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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1994 年返鄉工作的鍾清輝，眼見家鄉農業衰落，他試著透過「美濃區農

會」體系的改革與創新，活化農村經濟。2002 年溫仲良返鄉，在看見一畝畝

仍可耕作的田地，面臨休耕、荒廢，或蓋起一間間水泥豪宅，於是他積極尋

找與農會合作機會，並且透過「美濃農村田野學會」推動美濃發展。2014 年

商業週刊第 1411 期報導，美濃農會存款截至 2014 年高達六十億元，相較其

他農會平均存款約五、六億相比高出許多。返鄉青年的努力成就「白玉蘿蔔

季」，誰也沒想到這個不起眼的小蘿蔔竟然成為美濃農業再起的催化劑。白

玉蘿蔔究竟有什麼魔力得以催化美濃農業活化？是什麼樣的社會創業精神，

讓美濃再次重現生機？從田野個案社會創業歷程中，我們嘗試找出台灣農村

再生發展的路徑！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美濃、社會創業、白玉蘿蔔、「美濃區農會」、「美濃農村田野學

會」 

 

 

Abstract 

In the year of 1994, Chung returned to his hometown, seeing agricultural 

decline, he tried to reform the rural Meinong economy. In 2002, Wein returned 

home, still facing agricultural abandoned, he actively involved NPO sector to 

renew rural Meinong. In 2014, Business Week Journal reported Meinong Farmers’ 

Association deposit up to six billion by 2014, much higher when compared to other 

farmers’ Association. No one thought that this humble radish agriculture would 

become Meinong renewed catalyst. What are the magic to catalytic activation of 

Meinong agriculture? What kind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let rural Meinong back 

to life again? Cases from the field of social entrepreneurial process, we try to find 

the path to the regeneration from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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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個案本文個案本文個案本文個案本文 

2014 年 11 月 26 日，商業周刊雜誌上刊登了一篇名為「「「「美濃逆轉勝關美濃逆轉勝關美濃逆轉勝關美濃逆轉勝關

鍵鍵鍵鍵：：：：番茄蘿蔔經濟學番茄蘿蔔經濟學番茄蘿蔔經濟學番茄蘿蔔經濟學」」」」的報導，內容是這麼說的： 

 

「「「「想像一下想像一下想像一下想像一下，，，，一個南台灣約四萬人口的農業小鎮一個南台灣約四萬人口的農業小鎮一個南台灣約四萬人口的農業小鎮一個南台灣約四萬人口的農業小鎮，，，，十二年前面臨加入世十二年前面臨加入世十二年前面臨加入世十二年前面臨加入世

界貿易組織界貿易組織界貿易組織界貿易組織(WTO)(WTO)(WTO)(WTO)的國際貿易衝擊的國際貿易衝擊的國際貿易衝擊的國際貿易衝擊，，，，農民賴以為生農民賴以為生農民賴以為生農民賴以為生、、、、產值逾十億元的主要現產值逾十億元的主要現產值逾十億元的主要現產值逾十億元的主要現

金作物幾乎一夕頓滅金作物幾乎一夕頓滅金作物幾乎一夕頓滅金作物幾乎一夕頓滅，，，，結局會是走向凋零結局會是走向凋零結局會是走向凋零結局會是走向凋零，，，，還是扭轉逆境找到新出路還是扭轉逆境找到新出路還是扭轉逆境找到新出路還是扭轉逆境找到新出路？？？？不像不像不像不像

其他農村其他農村其他農村其他農村，，，，人口外流人口外流人口外流人口外流、、、、財政吃緊財政吃緊財政吃緊財政吃緊，，，，高雄美濃這個沒有工業的小鎮高雄美濃這個沒有工業的小鎮高雄美濃這個沒有工業的小鎮高雄美濃這個沒有工業的小鎮，，，，農會農會農會農會 2014201420142014

年存款突破六十億元年存款突破六十億元年存款突破六十億元年存款突破六十億元，，，，五年來逆勢成長五年來逆勢成長五年來逆勢成長五年來逆勢成長 43%43%43%43%，，，，在全台灣農村中不多見在全台灣農村中不多見在全台灣農村中不多見在全台灣農村中不多見。」。」。」。」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蘿蔔對於美濃似乎有著難以言喻的影響。這個讓美

濃農村逆轉勝關鍵的故事，背後究竟有什麼魔法魅力？想要更了解這個逆轉

勝的成功原因，我們必須探討美濃返鄉青年背後的社會創業歷程。 

 

一、社會創業的初期－尋找創業機會和發展概念 

1994 年鍾清輝離開都市，返鄉回到「美濃鎮農會」工作。儘管求學時所

讀與農業不相關，對於農業也不了解，但鍾清輝認為有「農」才有「會」，

農民是他的核心關懷。2002 年自城市返鄉的溫仲良，眼見記憶中的故鄉已非

昔日樣貌，為了讓衰敗的美濃重回過去榮景，他積極投入非營利組織(Non-

profit Organization, 以下簡稱 NPO)工作，希望透過 NPO 的力量來推動地方

發展。 

因緣際會之下，兩位返鄉青年開啟一段社會創業的歷程…。 

（一）需要解答的問題 

1936 年，美濃在日本人的引進之下開始種植菸草。當時政府菸、酒公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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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採契作方式收購菸草，因此，菸草逐漸成為稻米和養豬業外，三大經

濟來源之一。 

2000 年，美濃被劃入高屏溪水源水質保護區，必須施行離牧政策。2002

年，我國加入 WTO，政府不再實施農業保護政策，美濃稻作首當其衝。除

了稻米受到衝擊外，擁有「菸草王國」美稱的美濃，在台灣加入 WTO 後不

久，政府取消實行百年的菸、酒公賣制度。2002 年，當菸酒公賣局最後一次

向美濃收購菸草，短短二、三年間美濃就失去稻米、養豬與菸草三大經濟來

源。 

經濟的衰敗造成美濃農地休耕和賣地潮。根據溫仲良在美濃的經驗，每

塊農地每年的產值倘若沒有辦法達到市價約 10%到 15%，農民賣土地的意願

是很高的。當稻米是一個低產值的作物，若僅僅只是種植稻米，產值是沒有

辦法達到上述標準，所以當時農民不再有意願耕種，賣地的意願高漲。於

是，農地被鋪上水泥，過去隨處可見稻穀搖曳的良田，逐漸被一棟棟水泥房

舍取代。 

如何解決美濃賣農地風潮和農村荒蕪問題？要尋找什麼高產值的作物，

提高農民耕種意願？要引進什麼新產業，讓美濃再生發展？這些都是返鄉青

年必須面對的挑戰。 

（二）尋找問題的解答 

當思考美濃該何去何從時，溫仲良與幾位關心農村發展的朋友，討論政

府推動區域發展的幾種模式和做法： 

首先，找一塊土地，畫一個工業區，引進新產業，蓋工廠，然後地方就

有工作機會。有工作就會有收入，生產消費可以帶動周邊區域的發展，這是

一個帶動地方繁榮的傳統發展模式。除了傳統發展模式之外，在都市裡面又

有另外一種做法。以百貨商場概念，引進一個百貨公司，或是蓋一個更大的

購物商場，就像造鎮的概念，創造更大規模的投資。 

規劃工業區、引進大型商場，設法帶動周邊區域的發展，這樣的做法產

值很容易評估，創造多少就業機會也很清楚。引進多少廠商進駐、廠商提供

多少工作職缺、發了多少薪水，這些薪水透過員工的生活消費，可以透過食

衣住行的消費，來計算有多少是分配在社區裡面，社區可以受惠多少。這樣

回歸到國家政策面來看，就成為政府為了引進投資、強力徵收土地的正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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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為可以規劃更多工業區、更多產業園區，讓廠商進駐，因為這樣可以

帶動產值和創造就業機會，一般做法大致是這樣子。 

溫仲良反覆思索著：「或許政府有可能扶植一些有競爭性的產業，然後

以新產業來帶動整個中、下游，創造就業機會發展地方。可是資本會移動，

如果今天某個產業不行了，變成夕陽產業，或是資本家找到更廉價的勞動

力，廠商就有可能外移。一旦產業外移，地方馬上會陷入空洞化的危機。如

果社區已經跟產業形成強烈的依賴關係，產業如果移走，那社區不就跟著垮

掉。」研究所念都市計畫的溫仲良也思考著：歷史上很多地方都有類似的案

例，當工業區裡某個產業不行，當工廠外移或是資本外移，地方馬上發生危

機，最大的案例就是美國底特律，因為汽車工業外移，一夕之間整個經濟消

頹。 

當時溫仲良正在 NPO 工作，那時候他比較多是用第三部門的思維，看

待地方如何發展這件事情。 

溫仲良試圖思考一個可能性，有沒有可能尋找一種產業，剛開始勞力跟

資本都不是密集在某一個組織，或是某種產業型態。有沒有可能以系統性的

概念去建構一種產業，這個產業是奠基在美濃傳統產業基礎上，透過一些創

新手段或創新研發來創造產值，這些產值利潤不會特別集中在少數人或是造

成資本集中化的問題，創造出來的公共財富會依循整個系統分配在美濃社

區，可以讓美濃均衡、永續發展。 

（三）行動中的跨部門合作 

2002、2003、2004 年初期，溫仲良一方面把重心放在如何延續美濃傳統

菸業上，另一方面，溫仲良理解到光憑 NPO 運作、地方社團喊喊口號、或

是幾個人下去實作，其實是沒有辦法有效推動改革或根本性的解決產業發展

問題，因此，他也積極尋求與美濃農會跨部門合作的機會。 

溫仲良思考到成立於日治時期的美濃農會，屬於農民合作社，股東都是

農民會員（美濃區農會創立經過及沿革請參見附錄表 9），農會與農民關係

緊密，於是溫仲良嘗試成為農會的合作夥伴。合作初期，溫仲良與當時同在

第三部門工作的夥伴，協助農會撰寫計畫與申請政府補助計畫，在彼此跨部

門合作過程中，溫仲良讓當時美濃農會高層看到，NPO 有能力協助農會提出

政策性的計畫，慢慢地，農會逐漸成為溫仲良的產業推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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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溫仲良以朝向遊說地方募資自建製菸廠，或是保存菸業文化資產

的方式，尋求建立「美濃菸」的可能性，但延續菸業的這條軸線面臨許多問

題與考驗。倘若要自製「美濃菸」，便要有製菸廠才可行，他想到或許可以

尋求台灣菸酒公司在特定期間租借一條生產線來生產「美濃菸」，或是利用

舊有菸農繳交菸葉給公賣局的「菸葉輔導站」來建置菸廠，但是，左思右

想，這兩個方案都需要龐大資金，資金的來源便是一個很嚴峻的挑戰。除此

之外，在摸索自製「美濃菸」過程中，溫仲良也發現：台灣的菸葉是屬於基

底菸，基底菸必須和香料菸葉按照特定的比例混合，才是能夠完整上市販售

的捲煙，缺少關鍵配方，便沒有辦法調製成捲煙。除此之外，溫仲良也面臨

許多道德上的壓力。於是溫仲良轉而尋找其它替代產業。 

2004、2005年美濃小蘿蔔開始進入鍾清輝和溫仲良的視角內。 

美濃蘿蔔這種小而細長的蘿蔔，是美濃人生活的一部分，農民多會利用

稻田旁畸零地種植小蘿蔔，當時任職農會推廣股股長的鍾清輝也觀察到： 

 

「「「「…………以前種菸草旁邊會剩下一些畸零地就會種一些蘿蔔以前種菸草旁邊會剩下一些畸零地就會種一些蘿蔔以前種菸草旁邊會剩下一些畸零地就會種一些蘿蔔以前種菸草旁邊會剩下一些畸零地就會種一些蘿蔔…………，，，，所以在這過所以在這過所以在這過所以在這過

程之中程之中程之中程之中，，，，我們想說那我們美濃從以前就會有這個蘿蔔會種我們想說那我們美濃從以前就會有這個蘿蔔會種我們想說那我們美濃從以前就會有這個蘿蔔會種我們想說那我們美濃從以前就會有這個蘿蔔會種，，，，這個蘿蔔種來自這個蘿蔔種來自這個蘿蔔種來自這個蘿蔔種來自

己吃己吃己吃己吃，，，，吃不完的話吃不完的話吃不完的話吃不完的話，，，，就醃製或送給親朋好就醃製或送給親朋好就醃製或送給親朋好就醃製或送給親朋好友友友友，，，，那是一個我們秋冬很特殊的景那是一個我們秋冬很特殊的景那是一個我們秋冬很特殊的景那是一個我們秋冬很特殊的景

觀觀觀觀，，，，家家戶戶都會在那邊洗蘿蔔家家戶戶都會在那邊洗蘿蔔家家戶戶都會在那邊洗蘿蔔家家戶戶都會在那邊洗蘿蔔，，，，我們就在想這個蘿蔔能不能讓它更具有市我們就在想這個蘿蔔能不能讓它更具有市我們就在想這個蘿蔔能不能讓它更具有市我們就在想這個蘿蔔能不能讓它更具有市

場上的價值場上的價值場上的價值場上的價值。」。」。」。」    

 

除了是美濃人生活的一部分，溫仲良也希望種一輩子稻的老農，在失去

菸葉這個重要經濟來源後，可以有一個新的冬季裡作多少貼補生計，讓老農

們可以安養晚年。再者，相較其它經濟作物，這個產業更容易種植，不需要

勞力密集，也不需要高技術門檻，非常適合老農栽種。於是，鍾清輝與溫仲

良的想法開始有了交集。 

 

二、社會創業的起步－踏上創新旅程的挑戰 

在一次執行田野調查專案中，溫仲良無意中看見美濃傳統客家正廳祀奉

「土地龍神」前的對聯：「「「「土中生白玉土中生白玉土中生白玉土中生白玉，，，，地內出黃金地內出黃金地內出黃金地內出黃金」」」」，溫仲良想了想覺

得：「地內出黃金」應該是指在美濃土地上生長的稻穗，而「土中生白玉」

應該就是白色的小蘿蔔，靈機一動，於是，美濃小蘿蔔的新名字就取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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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玉蘿蔔」。有了「白玉蘿蔔」的名稱後，接下來，鍾清輝和溫仲良面臨

美濃小蘿蔔不具市場價值的難題。 

美濃小蘿蔔的特性與一般常見的蘿蔔不同，小蘿蔔水分多又脆口，美濃

人非常喜歡吃，無論是生鮮或是醃漬，美濃人的生活總缺少不了它。然而卻

也因水分多、不易保存，採收後二、三天內便會腐壞，從採收到上架販賣只

有短短幾天，因此小蘿蔔不具備市場價值。不具市場性的這個問題該如何處

理？鍾清輝與溫仲良想到：或許可以以客家醃漬加工推廣白玉蘿蔔。 

醃漬加工是美濃的生活傳統，家家戶戶每一位客家伙房媽媽，都有與眾

不同的口味和手藝，因此，一開始，鍾清輝與溫仲良想到可以採取醃漬文化

做為推廣白玉蘿蔔的方式。但是，鍾清輝和溫仲良進一步再細想，要建立醃

漬產業就必須面對衛生和口味統一化的問題，這當中，有許多技術問題需要

克服之外，也會窄化客家伙房媽媽醃漬加工的多樣性。另外，如果要建立一

個醃漬工廠，資本會集中在少數人手上，這樣就違背創業初期，希望在推動

產業的過程中，每一個美濃人都可以受惠的初衷。 

透過這些思考與摸索，鍾清輝與溫仲良轉而思考其它可能性。 

（一）再換個方式思考 

 不如就讓美濃農會幫農民到城市去行銷小蘿蔔，鍾清輝回憶道： 

 

「「「「我們就帶一大群人到台北市場去賣我們的小蘿蔔我們就帶一大群人到台北市場去賣我們的小蘿蔔我們就帶一大群人到台北市場去賣我們的小蘿蔔我們就帶一大群人到台北市場去賣我們的小蘿蔔，，，，但當時台北市場那但當時台北市場那但當時台北市場那但當時台北市場那

些販仔都認為我們這是次級品些販仔都認為我們這是次級品些販仔都認為我們這是次級品些販仔都認為我們這是次級品，，，，長不大長不大長不大長不大、、、、不健康的蘿蔔不健康的蘿蔔不健康的蘿蔔不健康的蘿蔔，，，，因為那麼小跟我們因為那麼小跟我們因為那麼小跟我們因為那麼小跟我們

一般市面的大蘿蔔外型上就差那麼多一般市面的大蘿蔔外型上就差那麼多一般市面的大蘿蔔外型上就差那麼多一般市面的大蘿蔔外型上就差那麼多，，，，不過後來我們跟他們講說這不是次級不過後來我們跟他們講說這不是次級不過後來我們跟他們講說這不是次級不過後來我們跟他們講說這不是次級

品品品品，，，，我們的形狀就是這樣我們的形狀就是這樣我們的形狀就是這樣我們的形狀就是這樣…………。」。」。」。」    

 

眼看把農產品運到城市販售的傳統銷售方式，或是將白玉蘿蔔醃漬後販

售，都沒有辦法開展冬季裡作的產業，再加上農民年齡普遍老年化，白玉蘿

蔔採收也有勞力不足的問題。苦思不解時，鍾清輝與溫仲良想到：或許可以

換個方式思考，讓消費者自己來拔蘿蔔，讓遊客在第一時間把新鮮蘿蔔帶回

家。 

 2006 年的「白玉蘿蔔季」是溫仲良第一次與農會合作（「白玉蘿蔔季」

發展大事紀請參見附錄表），由當時溫仲良所任職的 NPO 負責策劃，「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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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農會推廣股」負責執行與擔任資源整合平台。2006 年首次倉促舉辦，在沒

有妥善規劃情況下，活動舉辦半天就草草結束。儘管初登場的情況，看起來

並不怎麼完美，但鍾清輝與溫仲良卻也著實邁開往前進的步伐了。 

有了 2006年初體驗經驗，第二年鍾清輝與溫仲良提早擬定活動計畫書，

向當時高雄縣政府、行政院客委會爭取經費，讓「白玉蘿蔔季」活動能夠舉

辦一天。2008 年美濃農會更是編列活動經費，與農會體系下的農民產銷班，

簽訂契約承租蘿蔔田，讓活動更加完善。 

溫仲良認為 2006、2007、2008這三年是「白玉蘿蔔季」，累積知名度的

關鍵起步期，有了這三年的經驗和知名度累積後，2009 年溫仲良與農會便開

始與「高雄市城鄉導覽協會」合作，為來訪的遊客提供美濃農村旅遊活動。

有別於過去三年頂多收支打平，2009 年「白玉蘿蔔季」第一次有農民賺到

錢。 

（二）成長的危機 

隨著活動越來越完備，參與遊客人數逐年增加，眼見種蘿蔔有利可圖，

其他沒有參與的農民，也在 2010 年投入蘿蔔種植。然而，就在種植面積倍

增，蘿蔔產量過剩下，2010 年白玉蘿蔔價格崩跌。那年，溫仲良看著擔任農

會總幹事的鍾清輝被罵得半死，當時，溫仲良很注意觀察鍾清輝的心情，他

覺得不能讓總幹事打退堂鼓，總幹事的信心不能垮台，不能讓鍾清輝說不要

推白玉蘿蔔，因為不要推就等於失敗。 

溫仲良滿懷愧疚的面對鍾清輝遭遇眾多農民的罵聲，甚至自己也不斷地

在自省是否犯了推廣上的錯誤。但當時有一個觀察讓溫仲良決定還是可以再

堅持一、兩年試試看。那個觀察就是在溫仲良產季訪談中，他發覺白玉蘿蔔

的市場接受度有顯著增加，只是當年生產面積增加幅度太大，遠遠超過市場

擴增速度，因此價格才會崩跌。溫仲良判斷只要渡過產銷崩跌的必然陣痛

期，讓部分投機性格較高的農民收手，讓生產面積和價格的比值回復比較合

理的範圍，溫仲良覺得還是可以賭賭看。 

再加上推廣股組員們，在面對很多第一線農民反應的訊息，或者農會內

部對相關政策的判斷，很多時候是與溫仲良形成非常重要討論與互動。在鍾

清輝面臨農民罵聲高漲最低潮時，是推廣股組員們與溫仲良成為農會內外夥

伴關係，在心理上彼此相互支持、心情互相慰藉下，才撐過 2010 年的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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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為了解決產量過剩的問題，農會不得不大量向農民收購，儘管由農會收

購生產過剩的蘿蔔並沒有辦法讓價格回穩，但這樣的行動可以安撫農民，讓

農民對白玉蘿蔔不喪失信心。2010 年除了產銷失衡外，還出現白玉蘿蔔種子

被炒作的事件。不只白玉蘿蔔種子價格飆高，種源也非常混亂，無論高矮胖

瘦的蘿蔔，都自稱是「白玉蘿蔔」。 

鍾清輝深怕這樣的情況會壞了「白玉蘿蔔」這塊招牌，於是，2011 年在

規劃的「白玉蘿蔔季」時，鍾清輝也同時推動「白玉蘿蔔」種植登記制度，

並且進一步由農會負責販賣「白玉蘿蔔」種子，以控制種源的方式，來確保

美濃獨特小蘿蔔的品質和品種。鍾清輝回憶當時執行種子與種源控制時的情

形： 

 

「「「「我們的種子那由我們農會來一包補助你一百塊我們的種子那由我們農會來一包補助你一百塊我們的種子那由我們農會來一包補助你一百塊我們的種子那由我們農會來一包補助你一百塊，，，，一包蘿蔔種子可以撒一包蘿蔔種子可以撒一包蘿蔔種子可以撒一包蘿蔔種子可以撒

一分地一分地一分地一分地…………原本是四百塊原本是四百塊原本是四百塊原本是四百塊，，，，那我們補一百塊就三百塊那我們補一百塊就三百塊那我們補一百塊就三百塊那我們補一百塊就三百塊，，，，讓他讓他讓他讓他（（（（農民農民農民農民））））可以跟外可以跟外可以跟外可以跟外

面的市價面的市價面的市價面的市價，，，，就是那些選種比較不好的蘿蔔種子可以價格上的抗衡就是那些選種比較不好的蘿蔔種子可以價格上的抗衡就是那些選種比較不好的蘿蔔種子可以價格上的抗衡就是那些選種比較不好的蘿蔔種子可以價格上的抗衡，，，，那價格上那價格上那價格上那價格上

的抗衡完了以後的抗衡完了以後的抗衡完了以後的抗衡完了以後，，，，我們跟農民講說來我們跟農民講說來我們跟農民講說來我們跟農民講說來，，，，你來我這邊買你來我這邊買你來我這邊買你來我這邊買…………你買下來以後那我可你買下來以後那我可你買下來以後那我可你買下來以後那我可

以給你登記以給你登記以給你登記以給你登記，，，，把你的住址把你的住址把你的住址把你的住址、、、、電話登記起來電話登記起來電話登記起來電話登記起來，，，，那你們招集來那你們招集來那你們招集來那你們招集來，，，，我白玉蘿蔔要怎我白玉蘿蔔要怎我白玉蘿蔔要怎我白玉蘿蔔要怎

麼管理麼管理麼管理麼管理、、、、怎麼種植怎麼種植怎麼種植怎麼種植，，，，我們上面生產管理的講習我們上面生產管理的講習我們上面生產管理的講習我們上面生產管理的講習，，，，至少我知道是哪些人買了蘿至少我知道是哪些人買了蘿至少我知道是哪些人買了蘿至少我知道是哪些人買了蘿

蔔種子蔔種子蔔種子蔔種子，，，，至少我知道我要教育訓練的對象至少我知道我要教育訓練的對象至少我知道我要教育訓練的對象至少我知道我要教育訓練的對象在哪裡在哪裡在哪裡在哪裡。」。」。」。」    

 

除了透過農會補助策略，來控制種子價格和種源，透過種子購買者資料

庫的建立，農會可以建立蘿蔔生產管理的教育訓練工作之外，在控制「白玉

蘿蔔」種植面積上，鍾清輝也做好「白玉蘿蔔」產量預測與控制： 

 

「「「「蘿蔔種子我一直賣蘿蔔種子我一直賣蘿蔔種子我一直賣蘿蔔種子我一直賣，，，，那賣到那賣到那賣到那賣到，，，，譬如說我今年預計兩百公頃譬如說我今年預計兩百公頃譬如說我今年預計兩百公頃譬如說我今年預計兩百公頃，，，，那已經到那已經到那已經到那已經到

這面積了這面積了這面積了這面積了，，，，我也沒種子了我也沒種子了我也沒種子了我也沒種子了，，，，因為我們先前就是已經跟我們的種苗公司已經講因為我們先前就是已經跟我們的種苗公司已經講因為我們先前就是已經跟我們的種苗公司已經講因為我們先前就是已經跟我們的種苗公司已經講

好說好說好說好說，，，，我今年要多少我今年要多少我今年要多少我今年要多少，，，，我明年要多少我明年要多少我明年要多少我明年要多少，，，，我們都先已經跟他講好了我們都先已經跟他講好了我們都先已經跟他講好了我們都先已經跟他講好了。。。。那弄完以那弄完以那弄完以那弄完以

後後後後，，，，我們就會跟他我們就會跟他我們就會跟他我們就會跟他（（（（農民農民農民農民））））講說講說講說講說，，，，欸不行哦欸不行哦欸不行哦欸不行哦，，，，這項作物目前種植的門檻已經這項作物目前種植的門檻已經這項作物目前種植的門檻已經這項作物目前種植的門檻已經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我建議你們不要再種植我建議你們不要再種植我建議你們不要再種植我建議你們不要再種植。」。」。」。」    

 

透過種子、種源、生產面積控制機制，鍾清輝終於有效控制住白玉蘿蔔

供需失衡、種源混亂與品質不良的問題。為了進一步拉近消費者與農民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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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距離，2011 年，農會也首次推出白玉蘿蔔個人股東制，開放消費者出資加

入股東會，認養小塊農地，當白玉蘿蔔收成時，股東就能親自下田拔蘿蔔。

由於個人股東制獲得極大迴響，2013年農會再推出「企業認股」制。 

 

三、創造社區的公共財富 

2014 年 09 月 30 日媒體與報紙，紛紛報導「10 月 1 日開放「2014 美濃

白玉蘿蔔」認股活動」，其中呈現參與 2014年契作的 7位農夫達人，以跳蘿

蔔舞熱情邀請股東加入的照片，最吸引消費者的注意。 

（一）社區經濟的創造 

 鍾清輝指出：「白玉蘿蔔股東會」活動自從 2011 年推出以來，廣受好

評，2014 年農民種植「白玉蘿蔔」的面積已經達到百餘公頃了。」因此，

2014 年農會與美濃 7 位達人農夫合作，由資深農民帶領年輕農民，投入白玉

蘿蔔契作。 

農會與農夫契作白玉蘿蔔後，會把田區畫設成小面積區塊，以每分地 50

股為原則。每一股入股金額為新台幣 550 元，大約五坪大小的農地，每一股

至少可採收 40 台斤至 50 台斤左右的白玉蘿蔔。「白玉蘿蔔股東會」區分為

「個人股東」與「企業股東」，個人股東以 1 股為單位認購，企業股東每單

位則以 25 股、也就是 0.5 分地認購。「白玉蘿蔔股東會」活動期間，農會也

會派「蘿蔔小天使」記錄每一個田區蘿蔔成長過程，股東也可以透過臉書、

部落格來觀察農夫耕種「白玉蘿蔔」的情況。 

2014 年農會也結合在地特色產業商家、民宿業者、高雄市城鄉導覽協會

規畫豐富的小旅行，包括一日遊或兩日遊的套裝遊程。如果個人股東想要邀

請親朋好友，企業股東想要犒賞員工，農會還提供專屬邀請函，讓股東們可

以當主人，邀請好朋友一起拔蘿蔔。 

 2014 年 7 位參與「2014 美濃白玉蘿蔔季」契作的農夫達人，總共也提

供 27.4分的認購面積，農夫達人、田間名稱和實際被認購的股數如下： 

 

 

 

 



中山管理評論 

 ～857～  

表 1  2014年「白玉蘿蔔季」7位農夫達人田區認購面積、實際認購股數與

契作收入 

農民農民農民農民 田區名稱田區名稱田區名稱田區名稱 最高可最高可最高可最高可 

認購面積認購面積認購面積認購面積 

實際實際實際實際 

認購股數認購股數認購股數認購股數 

認股股金總認股股金總認股股金總認股股金總

額額額額/元元元元 

契作收入契作收入契作收入契作收入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元元元元 

快樂田(A) 3分 148股 81,400 60,000 曾雪梅 

快樂田(B) 2分 78股 42,900 40,000 

白兔田(A) 4分 181股 99,550 80,000 曾啟尚 

白兔田(B) 2分 94股 51,700 40,000 

傅志剛 驚喜田 2.7分 124股 68,200 54,000 

馮欽賢 彩虹田 3分 147股 80,850 60,000 

鍾紹文 同心園 3.7分 176股 96,800 74,000 

黃偉宸 尋寶田 3分 130股 71,500 60,000 

沿山蘿蔔田 2分 91股 50,050 40,000 溫柄貴 

沿山蘿蔔田 2分 101股 55,550 40,000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27.4分分分分 1270股股股股 698,500 548,000 

資料來源：整理自「美濃區農會」與「美濃農村田野學會」所提供之資訊。 

 

 

記者會結束後，不到幾天，7 位農夫達人的 27.4 分的田區，總共獲得

1270股的認購數，以每一股入股金額 550元換算，7位農夫達人創造 698,500

元的認股收入，7 位農夫達人也可獲得每分地 20,000 元，總計 548,000 元的

契作收入。 

 2014 年「白玉蘿蔔季」在短短 7 個假日天為 7 位農夫達人，帶來

548,000元的契作收入外，以每一股參與人數約為 5人到 7人計算，短短 7個

假日天也吸引約 6350 人到 8890 人，包含：家庭、親朋好友、企業員工等大

大小小遊客來到美濃拔蘿蔔與旅遊，依據過去交通部觀光局統計，台灣國民

旅遊每人每日旅遊平均消費約為 1,252 元計算，美濃「白玉蘿蔔季」帶動美

濃周邊消費總額為 7,950,200元 – 11,130,280元。當然，伙房媽媽的醃漬蘿蔔

也成為美濃當地特色伴手禮，面對拔蘿蔔觀光客的到來，伙房媽媽們個個發

揮自己與眾不同的手藝和口味，強力推銷自己獨特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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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意料之外的創新 

白玉蘿蔔的成功不僅替過去勤奮耕種的老農，晚年有尊嚴地生活，對年

輕農民來說，「白玉蘿蔔季」創造的冬季產季氛圍，也延續到橙蜜蕃茄。這

樣的現象是出乎溫仲良的意料之外： 

 

「「「「當時候我們用蘿蔔這種氛圍就是為了要帶動氣氛當時候我們用蘿蔔這種氛圍就是為了要帶動氣氛當時候我們用蘿蔔這種氛圍就是為了要帶動氣氛當時候我們用蘿蔔這種氛圍就是為了要帶動氣氛，，，，然後那個氣氛後來然後那個氣氛後來然後那個氣氛後來然後那個氣氛後來

就發現有就發現有就發現有就發現有些人些人些人些人，，，，在那個過程裡面有人開始試種橙蜜蕃茄在那個過程裡面有人開始試種橙蜜蕃茄在那個過程裡面有人開始試種橙蜜蕃茄在那個過程裡面有人開始試種橙蜜蕃茄。」。」。」。」 

 

橙蜜蕃茄產值與收益比白玉蘿蔔高出近十倍多，起初，溫仲良還很擔心

橙蜜蕃茄會壓縮白玉蘿蔔的種植，會沒有誘因吸引農民參與「白玉蘿蔔

季」，但是鍾清輝和溫仲良發現：橙蜜蕃茄的成功並沒有影響到白玉蘿蔔的

種植。農民反而會特地種一塊蘿蔔田來招待親友，把採蘿蔔這個活動當作是

建立顧客關係、建立宅配通路的重要來源。這個直接銷售的創新，老實說，

倒是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 

（三）持續不斷的挑戰 

白玉蘿蔔的成功為美濃農會帶來可觀的收益，儘管如此，美濃區農會未

來仍面臨一些挑戰。 

成立於日治時期（1919 年）的美濃區農會，隨著美濃農業的發展，已經

逐漸成為農村金融中心，目前約有 7 千位農民會員。2002 年當政府不再實施

農業保護政策，美濃農會也開始參與農業推廣，隨著公部門的補助逐年減

少、農村人口外移與出生率下降，農會也面臨財務與人力資源不足的問題。 

未來鍾清輝希望能將有限資源放在美濃農產品專屬「MIM（Made in 

Meinong）」品牌建立與通路拓展上。要建構自有品牌，極需要一套嚴謹的

認證系統，來確保農產品品質，讓消費者信賴。目前農會努力希望透過農會

產銷班，對農民用藥進行前端控管，從種植開始就替消費者把關，來創造和

維護「MIM」的品牌價值。因此，鍾清輝認為在未來農會必須加強政策宣

傳，讓農民在農會保障收益不減少的情況下，願意接受政策的改變。 

對於農會內部，他也向組織內的成員表達他對農會角色的期許： 

 

「「「「我會一直告訴他們我會一直告訴他們我會一直告訴他們我會一直告訴他們，，，，就是農會存在的價值在哪就是農會存在的價值在哪就是農會存在的價值在哪就是農會存在的價值在哪，，，，我說如果我們這些價我說如果我們這些價我說如果我們這些價我說如果我們這些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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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都沒有了值都沒有了值都沒有了值都沒有了，，，，只把自己擔任成一個金融業務的角色去扮演的時候只把自己擔任成一個金融業務的角色去扮演的時候只把自己擔任成一個金融業務的角色去扮演的時候只把自己擔任成一個金融業務的角色去扮演的時候，，，，我說其實我說其實我說其實我說其實

農會是走不長遠的農會是走不長遠的農會是走不長遠的農會是走不長遠的。。。。因為農村根本就不可能會活起來因為農村根本就不可能會活起來因為農村根本就不可能會活起來因為農村根本就不可能會活起來…………。」。」。」。」    

 

 讓農村活起來、讓成立近百年的農會跳脫傳統金融業務角色、與農民共

同打造「MIM」品牌價值，鍾清輝知道自己還有好長一段路需要與溫仲良一

起攜手合作，而未來的挑戰也正等待著他們。 

 

四、問題與討論 

（一）台灣加入 WTO 對美濃帶來哪些改變？這些改變有何壞處？有哪些

困難要克服？鍾清輝和溫仲良如何克服。 

（二）溫仲良採不規劃工業區、不蓋大型商場的地方發展模式，你（妳）

認同嗎？如果不認同，你（妳）會如何做？ 

（三）個案初期鍾清輝和溫仲良運用哪些創業資源？ 

（四）鍾清輝如何面對 2010 年所發生的危機，鍾清輝運用哪些創新策略

讓危機變成轉機？ 

（五）「白玉蘿蔔季」有那些利害關係人？2014 年「美濃白玉蘿蔔季」又

為利害關係人帶來哪些社會與經濟價值？ 

（六）你（妳）認為鍾清輝和溫仲良是（不是）社會創業者嗎？你（妳）

的理由是什麼？ 

 

 

 

貳貳貳貳、、、、個案討論個案討論個案討論個案討論 

一、前言 

隨著全球化與經濟自由化的浪潮來襲，高雄美濃也和台灣大部分農村一

樣，遭受經濟發展的挫敗。返鄉青年的努力成就「白玉蘿蔔季」，誰也沒想

到這個不起眼的「白玉蘿蔔」竟然成為美濃農村再發展的催化劑。透過個案

社會創業歷程分析，我們可以深入理解美濃農村真實的社會創業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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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目標與適用課程 

 本個案為當今熱門社會創業(social entrepreneurship)、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s)、社會創業者(social entrepreneur)議題，透過個案豐富資料，可以

幫助學習者了解現今政府、實務界與學術界熱門討論幾個社會創業議題： 

（一）社會創業的創業機會與價值主張 

（二）社會創業者的角色、思考和行為特徵 

（三）社會創業與商業創業的差異 

（四）社會價值導向的社會創業歷程 

（五）社會創業如何有助於弱化（邊陲）地區的再生與發展 

因此，本個案適用於「創業管理」、「社會創業管理」、「非營利組織

管理」、「公共治理」、「永續發展」等，以商業導向、管理導向、公共事

務管理導向的課堂。學生以企管、商管、資管、公共事務管理等相關科系，

大學部或碩士研究生為主，本個案屬作業層級，授課時間規劃為 50分鐘的小

個案，因此也適合技職體系大學部或碩士研究生個案教學用。 

 

三、學生課前討論問題 

 授課老師可以依課程選擇下列問題： 

（一）台灣加入 WTO 對美濃帶來哪些改變？這些改變有何壞處？有哪些

困難要克服？鍾清輝和溫仲良如何克服。 

（二）溫仲良採不規劃工業區、不蓋大型商場的地方發展模式，你（妳）

認同嗎？如果不認同，你（妳）會如何做？ 

（三）個案初期鍾清輝和溫仲良運用哪些創業資源？ 

（四）鍾清輝如何面對 2010 年所發生的危機，鍾清輝運用哪些創新策略

讓危機變成轉機﹖ 

（五）「白玉蘿蔔季」有那些利害關係人？2014 年「美濃白玉蘿蔔季」又

為利害關係人帶來哪些社會與經濟價值？ 

（六）你(妳)認為鍾清輝和溫仲良是（不是）社會創業者嗎？你（妳）的

理由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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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案背景 

美濃青年鍾清輝，1994年返鄉進入美濃農會工作。2002年溫仲良自城市

返鄉，因緣際會之下，鍾清輝和溫仲良開啟一段社會創業的歷程…。 

2002、2003、2004 年初期，溫仲良把重心放在延續菸葉上。當延續「美

濃菸」的各種可能性消失後， 2004、2005 年美濃小蘿蔔進入鍾清輝和溫仲

良的視角內。美濃蘿蔔小而細長，是美濃人生活的一部分。除了考量美濃蘿

蔔本身就是農業生活與醃製文化的一部分之外，相較其他經濟作物，美濃蘿

蔔容易種植，不需要勞力密集和高技術門檻，非常適合老農栽種。 

無意間溫仲良看見美濃傳統客家正廳祀奉「土地龍神」前的「土中生

『白玉』」對聯，於是將美濃蘿蔔取名為「白玉蘿蔔」。美濃蘿蔔的特性與

一般常見的蘿蔔不同，從採收到上架販賣期只有短短幾天，因此不具備市場

價值。眼看傳統將農產品運到城市去販售，或是將白玉蘿蔔醃漬後販售都無

法開展冬季裡作產業，加上農民年齡普遍老年化、勞動力不足等因素所造成

的採收問題，最後鍾清輝與溫仲良想到，以體驗拔蘿蔔為主軸，讓遊客第一

時間把新鮮蘿蔔帶回家。 

 美濃蘿蔔的推動是溫仲良首次與農會的跨部門合作，由當時溫仲良所任

職的「美濃農村田野協會」負責策劃，農會推廣股負責執行與擔任資源整合

平台。2006 年首次倉促舉辦「白玉蘿蔔季」，在沒有妥善規劃情況下，活動

僅半天便草草結束。有了 2006年首次的經驗，第二年鍾清輝和溫仲良提早擬

定活動計畫書，向當時高雄縣政府、行政院客委會爭取經費，讓「白玉蘿蔔

季」活動能夠舉辦一天。2008 年農會更進一步編列活動經費，與農民產銷班

以簽訂契約承租蘿蔔田，讓活動更加完善。 

有了 2006、2007、2008 這三年的經驗與知名度，2009 年「白玉蘿蔔

季」第一次達到高峰，首次有農民賺到錢。眼見種蘿蔔有利可圖，在 2010年

農民紛紛投入種植。然而，就在白玉蘿蔔種植面積倍增，產量過剩下，導致

白玉蘿蔔價格崩跌。為了解決 2010年產量過剩的問題，農會不得不大量向農

民收購。2010 年還出現白玉蘿蔔種子被炒作的事件，種源也非常混亂。2011

年在規劃「白玉蘿蔔季」時，農會同時也推動白玉蘿蔔種植登記制度，農會

也負責販賣白玉蘿蔔種子，確保白玉蘿蔔的品質與品種，終於控制住供需失

衡的問題，也確保了白玉蘿蔔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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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農會首次推出白玉蘿蔔個人股東制，開放消費者認養小塊農

地，採契作方式與在地農民合作。2013 年美濃農會再推出「企業認股」制。

每一分地可分為五十股，每一位股東大約會邀五至七人親朋好友下田拔蘿

蔔，因此「白玉蘿蔔季」為美濃在地相關利害關係人，帶來社區的公共財

富。 

白玉蘿蔔的成功不僅僅是替過去勤奮耕種的老農，晚年有尊嚴地生活，

對年輕的農民來說，「白玉蘿蔔季」創造的冬季產季氛圍，也延續到橙蜜蕃

茄。返鄉從事農業的年輕農民，透過「白玉蘿蔔季」不僅與潛在消費者建立

緊密顧客關係，農民也建立與消費者直接銷售的宅配通路。這倒是鍾清輝和

溫仲良意料之外的創新。 

 

五、個案分析 

這是一個社會創業的個案，在概念上，社會創業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商

業創業，社會創業包含社會面和創業面兩個面向 (Mair & Marti, 2006)，前者

著重社會創業行動所依存的社會文化與政治制度 (Martinelli, 2004)，後者則

強調創業思維、過程與步驟 (Brooks, 2009)。社會創業的主要目的是創造社

會價值，因此社會創業歷程是社會創業者創造社會價值的過程，是從既有的

社會問題或有待滿足的社會需求出發，透過創新的方法提供新產品或服務，

或是以創新的思維重新定義社會問題和社會需求 (高明瑞、黃章育，2013)。 

因此，本個案社會創業歷程分析方式，採取 Brooks (2009) 提出社會創

業過程歷程與發展概念為分析架構。Brooks 將社會創業過程與發展，大致分

為五個步驟：機會確認、概念發展、資源取得、事業開創、目標達成與超

越。透過與 Brooks 社會創業歷程理論對話與分析，我們可以清楚理解個案兩

位返鄉青年社會創業過程的五個步驟，分別為以下： 

（一）社會創業歷程第一個步驟：機會確認 

社會創業過程與發展，第一個步驟：機會確認，係指尚待解決的社會問

題和有待滿足的社會需求，此階段是社會創業者投入社會創業的機會起點。

社會創業機會分析為「「「「個案本文個案本文個案本文個案本文」」」」第一小節：「「「「社會創業的初期社會創業的初期社會創業的初期社會創業的初期－－－－尋找創業尋找創業尋找創業尋找創業

機會和發展概念機會和發展概念機會和發展概念機會和發展概念」」」」中需要解答的問題需要解答的問題需要解答的問題需要解答的問題的資料，將其以圖示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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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因素外部因素外部因素外部因素 

政治變動政治變動政治變動政治變動：2002年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政府不再實施農業保

護政策；政府取消菸酒公賣制度與鼓勵減少稻作，使美濃失去

菸葉與稻米經濟來源；2006美濃因被劃入自來水水質質量保護

區，必須施行離牧政策，美濃再失去畜牧業的經濟來源。3 項

政策影響下，美濃菸業、稻作與畜牧業失去前景，使得美濃農

地面臨大量休耕潮與賣地所引發，農地水泥化問題。 

需求需求需求需求：美濃需要新產業與增加農地產值，解決農地休耕與水泥化問題。 

 

 

啟動美濃青年的社會創業行動啟動美濃青年的社會創業行動啟動美濃青年的社會創業行動啟動美濃青年的社會創業行動 

回應回應回應回應：：：：美濃農會與 NPO組織的合作與嘗試，社會創業歷程作為一種社會創

業行動方案。  

 

 

內部因素內部因素內部因素內部因素 

美濃青年作為社會創業者美濃青年作為社會創業者美濃青年作為社會創業者美濃青年作為社會創業者：：：：關懷家鄉、憂慮農村地景水泥化、關懷老農收入

劇減問題、美濃新產業發展、農會新價值追求、

社會創業傾向等。 

圖 1：促發美濃返鄉青年的社會創業行動的內部與外部因素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社會創業歷程第二個步驟：概念發展 

社會創業發展第二個步驟：概念發展，指社會創業者針對所欲解決的社

會問題與需求，界定社會創業的價值主張，並且發展可行的創新構想。此部

分分析為「「「「個案本文個案本文個案本文個案本文」」」」第一小節：「「「「社會創業的初期社會創業的初期社會創業的初期社會創業的初期－－－－尋找創業機會和發展尋找創業機會和發展尋找創業機會和發展尋找創業機會和發展

概念概念概念概念」」」」中尋找問題的解答尋找問題的解答尋找問題的解答尋找問題的解答和行動中的跨部門合作行動中的跨部門合作行動中的跨部門合作行動中的跨部門合作資料，將其以圖示表示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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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個案社會創業機會和社會創業使命 

機會機會機會機會：：：：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 需求需求需求需求 使命使命使命使命 :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 主張主張主張主張 

解決農地休耕與水泥化問題 增加農地的產值 

農夫人口老化，如何增加老農收

入，讓老農可以安養晚年 

尋找老農容易種植，不需要勞力密

集與高技術門檻的冬季裡作 

美濃需要引進新的產業，讓美濃再

生與發展 

奠基美濃傳統產業基礎，透過創新

手段或創新研發來創造公共財富，

讓美濃均衡、永續發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社會創業歷程第三個步驟：資源取得 

社會創業發展第三個步驟：資源取得，即社會創業者針對創新構想計

畫，動員、籌資取得各項可用資源與資本，包含財務資源、人力資源與人力

資本等。此部分分析為「「「「個案本文個案本文個案本文個案本文」」」」第二小節：「「「「社會創業的起步社會創業的起步社會創業的起步社會創業的起步－－－－踏上創踏上創踏上創踏上創

新旅程的挑戰新旅程的挑戰新旅程的挑戰新旅程的挑戰」」」」再換個方式思考再換個方式思考再換個方式思考再換個方式思考資料，將其以圖示表示如下： 

表 3：個案社會創業資源取得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 財務資源財務資源財務資源財務資源 人力資源人力資源人力資源人力資源 人力資本人力資本人力資本人力資本 

2006年  ‧ 農會推廣股工

作人員 

‧ 美濃農村田野

學會工作人員 

‧ 美濃返鄉知識青年 

‧ NPO產業田野調查能

力 

 

2007年 ‧ 高雄縣政府經

費補助 

‧ 行政院客委會

經費補助 

‧ 農會推廣股工

作人員 

‧ 美濃農村田野

學會工作人員 

‧ 美濃返鄉知識青年 

‧ NPO計畫撰寫能力 

‧ NPO產業田野調查能

力與知識累積 

2008年 ‧ 高雄縣政府經

費補助 

‧ 行政院客委會

經費補助 

‧ 農會自行編列

活動經費 

‧ 農會推廣股工

作人員 

‧ 美濃農村田野

學會工作人員 

‧ 農民產銷班 

‧ 美濃返鄉知識青年 

‧ NPO產業田野調查能

力與知識累積 

‧ 老農種植「白玉蘿

蔔」的知識與田間管

理能力 

資料來源：修改與整理自「美濃農村田野學會」所提供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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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會創業歷程第四個步驟：事業開創 

社會創業發展第四個步驟，為事業開創和成長步驟，即社會創業者有效

運用資源來創造新價值，並且在產生社會價值與經濟價值之間求取平衡。此

部分分析為「個案本文」第三小節：「「「「創造社區的公共財富創造社區的公共財富創造社區的公共財富創造社區的公共財富」」」」中社區經濟的社區經濟的社區經濟的社區經濟的

創造創造創造創造的資料。 

社會創業為一種創造社會價值的過程，因此社會價值的創造是社會創業

歷程的結果。社會創業是為了提高社會財富 (social wealth)，藉由創造新企業

或是在既有的組織，以創新的方式，發現、定義、挖掘機會的活動與歷程 

(Zahra et al., 2008)。近年來，社會創業實務上大多採羅伯特企業發展基金

(Robert Enterprise Development Fund) 所發展的社會投資報酬率 (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簡稱 SROI)，分析各專案相關利害關係人、與利害關係人所獲

得預期/非預期的經濟與社會價值，個案社會創業歷程所帶出社會價值，將其

以表 4來表示如下： 

 

表 4：個案社會創業歷程中相關利害關係人與社會/經濟價值分析 

利害關係人利害關係人利害關係人利害關係人 參與工作參與工作參與工作參與工作 獲得預期獲得預期獲得預期獲得預期/非預期的經濟與社會價值非預期的經濟與社會價值非預期的經濟與社會價值非預期的經濟與社會價值 

農夫 ‧ 參與農會契作 

‧ 種植白玉蘿蔔 

‧ 獲得白玉蘿蔔契作收入 

‧ 額外增加其它農作物販售收入 

‧ 獲得農園知名度提升 

‧ 建立宅配通路 

‧ 消費者關係管理 (CRM) 

蘿蔔小天使 ‧ 股東聯繫工作 

‧ 紀錄與報導蘿

蔔田種植過程 

‧ 獲得期間專職收入 

‧ 建立消費者認股流程 

‧ 田間報導、紀錄 

股東 ‧ 投入股金 

‧ 參與採蘿蔔活

動 

‧ 獲得新鮮現採蘿蔔 

‧ 獲得田園體驗樂趣 

‧ 增進家人親友關係 

‧ 擴大農村人際友誼 

‧ 深入體驗瞭解農村特色 

在地商家 ‧ 在地餐飲、住

宿、伴手禮、

農作物販售與

服務提供 

‧ 因白玉蘿蔔季帶動美濃當地休閒

觀光消費額外增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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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房媽媽 ‧ 參與蘿蔔初期

加工、醃製與

販售工作 

‧ 獲得醃蘿蔔及其他醃漬品銷售收

入 

‧ 醃蘿蔔文化在夥房媽媽之間保存 

‧ 飲食手藝受肯定提升社會自信 

美濃農會 ‧ 在地農夫教育

訓練與輔導 

‧ 整合資源與活

動執行 

‧ 獲得白玉蘿蔔品牌知名度 

‧ 帶動其他通路白玉蘿蔔銷售 

‧ 增加契作收入 

‧ 增加白玉蘿蔔加工品銷售 

‧ 增加其它農作物販售 

‧ 帶動美濃休閒旅遊 

‧ 增加美濃產地知名度 

‧ 提升耕作意願帶動資材及融資需

求 

‧ 農民儲蓄增加 

‧ 增加與會員間關係與向心力 

美濃農村田野

學會 

‧ 負責活動企劃

與田野調查工

作 

‧ 獲得專案收入 

‧ 累積田野調查能力及在地知識 

‧ 培訓有志投入農村的青年工作者 

高雄市城鄉導

覽協會 

‧ 負責活動期間

遊客導覽與解

說工作 

‧ 獲得導覽解說收入 

‧ 帶動導覽解說培訓參與意願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個案經濟價值的創造上，建議可以採 2014 年 7 位參與「2014 年「白

玉蘿蔔季」農夫投入與產出分析」，來探究社會創業歷程所帶給農民的經濟

收入，將其以表 5來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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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14 年「白玉蘿蔔季」7 位農夫達人田區認購面積、實際認購股數與

契作收入 

農民農民農民農民 

 

田區名稱田區名稱田區名稱田區名稱 最高可最高可最高可最高可 

認購面積認購面積認購面積認購面積 

實際實際實際實際 

認購股數認購股數認購股數認購股數 

認股股金認股股金認股股金認股股金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元元元元 

契作收入契作收入契作收入契作收入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元元元元 

快樂田(A) 3分 148股 81,400 60,000 曾雪梅 

快樂田(B) 2分 78股 42,900 40,000 

白兔田(A) 4分 181股 99,550 80,000 曾啟尚 

白兔田(B) 2分 94股 51,700 40,000 

傅志剛 驚喜田 2.7分 124股 68,200 54,000 

馮欽賢 彩虹田 3分 147股 80,850 60,000 

鍾紹文 同心園 3.7分 176股 96,800 74,000 

黃偉宸 尋寶田 3分 130股 71,500 60,000 

沿山蘿蔔田 2分 91股 50,050 40,000 溫柄貴 

沿山蘿蔔田 2分 101股 55,550 40,000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27.4分分分分 1270股股股股 698,500 548,000 

資料來源：修改與整理自「美濃農村田野學會」所提供之資訊。 

 

個案社會創業歷程所帶美濃社區經濟價值的創造，可以採「2014 年「白

玉蘿蔔季」股東帶動美濃當地休閒觀光消費」，來探究社會創業歷程所帶給

美濃社區經濟價值，將其以表 5來表示如下： 

 

表 6  2014年「白玉蘿蔔季」股東帶動美濃當地休閒觀光消費 

實際實際實際實際 

認購股數認購股數認購股數認購股數 

每股可容納參每股可容納參每股可容納參每股可容納參

與人數與人數與人數與人數 

參與遊客總數參與遊客總數參與遊客總數參與遊客總數 每人每日旅每人每日旅每人每日旅每人每日旅

遊平均費用遊平均費用遊平均費用遊平均費用 

帶動美濃周帶動美濃周帶動美濃周帶動美濃周

邊消費總額邊消費總額邊消費總額邊消費總額 

1270股 約為 5~7人  約為 6350 – 

8890人 

1,252元 7,950,200 – 

11,130,280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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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會創業歷程第五個步驟：目標達成與超越 

在社會創業研究上，學者普遍認同創業是一個創造新價值的過程，目標

達成和超越是社會創業的第五個步驟，評估階段性的社會創業成果是否達成

預期的使命目標，所創造的新價值是否已經達成穩定的服務均衡，或者是從

中發現新問題，必須重新調整社會創業發展的方向。此部分分析為「「「「個案本個案本個案本個案本

文文文文」」」」第三小節：「「「「創造社區的公共財富創造社區的公共財富創造社區的公共財富創造社區的公共財富」」」」中意料之外的創新意料之外的創新意料之外的創新意料之外的創新的資料。 

社會創業為一種創造社會價值的過程，是透過創新的方法提供新產品或

服務，或是以創新的思維重新定義社會問題和社會需求，在個案中，「白玉

蘿蔔季」帶動與整合至其他事業將其以表 7來表示如下： 

 

表 7  「白玉蘿蔔季」帶動與整合其它事業表 

事業整合事業整合事業整合事業整合 

1. 其他農產品銷售其他農產品銷售其他農產品銷售其他農產品銷售 ‧ 白玉蘿蔔初級加工品 

‧ 橙蜜番茄 

2. 帶動觀光帶動觀光帶動觀光帶動觀光 ‧ 休閒農業體驗 

‧ 客家文化旅遊 

‧ 農村生態旅遊 

3. 建立通路建立通路建立通路建立通路 ‧ 宅配通路建立 

‧ 消費者直接銷售通路 

‧ 顧客關係管理與維護 

4 建立品牌建立品牌建立品牌建立品牌 ‧ 美濃「MIM（Made in Meinong）」品牌 

‧ 美濃「白玉蘿蔔」品牌 

‧ 美濃「橙蜜番茄」品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六、教學計劃與板書計畫建議 

（一）破題 

個案教學最重要的部分是破題的問題，本個案設計的破題問題是「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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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過社會創業？」透過詢問學生「誰有聽過社會創業？」，引發學生思考他

（她）所認為的社會創業是什麼？ 

社會創業不強調創立組織而強調社會創業歷程，「歷程觀」是社會創業

很重要的概念，強調在社會創業歷程中，行動者想了什麼？做了什麼？讓他

成為是（不是）社會創業者。透過個案真實田野資料，可以引導學生一步一

步思考與討論，個案主人翁想了什麼？與做了什麼？ 

課堂最後可以問學生「鍾清輝和溫仲良是（不是）社會創業者嗎？」，

引導學生思考，台灣是否需要更多位類似「鍾清輝」與「溫仲良」的社會創

業者？此延伸問題的討論，將協助學生反思「誰是社會創業者」或是「誰不

是社會創業者」，引發學生思考個案社會創業歷程中那些思考和行動，讓鍾

清輝和溫仲良成為社會創業者，協助學生了解社會創業與傳統商業創業的差

異。 

（二）教學主題與時間分配建議 

下列教學主題大致按照前一節個案分析的次序排列。 

 

表表表表 8  教學時間分配建議表教學時間分配建議表教學時間分配建議表教學時間分配建議表 

Block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分分分分)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板書板書板書板書 

1 5 社會創業的定

義、意義和特徵 

‧ 誰有聽過社會創業？ 

‧ 你認為社會創業是什麼？ 

A 

2 5 社會創業機會 ‧ 台灣加入 WTO 對美濃帶來

哪些改變？這些改變有何壞

處？有哪些困難要克服？ 

B 

3 10 社會創業概念發

展 

‧ 溫仲良採不規劃工業區、不

蓋大型商場的地方發展模

式，你(妳)認同嗎？ 

‧ 如果不認同，你(妳)會如何

做？ 

C 

4 5 社會創業者如何

取得資源 

‧  個案初期運用哪些創業資

源？ 

D 

5 10 社會創業者如何

面對事業的危機

與挑戰 

‧ 面對 2010 年的危機，溫仲良

與農會夥伴如何度過低潮

期？而鍾清輝又運用那些創

新策略讓危機變成轉機？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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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0 社會創業過程

中，帶出哪些社

會與經濟價值 

‧ 「白玉蘿蔔季」有那些利害

關係人？個案社會創業歷

程，為這些利害關係人帶來

那些社會價值與經濟價值？ 

F 

7 5 社會創業者的角

色、思維、行動

特徵 

‧ 誰是社會創業者？ 

‧ 為什麼你認為鍾清輝和溫仲良

是(不是)社會創業者？ 

G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板書計畫 

本個案版書內容大都已在第二章節「「「「五五五五、、、、個案分析個案分析個案分析個案分析」」」」之中，討論可以繪

製成 

如板書 B 的表格，或是與學習者互相討論後，以條列方式表示。板書

B、C 與 F 是本個案的主軸，建議透過課堂針對第一章節 2 位社會創業主角

重要歷程，包含：「「「「一一一一、、、、社會創業的初期社會創業的初期社會創業的初期社會創業的初期－－－－尋找創業機會和發展概念尋找創業機會和發展概念尋找創業機會和發展概念尋找創業機會和發展概念」、」、」、」、

「「「「二二二二、、、、社會創業的起步社會創業的起步社會創業的起步社會創業的起步－－－－踏上創新旅程的挑戰踏上創新旅程的挑戰踏上創新旅程的挑戰踏上創新旅程的挑戰」、」、」、」、與「「「「三三三三、、、、創造社區的公共創造社區的公共創造社區的公共創造社區的公共

財富財富財富財富」」」」個案內文，誘導學生做深入社會創業歷程分析，與學生一步一步互

動，在黑板上討論出來。 

1.板書 A：請同學舉手回答是與否。回答「是」的同學，請他（她）說出社

會創業是什麼，並且條列出同學的回答 

2.板書 B：可參考圖 1：促發美濃返鄉青年社會創業行動的內部與外部因素，

和表 2：個案社會創業機會和社會創業使命 

3.板書 C：此為社會創業情境模擬的重要問題，將同學分組討論後，請同學

分組報告各組的決策 

4.板書 D：可參考表 3：個案社會創業資源決策與取得，與附錄表 10：白玉

蘿蔔發展大事紀 

5.板書 E：請同學舉手回答，在個案本文社會創業創過程，溫仲良與農會夥

伴如何度過低潮期，以及 2011年鍾清輝所運用的策略 

6.板書 F：將同學分組討論後，個案本文出現的利害關係人，引導學生進一

步思考，個案社會創業讓那些利害關係人的改變。此外，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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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表 4: 個案社會創業歷程中相關利害關係人與社會/經濟價值

分析、表 5：2014 年「白玉蘿蔔季」7 位農夫達人實際認購股數

與認購股金總額分析、表 6  2014 年「白玉蘿蔔季」股東帶動美

濃當地休閒觀光消費表分析、表 7「白玉蘿蔔季」帶動與整合其

它事業表 

7.板書 G：透過板書 A、B 和 F 比較與對照，引導學生分組討論個案本文

中，鍾清輝和溫仲良哪些思考、行動讓鍾清輝和溫仲良是（不

是）社會創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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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1.  美濃區農會創立經過及沿革： 

 

表 9：美濃區農會創立經過及沿革 

 美濃區農會創立經過及沿革 

1919 ‧ 由邱義生、劉乙丙、黃添元等人籌備設立。 

‧ 當時只有組合員（即今之會員）409名,募 1,850股,出資金

18,500元起家,在瀰濃庄 132號借用民家營業,定名為「瀰濃信用

組合」,為當時美濃鎮唯一金融機構 

1921  ‧ 因美濃鎮行政區域擴大,分為瀰濃、中壇、金瓜寮、吉洋、龍

肚、竹頭角六大庄,因此將「瀰濃信用組合」改名為「美濃信用

組合」 

1929 ‧ 在鎮公所北鄰自購土地建二層樓辦公廳（即原門市部） 

1932  ‧ 兼營購買、販賣、利用事業，變更章程，其「美濃信用組合」

又改為「有限責任美濃信用、購買、販賣、利用組合」 

1935 ‧ 增設醫療部 

1938  ‧ 建設農業倉庫,規模之大睥睨全省 

1942 ‧ 在大廈現址建肥料倉庫,翌年（1943年）改為總辦事處 

1946  ‧ 依法改組為「美濃鎮合作社」與「美濃鎮農會」,當時貨幣貶值,

金融動盪不安,幸得理事主席邱義生先賢以其豐富之經驗,排除萬

難,始得化險為夷 

1949 ‧ 改組為「美濃鎮農會」 

1956  ‧ 成立中壇、龍肚、廣興及南隆四個辦事處 

2006  ‧ 與「美濃農村田野學會」合作首次舉辦白玉蘿蔔文化季 

2009 ‧ 鍾清輝擔任總幹事，上任後提出其對農會的願景，希望將農會

信用部朝向「窮人銀行」的方向發展 

2011 ‧ 因應高雄縣市合併,改組為「美濃區農會」 

2012  ‧ 首次舉辦美濃花海暨橙蜜香番茄季 

2013 ‧ 將農業與觀光結合，與農委會合作成立休閒農業專區 

‧ 「橙香蜜番茄季」活動首度獨立舉辦 

2014 ‧ 成立休閒旅遊部，投入許多人力推動四季農遊 

‧ 建立美濃專屬品牌「MIM（Made in Meinong）」 

資料來源：整理自「美濃區農會」網站 (美濃區農會，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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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白玉蘿蔔季」發展大事紀： 

 

表 10：「白玉蘿蔔季」發展大事紀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重要事件重要事件重要事件重要事件 

2006年 ‧ 由農會推廣股、美濃農村田野學會，於極短的時間內倉促規

劃，在未妥善規劃下，活動半天便草草結束。 

2007年 ‧ 提早擬定活動計畫書，向高雄縣政府爭取經費，獲得 11萬

元補助，活動行程仍是半天。 

‧ 參與、支援的單位為美濃農會與美濃農村田野學會。 

2008年 ‧ 農會開始自行編列活動經費，並同時提寫計畫向高雄縣政府

與客委會申請經費補助。 

‧ 與農民產銷班以契約方式承租蘿蔔田。 

‧ 邀請家政班當天於現場烹煮蘿蔔大餐，活動為期一天。 

2009年 ‧ 早早規劃活動內容，向農民承租農地，由農會負責播種、培

養。並透過廣告、報章雜誌宣傳行銷。 

‧ 向各大機關、國中小合作進行戶外教學、體驗活動。 

‧ 由導覽學會與農村田野學會協助農村生態導覽、體驗等活

動，與白玉蘿蔔季活動結合。 

2010年 ‧ 前四年的活動，已獲得當地民眾、縣政府、客委會認同與支

持。活動為期兩天。 

‧ 活動內容有醃漬文化展、農村田間照片展、田間採蘿蔔、蘿

蔔料理比賽、農事體驗營、單車遊美濃、農村生活體驗營、

景點導覽等。 

2011年 ‧ 首度以「蘿蔔運動會」的概念，規劃各項蘿蔔闖關活動。 

‧ 首度推出「白玉蘿蔔股東會」。 

‧ 活動之一「農家好食農特產市集」，呈現豐富的美濃在地優

質農產 

‧ 設立「美食區」，現場將能品嚐到各式各樣的白玉蘿蔔料

理，與現場購買當季時蔬、現場料理品嚐。 

2012年 ‧ 邀請名廚阿基師到現場示範白玉蘿蔔料理，親自下田與民眾

同樂。。 

‧ 農會積極推動種植登記制度。提供便宜、高品質的種子給農

民，希望能控制種植面積。 

2013年 ‧ 農會與農業局合作，擴大股東會認股，許多知名企業參與認

股。 

‧ 蘿蔔股東會與拔蘿蔔活動進行 

2014年 ‧ 以「吃飯配蘿蔔」為主題，透過白玉蘿蔔季的高人氣，與美

濃米搭配，推動美濃米的行銷。 

資料來源：修改與整理自「美濃農村田野學會」所提供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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