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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食共享為核心，發展

部落產業支持部落照

顧，除了支持在地就

業，同時也期待透過產

業營運，來達到財務自

主支持文化照顧之可

能。從婦女職能培訓開始（廚師、飲料調製、

調酒、烘焙、照顧服務員等）、設施設備擴展

等，讓工作者先取得相關知能，也透過營運逐

步調整與確立商業模式。在人才培育上，部落

廚房婦女也是協會的主要骨幹，兼負生產與照

顧責任，然因十多年來所培養和一起工作的婦

女們，已面臨屆齡退休及身體退化，須回應組

織發展的需求並積極面對部落青年的培力與陪

伴，但面對著財務困境和部落長照資源或教職

高薪的衝擊，青年工作者的培力上也不斷面臨

人事狀態不穩定的動盪。思考著當代部落青年

返鄉的期待與限制的現實與狀態，嘗試做整體

薪資結構的調整，提升組織在部落生存條件，

得以與鄰近學校、文健站等待遇平衡，來留住

願意留鄉的青年；另外協會也思考著現有的工

作，不只是需要新一代來接手，也要和青年們

一起規劃能力的建構、發揮使命感及責任心。

在近20年的產業發展經驗中，德瑪汶除

了確立了現有的營運事業體（餐廳、烘焙

坊、編織坊、農場），同時也針對各個事業

體進行相關專才培訓；然而，在面對不斷變

化的外部市場環境，及缺乏相關資源優化既

有事業體，其產業發展幅度有限；此外，回

到原鄉互助共享的文化脈絡下，如何透過

『集體』與『共同參與』發展部落團結經

濟，亦是德瑪汶所關注的焦點。

原住民
深耕德瑪汶協會於九二一地震後由部

落居民和社區重建工作者共同成立，

後來轉型成為推動原鄉產業和社區福利發展的全國性

團體，以推動互助分享的共同照顧及團結經濟機制為

協會永續發展的努力方向。德瑪汶協會位於台中市和

平區的達觀部落，關照連結的範圍包括大安溪流域沿

線泰雅部落（擴及台中和平區及苗栗泰安鄉），服務

對象以部落長輩、兒少與婦女為主。

部落廚房從覺醒到深耕
在地深耕二十多年以來，在大安溪部落共同廚房

多年的實踐經驗中，我們可以整理出幾個階段：

（一）從依賴政府資源覺醒，朝部落自主自力照顧的

努力：我們在達觀部落成立了『部落廚房』，開始了

部落的自力照顧工作。廚房主要是由一群婦女組成

（約莫支持20個家庭），除了協助婦女得以在地就業

外，婦女們也成為發展部落共同照顧（兒少、身障、

老人）的照顧主力；（二）部落產業朝向社會企業的

嘗試：在深化部落照顧之餘，我們也開始著手發展產

業工作，透過人員技能培訓、產品研發、行銷推廣、

財務管理等知能發展相關產業，並將產業盈餘回饋部

落，期待建構自立的照顧體系；（三）對社會企業的

反思，開始扎根社群經濟並朝團結經濟自許與努力：

長期面對大市場，在缺乏資本、專業技能與發展條件

的部落，往往成為市場較不具競爭力的一方。也因

此，在推動部落產業的經驗裡，我們認為除了要由部

落產業走向團結經濟之外，也致力走出一條有別於依

賴外需市場經濟，更有別於傳統的促進就業的路徑。

而在十多年的發展經驗中，協會逐漸從90%依靠政府

方案開始，朝向三分之一產業自主、三分之一小額募

款、三分之一民間與政府單位補助邁進。

自主產業的嘗試自2001年起，即開始著手籌備

『部落廚房』自主產業系統之建立，我們將之稱為

「部落自力照顧系統」（如圖1）；以泰雅祖訓G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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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瑪汶大安溪沿線部落自力照顧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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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知識與技術經驗之提供，增加部落農友飼

養相關知識技術的提升；（三）組織沿線在

地家戶消費者：運用部落關係進行沿線各部

落行銷產品，鼓勵預購與團購之在地消費，

逐步發展成部落共同購買與支持在地小農的

在地友善消費組織。

從過往部落廚房的營運經驗看見，原鄉

產業經濟所面臨的挑戰與限制，主要是缺乏

行銷專業人力，導致業務推廣成長有限；但

同時也一直苦思除了市場化和引進外來商業

模式，部落經濟是不是可以有不同的邏輯和

部落主體性，可以帶來根本的翻轉！？部落

廚房的產業發展需要更完善的產業營運整體

思考與概念（商業模式、品牌定位等），未

來期待能透過部落廚房產業體優化，提升產

品品質、建構行銷團隊、增加收益、建構部

落產業平台，並透過集體決策與擴大參與，

逐步形成地方產業生活圈，以達到生產互

助、共同購買、聯合行銷之可能。

「部落共同廚房」，秉持部落在地傳統文

化之精神，不僅建構出回饋機制，也不斷茁壯

部落的共同照顧體系。德瑪汶協會是在地深耕

二十多年的團隊，有在地與外來社工人員的組

成，依據現場服務經驗持續提出行動反思和路

徑；在文化照顧與團結經濟的思考及實踐，同

時具備傳統與創新，嘗試發展出文化照顧的模

式或文化實踐的照顧方法，建立部落自信與人

才培育翻轉福利殖民處境，擴大社會影響力，

也具有創新力。我們也透過自主產業、共同購

買和友善農業的推廣，讓組織自籌財源健全發

展、青年返鄉投入共同照顧、部落發展邁向永

續。在Gaga的指引下，一起開創幸福又團結

的部落經濟！

既有事業體優化
既有事業體優化的重點在於：（一）行銷

專才招募：透過行銷專才招募，或透過相關教

育訓練培養在地行銷專才，提升組織形象、產

品曝光、對外溝通等，整體效益提升；（二）

金流系統優化：現有日常金流系統依舊仰賴人

力執行（顧客預約、費用收執、金額結算、報

表歸納與分析等），期待透過金流系統購置，

有效降低人力/時間運作成本，同時減少出錯

率；（三）產業體質健

檢：在既有的營運項目

中，有許多業務項目傳襲

自過去的營運基礎；然

而，隨著外部市場變遷，

組織內部對於既有營運項

目較難做出大方向的修正

與調整，同時，也缺乏對

於外部環境變遷的因應機

制與策略。期待可以透過

相關專業進場協助檢測，

調整且優化產業發展模

式；（四）工作者培訓：

透過相關教育訓練，除了

傳承既有的產業模式外，

同時也增加部落青年證照

裝備／產銷／行銷管理相

關知識技能，以達到經驗

傳承與能力提升效果。

部落產業平台建構
除了組織既有營運

事業體之穩健外，德瑪

汶也思考著如何擴大族

人共同參與的可能。期

待透過環境友善、自然農法等概念導入，集

結原鄉從事飼養、種植的小農，藉由方案合

作（蔬果檢驗與收購）、諮詢輔導、經驗參

訪交流、行銷販售等，建構相關事業體。具

體策略如下：（一）友善種植平台建構：持

續推廣自然農法蔬果種植，邀請部落農友一

同參與，同時透過平台會議，輔以相關友善

耗材、教育訓練及諮詢輔導等機制；（二）

飼養平台建構與串聯：透過中興紅羽1982本

土雞種、伊莎蛋雞等飼養工作，透過相關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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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照顧—送餐。 文化照顧—青少女織布陪伴。

地震後重建時期—婦女培力與蔬菜班。 團結經濟—廚房製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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