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業能力之養成-從教育做起
祕訣只有兩個字─「教育」。

儲蓄互助社是一種基層合作金融組織，歷經一個世紀以上仍能保持其純真的經營型態，這是怎

麼做到的呢？祕訣只有兩個字─「教育」。

整個儲蓄互助社運動的過程可以說就是一種教育的歷程，它涵蓋的層面相當廣泛，包括：

1.高等及專科教育；2.宣傳及對一般民眾的教育；3.社員教育；4.領導者的教育與訓練。

儲蓄互助社運動就憑著「教育」努力去喚醒人們的心靈及趨向儲蓄互助的行動意念，並

教以有關這種行動的方法、法則、問題、成就、可能性及其限度等，尤其把這種運動的

理念納入高等教育的正規合作教育課程之中，由學校設置推廣學系或合作教育專責機構

講授並研究儲蓄互助社的理論，再利用各種方法如研究小組、夜班講座、函授講座、實

地訓練講習、指導小組、小冊子、廣播、電影及展覽會等，接對農、漁民、產業工人等

中低收入者施以儲蓄互助社的教育，理論與實務並重。

這方面的教育在北美洲(美國、加拿大)行之有年，儲蓄互助社運動在當地合作學術界已

佔有一席之地。台灣推行該運動雖已近三十五年，教育訓練工作也辦得相當不錯，然在

學術研究方面卻顯得相當薄弱，在各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的合作金融課程中，有些教授偶爾

會提一下儲蓄互助社，少有舉辦有關儲蓄互助社的學術座談會，而協會在每年計畫舉辦

的大學生儲互社研習會，往往也因為反應冷淡、參與動力不足而無法舉辦。今後再這方

面的教育推廣與聯繫，應列為教育組的重點工作之一，加強與學術界互動並能獲致肯定

與推崇，才能使這個運動根深蒂固、長遠發展下去。

創社之前先訓練社員。

「創立你的儲蓄互助社之前，先要訓練你的社員。」這是一句格言，它強調的是，要推

廣儲蓄互助社一定要做宣傳，並推及到一般民眾的合作教育宣導。廣告、宣傳、及教育

為訓練儲蓄互助社人的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並無一定清楚界限，但還是可以把他們彼

此之間區別開來。廣告的直接目的是引起「投資者」、「經營者」及「使用者」對儲蓄

互助社的注意；宣傳，比廣告的意義更大，它可幫助合作組織吸收社員；教育，則是訓

練出有教養及積極的社員，讓社員或者幹部更了解儲蓄互助社之本質，積極投入儲蓄互

前國際合作聯盟會長W.P.Watkins曾經說了那麼一段話：「曾經有人說過，合作是一種以

教育活動為手段的經濟活動，如果把這句話倒轉過來，仍不失其真實性；亦即合作是一

種以經濟活動為手段的教育運動。」這段話充分說明了合作事業與教育的不可分性，而

現今各種合作事業當中，最純真、最能符合這段話的真諦，則首推儲蓄互助社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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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社運動。另外，宣傳是一個開始，它是教育訓練的準備，而教育訓練是以培養對互助

社之向心力為目的。這兩種工作，一部分由單位社自身規劃，較大部分則由區會及協會

分工；另一方面，協會尤應肩負較多的宣導工作，其中針對未成年社員也是另一項重要

的扎根工程。這一點在美國、加拿大多年來一直在加強且做得相當成功，特別是為青少

年社員所提供的服務及教育。

相較之下在我國則相當欠缺，協會每年專為青少年所設計試辦的一些啟發性教育活動如

夏令營、研習營等，其成效都相當有限。這可能是源自於國內的教育制度過於呆板、封

閉，偏重於填鴨式的教學方式，鮮有群體(小組)互動的引導教學，青少年在這樣被動的

教育體制之下，較不會積極主動去關懷或參與周遭的事務或活動。儲蓄互助社重視教育

的深層意義也是其重要任務就是要解放這種無條件接受的思考模式，因為儲蓄互助社

運動是一個能真正體會「自助互助」精髓的團體，運動的本身就是一套充分展現「以民

(社員)為主」的活教材，若能讓更多青少年投入其中，則不但組織可注入新血，青少年

本身也可藉著這樣的經驗造就正確的價值觀，由青少年所造成的社會問題便會減少，整

個社相信社會更和諧、安寧，無怪乎美國把儲蓄互助社列為社會安全制度重要的一環。

因此，無論就協會或單位社而言，爾後以青少年為對象的經常性宣導活動勢在必行，讓他們

真正去接觸儲蓄互助社運動，了解「志願服務」的實質內涵，將儲互社的精神、思想和行動

灌輸給他們，這也是協會另一個責無旁貸的重點工作。另一種可行的方式是參照消費合作

社，普遍在大、中、小學成立員生儲蓄互助社，由學生們自己去管理，讓他們自己去體會、

去了解、去熟悉合作組織的運作，這種育英模式在北美洲並不陌生，然而在台灣尚無先例。

社員教育不分新社舊社。

瑞典一位合作運動代表HELLDIN曾說「如果我們有機會從新開始我們的運動並且有下面

兩種可能的條件任憑我們選擇：一個是開始沒有資本，但有具備合作教育的社員及職

員；另一個剛好相反，一開始就有很多資本，但是社員都對合作認知不足，那麼根據

我們的經驗，一定會傾向於選擇第一種條件。」現在瑞典的合作運動本身有充足的財

源，且有建設性的理想與其輝煌的業績，由他們的代表說出這些話，就更具有意義了。 

關於強調社員教育的重要性，很難找出比這一段話更為明確了。儲蓄互助社運動能有今

天的成就，社員教育的成功居功闕偉。因此，不但新成立的社要教育，即使歷史悠久的

社也要加強社員教育，儲蓄互助社的精神是需要不斷注意保持的，稍一輕忽甚而漠視教

育的時效性，或者為了應付監督單位，在形式上辦個教育，則這個社的危機就產生了。

台灣的儲蓄互助社在社員教育方面努力的程度及傑出的表現，使儲蓄互助社在合作運動中堪

稱最具合作意識的典型，在全世界亦有口皆碑。而期間有許多失敗(解散)的案例，究其原因

主要是教育工作做得過於草率或不夠紮實，目前也有一些接近關門邊緣的社也是教育工作做

得不夠落實。因此，可以說社員教育是儲蓄互助社的命脈，沒有社員教育，儲蓄互助社不足

以適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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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化的社員教育方法。

社員教育的方法很多，可惜我們國內所採取的方式大多侷限於兩種，一是課堂式的講授方

式，另一是旅遊式的觀摩教育。事實上，為建立及維持社員對儲蓄互助社的凝聚力，社員

大會本身就是一個最好的教育機會，只要準備得宜(例如選擇適當、便利的時間及地點，

提供業(財)務資料、統計圖表、精神海報，及安排生動活潑的節目等)整個開會的過程，

就是一種很好的教育課程。其他諸如音樂會、遊藝會、運動會、展覽會、園遊會等寓教於

樂，均可使社員常常聚集交換意見而更為親密。值得一提是刊物的發行利用在美國、加拿

大這種方法已經成為社員教育的主要方式，他們出版摺頁式宣傳用的小冊子、國內外書籍

及定期於每年、季、月或雙週刊發行之社通訊或雜誌，其中有些是對一般社員報導及訓練

之用，同時也有些關於產品技術研發的刊物。目前我國社務較穩定的社，也以季刊或雙月

刊的方式發行社通訊，定期向社員報導社務消息；有些規模較大的社甚至早已發行月刊

達十數年之久。協會除了發行儲蓄互助社雜誌季刊以外，也曾嘗試發行通訊雙月刊，採即

時報導方式及配合政令宣導、單位社重大紀事為主要內容刊行。後來因經費不足與雜誌以

雙月刊方式合併發行。其他如出版社員教育單元教材、摺頁小冊子、外文譯書印行等，

每年均編列預算予以整編增(修)訂，並以贈閱或酌收成本訂購的方式提供給全省各儲蓄

互助社使用。八八年度裡，協會教育組更將整合所有的輔助教材，讓單位社能靈活運用

於各個社員教育場合。總之，以出版刊物的方式來教育社員，將逐漸成為聯繫社員與社情

感的主要管道，並可藉此彌補平時社員教育成效不彰及社員疏離、向心力不足之缺憾。

管理經營者更須接受專業訓練。

儲蓄互助社的管理及經營人員負有重要職責，前者即選任幹部，指導與監督儲蓄互助社

的活動；後者即聘僱人員，為創造儲蓄互助社業務的服務品質及效率，兩者都是在堅守

維持儲蓄互助社的理想與原則，因為基於職責的使命，所以他們都應該接受充分的合作

教育，並對他們有關的職責加以適當的訓練，在儲蓄互助社運動的初期這方面最重要的

事是如何去訓練培育宣傳人員(宣傳家)、教育工作者(教育家)、組織領導者(實踐家)等

中堅幹部組成的「志願服務工作團隊」，這種長期必要的工作，向來就是由全國性的「

協會」訓練中心及地方性的「區會」來做，其課程內容大體可分為下列三大類：1.儲蓄

互助社業務營運有直接發生關係，偏重實務探討；2.各級幹部職務方面，配合法規的

研讀；3.與儲蓄互助社相關，在其他專業領域的研習科目等。無論是選(聘)任或聘僱人

員，若要勝任其職務，基本上，他必須完全熟識儲蓄互助社的歷史背景，甚至整個合作

運動史、理論與實務，此外甚至與人文科學相關的學科如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及與

金融有關的學科如銀行學、財政學、保險學等亦應多所涉獵，而幹部個人將依據他的職

務(如理事、監事、司庫、放款、教育委員、專職人員等)接受職前或在職進修。

國內外合作教育進修任君挑選。

美國及加拿大在幹部職能教育訓練方面做得很周詳、很有系統，特別是在前面已提過和各

大學的建教合作相當密切，除了注重與職能的實際環境相配合外，也兼顧學術性的活動，

幾個大的訓練機構如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的合作訓練中心及加拿大聖法蘭西斯大學的科禮國

特別企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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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研究院，除了訓練他們自己的合作事業領導者外，也提供獎助學金、或以減免學費的方

式讓世界各國合作事業領導者有機會前往受訓，造就了不少優秀的領導人才，回到自己的

國家奉獻心力，推動合作教育。協會也有不少會務人員是科禮國際研究院的畢業生，各個

經過正規領導者訓練的洗禮，確實不同凡響。倘若單位社有計畫儲備經理人才，協會可代

為聯絡安排。

我國儲蓄互助社運動三十五年來，雖然談不上什麼驚人的成就，但在種種不利條件的限制

下，仍能穩定持續的成長，幹部訓練的成功應為首要因素。早期最注重宣傳人員及講師訓

練，特別是講師訓練，在全省各地造就不少人才，許多幹部原本是一介農夫，後來搖身一

變成為能言善道、條理分明的出色講師，他們不但奉獻在儲蓄互助社運動，也成為當地社

區的領導人物。有了足夠的講師之後，接下來就是選(聘)任幹部的訓練，先是綜合性、共

同性的訓練，隨後即依職能之不同分班講授，如理事會、監事會、放款委員、司庫、教育

委員等，這套有計畫有系統的訓練工作，每年都在做，做完了就檢討，然後再計畫、再出

發近年來台灣的經濟及金融環境丕變，儲蓄互助社也都有一定的規模，86年5月總統公布

儲蓄互助社法，儲蓄互助社運動的發展更邁入另一個新紀元，為了因應內外情勢之變化，

幹部訓練的課程已經逐漸擺脫精神層面而延伸到實務性管理的專業範疇，同時也特別注重

聘僱人員的專業技能及個人成長(如人際關係)訓練，俾能因應「決策與執行」分權合作的

新趨勢，另外如電腦化推動、國外觀摩考察、教學輔助教具的更新及教材整合等計畫也都

相繼的實施推動。

與時並進的教育運動。

總之，儲蓄互助社運動就是一種教育運動，必須綿延不斷，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唯有

推陳出新，努力去做，才能在這瞬息萬變的大時代中永續經營，讓基層民眾更均霑合作的

成果求成長、求進步，而造福更多的民眾。由於儲蓄互助社肩負社會經濟使命與功能，為

謀求社會基層平民福祉，其理監事應有正確之合作價值與信念，幹部則應具有相當之合作

經濟、社會工作與金融專業等知能，始能身負起艱鉅之任務與使命。尤其是協會扮演輔導

管理儲蓄互助社之角色，是政府進一步輔導或了解儲蓄互助社的重要窗口，故協會理監事

與幹部更應具有相當之經營管理能力與專業，始能帶領儲蓄互助社實踐社會經濟目標標。 
建議

儲蓄互助合作教育之「基礎訓練」、「專業訓練」及「特殊訓練」課程內容、時數、教

材、師資等應速予建立。社員應接受「基礎訓練」課程，理監事應接受「基礎訓練」及「

專業訓練」課程，幹部應接受「基礎訓練」、「專業訓練」及「特殊訓練」課程。未來社

員之「基礎訓練」宜由各社自行辦理，至理監事及幹部之「基礎訓練」、「專業訓練」及

「特殊訓練」課程則由內政部及協會共同規劃辦理，教育訓練之績效宜列入評核指標。未

來前項教育訓練課程亦可與大專院校等學術團體合作，採學分制並鼓勵其進修學位。

Training & Educat ion ~   t he biggest  investment one must mak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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