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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因應局勢的創新和新的可能性正在出現，包括各種親合

社會團結經濟原則的做法，亦即，

1) 比較仰賴市場和國家以外的補充或替選機制（complementary & 

alternative mechanisms）來提供必需品或社會服務；

2) 橫貫不同部門（section-cutting approach）解決問題的取徑；

3) 強調互助、團結（連帶）、共生等價值為特徵的經濟理性。

▪從社會團結經濟的角度看，這些做法對人社計畫的啟發

1) 社會團結經濟的基礎設施；

2) 大學夥伴行動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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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概述
▪前言（許甘霖）

▪親合社會團結經濟原則的做法

▪對團結經濟運動的啟發

▪社會團結經濟組織化的基礎設施

▪大學夥伴行動者的各種角色

▪東海團隊街友組的經驗

▪從設計端連結街友議題的社會實踐（李俐慧）

▪街友的社會關係再連結（蕭惠中）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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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訊實聯制 高雄好家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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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距離 App



西屯愛心餐（待用餐） 公益二手店募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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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富里天主堂義賣 搶救枋山芒果退訂



7
方荷生：弱勢族群救援賈永婕：醫療設備 黃子佼：公益二手店



高市好家載 高市揀好蔬果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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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蔬永康



9



10



▪因疫情而浮現的各種做法，本身或為團結經濟的一種形式、
發展苗床、重要動推力或/和導引原則，體現了社會凝聚
的基本組織原則，因而對團結經濟運動有啟發：

▪識別—從而建議可以創設哪些—有助於社會團結經濟組織化
和擴大規模的有形和無形基礎設施（tangible and intangible 

infrastructure for Social solidarity economy organizing and scaling-up）

▪盤點大學夥伴行動者可扮演的角色與發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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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平台（cooperative platform）：讓迫切需要可以快速、最

少成本的方式遇到有意願的供應；社會團結經濟已處於數位

轉型（和淘汰）的準備狀態。

▪互助共生方案知識庫（stock of knowledge）（cf. Alfred Schutz）：

主流解決手段之替選做法匯集；短期內湧現的啟發可能勝過

多次交流的成果。

▪容許嘗試各種做法的實驗性空間和場域：特別是可以在社會

團結經濟、教學等不同性質場域間轉換；USR/HISP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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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國家（the platform state）的平台合作主義轉向：提供團結經濟

數位轉型濟的關鍵支持；

▪構築願景、紀錄做法的敘事和故事（narrative and story for 

envisioning and documentation）：媒體專題報導、《社企流》/

《新作坊》文章…

▪能夠超越支持性購買和團購，轉化為協同消費社群（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community）的社會網絡。

▪滿足社會迫切需要的社會設計素養：負壓病房、街道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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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譯者（translator）：協調不同場域間的跨界行動者

▪親合社會團結經濟原則之慣習、創新做法的轉錄者（transcriber）：
「法國社會將成為歷史家，我只應充當它的秘書（secrétaire）」（Honoré

de Balzac《人間喜劇》序言）

▪協助弱勢族群與居民建立新社會互動形式和社會角色的協調輔導者
（facilitator）；

▪對行動的意義提供反身性分析和詮釋為社會學介入（sociological 

intervention）的參與者（cf. Alain Tour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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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共生方案知識庫的編輯者和管
理員：如信義公益基金會「全台一家

100個疫情下互助共生做法大募集」活動。

▪支持性購買、連帶市場等的經紀人
（broker）：上下游市集

▪促進團結經濟組織化之合作平台規
劃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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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行動棲身載體」為題發展出「移動性社會設計」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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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李俐慧

圖片出處：sari, CC BY-SA 2.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2.0>, via Wikimedia 
Commons

1990年代末期都市空間中開始出現排他性的街道家具，甚至以公共藝術之名安置在都市開放空間中。

設計的

社會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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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破口
地毯式消毒

勸離
鎖定街友



若將公共空間中某個對象在某地停留的可能性抹除，這種排他性的城市將

成為對誰都不友善的城市（五十嵐太郎，日本建築史學者、建築評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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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的公共設計應是對誰的友善？

宜居城市是對誰而言的宜居？

街友是被認同的都市空間使用者嗎？

公民社會理想的都市設計面貌是如何？



21文獻出處：Wolch, J. R., Rahimian, A., &Koegel, P. (1993). Daily and periodic mobility patterns of the urban homeless.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45(2), 159–169. 

從理解街友遭
遇的真實狀況
提出可促進社
會進化的設計
倡議

自願的移動
voluntary 
mobility

多與生存需求
（食物、住宿、
福利）的取得
有關

被迫的移動
forced 

mobility

動彈不得
immobility

往往來來自對街友不友善的政策
或環境，例如驅趕或排除性的公
共設施



置物櫃與過
夜箱系統

提案一

22



舊衣流通櫃

提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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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衣流通
服務系統

透明舊衣櫃
設置於轉運站



街友工作站

提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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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倡議的
杯套設計

提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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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街友回歸
社會的送餐
系統

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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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棲身
工作坊

提案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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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物櫃與
過夜箱系統

• 舊衣流通櫃

• 社會倡議的杯套設計
• 行動棲身工作坊

• 讓街友回歸社會的
送餐系統

• 街友工作站

促進街友
自願移動的
社會設計

移動
賦能

資源
提供

社會
連結

公眾
倡議

自我
歸屬





為街友創造新的社會角色

• 創造能力被看見的機會（正向社會角色）

• 建構正向的社會關係（雙向培力）

• 創造新的生計機會（支持系統）



⚫ 第一階段：社會關係的增能

⚫ 第二階段：生計機會的創造

⚫ 東海團隊在實踐中的角色



6號合作社
街友服務站

長春社區

東海成員
協力搭橋



看見街友的能力：魚菜共生 x 街友主廚

• 做工的工作經驗

• 農作的生活經驗

• 料理的能力



能力x關係串連：魚菜共生 x 街友主廚

• 做工的工作經驗

• 農作的生活經驗

• 自己煮食的能力



能力x關係串連：魚菜共生 x 街友主廚

你都這樣，上週放我一個人，
下次我就不要來讓你一個人煮。



肯定和供需的浮現：粽子節和老人送餐廚房



六
號
合
作
社

明日餐桌

銀色大門 長
春
社
區



在地社會企業的支持：

know-how、設備、社群



在地社會企業的支持：陪伴與培力



社會企業的串連：商業模式的擴展



• 角色進場前：與之建立信任關係

• 新角色的塑造：能力對接場域的機會

• 角色的融入：陪伴、創造與社區的對話

• 經濟元素的加入：新資源和網絡的串連、街友的再培力



▪街友從維生到脫離身分的兩個重要關鍵

▪移動性（mobility）：收納家當和滿足重要生活機能的街道家
具，為街友創造自願移動性的條件，得以暫時擺脫街友身分
進入其他社會關係場域，透過扮演其他社會角色取得脫離處
境的社會機會。

▪新角色障礙（alt-role accessibility）：即便有自願性移動的條件，
街友因汙名和刻板印象，進入社會關係場域面臨多重障礙：
能力不被看見、無法建構正向的社會關係、難以取得改善處
境的社會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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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家具是移動性的社會設計：

▪街友處境是特定社會-空間關係的總和，賦予街友特定的移動性；

▪街道家具是創造另類社會-空間關係的社會設計。

▪陪伴的意義在於移除新角色障礙：

▪串連友善街友的場域夥伴，創造街友能力被看見、獲得培力的
社會互動情境；

▪協助街友扮演另類社會角色，提高被接納和脫離處境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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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的社會團結經濟意涵：

▪大學夥伴行動者的角色能力（role capacity）—多重角色的身分。

▪計劃本身的多功能性（versatility）、多價性（polyvalence）、潛功能
（latent functions）。

▪在事物本質容許的範圍內，追求評價的適切務實（practical adequacy）：

▪One no, many yeses；肯定各種創新和行動方案的價值。

▪後見之明的重要性：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行動之意圖後果和非意圖後果的
反身性分析和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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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歡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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