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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工作⋯經濟充權⋯日常生活的革命

結構性的失業及貧窮

組織及社區工作的困局

合作社發展的啟示

綠色生活平台的建構



2003年開始~民間智慧建屯門

‧由理念出發

‧以能力／資產為本

‧於日常生活介入

‧倡議另一種經濟

‧綠色價值取向



市場經濟 VS 社區經濟(1)

在生計、生態及社會各方面盡量取得
平衡發展
鼓勵參與者參與社區及關心大自然

平衡發展經濟發展發展重點

並非以學歷評定個人價值
鼓勵每位參與者提出自己的意見
鼓勵討論以達至共識文化

經驗知識／
民間智慧
／集體智
慧

資歷架構／
知識霸
權／文
憑主義

知識類別

由街坊的能力及才能出發，讓參加者
發揮才能
具有尊嚴的回報及發展前景
有參與決策的權利

重視人的尊
嚴及勞動
價值

以市場供求
決定價
值

價值取向

具體實踐例子社區經濟主流經濟比較項目



市場經濟 VS 社區經濟(2)

建立人性化的社區交換系統，肯定
被社會否定的才能及價值，強調互
信及對社區的承擔
艱苦經營的合作社中的例子：誰需
要大一些，誰先出糧

人情的交換
生活

非錢不行
的交易
模式

消費媒介

發展有機蔬菜共同購買網絡及支持
社區農夫，鼓勵他們轉型有機種植
「幫襯」及支持小商戶，並與小商
戶建立互惠合作網絡

支持生產者
及小商戶

大財團壟
斷的消
費

消費模式

保存製作者／生產者／服務提供者
的風格及理念
以質素取勝

DIY，回應
生活需
要，重用
物資，手
作仔

大量生產生產模式

把資源投放在質素上，而非包裝
鼓勵按實際需要生產及推銷，而非
供過於求的生產

實際生活需
要

被塑造的
慾望

消費意慾



實踐

身體力行

組織

建立網絡

學習

吸收養份

對外分享

對內回饋



學習部份∼社區學堂



學習部份∼環保體驗



學習部份∼了解農民生活



學習部份∼學習圈



組織∼會員參與決策



組織∼自主管理



實踐∼社區貨幣「屯」



實踐∼愛物店



實踐∼布藝坊



實踐∼社區交換站



實踐∼才動計劃



實踐∼智慧墟



具體實踐∼有機農婦



具體實踐∼共同購買



具體實踐∼回收油造肥皂運動



我們的具體實踐∼環境資本



實踐部份∼社區回應



社群建立的回望．整理⋯



生活為本--由衣食住行開始生活為本--由衣食住行開始



外化無力感--經驗知識的充權外化無力感--經驗知識的充權



個人是政治的

擴闊生活可能性－－

內在及生活層面的革命

擴闊生活可能性－－

內在及生活層面的革命

非錢不能？

你們不該？



組織者角色：同步共舞－
了解街坊的困難，相信潛在的能力，

強調共同參與及承擔

組織者角色：同步共舞－
了解街坊的困難，相信潛在的能力，

強調共同參與及承擔



培養具批判性及創造性的組織土壤培養具批判性及創造性的組織土壤



無可避免的矛盾、衝突、
掙扎及不斷的討論

無可避免的矛盾、衝突、
掙扎及不斷的討論



綠色是基層的本色－－
婦女．綠色．社區經濟需靠在一起

綠色是基層的本色－－
婦女．綠色．社區經濟需靠在一起



勇於夢想－－
有盼望,而不是假象
勇於夢想－－

有盼望,而不是假象



困難與挑戰．．．



• 社區經濟，誰的理想?
• 社區巿場經濟化或是經濟社區化
• 小圈子還是連結點
• 反思社會服務機構及政府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