竹蜻蜓綠市集緣起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無薪假的風氣也吹到新竹科學園區，為了讓失業、放無

薪假的社會人士充電、找回感動，並訓練創業技能，清華大學在隔年初發起了

滾動學習院「心靈發電場」相關課程。其中，王俊秀老師帶領的課程學員提出

的創業創意是市集活動，當年五月眾人一起參訪合樸農學市集後，決定落實這

個創意發想，並進一步將市集主題設定為以友善小農為主體的綠市集。而考量

清大成功湖畔環境優美、適合營造悠閒、愉悅的市集氛圍，便決定將市集辦在

成功湖畔。為了籌辦市集，參與課程的十幾位學員們從頭開始，分工合作，發

揮自己的資源管道，在大新竹地區招募有機及友善耕種的農友，一行對農業不

熟悉的科技人，從拜訪產地、認識農友、認識友善耕種，到討論市集規則、研

究辦理方式….，花了半年的時間，於當年 11 月開始辦理竹蜻蜓綠市集至今。 

 

市集進入正式營運後，早期參與之志工夥伴(多為不熟悉農業之科技人)認為應

該讓農友參與並主導市集的經營，便邀請農友共同成立台灣綠市集協會，合力

推動竹蜻蜓綠市集的經營。目前會員人數約 50 人，加入會員是參加竹蜻蜓綠市

集的必要條件。而綠市集歷經多年的經營之後，早期參與之志工夥伴也逐漸淡

出，目前協會理監事皆為市集成員。 

 

竹蜻蜓綠市集經營方式 

1. 經營理念：在地生產、自然耕種、綠色消費 



竹蜻蜓綠市集的營運理念在於提供給在地的生產者和消費者一個直接面對面

接觸的平台，讓消費者能享受健康環保的綠生活，同時生產者也能友善家鄉

的土地，永續經營綠色大地。並和社區大學、公益團體做連結，大家一起共

學共耕，把綠色生活的理念和種子散佈出去。 

 

2. 加入攤位之規則： 

 

攤友為認同「友善環境與土地」的農友、加工者與理念團體 

 

 農作物須自己生產，且不使用化學農藥與除草劑之友善栽培的作物。 

 農作物及加工品不得使用基改作物產品。 

 農產加工品需自己生產或以自己研發配方生產，所使用主原料需友善環

境的作物，不得使用防腐劑、增稠劑等等人工合成添加物料。 

 綠市集攤位，必須種植者或加工者本人或配偶子女親自擺攤，以達到與

消費者互動認識的初衷。 

 市集上架產品需經審核通過，新增銷售的品項需先符合規範與向理事會

申請通過後方可上架銷售。 

 參與市集攤位，必須承擔市集公共事務，市集當天來回搬運帳篷、鐵架

及桌椅。 

 參與市集攤位，必須加入「台灣綠市集協會」，需繳交入會費以及年

費。 

 市集攤位架上，不得販售非自家產品，若有違反按市集規範議處。 

 當日市集夥伴營收，需繳交 10%現金給市集，作為公費使用。（理念公

益團體不收費） 

 申請審核過程中，協會理事將親訪農場或加工室。 

 

3. 市集決策： 

參與市集之農友及志工共同成立台灣綠市集協會，並選出理事 13 人進行重

要事務的決策，目前二週開會一次。協會成員皆為志工，無固定支薪人力。 

 

4. 舉辦頻率： 

早期一個月舉辦一次市集，後來市集慢慢增加場次，目前於每月第一及第三

週週六辦理。 

 

5. 市集規模： 

市集農友來自桃竹苗地區，總數約有 3、40 攤，每次出席之農友不固定，平

均約有 20 攤左右，農友需於一周前通知是否參加，便於公告。 

 



6. 協會財務： 

協會的收入來源有：會員入會費每人 1000 元、會員年費每人每年 1200 元，

攤友每次市集收成之 10%，協會支出主要支應會計及 3、4 位協助策劃市集

活動及行政事務的夥伴，每月的人事費用在 20000 元以下。 

 

7. 農友義務： 

市集一開始便購置了自己的設備(帳棚)，一頂帳篷之搭設需要四人協力合作

才能完成，參與市集之夥伴必須提早到場協助場地布置及搭設帳棚，活動結

束後亦須留下來協助收拾場地，並繳交當天收入之一成(自由心證)作為市集

公基金。 

 

竹蜻蜓綠市集之特色 

1. 綠市集以分享跟推廣為核心，而非銷售導向 

竹蜻蜓綠市集的經營重點以增加生產者與消費者間的交流為重點，透過市集

氛圍的營造，活動的舉辦（DIY、食農講座、母語繪本、各種理念推廣…等

活動），讓消費者可以停下來休憩、聊天、跟生產者交流，農友每個月花

一、二天來這裡跟消費者、市集夥伴聊天互動，也不是只著眼於銷售，而是

情感的交流、對市集理念的認同，這些內在文化是無法取代的。 

 

2. 農友的市集，以農友為決策核心 

綠市集由農友組成的理事會進行決策，農友本身便是決策核心，市集設備的

搭設跟場地收拾都需要農友的協力合作才能完成，因此，農友間比較像是共

同的團隊，透過協力合作才能讓市集維持營運，農友間合作情誼深厚、也沒

有競爭問題，對綠市集存在認同感。 

 

竹蜻蜓綠市集的未來展望 

市集經過多年經營後，也開始累積了一些信任跟關係，去年通過農委會友善環

境耕作推廣團體審認，今年也獲得農糧署補助得以更新市集設備。接下來預計

申請勞動部多元就業方案，希望明年可以在市區開辦農民直銷所，提供消費者

常態性的服務。農民直銷所的部分預計採線上跟線下結合，開放預購、現場購

買跟取貨，也希望能夠跟其他縣市的農民直銷所或市集合作，提升產品的豐富

度，以及嘗試跟在地大型社區合作團購，拓展消費端。 

 

 



其餘訪談內容整理： 

1. 推動竹蜻蜓綠市集當時的時空背景與國際氛圍 

竹蜻蜓綠市集的形成跟 2008 年的金融海嘯有關，當時，台灣的綠市集還不多，

主要且固定舉辦的農夫市集有合樸農學市集、中興大學農夫市集、高雄微風市

集、台北 248 農學市集、宜蘭大宅院…等，竹蜻蜓是 2009 年最晚成立的市集。

為了籌辦竹蜻蜓綠市集，當時跟台灣各地的綠市集都有聯繫，並且在 2010 年合

作舉辦了第一屆全國農學市集研討會，邀請了全台灣友善耕作的農夫市集共同

參加，至今已經辦理了 12 屆研討會，目前因為疫情而暫時停辦中。上一次研討

會是 2020 年由合樸在雲林主辦，竹蜻蜓這邊 12 年來也承辦了二次。台灣各個

綠市集之間這些年來也累積了一些夥伴關係，彼此相互支援、諮詢，提供資訊

及資源管道。 

 

以綠市集而言，對於當時國際的 CSA、農業市集等資訊都很陌生，因為緣起於

創意跟創業課程，大家想的是在地資源與在地連結，走向農民市集也是因為參

訪合樸的關係。雖然是農業市集，但背後的思維並非從農業出發。農業長年以

來不被關心，因此對於國際環境趨勢，了解的不多，當下也沒有多少人有興趣

去了解。這也是為什麼市集開始營運以後，大家覺得應該讓市集農友主導，一

開始投入的志工反而逐漸淡出。 

 

2. 台灣推動 CSA 農場/農夫市集/小農直銷站的成效 

從 15 年前合樸成立第一個農學市集至今，隨著大環境改變，CSA、農民直銷

所、農民市集等逐漸增加，這些都是因為先前的農民市集累積逐步發展過來

的。雖然有的市集告一段落了，但有些市集夥伴至今還是持續著，多年來台灣

各地的市集夥伴也形成了社群，彼此相互攜手，互相支援、彼此諮詢，也是因

為有這些先前的累積，讓後面的跟隨者更容易加入。這些年來，願意投入友善

有機的農友增加了、有機店增加了，相信認證體系的消費者也增加了，這些雖

然不能全歸功於市集，但市集扮演了一定的推廣角色。 

 

賴青松的穀東俱樂部，也是社區支持型農業，已經做很多年了，但相信每年還

是有每年的挑戰。原來參與的穀東願意繼續支持嗎？支持者是不是能擴散？…

等，可持續性不容易，但裡面可能有些消費者因為對農有興趣，也覺得有意

義，轉而成為生產者。我們很難從單一案例看成敗，但只要在願意支持友善有

機的路上的人越來越多，就符合我們的期待，都應該算成功。 

 

至於竹蜻蜓本身，則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實際透過行動參加友善或有機團購，或

者來現場認識生產者。希望持續有新的人加入，原來的人也願意持續在這條路



上的話，一棒接一棒，正向循環，透過消費改善世界，讓整體環境越來越好。 

 

3. 如何向綠市集學習經驗 

 

如果想認識綠市集，最簡單的方法是直接來參與市集，或來市集裡跟攤位聊

聊，可以加入生產者的行列，也歡迎來當志工。 

如果也想辦一個市集，建議先找到一群有共同想法、願意共同撐起一個市集的

人，不過，以現在的環境來看，可以先思考是不是一定要自己辦一個，畢竟市

集不是天天的活動，如果能找到一個實體空間，找一天邀請生產者等有共同想

法的人定期聚集，慢慢的就會形成一個常態性市集，重要的是先釐清自己想要

的是甚麼，想要吸引甚麼樣的人來支持市集，以農為主的市集，可能的呈現方

式也很多元。 

 

4. 關於農村、農業與政府資金投入 

 

我自己不在農村裡，比較難回答目前政府對於農村、農業資源投入的問題。不

過農村面臨許多問題，包括，農村人力短缺、有意願耕作的人無法取得土地、

融入農村需要漫長的時間取得當地居民的信任…等，問題很多，可能要一個一

個解決，例如目前政府的公有地都給大型財團經營大規模農場，有沒有可能釋

出一些資源讓友善小農耕種，而不是小農自己想辦法在農村找地…。 

 

至於如何看待政府資源的部分，我們一直從民間角度出發，沒有資源也沒有去

想像要有資源，我們就是做我們能做的。如果我們還沒有一定的規模跟程度，

很難期待政府的資源。不過如果持續經營，累積了一些能力被看見後，可能公

部門就會比較願意投入資源，如果雙方合作累積了信任關係，就有機會發展長

期合作關係，這時才比較能期待政府的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