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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定主題 

 

  

 

查閱文獻 製作表單 

問卷分析 

報告產出 
 

 

 

撰寫正文 

問卷分析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偶然聽哥哥說起高中的合作社裡，居然有賣我最喜歡的冰淇淋，讓我好生羨慕……。近

來，在健康意識高漲及教育單位對於合作社販售商品的要求下，國中校園的合作社裡，能夠

販售的物品越來越少，原本「合作社是學生下課的樂趣之一」、「每次體育課結束就要衝一下

的」地方，頓時變得黯然失色……。隨後也使得私訂外食、自行攜帶泡麵零食的情況層出不

窮，連老師獎勵學生的美食來源，也鮮少選購合作社的商品，教育部發布「校園飲品及點心

販售範圍」的美意，似乎未能得到正向的回饋。 

本研究嘗試從校園合作社的現況出發，一方面探討此校園公共議題背後有哪些價值的拉

扯，另一方面也希望對政策提出適合的建議。 

此外，對於公共議題的探討，人們往往因為各自的立場及見解的不同而彼此對立，無法

進行理性的探討。因此，本研究也試圖把同理心的元素納入公共議題的討論，落實養成正確

的飲食、儲蓄及消費觀念，跳脫只求最低價的謬誤，以合理的價格，選出安全健康的商品。 

        希望能透過與合作社良性的溝通，使我們習得能夠經由公開的正常管道，反映我們對於

合作社的各項意見與建議，培養我們公平合理的民主風度，合作社未來如何在符合法規的範

圍內，提供販售適合學生或教職員的物品，我們應如何具備良好的消費知識與習慣，藉著探

索對方的感受，而能放下對立及互爭輸贏的態度，甚至願意為了照顧他人的內在需要而做出

自我調整與讓利，發揮公民共同體的精神。 

 

二、研究目的 

 

（一）目前的學校合作社樣貌 

（二）學生心目中的合作社樣貌 

（三）合作社存在的學習意義 

（四）合作社的重新定位與轉型 

 

三、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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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確定主題：進行思考、討論並確認研究主題。 

     （二）查閱文獻：透過電腦網路、圖書館系統及書籍蒐集相關資料。 

     （三）田野調查：透過實際訪察學校合作社，訪談相關人員，以蒐集相關資料。 

     （四）製作表單：針對消費者(校內學生)進行消費者訪談。 

     （五）問卷分析：將回答整理對照，寫出大概狀況和結論。 

     （六）撰寫正文：將研究結果分成不同項撰寫成正文。 

     （七）報告產出：完成書面及口頭報告。 

 

貳●正文 

 

一、 文獻探討 

 

    (一)       合作社的定義：國際合作社聯盟（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lliance, ICA）於 1995 年對

「合作社」此一詞下的定義為：「合作社乃是人們自願結合的自治團體，運用共同所

有與民主掌控的企業，以實現共同的經濟、社會與 文化的需求與期望。」合作社的

特質為社員基於經濟上的共同需求，出自於自願，採用共同治理模式，共同分擔風險、

共享利益，但又不以營利為目的的組織，目的在於使社員的經濟或生活獲得改善。本

研究之合作社，學生於入學時每人繳交10元合作社股金，可稱之為「合作社股東」。

謝明瑞（1992）將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定義為：學校教職員生為追求生活的便利、消

費負擔的減輕、以及福利的增進，根據政府頒布合作社相關法令，在平等、互惠、互

助與公開的原則下，成立消費合作組織，並具備經濟團體、地位平等以及合理分享盈

餘三種特性。 

                   黃萬章(1994)「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是學校教職員生為了便利生活，增進福利，

所組織成的在平等、互助、公開的經營體。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是由學校教職員工及

學生共同組成的組織，組織為全體社員所共有，並以民主方式管理、共同經營；而校

內教職員工依合作社法推選社員代表及理、監事，負責合作社業務之推動，服務全體

社員。在思想上，樹立合作理論，實踐合理分配的民生經濟；在功能上，應具備經濟、

社會、教育三項功能。本研究所指合作社，為學校所設立之員生消費合作社。 

 

    (二) 合作教育：自古有生物以來，大自然界就有互助合作的和諧，《孫文學說第四章》略

述：「人類之進化與物種之進化原則不同，物種以競爭為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為原則，

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道德仁義者，互助之用也，人類順此原則則 昌，不順此

原則則亡。」可見互助合作精神早在一百多年前即受到重視，而合作教育的發源地，

就是教育現場，透過學校教育埋下互助的種子，在校園內活動及合作環境的營造深耕， 

使合作新芽成長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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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教育是美國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所倡導，而合作教育的觀念首

先由福祿貝爾(Friedrich Wilhelm August Froebel, 1782~1852)提出，學校的主要任務是培

養學生互助合作的生活；而杜威則強調兒童在學校中，要以主動代替被動，要去工作

而不只是聆聽，並且要學習如何為社會貢獻心力；最主要的方針是合作而不是競爭。

學校基本上是就是社會組織的縮影，教育是一種社會過程，學校只是社會生活的形式，

學校使學生在實際生活中為生活而作準備，把學校活動與實際生活連結在一起，在合

作和互利的生活中，培養學生的社會生活能力，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亦是實踐合作

教育的最佳場域。 

 

     (三)兒少表意權：《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CRC》第十二條明定兒童有表達意見權及參與權，

兒童就其自身事務應依其成熟度享有表意之權利。成人與兒少的思維、經驗及需求並

不相同，雖然成人會覺得各項決策都是為了兒少好，但實際上未必是兒少需要且期待

的。兒少對於自己的生活及在意的事情時常有與成人相左的觀點，在進行與兒少有直

接或間接影響的決策裡，若能從兒少的經驗中加以理解，那麼做出的決策及結果將更

貼近兒少的需求，也會更加的有效與持續。兒少開始參與他們所關心的議題，同時有

助於公民參與，兒少學習到參與的能力，進行一連串資料收集、對話，透過民主和平

的方式挑戰決策的作為與不作為，兒少的參與能夠讓責任承擔者可以調整策略、改善

資源，對整個社會環境的提升大有助益。學校為社會的縮影，對於校內公共事務的參

與表意，亦為學習民主的過程，而某些決定則是需要彼此協商，考量各自的觀點，達

成雙贏的折衷方案。 

 

二、 研究設計 

 

      (一)質性研究方法： 

          1.田野調查法：實際進行合作社的觀察、拍照、記錄……。 

          2.結構式訪談法：針對160位不同年級的消費學生，製作Google表單進行問卷調查。 

          3.次級資料分析法：訪談未能呈現之資訊，藉由現有的資料、文獻……等，將已有的

資料加以收集、歸納，而後進行整理。 

      (二)研究對象：本校160位消費學生，並將問卷填答資料進行整理分析。 

      (三)研究限制：所選取的消費學生樣本數可能無法代表全部研究母體。 

 

三、 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 目前的學校合作社樣貌 

        本校合作社的位置坐落於體育組和科技中心旁側，緊鄰著球場與午餐廚房，距離教

學大樓大約100公尺遠。開放時間為每節的下課以及下午打掃時間，這是我們最容易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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腸轆轆的時間，中午為了讓我們專心享用營養午餐，所以中午時間不開放；合作社的面

積，大約只有四分之一間教室的大小，因為空間不算寬敞，所以下課時間，顯得相當擁

擠。 

        除了原本販售的簿本、文具用品、麵包、餅乾、飲料......等，最近新添進了販賣品

項，早餐增加了三明治、蛋餅和豆干，這些是向黎明教養院進貨的，飲料類新增了「FI

N運動飲料」和「波蜜一日蔬果汁」，應該是考量我們的身體健康因素才販賣的，之前

最受消費學生青睞的是熱騰騰的燒肉粽，但近來因為更換進貨商家，所以要再等一陣子

才會再恢復販售。 

      合作社的地點距離教學區其實有點兒遠，我們常在下課鐘聲一響，便手刀飛奔而去，

才能在人群中殺出重圍，避免上課遲到進教室。順道一提，這學年開始，合作社的阿姨

換成另一位了，聽說原來的阿姨退休了......。 

               以下為目前合作社的寫真集： 

                         
   進門口左手邊的結帳櫃檯                 正對著合作大門的飲料櫃                 結帳櫃檯上同時擺放早餐區 

                                                                            
  進門口右手邊的餅乾麵包區             進門口右手邊的簿本紙張區                 盡責認真的櫃台結帳人員 

 

(二) 學生心目中的合作社樣貌 

        根據訪談160位消費學生，所回收的有效問卷，研究後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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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者去合作社的頻率大多是每週一至三次，其次是每天光顧一次，由此可知，合

作社是多數學生在校生活不可或缺的去處之一，這也間接凸顯出合作社太擁擠，或者因

為動線不順暢的狀況。 

 

 
        以受訪消費學生的購買品項作為調查，學生最常購買的商品，由上表可明顯看出，

大部份的學生都喜歡甜品類的點心，而有差不多40~50人最常買鹹食類的商品，例如早

餐的煎餃、包子、......，以及上學期很受歡迎、大家念念不忘的肉粽。 

 

 
        關於受訪學生對於希望合作社調整的面向，意見調查分析發現，居然有30.6%的受

訪者，希望合作社空間變大，這其實跟部分受訪者提出「希望結帳速度加快和動線更順

暢」有絕大的關聯，因為合作社的空間太小，導致容納不下太多學生，排隊結帳人龍無

法在下課的10分鐘內消化完畢，此外，若可以增加「代購」、「團 購」或「預購」的服

務，例如說一班級中午想要訂餐，可以利用這個服務，一個班級派一位同學前去領餐，

採分流的方式，或許可以讓上面講到的結帳速度和動線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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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是第三高票回應的「希望可以再販賣多些種類的零食」，有將近11.2%的受訪

者回應販賣品項增加的類似問題，意指覺得目前販賣物品種類太少，如果能夠多進貨一

些受大家歡迎、而且符又符合規範的零食，合作社的生意一定會更興隆，而販賣物的品

項也能夠增加，例如：販售口罩、攜帶式酒精瓶等防疫用品，或更多學習上需要的用品

文具，比如很多學生都喜歡有造型的筆、可愛圖案的筆記本、輕巧的立可帶、豆豆貼、

便利貼......，更多元的經營合作社。    

 

(三) 合作社存在的學習意義 

        在多數消費學生的眼中看來，學校合作社可能只是為了滿足我們的口腹之慾而存在，

但其實不全然如此，經過這次的研究，我們才發現，原來設立消費合作社的學習意義有

很多。 

        首先，是金錢觀念的建立，合作社裡面有琳瑯滿目的商品，這些商品有其各自的定

價，想在合作社裡使用自己金錢的額度，買到想吃或者CP值高的零食、飲料，就必須學

會管理自己的金錢，這個習慣可以從現在開始養成，正確的金錢觀和理財概念，尤其能

夠區別「需要」與「想要」，適時的克制物質欲望的能力，就等於為自己的人生負責。

從小建立對於金錢的價值觀——了解金錢只是工具，而不是目標的衡量標準。 

       再者，我們也可以藉由合作社販售的商品，充分了解食品的製作成分、所含熱量等，

達到教導消費學生建立正確的飲食習慣的目的，即使是成人，也會有偶爾想放縱大啖垃

圾食物的時候，能夠在正確的飲食觀念和有益健康考量下，偶一為之，不僅僅是對自己

身心靈的犒賞，更是一種沒有負擔的享受。 

       其次，合作社也能促使我們參與公共事務，其實我們都是合作社的小小股東，合作

社內販售的品項，是校方與合作社幹部，在遵守教育部規範、並顧及我們的身體健康的

雙重考量下所決定，同時也邀請校內營養師嚴格把關。雖然我們不能主導學校合作社販

賣的商品有哪些？但是希望能夠透過意見調查的方式，彙整消費學生群族們的意見，向

合作社提出建議，這個看似這個小小的舉動，其實可以讓現在的國中生，學會表達自己

的意見、進行良性的溝通，也可藉此養成未來公民所需要的必備素養。 

       當我們收回電子問卷後，赫然發現，原來大家對於合作社的各項事務，有許多不同

的期待，在103受訪者中，有41.5%希望能夠改善硬體設備環境，包括希望空間變大、安

裝空調、距離教學區近一些......，這都是值得參考的意見，可以在合作社買到美味的小

零食、實用性高的文具用品、甚至是某些科目的練習本等，可以從中得到有用的學習意

義，我們透過正式公開的管道向合作社幹部提出建議，無論意見是否被採納，無論是否

獲得實質的改變，我們都盡全力釋放善意、表達與溝通，相信雙方的終極目的——都是

希望學校合作社能夠長久永續，即使不以營利為目的，仍能有豐厚的收益。能彼此善解

同理的溝通，這才是大家心目中『合作』社。 

 

(四) 合作社的重新定位與轉型 

        如果學校合作社做些許的調整與改變，讓合作社的經營能更好更棒，一定能夠吸引

更多學生上門消費，創造更多的利益。例如：鼓勵環保自備餐具、結帳增加刷悠遊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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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合作社的空間變大、合作社內安裝空調、合作社能夠距離教學區更近、或甚至是

能夠有預購或團購的功能......等。 

       近年來環保意識的抬頭，在在衝擊我們的生活，環保的實際執行已經刻不容緩，小

到垃圾分類，大至關心並且落實環保社會議題，合作社的購物，若能夠以實質現金回饋

鼓勵使用環保杯或環保餐具，便能夠減少一次性餐具對地球的傷害，由小處著眼、大處

著手，小小的動作，也能夠激發消費學生保護地球的責任心。 

        電子支付的方式近年來已成為顯學，身上不需要攜帶實體錢幣就能進行購物，不但

更為便利，也能減少結帳錯誤或金錢遺失的風險，使用悠遊卡支付，不失為一項便利又

安全的方式，父母也能藉由電子支付的明細表，了解學生在學校合作社的消費品項。 

        目前校內合作社的大小大約是四分之一間教室，應付校內上千位的學生，實在有些

擁擠，如果能夠擁有一整間教室的空間一定能更好。或者讓消費者分流購物，例如：第

一節下課七年級的學生優先結帳，第二節下課八年級學生優先結帳，以此類推，讓下課

時間的合作社不會水洩不通。另外，若能增加座位區，學生們可以坐著享用食物，不用

站著吃或邊走邊吃，不僅對於有利身體健康，對於防疫也相對安全。再者，如果合作社

內能夠安裝空調設備，對於長時間待在合作社內的結帳人員及短時間上門消費的學生群，

一定能夠更加舒適。 

        合作社也可以斟酌考量增加「必需品的預購」和「團購」的功能，假如某學生明天

想喝牛奶，但又怕販售一空，如果合作社能夠以登記的方式接受先付款、後約定時間取

貨，必定能夠增加學生購買的便利性，但合作社的人力有限，所以建議預購只鎖定是學

生的「生理必需品」。 

       「團購」也是近年來具經濟效益的購物方式之一，團購可以帶給消費者的好處有：

質量較可靠、取得最低或實惠價格、售後有保障。對於學校合作社而言，以班級為單位，

填寫購物清單，約定某時間取貨，除了能夠簡省人力的往返耗費，也能培養學生為人服

務的正確價值觀。 

 

參●結論與建議 

 

        學校合作社的存在，不僅是販售商品的校內商店，滿足學生口腹之慾的生理需求；消費

學生下課在此交流情感，滿足同儕人際需求，同時能夠看見學生的種種人格特質行為，無疑

是學生行為的觀測站；傳授學生消費環保知識，使學生建立公平交易及正確消費理念，透過

購買交易行為，建立正確的金錢消費觀；合作社同時也擔負有道德教育與生活教育的責任，

學生在明定的規範中，學習同理及理解，成人訂立規範背後所隱含的意義——基於學生的身

體健康考量。 

 

        在意見相左之下，雙方能平和友善進行良性的意見交流與溝通，使我們理解人與人之間

即使在立場、做法上有所不同，但是在需要上並沒有太大的差異。所有人都被接納、被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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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珍視、自我實現等需要，這些需要起源自人類的普遍共通性，這些共同的需要，讓我們得

以理解他人，建立彼此的連結。每個人的作為都是為了滿足需要，和自己有不同意見的人，

並不是存心與我們作對或找碴，而只是採取了和我們不同的策略來滿足需要。如果能從發現

他人的需要出發，進一步在乎他人的需要，體會他人在現實處境中的難處，在乎他人的感受，

便是同理心的完全展現。 

 

        就目前的學校合作社現況，與多數學生心目中的合作社樣貌，仍有一段距離，加上學生

在校時間冗長，期間又不得擅自離校，因此更顯得合作社存在的重要性。如何能夠使校內合

作社能更符應消費學生群體心目中的期待，相信也是合作社長遠經營的必要條件。合作社主

要的服務對象是學校內的在學學生，提供其在學所需的商品與各種服務，目前學校合作社除

了販售簿本、衛生紙等必要用品外，主要販售文具品和主管機關同意的食品與飲料，反觀校

外商店林立，商品琳瑯滿目，相對之下校內合作社的販售種類與內容有限，相形之下合作社

顯得不具競爭力。若能夠增加更多元化的服務，如：電子支付、預購或團購、環保餐具的獎

勵措施……等，甚至結合學校鄰近安心優良商家進貨販售，不僅能夠帶動學區經濟共榮，同

時也能夠促進學生深化地方認同感，達成「學校與社區共好，邁向永續之路」的目標，讓學

生從周遭的真實情境關心生活、生計，兼顧環境。 

 

        本研究透過問卷的蒐集、資料的彙整進行分析，雖然我們的思慮恐怕不若成年人成熟周

密，但是對於公共議題的參與，仍有自己的觀點及偏好，只要提供足夠的支持與資訊，透過

公開且正常的方式表達，「參與」對於我們而言就是重要的「過程」，傾聽與同理是解決衝

突、尋找解決方法和增進雙方了解的一種方式，更是一種良性的雙向溝通。無論最終的表意

權是否能夠達到我們的預期目標，當中的過程，已經使我們對於合作社的事務建立歸屬感、

增加團結、責任感及關懷心，學習尊重差異與和平解決問題的方法，透過長期持續的發展，

讓民主的價值融入我們的生活，相信必定能奠定具有寬容及尊重的民主素養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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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消費學生心目中的合作社樣貌手繪圖 

 

 
 

肆●引註資料 

 

王登祿（2005）。臺北縣國民中小學員生消費合作社經營功能、困境與型態之調 、困境與型態之調     

查研究（未出版之碩士論文）。輔仁大學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臺北。 

黃萬章（1994）。臺灣省國民中小學員生消費合作社經營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臺 

南師範學院初等教育研究所，臺南。 

謝明瑞（1992）。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營運問題之探討。第三屆合作事業學術研 第三屆合作

事業學術研 討會論文集。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校園飲品及點心販售範圍 (10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