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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責任苗栗縣⼿⼯業⽣產合作社-附設職業訓練中⼼
2016-12-29  記者 嚴銘浩 報導 

 

苗栗⼿⼯業合作社外觀（嚴銘浩/攝） 

  社會上有很多弱勢族群，直接的幫助可以短暫地解決他們的困難，但⻑遠的話就必需幫助他

們以⼀⼰之⼒融入社會。位於苗栗縣⽵南鎮的保證責任苗栗縣⼿⼯業⽣產合作社（簡稱合作社）

藉由幫助弱勢族群發展⻑才，協助他們融入社會，⻑期的、根本的解決他們的⽣計問題。「合作

社不是以盈利為⽬的，主要的重點是在於我們怎麼樣幫助弱勢的族群。」理事主席曾建龍說。

 

              

圖左：合作社創辧⼈曾林美惠女⼠。圖右：合作社理事主席曾建龍。（嚴銘浩/攝） 

紮根成衣業 貢獻六⼗年 

  在⺠國60年代，苗栗縣⽵南鎮是⼀個成衣⼤鎮，專⾨⽣產⽜仔褲。創辧⼈曾林美惠為了培育

在地⼈才設立「文美縫紉補習班」。在⺠國75年深化⽣產業⽅⾯發展，並成立了「⽵南鎮⼿⼯業

⽣產合作社」。⺠國82年為配合政府政策，幫助社會上比較弱勢⼈⼠，獲准設立「服飾業職業訓

練中⼼」。之後隨着台灣⼈⼒成本上升、⼯廠外移，並配合客委會的成立，推廣客家文化，合作

社轉成以客家花布為⽣產主軸，並提供客製化的商品。於⺠國97年擴⼤服務區域並改名為「保證

責任苗栗縣⼿⼯業⽣產合作社-附設職業訓練中⼼」。⾄今創辦⼈曾林美惠已經在台灣成衣業貢獻

將近60 年了。

  合作社發展到現在不單以客家花布為載體，教育弱勢族群成衣業的相關技術，更提供了產

業、職訓中⼼以及教育服務，形成⼀個幫助他們建立⼀技之⻑的完整⽣態，像合作社聯絡⼈連明

德先⽣所說：「能夠⾃⼰⾃⾜，能夠做⼀些公義的。」這⼀個就是合作社⾝為社會企業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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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所設計的旗袍（左）與燈籠（右）。（嚴銘浩/攝） 

融合新設計 花布新容貌 

  合作社也透過使⽤客家花布為服飾原料，推廣客家文化。但以客家花布所製作出來的衣服⼀

定會有「阿嬤」的感覺嗎？如果這樣想的話，你就錯了。合作社所創作的服飾都是以時尚潮流重

新包裝客家花布，但同時⼜保留著客家文化的精神、傳統。曾建龍指出利⽤客家花布來當作⼀個

載體，那個精神味道還是不變，只是說款式造型變化了，把傳統服裝印象改觀，改換成時尚潮流

的服裝。這個為合作社的創作原則。

  除了服飾外，合作社還會創作⼩飾物、伴⼿禮等商品，比如花形胸針、⼿機套、燈籠，都是

以客家花布為材料、主軸，給予傳統的客家花布新的⽣命。當中有不少商品更獲得苗栗縣文化觀

光局的「苗栗縣文創商品認證」。

 

⾏銷新策略 保護財產權 

  在網路⾏銷的部份，合作社採取⼀個比較特別的策略，因為服裝並不是難以模仿的商品，加

上網絡資訊快速流動，當⼀款設計在網路上曝光後，在24⼩時以內對岸的中國⼤陸就可以⽣產出

⼀模⼀樣的產品。因為中國⼤陸都有很強的服裝產購鏈，所有材料很快就可以找出來並⽣產。為

了減少合作社的產品被模仿，設計的款式都不會定期地在網路上發佈，反⽽是把⼀些固定的款式

如背⼼類或⻄裝類公佈在網路上，並製作成⽬錄。找到喜歡的產品後再跟合作社聯絡，再因個⼈

喜好選擇花布、設計，達到客製化的需求。曾建龍說：「這個是我們⼀直在強調的做客製化服

務，跟⼀般做服飾的區別。」但是在其他商品的部份，⼩飾物、伴⼿禮等，合作社都會提供網購

的服務，以⽅便客⼈選購。

 

推廣新教育 不忘舊文化 

  在服裝設計的教育⽅⾯，合作社都有派任講師到不同的⾼中與⼤專院校授課，教導學⽣如何

設計服裝，當中的合作單位包括育達科技⼤學的時裝設計系以及育⺠⼯家。不過，合作社在推廣

教育上不只是在這⼀⽅⾯下了功。

  合作社在客家文化的推廣上也有做向下紮根的動作，向下紮根就是希望客家傳統文化不要被

遺忘，因此，合作社會帶領講師群深入到的各地國⾼中與⼩學做教育培訓。曾建龍表⽰，因為現

在客委會推廣不同⾯向的客家文化，比⽅說客家語⾔，合作社則希望藉由客家花布製成的服飾這

個⾯向，讓下⼀代去了解，客家花布是屬於台灣的文化，台灣客家的傳統，所以就會帶相關的教

材元素到各級學校去做宣導與合作。合作社在銷售的時候發現，對於花布接受度比較⾼的還是集

中在中⾼年紀層的學童，年紀⼩的對這個區塊是還是陌⽣。「這種文化流失的情況就跟語⾔是⼀

樣，如同許多客家⼈也不會講客家話，因此合作社希望加強文化教育培育的動作，讓下⼀代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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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簡單的客家花布就是台灣的客家文化，這個東⻄也是我們⾃⼰才有的，國外也看不到。」曾

建龍說。

 

合作社內的教室（嚴銘浩/攝）

 

官⺠⿑合作 為弱勢增值 

  合作社為政府委辦單位，提供失業者培養第⼆專⻑的培訓。合作社主要職業訓練項⽬為布類

製品，學員在接受訓練後可以選擇就業也可以選擇⾃⾏創業。合作社比較特別的是，會讓學員設

計好的商品，藉由合作社的空間進⾏販售，試⼀下⽔温。因為從零到沒有是最辛苦的，要從⼀個

沒有的東⻄變成可銷售的產品，正如曾建龍所說，需要⾛⼀段很⻑的路，成效不是短時間就可以

看得到。曾建龍表⽰， 考量受訓學員如果要⾺上創業，負擔會太⼤，因此利⽤合作社本⾝現有的

資源來幫他們做販售與⾏銷的動作，讓他們可以省掉這⼀段路的過程，輔助他們去⾛那⼀段更遠

的路。

 

合作社內所展⽰的商品（嚴銘浩/攝）

盈利為⽬標 扶弱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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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布的另外⼀種美 ⼩檔案：道德時尚

  具備著重要的社會正義與保存客家文化使命，曾建龍表⽰合作社已慢慢的轉型了，希望可以

朝經濟型的⽅向發展，顧明思義就是想進⼀步增加盈利，但這樣並不代表合作社會離開社會企業

的軌道。相反，這樣的發展是為了要擴⼤社會企業的版圖。曾建龍表⽰，要有產能 ，要有收入來

源，才有辦法去照顧更多弱勢族群。

  就是因為合作社⾃創立以來都存有這⼀顆幫助⼤眾的⼼，他們的商品才會讓⼈感到温暖，客

家傳統文化才得以不同的形式被保存下來，繼續為台灣發光、發亮。

 

延伸閱讀：

花布的另外⼀種美

⼩檔案：花布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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