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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動說明 
 

本計畫(改善台灣農業個案徵選計畫，簡稱 CITA是由雲林縣政

府指導，台灣公益 CEO協會主辦，目的是希望在有機、無毒的農業

領域，建立新的推廣與學習模式，CITA經長期籌備策劃，並於 2012

年 12月 15、16日舉辦參訪活動，帶領兩百多位來自全國，29所大

專院校同學，參訪六個有機農業、無毒農產食品加工以及有機肥處

理場，我們期待藉由參訪讓同學，對於六位個案主有進一步的瞭

解， 然而在提出具體之改善計畫前，限於經驗與知識，同學應會遇

到許多問題與疑惑。 

 

有鑒於上述狀況，為進一步協助參賽同學，CEO協會特別設計

一個 Chance工作坊，會中邀請在有機農業領域，理論與實務兼具的

學者專家以及社會賢達，以 World Cafe的方式來協助同學解惑，

Chance工作坊當日預計邀請 25~30位業師參加，並依學術界、實務

界以及企業界等三個面向將所有業師分為 3組，分別是以學術界教

授為主之農業學術組；有機生產經驗豐富的農業實務組，以及最能

提供企業經營管理經驗的農業創投組。透過從理論到實務，從生產

到市場這樣的組合，來協助同學解決困惑的問題，同時減少同學們

的創意發想流於不切實際的可能性。 

 

為了提供同學優質的討論空間，工作坊將分為上午場、下午場

兩梯次，讓每位同學可以接觸到最多的業師。但是我們也很清楚，

短短的一天，不可能讓同學們接觸到所有的業師，以及解決同學們

所有的問題。 

  

這次活動受益於我們廣大的專家、學者群很多，大家對農業都

懷抱著高度的熱忱，並對台灣農業未來的發展有所期待，沒有大家

熱情的支持，這個計畫很難繼續走下來。現在我們希望這群熱情的

團隊能成為同學們堅強的後盾，協助同學提出可行而又具創意農業

改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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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流程 

 

時間 項目 

09:00-09:30 上午場報到 

09:30-12:30 Chance工作坊 

12:00-12:30 下午場（用餐）報到 

12:30-13:30 用餐 

13:30-14:00 下午場報到 

14:00-17:00 Chance工作坊 

17:00 散場 

 

三、工作坊規則說明 
1. 上午場 

活動時間為 09:30-12:30，共 180分鐘，每 20分鐘一節。 

下午場 

活動時間為 14:00-17:00，共 180分鐘，每 20分鐘一節。 

請提早半小時報到 

2. 第一次鳴鈴即表活動開始，往後每 20分鐘會鳴鈴一次，每次

鳴鈴表該節結束，同時表下一節開始。 

3. 每一節皆可提早結束該節訪談，並可至討論區進行小組討論，

或前往空桌詢問另一業師，但不論時間剩多少，聽到鳴鈴時皆

須即刻換桌。 

4. 第十次鳴鈴為長音，代表本活動結束，請同學銘記。 

5. 我們將安排 25-30位業師、業主，每位都將擔任該桌桌長。 

業師、業主將分成三組，為以下所示： 

農業學術組：學術界、大專院校教師。 

農業實務組：農產生產者、業主。 

農業創投組：企業界、創投家、電子商務界相關人士。 

6. 為尊重其他同學權益，請避免排隊等候、旁聽的情形發生。 

7. 請避免二次造訪同一桌次，影響其他同學權益。 

8. 請避免在會場喧嘩影響他組進行。 

9. 本次活動結束後，將另行提供業師之電子郵件給參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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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流程示意圖 

四、注意事項 
1、 當天請自行前往斗六高中行政大樓五樓會議室。 

2、 請各位自行準備環保餐具、杯，當天將不另外提供。 

3、 業師出席工作坊往返的交通相關費用請實報實銷，收據請開立

社團法人台灣公益 CEO協會，統編:26258975。 

 

五、交通資訊 
1、地點：國立斗六高級中學行政大樓 5樓會議室 

2、交通方式： 

A：搭乘火車：從斗六火車站出站左轉民生路，步行時間約 10-15分

鐘。 

B：搭乘客運：搭乘日統國道請至斗六火車站下車，向前步行右轉民

生路，步行時間約 10-15分鐘。 

C：自行開車：請於斗南虎尾交流道下高速公路，往斗南方向，再往

斗六，行經雲林縣政府後開往市區，經火車站沿民生路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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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工作坊業師介紹 
1、農業學術組講師介紹 

 

農業學術組 

姓名 羅朝村 學歷 康乃爾大學植物病理系博士 

現職 虎尾科技大學研發長、雲林縣農民大學校長 

經歷 農試所植物病理系研究員 

專業領域 植物病理與生態、生物防治、生物製劑、分子生物 

農業學術組 

姓名 郭章信 學歷 國立中興大學植物病理學系 博士 

現職 嘉義大學生物資源學系暨研究所副教授 

經歷 
國立嘉義大學生物資源學系系主任、中華民國真菌學會副秘書長、

中華民國植物病理學會副秘書長 

專業領域 真菌學、植物病蟲害防治、植物病蟲害診斷及管理 

農業學術組 

姓名 胡仲祺 學歷 美國肯塔基大學植物病理學博士 

現職 國立中興大學生物科技學研究所副教授 

經歷 美國肯塔基大學植物病理學博士後研究 

專業領域 分子生物學、植物病理學 

農業學術組 

姓名 王服清 學歷 德國慕尼黑大學法律博士 

現職 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副教授 

經歷 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專業領域 生命科技法、歐盟法、行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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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學術組 

姓名 張世忠 學歷 中興大學碩士 

現職 雲林縣政府參議 

經歷 雲林縣政府建設處處長、農業局代理局長 

專業領域 分子生物、農業行政 

農業學術組 

姓名 吳啟禎 學歷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經濟系博士 

現職 台灣智庫農業部主任 

經歷 台灣智庫研究員 

專業領域 農業經濟政策 

農業學術組 

姓名 蔡明純 學歷 逢甲大學博士候選人 

現職 嶺東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經歷 台中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專業領域 行銷管理、人力資源管理 

  

農業學術組 

姓名 岳修平 學歷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大學城校區哲

學博士 

現職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經歷 
國立臺灣大學生農學院農業陳列館館長(現)、日本筑波大學電腦科

學系客座教授 

專業領域 農業資訊傳播、傳播策略與效益研究 

農業學術組 

姓名 
人禾環境倫理發展

基金會 
CITA諮詢代表人 劉冠妙 

現職 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執行長 

經歷 
推動羅東自然教育中心、員山生態教育館、貢寮．水．梯田、內雙

溪自然中心 

專業領域 環境教育推廣 

 

 
2、農業實務組講師介紹 

農業實務組 

姓名 林庚申 現任 有機發農業展協會理事長 

經歷 有機發展課程講師 

專業領域 有機、無毒農業種植/技術 

相關資訊 為古坑、斗六在地知名有機專家，並發展在地旅遊導覽、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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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實務組 

姓名 賴永興 現任 荷包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經歷 中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業務 

專業領域 竹筍、芒果、茶葉種植 

相關資訊 無毒種植農民，正朝有機精緻農業路線發展， 

農業實務組 

姓名 張宏存 現任 油車保證責任合作農場廠長 

專業領域 碾米事業、有機堆肥、蚯蚓養殖 

相關資訊 油車當地知名輾米廠，目前同時發展蚯蚓、有機堆肥產業 

農業實務組 

姓名 黃碧珍 現任 羊咩咩民宿負責人 

經歷 有機農業發展協會總幹事 

專業領域 觀光產業、無毒農產品加工 

相關資訊 
於當地開設有機課程專班，並廣邀各界農民參與，同時也致力於無

毒農產加工 

農業實務組 

姓名 鄭宗坤 現任 埒活棉花園負責人 

經歷 電腦公司高級主管 

專業領域 有機棉花種植、綠能產業推廣 

相關資訊 
電腦公司主管退休後，於毛巾的故鄉-埒內里種植棉花，為當地種植

無毒棉花之先驅 

農業實務組 

姓名 吳永修 現任 元長鄉五塊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經歷 電子外包工程公司董事長 

專業領域 有機蕃茄、土豆種植 

相關資訊 經營有機溫室種植多年，目前全家協同投入有機栽種的產業 

農業實務組 

姓名 蔡清木 現任 梅林農業合作社負責人 

經歷 警察 

專業領域 柳丁、果樹種植 

相關資訊 
農民大學第一屆、雲科有機專班畢業生，對於有機農業有一番見

解，目前經營農產合作社小有聲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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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實務組 

姓名 王崑秤 現任 健康蔬果農場 負責人 

經歷 郵差 

專業領域 蘭花種植、有機蔬果種植 

相關資訊 栽種蘭花經驗已 35年，其農產品人人稱”大又美“ 

農業實務組 

姓名 蘇金川 現任 尼姑庵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專業領域 酸菜種植 

相關資訊 發動社區種酸菜並協助酸菜館運行，兒子為有機相關產業專家 

農業實務組 

姓名 王惠美 現任 有機蔬菜種植果園共同負責人 

專業領域 各類有機蔬菜種植 

相關資訊 
夫婦一同栽種有機蔬菜多年，先生廖俊凱先生為農民大學第一屆畢

業生，其有機產品頗受好評 

 
3、農業創投組講師介紹 

 

農業企業、創投組 

姓名 張駿極 現任 厚生市集創辦人 

經歷 科技公司營運副總經理 

專業領域 電子及半導體領域 

相關資訊 
受到 s-lab的啟發，致力於發掘改變社會的商業機會 

2010創辦厚生市集是第一個作品 

農業企業、創投組 

姓名 楊榮驊 現任 我城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經歷 吉甲地創辦人 

專業領域 電子商務、網路購物平台經營 

相關資訊 
曾任 Yahoo奇摩購物企業服務部總監，為台灣電子商務領域佼佼

者 

農業企業、創投組 

姓名 林煜喆 現任 常陽興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專業領域 不斷電系統設計製造、太陽能光電 

相關資訊 
多年來於虎尾科大育成中心、雲林科技大學、中正大學投資與培

育青年學子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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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企業、創投組 

姓名 劉茂彬 現任 熊寶貝小兒科診所院長 

經歷 彰化基督教醫院駐院醫生 

專業領域 醫學檢驗、生物科技、老人安養照護 

相關資訊 社會運動者 

農業企業、創投組 

姓名 桂香梅 現任 睿基國際創辦人 

經歷 AMA美國管理協會顧問 

專業領域 創業投資、經營管理顧問 

相關資訊 大陸雜誌稱 HR屆三大女強人，目前為 CANVAS系列課程講師 

農業企業、創投組 

姓名 陳重光 現任 樂活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營運部經理 

經歷 蓬勃運動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經理 

專業領域 企業經營管理、募款經驗 

相關資訊 
曾於上海擔任董事長特助，三年前為主辦傳奇再現網球球星邀請

賽之主辦單位核心之一，目前致力於無毒洋菇培育 

農業企業、創投組 

姓名 簡書聰 現任 芬芳烹材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專業領域 企業經營管理 

相關資訊 目前為北市有機營養午餐承包商，期待發掘在地有機食材 

農業企業、創投組 

姓名 賴炳楠 現任 中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專業領域 有機堆肥、酵素研究 

相關資訊 研究酵素多年，致力於生態維護 
農業企業、創投組 

農業企業、創投組 

姓名 楊宗憲 現任 勤誠科技 專案副理 

經歷  

專業領域 通路管理、品牌行銷 

相關資訊 踏入品牌經營、系統流程設計與管理領域達已有多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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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學員名單與校系 
隊名/ 

姓名 
校級/系別 

隊名/姓

名 
校級/系別 

夢想起飛‧農享天下 神農 3+1 

賴柏伸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食品科學系 徐嘉彤 輔仁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李宇傑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食品科學系 鄭堯文 輔仁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劉建武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食品科學系 呂佳欣 輔仁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林育淇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食品科學系 羅心閔 輔仁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林鉅泰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食品科學系 莊大佑 輔仁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綠嘉園 農農巧之味 

沈士惟 國立嘉義大學園藝所 黃得育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曾怡婷 國立嘉義大學園藝學系 葉冠均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林晉賢 國立嘉義大學園藝學系 廖唯傑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曾敬翔 國立嘉義大學園藝學系 林宏璋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李奇翰 國立嘉義大學園藝學系 盧秉謙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青年 GO農業 RIG 

賴彥彣 台灣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 邱奕融 台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研究所 

陳建瑋 嘉義大學行銷與運籌研究所 魏佑霖 台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研究所 

阮子銓 台灣大學電信工程研究所 傅臨超 台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研究所 

王鴻侑 嘉義大學木質材料與設計研究所 林大晉 台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 

彭冠霖 雲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學系   呂明心 台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研究所 

    

超大顆高麗菜 笑綠 

劉秉隴 台灣大學農業經濟系  彭元慶 台大農藝所碩二 

李宗嶧 台灣大學工商管理系企業管理組  張富翔 台大園藝所碩一 

張守富 台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陳薌雯 台大農藝所碩二 

陳懿 台灣大學農業經濟系  蕭惠云 台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 

林羿杏 台灣大學農業經濟系  林宥汝 台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 

    

中原競鄉團 你農 5農 

古宣佑 中原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張仁鈞 輔仁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趙潔心 中原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吳維忠 輔仁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陳庭憲 中原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黃郁婷 輔仁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吳宛蓉 中原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季彩琳 輔仁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粘惠穎 台北商業技術學院會計資訊系 邱淑卿 輔仁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樂農 Lonoh 翻滾吧！阿土伯 Rolling!!! A-toe-bei 

王芯瑜 台灣大學農藝系 鄭芝郁 台灣大學工業工程所    

陳郁岑 台灣大學經濟系 朱翊嘉 台灣大學生物機電所    

陳品皓 台灣大學經濟系 蔡宜娟 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 

廖庭右 台科大公業管理系 鍾岳杉 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   

張宏溢 台科大電子工程系 李玉傳 台灣大學生物機電所   

    

http://www.ae.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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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蟬 BOBOBO隊 

黃鈺愷 台大農業經濟所 賴亭頤 台大工商管理學系英文專班二年級 

蘇宥儒 台大農業經濟所 杜星諭 台大國際企業系二年級 

葉小婉 台大農業經濟所 高嘉彣 台大國際企業系二年級 

張娟綺 台大農業經濟所 廖一璟 台大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二年級 

邱少波 台大農業經濟所 董舒文 台大社會工作系二年級 

mobilization 農不隆咚搶 

鄭亦均 國立台灣大學農業化學系 洪瑋萱 台大農化 

張金鳳 國立台灣大學農業化學系 朱潔庭 台大農化 

黃泰祥 國立台灣大學農業化學系 吳玉萱 台大農化 

巫文修 國立台灣大學農業化學系 魏東翰 台大農化 

蔡謹安 國立台灣大學植醫學程 高晟洋 台大昆蟲 

務本 農芹蜜藝 

吳坤育 臺灣大學農藝系 張書綺 宜蘭大學食品科學系 

高培慈 臺灣大學農藝系 林佳欣 宜蘭大學食品科學系 

林治均 臺灣大學農藝系 高岢妘 宜蘭大學食品科學系 

王天成 臺灣大學農藝系 蘇郁娟 宜蘭大學食品科學系 

小綠磨法師 FJU(Fair & Just Union) 愚公世代 

李盈瑢 台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   徐嘉彣 輔仁大學英文系  

郭盈妤 台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   陳妍伶 輔仁大學企業管理系 

陳韋豪 台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   簡毓儀 輔仁大學企業管理系 

鄭傳穎 台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   林政君 輔仁大學企業管理系 

    

農情蜜意 風調雨順 

黃義竣 中興大學農藝系  陳易泰 台灣大學財務金融研究所 

陳和宜 中興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李宜倩 雲科大創意生活設計系 

黃亭傑 中興大學農藝系  高宏任  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101 

徐崇恩 中興大學農藝系  陳玟旭 竹教大 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宋采頻 中興大學行銷系      

田中央 輔大企管一甲 

徐嘉君 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許郁青 輔仁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李佳穎 中興大學昆蟲學系  張華庭 輔仁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阮柏翔 中興大學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郭力嘉 輔仁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邱中一  中興大學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廖春棋 輔仁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Xagri-vision新象農技 耘林 

黃思恩 虎尾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系 熊偌均 台大農經二 

陳采嘉 虎尾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系 王致美 台大農藝三 

李珮綺 虎尾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系 欒浩偉 台大電機三 

王瑞娟 虎尾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系 曾桓鈺 台大生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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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科大農企管 A SY-CY Famer 

李彥霆 屏東科技大學農企管系研究所  楊玉昀 實踐大學高校區休產管理學系 

利明鴻 屏東科技大學農企管系研究所  石伊純 實踐大學高校區休產管理學系 

王姿惠 屏東科技大學農企管系研究所  張予瀞 實踐大學高校區休產管理學系 

葉馨娟 屏東科技大學農企管系研究所    

屏科大農企管 B 葵瓜王紫 

張天奕 屏東科技大學農企管系研究所  李宜貞 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碩士  

陳佳慧 屏東科技大學農企管系研究所  王昱明 中原大學電子系碩士  

黃莉婷 屏東科技大學農企管系研究所  王姿惠 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碩士  

胡詩敏 屏東科技大學農企管系研究所  賴思妤 逢甲大學工業工程與系統管理學系碩士  

開心農場 BizFarmer比茲農夫 

盧柏安 中國文化大學進修學士班廣告系   胡鈞筑 台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  

張鈞暘 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博士班 劉瑞宇 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林品緯 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   謝璿 台灣大學歷史學系  

老師我要種田 My Farm Style 

簡廷衛 台北科技大學光電工程系  林子崴 實踐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葉唐迪 台北科技大學光電工程系  周建良 台北科技大學化工程與生物科技系 

劉宗翰 台北科技大學光電工程系  巫貞儀 台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微農青 田青隊 

李昀庭 臺灣大學園藝暨景觀學系  陳傑君 台灣大學農藝系農藝作物科學組  

林仁安 臺灣大學園藝暨景觀學系  林士弘 台灣大學農藝系農藝作物科學組  

陳郁璇 臺灣大學園藝暨景觀學系  陳薪喨 台灣大學農藝系農藝作物科學組  

幸福牛角 你儂我儂 

鍾仁文 國立台灣大學動物科學技術學系 吳俊宏 台灣大學農業化學系 

李正宜 國立台灣大學動物科學技術學系 蕭偉展 台灣大學農藝系 

王翊蕾 國立台灣大學動物科學技術學系 蘇大為 中央大學光電系 

農 YA你和我 佑佑熊麻吉 

吳宜靜 輔大企管 黃意能 國立台灣大學 農業經濟系 

戴宇婕 輔大企管. 蔡呈佑 國立台灣大學 經濟系 

陳奕甫 輔大廣告 林嘉瑜 國立台灣大學 農業經濟系 

農情覓益 5夠讚 Ceres 

林宗富 嘉義大學農藝學系  黃文弘 台灣大學農業經濟系博士班  

莊豐任 嘉義大學行銷與運籌研究所 翁義宗 成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柯坊竺 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丘一真 大仁科技大學製藥科技研究所 

【耍興.機.】 嘉大園藝 

楊千渝 國立中興大學行銷學系 劉建佑 嘉義大學進修部園藝系  

李湘慈 國立中興大學行銷學系 蘇性豪 嘉義大學進修部園藝系  

曾聖方 國立中興大學化學系 蘇政勇 嘉義大學進修部園藝系  

Greengineer 六級化 

顏浩宇 中興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蘇向豪 國立中興大學農藝學系研究所 

陳重光 中興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周阜儀 元智大學經營管理碩士班 

葉益志 中興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王建宇 國立中興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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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心向農 老闆，我要嘉興 

林晏履 中興大學森林系木材科學組 邱麟雅 國立中興大學生機系 

黃郁嵐 中興大學森林系林學組 林宥君 國立嘉義大學生機系 

Organic Taiwan 綠色斗笠防衛隊 

潘宇倫 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系 林育如 中央大學企管系  

林郁翔 中興大學農藝學系 江沛蓉 中央大學企管系  

苡睞 

  王廷愷 台大農業經濟學系三年級 

葉采青 台大農藝學系二年級 

 
八、活動聯絡人郭哲佑 

電話：0919517851 

電郵：kuoyoung@ceoclub.org.tw 

 

 

 

kuoyoung@ceoclub.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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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業主資料表 
 

姓名 黃賴芳萍 農場名稱 原生生態園區 

電話 05-5820670 回饋%數 隨不同個案另談 

電子郵件 無 

經歷 外燴師傅 

地址 古坑鄉荷苞村山峰 17-3號 

地理位置 
至 78號快速道路(斗六/古坑)交流道約 20分鐘車程 

至草嶺區中繼聯絡道路約 30分鐘車程 

相關景點 

山峰國小、地母廟(註 1)、草嶺區域華山休閒步道、石壁生

態休憩園區、草嶺茄苳步道、青蛙石、草嶺蓬萊瀑布步道

(車程 30分鐘內) 

總園區面積 一甲 

耕種面積 5分地 工作人員數量 4(註 2) 

地勢型態 坡度陡俊 

產物名稱/價格 咖啡豆 

加工產品/價格 

(僅列主要商品) 

咖啡麥芽餅 100/包/每包約 50小塊 

咖啡即溶包 300/包/每大包 10小包 

紅麴餅 100/盒/每盒約 50小塊 

服務 

生態園區導覽 依團體人數彈性計價 

短期/長期民

宿 

依天數彈性計價(註 3) 

通路 自售 

預計發展通路 古坑市區分店(註 4) 

特色 

1. 園區內有百餘種原生植物、藥草種類七百多種。 

2. 全台兩棲蛙類共三十一種，生態園區內近二十種。 

3. 山峰國小(華德福系統)緊鄰園區。 

4. 為聯絡草嶺地區的道路中少數中繼點。 

5. 黃先生為當地骨骼復健協會理事長。 

備註 

備註 1.建德寺地母廟為該地宗教信仰核心，香客絡繹不絕 

備註 2.黃氏夫妻、二兒子、大媳婦。 

備註 3.長期民宿目前提供給山峰國小學生與家長居住，目前

一月收取 3000元費用(含水電)。 

備註 4.目前即將在古坑市區開設分店，只提供平台讓更多人

認識咖啡，不以販售為主要目的。黃媽媽另外告知近期希望

拓展手工咖啡饅頭與桶仔雞的產業於此分店，但必須採預約

式。 

業主故事   一進到「台灣咖啡館」，原生生態園區老闆娘－黃媽媽

熱情招待總是令人印象深刻，手工的咖啡的餅乾、無限暢飲

的咖啡馬上成為木頭桌上最美的點綴，這就是雲林人的熱

情，難怪這個氛圍會讓每個經過的遊客無可自拔。 

  黃媽媽自豪的說：「我這邊的咖啡是無限暢飲的，不管

你從哪來、幾點來，我都會為了你煮上一杯最純的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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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才說完，黃媽媽又跑去冰箱翻箱倒櫃拿出牛奶加杯子裡：

「盡量喝，不喝完就是不給我面子喔！」，但任誰也沒想到

這樣熱情的黃媽媽背後卻有著一段又一段辛酸的故事。 

  黃媽媽說到：「我以前做外燴二十幾年啦！雖然很累、

很辛酸，但都還是撐過來！當初開天闢地從外燴轉進來做我

也是遇到好多問題啊！沒錢請人也沒錢開發環境的情況下，

依舊每天咬著牙從早做到晚上，我也沒有喊辛苦過，很累

啦，但我就是這樣撐過來了。我開這個園區不是為了要賺

錢，是想要把更多台灣特有的生物種留下來，種咖啡只是因

為喜好，我想讓更多台灣人品嘗到在地的咖啡，讓大家知道

在地的咖啡也不輸給國外來的。」或許正因為這樣大方的邀

請每位來賓品嘗免費咖啡，黃媽媽近年來在經營園區中遇到

不少困難。「每年都在想要不要收，但每一年都這樣又撐了

下來，什麼時候關掉我不知道，但我只希望在有生之年讓更

多人嚐到這個味道。」就這樣黃媽媽一段又一段的故事，這

個晚上就在小木屋中此起彼落的播映著… 

延伸閱讀/網站 原生生態園區 

http://originalyunlin.tripod.com/ 

原生生態園區受訪 

http://mypaper.pchome.com.tw/dlinfo/post/1242644702 

 
 

 
園區大門與餐廳 

 
 

 
 

http://originalyunlin.tripod.com/
http://mypaper.pchome.com.tw/dlinfo/post/1242644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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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闆娘摘下咖啡豆以供觀賞 

 
黃家小兒子是家中得力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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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媽媽自調的咖啡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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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黃碧珍 農場名稱 十一石 

電話 0932247063 回饋%數 15% 

電子郵件 stone560313@hotmail.com 

經歷 有機發展協會總幹事 

地址 台灣雲林縣古坑鄉朝陽村大埔 59號 

地理位置 

至 78號快速道路(斗六/古坑)交流道約 10分鐘車程 

至劍湖山遊樂區約 15分鐘車程 

至斗六市區約 30分鐘車程 

相關景點 
劍湖山遊樂區、石頭公園、山峰國小、地母廟(註 1)、草嶺區

域華山休閒步道、蜜蜂故事館、綠色隧道 

園區面積 
民宿面積 60坪 

庭院面積 6分地 

耕種面積 (註 2) 工作人員數量 2(註 3) 

地勢型態 坡度平坦 

加工產品/價格 

(僅列主要商

品) 

咖啡鳳梨酥 200/盒 

鳳梨酥 100-150/包 

服務 

餐點 請參考附件菜單照片 

短期住宿  

團體包場 依天數彈性計價 

通路 自售、公司行號訂購(註 4) 

預計發展通路 網路販售 

特色 

1. 為劍湖山周邊民宿之先驅，在當地已小有名氣。 

2. 提供舒適環境，營造庭園咖啡風氣。 

3. 備會議區與無線網路，提供辦公空間。 

4. 老闆娘為有機協會前總幹事，熟絡地方致力於有機栽種、

社區營造的相關人士。 

5. 基督教信仰與教會活動結合(註 5)。 

6. 童軍隊教師資格。 

備註 

備註 1.建德寺地母廟為該地宗教信仰核心，香客絡繹不絕 

備註 2. 十一石於山坡下，河邊旁有一塊地，以前有自種有機

小黃瓜，目前尚荒廢。 

備註 3.目前以老闆娘為主，並另聘一位員工(以多元就業方

案) 

備註 4.以民宿店面販售為主，遇節日則大量銷售公司行號。 

備註 5.老闆娘長期與教會合辦教育訓練 

業主故事   在雲林古坑當地，說到「十一石」民宿主人 黃碧珍，幾

乎已經到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地步，除了碧珍姐待人真誠

外，熱心助人更是她不可多得的優點，也難怪在地方上大家

聽到「十一石庭園咖啡」都會先豎起大拇指。 

  老闆娘多年來除了獨力扶養帶大四個小孩，民宿經營、

農作物種植、農產品加工都一手包辦，甚至多次舉辦有機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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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課程輔導、回饋地方活動、教會露營….等。近年來在農作

物種植上投入的心力以減少，但對於無毒農業的付出與熱情

卻絲毫不減，除了持續在有機協會中付出心力、籌辦課程

外，更積極希望參與過課程的農民們都可以從中成長、彼此

合作。 

  目前主要農產品以咖啡鳳梨酥、手工餅乾為主，但客戶

主要來源是藉由搭配節慶與企業合作，儘管近年來民宿已多

角化經營，但至今銷售仍不算穩定，而老闆娘也提及轉型民

宿是目前很重要的經營核心，希望在古坑逐漸沒落的觀光環

境中挺出自己與別人不一樣的風格。 

延伸閱讀/網站 十一石官方網站 

http://www.11dan.com.tw/11_1.aspx 

十一石專題報導 

http://www.youtube.com/watch?v=44qNXAJoqtE 

 

民宿庭園相當寬敞 

 
 

 

 

 

 

 

 

 

 

 

 

 

 

http://www.11dan.com.tw/11_1.aspx
http://www.youtube.com/watch?v=44qNXAJoq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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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間整理得相當乾淨，是遊客的最佳選擇 

 
古式建築別有一般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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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酒加咖啡是十一石的招牌特色 

 
老闆娘黃碧珍的手藝吃過都說讚！ 

 
 

 

 

 

 

 

 

 

 

 



 23 

姓名 楊美麗 農場名稱 無 

電話 0936963251 回饋%數 20% 

電子郵件 無 

地址 雲林古坑綠色隧道 77號攤位 (註 1) 

地理位置 

至 78號快速道路(斗六/古坑)交流道約 10分鐘車程 

至劍湖山遊樂區約 20分鐘車程 

至斗六市區約 20分鐘車程 

相關景點 

劍湖山遊樂區、景觀公園、二二八紀念公園、石頭公園、蜜蜂故

事館(註 2)、古坑花卉生產合作社、古坑果菜生產合作社、福祿

壽酒廠、 

園區面積 綿延三公里 

耕種面積 (註 3) 工作人員數量 2(註 3) 

攤位租金 500/天 

加工產品/

價格 

(僅列主要

商品) 

泡菜 二類分價：50 

蜜餞 實驗階段尚未出售 

冷泡茶(註 3) 20/罐 

通路 網路露天拍賣、自售（註 4） 

特色 

1. 緊鄰蜂蜜故事館。 

2. 隧道內除販售農產品、加工農產品外，也提供熱食、紀念品

販售的服務(註 1)。 

3. 腳踏車道緊鄰綠色隧道。 

備註 

備註 1. 綠色隧道為銷售地點，工廠於斗南市區。 

備註 2. 蜜蜂故事館前身為茂盛蜂業，位在綠色隧道的公園旁

邊，創始人程盛從日據時期就開始養蜂且傳承至今。 

備註 3.目前老闆娘與一位茶農合力經營攤販，冷泡茶為茶農產

品。 

備註 4.老闆娘期待藉由網路發展產品行銷。 

業主故事   「來喔！試吃泡菜喔！盡量吃盡量吃！這邊還有冷泡茶！要

小黃瓜嗎？好馬上來」話才說完，又是一群又一群的客人接種而

至。 

  在雲林古坑綠色隧道 77號攤位上，老闆娘楊美麗端出招牌

的泡菜、小白菜招待每一位顧客，原本對於低溫食品懼怕的遊

客，嚐了一口後都會對於這番美味無法自拔！楊美麗說：「我們

的泡菜都是用有機、無毒的蔬菜，我堅持一定要讓人吃進肚子裡

的東西是最健康、最天然的！那些賣灑有農藥菜類的人，不只害

了土地，還害了許多吃下肚子的人，一定會下十九層地獄！」這

就是她對食物的堅持。 

  楊媽媽曾經歷經創業失敗，遭受嚴重的打擊，轉換跑道後生

活已逐漸有起色，現在假日在古坑綠色隧道擺攤販售加工食品，

甚至在 PChome露天拍賣多角化經營，雖然通路已打開，但目前

營利狀況仍起起伏伏，不過相較以前穩定的生活才能讓他對於食

物加工中每個環節都依然堅持，她說：「我很開心能參與像 CITA

這樣的計畫，但跟我的學生一定要品格夠好，不可以到最後卻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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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做違背我原本做有機的旨意」，老闆娘笑著說著，但眼中的

認真與堅持卻依舊強烈。 

延伸閱讀/

網站 

蜂蜜故事館 

http://www.honeymuseum.com/index2.asp 

 

楊婆婆的用心從厚厚一本筆記本被寫滿就可得知 

 
 

手工製作的美味泡菜在綠色隧道這邊小有名氣 

 
 

http://www.honeymuseum.com/index2.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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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婆婆對於品德操守的堅持是他栽種有機的最大動力 

 
 

自製的蜜餞尚未上市，但已受到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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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張宏存 農場名稱 雲林縣油車合作農場 

電話 0919696604 回饋%數 20% 

電子郵件 無 

現任 雲林縣油車合作農場廠長 

地址 
碾米廠：雲林縣莿桐鄉埔尾村 154號 

有機肥廠：雲林縣莿桐鄉六合村新興路 10-16號(註 1) 

地理位置 
至國道 1號西螺交流道後約 15分鐘車程 

至斗六市區約 20分鐘車程 

相關景點 
斗六棒球場、貓兒干文史協會、興隆觀光毛巾工廠、雲林故事

館、虎尾糖廠（註 1） 

園區面積 
有機肥廠 4公頃 工作人

員數量 
14 

碾米廠 2公頃 

產品/價格 

(僅列主要商

品) 

有機肥(註) 150元/粒狀，100元/粉狀（註 2） 

蚯蚓養殖 致力發展中(註 3) 

碾米 糯米 21元/台斤 

通路 農民合作、政府合作、中盤商 

特色 

1. 張世家以碾米業為本，在地相當有名。 

2. 因本業為碾米廠，堆肥近乎 0成本。 

3. 有機肥之原料為 50%禽畜糞、50%農業廢棄物。 

備註 

備註 1. 虎尾總廠是原台糖三大總廠之一（另二廠為新營、屏

東）。目前三大總廠也僅存虎尾一座。 

備註 2.廠長與政府目前洽談將有機肥送往沿海地帶的再造計

劃。 

備註 3.目前蚯蚓已有部分在堆肥廠附近放養，準備朝大規模

發展。  

業主故事   張氏家族以碾米廠起家，在雲林油車當地小有名氣，由於

家族待人誠懇，與農民早已培養出相當良好的默契，而張大哥

與爸爸經過多年的工作下來，發現輾米所產生的廢棄物拿來堆

肥不僅能夠產生價值，更能將資源二次利用，於是便投入了有

機肥的這塊領域 

  多年下來來，有機肥的量堆放越來越多，產量卻不見起

色，廠長張宏存就提到：「我們的肥料便宜又實在，但肥力不

足的問題遲遲改善不了，也沒有配合的通路端，目前只能將這

些肥料再以半價或推廣的方式回饋給合作的農民，我還在想出

路，可能未來跟政府合作之類的」。廠長張先生會這麼講也是

因為他對於環境的愛護一直以來都不遺餘力，將來還有打算要

將有機肥免費提供給政府做土地再造，希望能夠創造出雙贏價

值。 

  除此之外張廠長近期甚至開始養殖蚯蚓，希望藉由蚯蚓的

土壤再造能力，加上蚓肥帶來其他的附加價值，也讓雲林長年

耕作的土地有機會藉此休耕獲得喘息的機會。 

延伸閱讀/網站 虎尾糖廠 

http://www.taisugar.com.tw/Sugar/CP.aspx?s=133&n=10237 

http://www.taisugar.com.tw/Sugar/CP.aspx?s=133&n=1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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蚯蚓推廣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iso2008go 

張廠長平常工作忙碌，一個人要掌管兩個廠 

 
堆滿工廠的穀物正準備烘 

 
 
 
 
 
 
 
 
 
 
 
 

http://tw.myblog.yahoo.com/iso2008go


 28 

每台機器都陪著張家多年征戰 

 
堆肥場的占地相當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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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賴永興 農場名稱 玉興農產行 

電話 0932592770 回饋%數 5% 

電子郵件 a592770@yahoo.com.tw 

地址 雲林縣古坑鄉東和村文化路 122-26號(註 1) 

現任 荷包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地理位置 

荷包社區 

至林內火車站車程約 10分鐘 

至 78號快速道路(斗六/古坑)交流道約 5分鐘

車程 

茶園 
至草嶺風景區約 15分鐘車程(註 1) 

至賴理事長家約 45分鐘車程 

地勢型態 芒果園、茶園平坦，茶園陡峻 

相關景點 

古坑荷包社區童軍露營地(註 2)、斗六棒球場、南聖宮、地母

廟、草嶺風景區、劍湖山遊樂區、社區營造點(註 3)、麻園親

水公園、台糖竹子圍農場、萬年峽谷 

作業面積 

茶園 1公頃 
工作人

員數量 
1 芒果園 0.6公頃 

竹筍園 1.4公頃 

產品/產量/價

格 

(僅列主要商

品) 

茶葉 600斤/年產 1500元/台斤 

芒果 6000斤/年產 時價，約 40/台斤 

竹筍 10000斤/年產 7-8元/斤 

通路 中盤商收購、銷售至大陸、 

特色 

1. 賴理事長本身同時於中亞生物科技公司(註 4)擔任推廣員一

職。 

2. 賴理事長領導居民、志工，致力於社區發展多年。 

3. 荷包社區周邊沿途可見特色庭園餐廳，已是這邊的重要特

色，許多政商人士會到這裡享受田園之樂。 

4. 竹筍產業近年致力朝水果竹筍(現刮現吃)形式發展。 

5. 茶葉生產採自種、自烘方式，雖耗費時間但能自己控管品

質。 

6. 芒果產業目前已逐漸轉往精緻、高單價路線發展。 

備註 

備註 1.由於農地地址不可考，該址為賴理事長之住址。 

備註 2.茶園為草嶺風景區之中繼點，並位於特色風景區萬年峽

谷的正對面。 

備註 3.每年春季古坑荷包社區桐花盛開，處處可見桐花蹤影，

該地則為觀賞點之一，每年當月將近四萬人前往荷包社區。 

備註 4.社區營造點為荷包社區之一大特色，該社區居民互助，

常在營造點舉辦烹飪、餐會相關活動。 

備註 5.中亞生物科技公司為南投有機肥製造商。 

業主故事   賴理事長發展荷苞社區營造多年，認真負責、腳踏實地的

他，在地方上深受好評，講到做有機，就更不能不講到他了，

這一塊他比所有人的理念都更堅持、決心都更堅定。賴理事長

說道：「我一個人現在照顧竹筍田、芒果田、茶葉，實在很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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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拉，但作無毒就是這樣，為環境努力、付出，雖然不一定會

得到相對的回報，不過重點不是那些利潤，作有機的在意的都

是對環境的維持。我想跟大家分享，有沒有作有機真的差很

多，像我的田你進來還會看到蝴蝶飛，但有灑藥的菜、葉都漂

亮的很，整個園地像是觀光勝地一樣，但一隻蝴蝶也沒有，代

表根本沒有昆蟲敢靠近」與畢，賴先生臉上自豪的表情，我至

今還歷歷在目。 

  賴先生：「我跟大家說，你絕對不相信有像我的竹筍一樣

吃下去甜味那麼濃的！」理事長有自信的拍胸脯保證，隨即端

出，招牌拿手的竹筍湯，香味、甜味立刻四溢，這樣好喝的竹

筍湯真的是第一次喝到。隨後到了田裡去訪視，順便開始一天

的工作天，刀鋒一下，竹筍落地隨即拿起來剝開要分享給大

家，那樣的甘甜任誰吃了都會永生難忘，理事長隨即又說：

「這就是水果竹筍，不是有機種植的不敢這樣吃的。」 

  對於自己產品非常有自信心的賴先生常說：「我們沒辦法

留給我們小孩子什麼，頂多就一棟房子、一台車，但我們可以

留給我們的子子孫孫一塊乾淨的土地，那有多重要阿」，說完

一旁剛出生一個多月的賴小弟在一旁笑了起來，好像聽懂似的

那麼神奇。 

延伸閱讀/網

站 

古坑桐花祭(遊記) 

http://ppt.cc/ArHg 

 
理事長現刮竹筍當場現吃 

 
 
 
 
 

http://ppt.cc/Ar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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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竹筍是賴理事長得意作品 

 
 
 

芒果田因為季節還沒到目前都還未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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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園離芒果與竹筍園的距離相當遠 

 
 

 
茶園一年可以生產約 600 斤的茶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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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蘇石川 農場名稱 無 

電話 0937285747 回饋%數 20% 

電子郵件 無 

現任 尼姑庵社區理事長 

地址 雲林縣大埤鄉東和村尼姑庵 15號 

地理位置 
至國道 1號大林交流道後約 10分鐘車程 

至斗南火車站車程約 15分鐘 

地勢型態 平坦 

相關景點 
大埤鄉酸菜館、大埤鄉鄉公所、仁和國小(註 1)、三山國王

廟、三秀園(註 2) 

作業面積 無測量 工作人員數量 15-20(註 3) 

產品/產量/價格 酸菜 一千餘罐/年產 100元/罐 

通路 自銷(註 4) 

特色 

1. 耕作地皆為志工、當地社區居民提供，沒有附加成本 

2. 社區志工投入發展，感情融洽且經常外出比賽、遊玩 

3. 酸菜館與蘇理事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註 5) 

4. 蘇理事長小兒子為斗南當地致力環境保護、有機推廣的

有力人士。 

備註 

備註 1.仁和國小與尼姑庵社區長期合作製作酸菜 

備註 2.建於清朝末年，是張添盛先生所建造的，其園內因樹

木寄生靈芝，才將靈芝俗名取為「三秀」 

備註 3.蘇理事長帶領全村志工一起投入酸菜種植、加工，員

工則皆為無償投入種植 

備註 4.尼姑庵社區營造近年發展順遂，低價出售與有機種植

是他們帶來好名聲的主要原因 

備註 5.蘇理事長長期協助酸菜館發展，並提供許多自製的手

工藝品至酸菜館擺設展示，開館以來涉入甚深 

業主故事   蘇理事長投入社區營造多年，帶領著廣大的志工伙伴們

投入酸菜種植，目前種植酸菜的環境主要是由社區內熱心民

眾提供，也是因為藉由酸菜的種植、加工、包裝，社區內的

感情變得十分融洽，大家一起為了一件事情努力而得到的成

就感，還有那些計算不出的附加價值時，都讓蘇理事長感到

喜悅。 

  尼姑庵社區所在的大埤鄉是全台酸菜首都，據資料指出

全台灣 85%以上的酸菜皆由大埤產出，說它是酸菜的故鄉一

點也不為過。 

  理事長對於酸菜的種植與一般人的見解很不一樣：「酸

菜是大埤鄉的驕傲，但很多人卻以農藥、有機肥料來種植

它，難怪會種不好（指了旁邊不到兩公尺的田地，該地酸菜

幾乎都已死亡），蘇先生很自豪地說，它的酸菜是要讓社區

的美味居民吃了都有幸福的感覺，經濟反而不是他注重的要

點。」隨即又說道：「不管種什麼作物都沒關係，但都要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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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給他吃什麼、在怎樣的環境中長大，就像小孩子的教育

環境一樣(蘇理事長多年來持續捐贈物資給附近的鄉下偏遠

小學)」，蘇理事長的理念讓人動容，也對於他堅持於社區

營造的決心感到萬分佩服。 

延伸閱讀/網站 大埤鄉酸菜館 

http://www.ylccb.gov.tw/museum/frame/tapi-12.html 

大埤鄉尼姑庵社區受訪影片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01J5Aw_nlc 

 
蘇理事長的酸菜田散落尼姑庵社區 

 
 
 
 
 
 
 
 
 
 
 
 
 
 
 
 
 

http://www.ylccb.gov.tw/museum/frame/tapi-12.html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01J5Aw_n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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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面的酸菜田經過大雨已殘破不堪，但有機依然矗立 

 
 
 
 
 
 

有機栽種的大白菜綠意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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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大雨的農藥酸菜殘破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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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台灣公益 CEO協會簡介 

主辦單位介紹 

台灣公益 CEO協會 

緣起：發現—改變世界的力量 

2008年 10月，51名來自教育、社福等領域公益團體的執行長或重要主管，參

加了「公益 CEO的 12堂課：發現—改變世界的力量」，經過為期一個月的集訓

後，不僅提升了他們的專業，同時也促成了 CEO之間的交流聯繫，一方面直接

協助每個公益團體的穩定發展，間接影響工作人員及利害關係人，此外，也創

造出 CEO經驗交流與知識管理的網絡平台，產生的影響力不容小覷。那一年，

公益 CEO12堂課雖然結束了，但這股改變世界的力量並未終止。2009年這群夥

伴成立公益 CEO Club，以非正式組織運作方式，盼望提升層次，為擴大視野的

公益事業做準備。 

用教育計畫培養公益領導人才 

2010年 6月 30日-台灣公益 CEO協會正式誕生了！本會名稱訂為「台灣公益

CEO協會」，英文名稱為「Taiwan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Club for 

Social Benefit；簡稱 CEO Club」。 

願景：提升公益人才和組織的能力，發揮「行動力」、「公信力」及「影響

力」，以實現社會公義，使世界更美好。 

使命：我們要成為亞洲世界公益人才及組織，能力建構的傑出服務提供者。 

策略與目標： 

一、對於想要進入 NGO的朋友們，我們思考如何在一開始就給予溫暖的協助；

對於已在 NGO的朋友們，我們思考著如何為他們充電。我們認為適時地提供有

系統的教育計畫，讓有志從事公益事業或已是 NGO的從業人員得以不斷地提高

本職學能，建立從發現問題到解決問題的能力，是重要的途徑之一，這也是我

們的使命，是實現願景的重要策略。 

二、公益事業永續發展的基地、社會企業家的創業搖籃 

定義 CEO Club，是一個跨越非營利、營利、政府機構等領域，積極參與公益作

為引領社會變革的領導人，滿足思想砥礪、經驗傳承、提供行動力彙集、發揮

綜效、建立信任的整合交流平台。 

三、領導經驗的生命傳承 

CEO Club集結多重領域的知識工作者、企業家、議題領導人士，運用師徒情誼

奠定重要經驗傳承，以貢獻者的角度，建立領導者知識薈萃系統，分享智慧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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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群策群力利他精神，突破單一組織的能力與限制發揮對目標任務的驚人影響

力。讓社會前進的動力與熱情不再孤掌難鳴。 

四、創意議題的全新品牌 

作為社會進程的關鍵領導品牌 CEO Club，能積極反應現代社會各層面運作所遇

到難題的創新解答，主動發展重大議題研究並舉辦領導高峰會議分享領導經

驗、發表重大成果。 

台灣公益 CEO協會第一屆理監事成員 

職別 姓名 單位 職稱 

理事長 卓火土 宏達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董事長 

副理事長 朱楠賢 國立科學教育館 館長 

常務理事 陳於志 百略學習教育基金會 執行長 

理事 李志強 光原社會企業 監事 

理事 李筱貞 雅域全球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理事 曲慶浩 財團法人天主教白永恩神父社會福利基金會 董事 

理事 張芳德 臺北市內湖社區大學 主任秘書 

理事 陳昭如 華科事業群慈善基金會 董事長 

理事 林依瑩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執行長 

常務監事 邱慧珠 鄭福田文教基金會 執行長 

監事 何宗勳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 前執行長 

監事 李耀淳 崇善童軍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 

網址：www.ceoclub.org.tw 

電話：02/23820788    傳真：02/23820733 

地址：台北市愛國西路 9號 5樓之 11 

 

 

 

 

 

 

 

 

 

 

 

 

 

 

http://www.ceoclub.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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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台灣第三部門學會簡介 

社團法人台灣第三部門學會  

 成立宗旨 
「台灣第三部門學會」以致力於第三部門研究與發展，促進公共

利益為宗旨；從推動學術與實務的在地研究，到參與國際相關研究社

群的全球連結，再到發揮實踐公共利益的集體倡議是本會組織成員共

同努力的方向。 

 緣起   
1995年，政治大學十位來自於不同學院的老師們共同在校內組成

了「非營利組織研究室」積極從事於第三部門的相關研究。於 2002

年，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原先非正式的「非營利組織研究室」獲得校

方的肯定，正式轉型為「第三部門研究中心」，成為政治大學的一級

研究單位。 

2009年相關行政資源及其他因素逐漸成熟之際，同年 11月 ISTR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ird Sector Research）亞太區域年

會中，在蕭新煌教授的號召下，與會台灣學者宣布將籌組「台灣第三

部門學會」，獲得熱烈的迴響。隨即 33位熱衷於第三部門研究的前輩

們擔任學會成立的發起人；歷經 11個月的籌組期間，於 2010年 10月

正式召開「台灣第三部門學會」成立大會暨座談會。 

讓台灣從事於第三部門、非營利組織、非政府組織、公民社會和

社會運動相關研究的學術界與實務界，有一個屬於這個領域的「學

會」可以相互交流、切磋，是許多第三部門前輩先進的想望，在眾人

共同協力下「台灣第三部門學會」終於得以成立！ 

 具體目標 
「台灣第三部門學會」擬具七項任務，包括推動台灣第三部門學

術與實務之研究、促進國內外第三部門學術界與實務界之交流與經驗

分享、參與國際第三部門研究社群，積極推介台灣第三部門相關經

驗、出版第三部門研究之刊物與書籍、提倡第三部門教學及研習、舉

辦第三部門講演及研討會、倡議與公共利益相關之活動及促進公民社

會之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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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門學會理監事名單 

職別 姓名 現任本職 

理事長 蕭新煌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 

常務理事 顧忠華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公民國會監督聯盟理事長 

常務理事 官有垣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台灣社會福利學會理事長 

常務理事 王俊秀 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社會學研究所教授 

常務理事 紀惠容 勵馨基金會執行長 

理事 陳金貴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理事 王秉鈞 元智大學資訊與社會研究所暨資訊管理學系專任副教授 

理事 黃秉德 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專任副教授 AMBA執行長 

理事 周麗芳 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教授兼研發長 

理事 陸宛蘋 海棠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理事 古允文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理事 紀駿傑 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所長 

理事 林淑馨 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理事 呂朝賢 南華大學非營利事業管理學系主任 

理事 馮燕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兼學務長 

候補理事 劉淑瓊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候補理事 杜文苓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常務監事 吳龍三 感恩社會福利基金會執行長 

監事 樓永堅 國立政治大學企管系教授兼主任秘書 

理事 張英陣 國立暨南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監事 許崇源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監事 陳惠馨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院長、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候補理事 王惠玲 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