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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顆平均每人每年…消費蛋量 ＞300顆

台灣每年…
消費蛋量？ ~ 66 億顆



台灣每年…消費蛋量 ~ 66億顆

規模相對於…以前
家裡養六隻雞

蛋鴨 200萬隻 (屏東 >100萬隻)

2016年第2季

蛋雞 >3800萬隻 (彰化 1750萬隻)

全台飼養＞4,000萬隻

請給一個名詞描述
這種雞蛋的生產方式..



輸出輸入

雞蛋從哪裡來？



輸出輸入

雞蛋從哪裡來？

輸入



輸出

雞蛋從哪裡來？

輸入

輸出

(澱粉)

輸入
(蛋白質)



雞蛋從哪裡來？

(蛋白質)



雞蛋從哪裡來？

農機

輸入



雞蛋從哪裡來？

輸入



雞蛋從哪裡來？

輸入



雞蛋從哪裡來？

輸入



雞蛋從哪裡來？



雞蛋從哪裡來？
小複習還

缺少
什麼？



雞蛋從哪裡來？



製造
工廠

賀爾蒙
抗生素…

來描述這樣子的體系請給一個名詞 所生產的蛋

工業蛋

簡報者
簡報註解
為什麼社群互助是必要的趨勢! 讓我們從一顆蛋看起, 請問我們日常吃的蛋從哪裡來? 從養雞場來, 養雞場的輸出是雞蛋, 請問養雞場需要什麼主要的輸入?   是的, 養雞場需要用到很多的飼料!  而飼料工廠的飼料是要靠車子與公路運送過來那麼飼料工廠的輸入是什麼,  穀物(飼料玉米, 飼料黃豆) 這些穀物需要蓋穀倉儲存, 也需要便宜的運輸, 例如火車.  養雞場有不少蛋白質的來源是從魚用工廠來, 把人類不愛吃的魚做成飼料, 那請問魚用工廠的魚從哪裡來?  遠洋漁船, 漁產是地球資源. 從地球來, 目前為止, 我們還需要農業機械, 卡車, 火車, 他們從哪裡來? 從汽車製造工廠, 汽車製造工廠需要什麼輸入? 鋼鐵!請問鋼鐵廠需要什麼輸入?  鐵礦… 鐵礦從哪裡來? 地球接下來, 現代通常是大面積種植, 單一作物, 尤其是綠色革命之後, 95%以上的糧食作物都需要農藥,化學肥料,  接著我把塑膠工廠列在一起, 因為他們都需要化學工廠提供的原料, 化學工廠的輸入是什麼?  那就是石油!  這是會用到石油的用紅色粗線代表還差什麼呢?  電!   核能占16% 燒煤與天然氣70% 煤礦從地球來這樣子的蛋, 我給她取名為工業蛋, 為什麼, 工業主要是機械操作不用人力獸力, 人吃五穀,  機械要吃能源(石油或電力), 能源幾乎都是從石油而來, 



反思人類可以選擇在地、當季、友善種植的食材透過
一顆蛋的
生產旅程

甚至可以開始考慮在自己家中養雞生蛋

減少對石油的依賴
避免對環境造成更多的傷害





工業蛋

耗費大量能源

7.3石油卡路里 1.0 雞蛋卡路里

簡報者
簡報註解
為什麼社群互助是必要的趨勢! 讓我們從一顆蛋看起, 請問我們日常吃的蛋從哪裡來? 從養雞場來, 養雞場的輸出是雞蛋, 請問養雞場需要什麼主要的輸入?   是的, 養雞場需要用到很多的飼料!  而飼料工廠的飼料是要靠車子與公路運送過來那麼飼料工廠的輸入是什麼,  穀物(飼料玉米, 飼料黃豆) 這些穀物需要蓋穀倉儲存, 也需要便宜的運輸, 例如火車.  養雞場有不少蛋白質的來源是從魚用工廠來, 把人類不愛吃的魚做成飼料, 那請問魚用工廠的魚從哪裡來?  遠洋漁船, 漁產是地球資源. 從地球來, 目前為止, 我們還需要農業機械, 卡車, 火車, 他們從哪裡來? 從汽車製造工廠, 汽車製造工廠需要什麼輸入? 鋼鐵!請問鋼鐵廠需要什麼輸入?  鐵礦… 鐵礦從哪裡來? 地球接下來, 現代通常是大面積種植, 單一作物, 尤其是綠色革命之後, 95%以上的糧食作物都需要農藥,化學肥料,  接著我把塑膠工廠列在一起, 因為他們都需要化學工廠提供的原料, 化學工廠的輸入是什麼?  那就是石油!  這是會用到石油的用紅色粗線代表還差什麼呢?  電!   核能占16% 燒煤與天然氣70% 煤礦從地球來這樣子的蛋, 我給她取名為工業蛋, 為什麼, 工業主要是機械操作不用人力獸力, 人吃五穀,  機械要吃能源(石油或電力), 能源幾乎都是從石油而來, 



雞洗澡
「砂浴」是雞自己

的養生保健法

一個小小的籠子裡格子籠飼蛋雞
三、四隻雞被塞在裡面，一輩子都沒有走
到地面的機會，也沒有移動身體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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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頭鴨

明道大學
陳世雄前校長

會得憂鬱症擔心…綠頭鴨媽媽



s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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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蛇綠頭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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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色差異？
大小不一？
蛋殼乾淨？

品質不穩定?!



美食

今天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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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的享受…輸給我們(平民)

工業 規模 高科技 全球 商業

差別在哪裡？



製造
工廠

賀爾蒙
抗生素…

最核心是什麼？支撐這個體系
能源

簡報者
簡報註解
為什麼社群互助是必要的趨勢! 讓我們從一顆蛋看起, 請問我們日常吃的蛋從哪裡來? 從養雞場來, 養雞場的輸出是雞蛋, 請問養雞場需要什麼主要的輸入?   是的, 養雞場需要用到很多的飼料!  而飼料工廠的飼料是要靠車子與公路運送過來那麼飼料工廠的輸入是什麼,  穀物(飼料玉米, 飼料黃豆) 這些穀物需要蓋穀倉儲存, 也需要便宜的運輸, 例如火車.  養雞場有不少蛋白質的來源是從魚用工廠來, 把人類不愛吃的魚做成飼料, 那請問魚用工廠的魚從哪裡來?  遠洋漁船, 漁產是地球資源. 從地球來, 目前為止, 我們還需要農業機械, 卡車, 火車, 他們從哪裡來? 從汽車製造工廠, 汽車製造工廠需要什麼輸入? 鋼鐵!請問鋼鐵廠需要什麼輸入?  鐵礦… 鐵礦從哪裡來? 地球接下來, 現代通常是大面積種植, 單一作物, 尤其是綠色革命之後, 95%以上的糧食作物都需要農藥,化學肥料,  接著我把塑膠工廠列在一起, 因為他們都需要化學工廠提供的原料, 化學工廠的輸入是什麼?  那就是石油!  這是會用到石油的用紅色粗線代表還差什麼呢?  電!   核能占16% 燒煤與天然氣70% 煤礦從地球來這樣子的蛋, 我給她取名為工業蛋, 為什麼, 工業主要是機械操作不用人力獸力, 人吃五穀,  機械要吃能源(石油或電力), 能源幾乎都是從石油而來, 



工業
獨特與溫度…價值

手做

高科技
尊重人文

適切科技

簡報者
簡報註解
規模/工業/高科技/全球化/商業 是我們熟悉的主流, 小而美累積的多樣產生的競爭力, 整案輸出手做的獨特溫度價值, 適切科技的尊重人文,  在地的人情與環境友善, 社群的信任.   這些可以成為好的經營模式與創新! 我想, 「薄利多銷」、「物美價廉」，一直被傳頌的商業金科玉律，但在商品生產過剩的時代，特別是在創造價值而非成本導向的服務業，會事倍功半！



規模
多樣／物聯網 / 優化產業流程

小而美

商業
信任

社群

簡報者
簡報註解
規模/工業/高科技/全球化/商業 是我們熟悉的主流, 小而美累積的多樣產生的競爭力, 整案輸出手做的獨特溫度價值, 適切科技的尊重人文,  在地的人情與環境友善, 社群的信任.   這些可以成為好的經營模式與創新! 我想, 「薄利多銷」、「物美價廉」，一直被傳頌的商業金科玉律，但在商品生產過剩的時代，特別是在創造價值而非成本導向的服務業，會事倍功半！



全球
人情與環境友善

在地

簡報者
簡報註解
規模/工業/高科技/全球化/商業 是我們熟悉的主流, 小而美累積的多樣產生的競爭力, 整案輸出手做的獨特溫度價值, 適切科技的尊重人文,  在地的人情與環境友善, 社群的信任.   這些可以成為好的經營模式與創新! 我想, 「薄利多銷」、「物美價廉」，一直被傳頌的商業金科玉律，但在商品生產過剩的時代，特別是在創造價值而非成本導向的服務業，會事倍功半！



高科技

全球

規模

工業

商業

製造業
成本導向

小而美

手做

適切科技

在地

社群

服務業
價值導向













CSA

經營模式(體系性)創新

(社群協力農業)

簡報者
簡報註解
規模/工業/高科技/全球化/商業 是我們熟悉的主流, 小而美累積的多樣產生的競爭力, 整案輸出手做的獨特溫度價值, 適切科技的尊重人文,  在地的人情與環境友善, 社群的信任.   這些可以成為好的經營模式與創新! 我想, 「薄利多銷」、「物美價廉」，一直被傳頌的商業金科玉律，但在商品生產過剩的時代，特別是在創造價值而非成本導向的服務業，會事倍功半！



小而美

手做

適切科技

在地

社群

服務業
價值導向

協
槓
精
實
創
業
者

生產者

友雞課程
大豆
課程

咖啡
課程

米食
課程

“在職”與
“參與”式創業

釀造
課程

從
自
己
吃
的
早
餐
做
起

大使職人

簡報者
簡報註解
規模/工業/高科技/全球化/商業 是我們熟悉的主流, 小而美累積的多樣產生的競爭力, 整案輸出手做的獨特溫度價值, 適切科技的尊重人文,  在地的人情與環境友善, 社群的信任.   這些可以成為好的經營模式與創新! 我想, 「薄利多銷」、「物美價廉」，一直被傳頌的商業金科玉律，但在商品生產過剩的時代，特別是在創造價值而非成本導向的服務業，會事倍功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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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成共
生平台

___鄉
___農場

無思農莊

無為、思瑩

中衛發展
中心

團隊

合樸農學
市集

陳孟凱執行長

斜槓精實創業
育成友善食農職人

百位釀造師培育
師徒技術培植

移居者…
投資鄉村

整合資源推廣
推動地方品牌
擴大城鄉連結

創生學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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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
種植鄉

城 食農
學徒

食農
職人

農業
創價

B to A to C
友善食農職人斜槓精實創業 育成

斜槓收入(經濟力驅動)

Business to Ambassador to Community

創生學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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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槓塾課程
業務課程

（Ｓ）

管理課程

（Ｍ）

社群課程

（A）

運營課程

（R）

技術課程

（Ｔ）

實習課程

（Ｐ）

食農職
人養成

創業職人個人時間與職涯管
理，計畫運作能力，基本財
務經營觀念

第一年：食農通才學習
第二年：個人主修專業
實習發展

完整早餐為產品系列
生產製作技能:
大豆，釀造，米食，
母雞(雞蛋)，咖啡，農耕
（點心系列產品…）

職人個人品牌經營
透過身教與生活來建立信任

社群內學習合作互惠共好共贏
透過實體社群：創業職人後盾

經營管理營運規劃SOP
精實營運，建立市場區位（個人品牌）

Smart+實習
SmartP

創生學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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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2020 2021 2022

基礎課程打底，試驗
是否適合。

獲得實習生資格

0~200斜槓
獲得學徒資格

第三學期取得以物
易物權利（以勞務
交換課程）

累積400斜槓
開始協助師傅帶領
實習生

取得助手資格

累積600斜槓

累積800斜槓
取得加入職人創業
行列

增加返鄉創業機會

畢業

在这里添加内容详
情在这里添加内容

详情

第二學期
學徒

第一學期
實習生

第三學期
助手

第四學期
大使資格

取得大使資格

加強實習與專科專
業職能

• 退休銀髮，事業第二春
• 轉換跑道，二次創業
• 在職人士，未來想創業者

@

友善食農職人…精實創業的學習途徑

創生學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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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銀髮，
事業第二春

轉換跑道，
精實創業

在職(學)人士，
未來想創業者

食農
職人

如退休農夫，
公教人員

廚師，農夫，
社造經理人，
農會家政班

• 解決農村農產
• 建立城鄉協力生態系
• 產業升級/新創事業
• 解決城市食安問題

(斜槓)

從零開始的低風險新事業

在職 (基本經濟穩定)
注重健康的人
願意動手加值的人

每年培育30位友善食農職人
(大使)，結合農村驛、聯合釀
販所、食品加工廠，1年增加
30人就業機會。

創生學苑



精實目標創業

四學期逐步
達成學習目標

協
槓
精
實
創
業
者

生產者

業師

時間管理
與經營

友雞課程
大豆
課程

咖啡
課程

米食
課程

食農
斜槓塾

明確投入食農產業

“在職”與
“參與”式創業

釀造
課程

行銷
課程

社
群

從
自
己
吃
的
早
餐
做
起



跨越領域的食農互助生態系

• 讓城市消費者一同參與到合作食農生態系中

• 將消費者教育融入單純的經濟關係，
促進消費者與生產者的同盟意識。

將生態農業、合作經濟與社區服務結合
讓生態成為一股真正「團結」的力量。

創生學苑



一個黑夜比白天更熱鬧的…
釣蝦＆電子遊藝廣場

四年前，這裡是…



永
續
生
活
設
計

水
給排水
雨水儲存
汙水淨化

火
日光照明
能源規劃
熱交換

風 自然通風
散熱保溫

土
分解利用
都市堆肥
發酵養菌

生 植栽綠化
都市農耕
共生循環

環境友善與經濟發展的「雙贏」

常民主導
專家協助



釣蝦池翻轉

環境友善與經濟發展的「雙贏」

有
願
就
有
力

問題就是機會樸門設計原則
Permaculture Design Principles





參訪樹合苑
4/25(四) 10:10



陳孟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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