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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華培根市集：進化的在地力與社福 2.0，打造既包

容又競爭的類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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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圖／取自培根市集 

今年 8 月，由多個萬華社福團體共同規畫的「文創門市人員培訓課程」剛剛結

業，10 月，耗時月餘策展的「貧窮人的臺北」（貧北）即在剝皮寮登場。上

週六，貧北落幕不到一個月，由 12 個在地組織（註）聯合舉辦的「培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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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又在萬華開張，販售各團體培力的經濟弱勢學員創作作品，接連幾個重點

活動的籌備團體與工作者高度重疊，再次彰顯萬華在地網絡的綿密與活躍。 

培根市集自 2016 年底開始，維持每年 3 場的節奏，至上週六已邁入第 10 

場。舉辦地點從臺北市婦女館、糖廍文化園區、貴陽街、和平青草園、剝皮寮

歷史街區、艋舺龍山文創 B2，到此次深入社區的東園街公路總局廣場，足跡

遍布萬華的文化觀光區與在地公共街坊，現場攤位從 8 個到近 20 個不等，3 

年來吸引上萬人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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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年 3 場的培根市集從萬華臺北市婦女館、糖廍文化園區、貴陽街、和平青草

園、剝皮寮歷史街區、艋舺龍山文創 B2，到此次深入社區的東園街公路總局

廣場，足跡遍布萬華的文化觀光區與在地公共街坊。圖／培根市集 

自己的市場自己推：打造有競爭也有包容的銷售場域 

2016 年暑假，在萬華深耕近 10 年的社區實踐協會想要轉型投入社區合作經

濟方案，當時幾個團體如夢想城鄉、芒草心等都已在培訓經濟弱勢者與街友製

https://www.facebook.com/EmpowerGrassrootsBaconMarket/?tn-str=k%2AF
http://twcpsw.blogspot.com/
https://www.dreamcitybuilding.org/
https://www.homelesstaiwan.org/


作木工藝品，萬華婦女中心也在協助婦女創作織品布包等，這些由團體培力設

計而出的手工作品，代表的是就業機會與經濟自立，卻缺乏產品完成後的通路

與銷售管道。 

與此同時，將舊市場空間活化（南機拌飯）、倡議合作社理念的「地下社造勞

動合作社」，與積極推動地方再造的「萬華社區小學」等多元類型團體如雨後

春筍般誕生，在資源整合、行銷推廣、銷售平臺、議題倡議等相近的需求催化

下，眾團體一拍即合，決定「既然沒有市場，乾脆自己創造市場（集）」，主

打培育草根力量的「培根市集」應運而生。 

「培根市集是在打造一個『類市場』，你可以在這裡見識到商業市場的競爭與

銷售模式，卻又保留了一些包容與空間。創作者不只多了一個地方販售自己的

作品，還可以在這裡得到具體的產品建議，並且透過顧客的反應學著調整定價

策略、優化推廣方式。」社區實踐協會資深社工沈曜逸解釋，培根市集試圖透

過「經濟誘因」，讓平日難以參與社區活動的經濟弱勢者，有機會從此開始進

入社區、面對真實的消費者，並且找到自己與產品在勞動與商業市場上的定

位。 

http://www.ywca-taipei.org.tw/social/p1_about31.htm
https://www.facebook.com/NanjiRice/
https://www.facebook.com/ucoop.tw/
https://www.facebook.com/ucoop.tw/
https://www.facebook.com/pg/wanhuaxiaoxiao/about/?ref=page_internal


培

根市集販售的手創商品。攝影／葉靜倫 

沈曜逸口中的「經濟誘因」確實是不小的吸引力。以越南新住民「小星星」為

例，她從 2016 年便加入培根市集，在市集中端出自己的家鄉料理並得到熱情

的回饋，經過不斷的改良與社區實踐協會的協助，終於在 2018 年 3 月開幕

了自己的小吃店「越窩越好」。 

小星星說：「那時候 2 個孩子都才 3、4 歲大，但因為他們（社區實踐協

會）會幫忙照顧小孩，我就來市集賣賣看。後來他們幫我申請補助、開了店，

但店面在小巷子裡，有時候一天賺不到 1000 元，可是我來市集，一個下午就

可以賺 2000 到 3000（元）。」 

除了小星星，許多婦女在培根市集銷售織品的收入，也都遠勝自己平日在市場

擺攤的成果，往往在市集 4 小時左右的業績，就高於平日一整天業積的 2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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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餘，婦女們更因此增強了信心，合力開了接案工作室。如今市集邁入第 10 

場，每場成本不到 1 萬元、出入消費人次從 500 多人到千人有餘，收入已可

穩定維持在 6 萬元左右，並且能全數回到產品創作者身上。 

社福 2.0：強化在地力，賣產品不賣同情 

培根市集不僅成為有效益的販售通路、達成了過往經濟培力的最後一哩路，也

增進了社區互動的實質效果。「很多萬華在地居民都從 3 年前的第一場培根參

加到現在喔！也會跟著來攤位幫忙、一起想主題，甚至幫忙拍宣傳影片之類

的。」沈曜逸說：「之前也有比較年長的志工說，看到我們這群年輕人在這裡

做這些事，覺得萬華好像又有了希望。現在許多在地商家也會主動幫忙宣傳，

或直接捐款支持。」 

圖

／培根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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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市集逐漸從一個販售管道成為一種改變的象徵，期望讓每個人看見發展的

可能，翻轉萬華過往「又老又窮」的負面刻板印象。也正因為有在地社福組

織、社區營造團體、商家、居民、志工、資源連結單位等共同參與，過程中包

括社工、工作者、街友、弱勢、消費者、販售者、創作者、推廣者等各種身分

界限逐漸模糊，使得培根市集成為一個不需要刻意主打「弱勢商品販售」也能

吸引人潮的在地活動。 

「我們的重點不是企業／組織的社會責任或同情購買這種福利救助思維，也不

是仕紳或中產階級才有餘力參與的社區營造活動。我們想強調的就是『在地

力』，」沈曜逸解釋：「靠著社區力量撐出一個支持弱勢的經濟空間，也讓團

體們能在其中推廣自己關心的議題。真要說的話，可以算是『社會福利 2.0』

吧！」 

失落的「社區工作」拼圖，在培根市集補上 

培根市集的另一個意外收穫，是和貧北一樣，成為在地組織工作者重要的連結

網絡與成長機會。前述由萬華社區協力聯盟培訓的幾個文創銷售人員，此次便

在培根市集實習；幾個過去的志工如今也已成為在地組織的工作者，以及市集

的籌辦者，其中一個即是芒草心的社工廖冠樺。 

2017 年下旬，廖冠樺因為在社區實踐協會實習，順勢成為培根市集的志工，

後來開始關注幾個萬華的組織，隔年自中正社福系畢業後進入芒草心，之後便

以組織工作人員身分正式加入培根市集的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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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

根市集現場。攝影／葉靜倫 

「培根市集很有趣，而且它很符合我想像中的社區工作。」廖冠樺說：「在社

會工作的 3 種工作方法（個案、團體、社區）中，我覺得社區工作是現在最少

機會碰到的。加入培根後看到了大家的串聯和行動，跟我在學校裡看社會工作

的角度很不同，真的很有社區感，我在這裡收獲了很多新觀點。」 

「尤其萬華這種城市裡的社區，不同於農村鄉鎮裡較年長的參加者和活動，這

裡有很多跨領域的年輕人攪和在一起，大家會一起集結資源發揮創意，對我來

說，連籌畫工作本身都是很草根、很共享的，真的很有趣。」廖冠樺興致勃勃

的說。 



沈曜逸則笑說：「培力是一定要的，畢竟社工環境越來越糟了妳不覺得嗎？」

沈曜逸近幾年早已有意識的透過舉辦「社工學生成仁禮」營隊，接軌即將進入

職場的社工新鮮人，相當重視專業傳承。身兼臺北市社工工會理事長的他直

言，培養新生代社區工作者、大家一起串聯做倡議並不是原本設定的目標，但

培根市集撐出的共學空間比成仁禮更深入而寬廣，是令人驚喜的附帶收穫。 

不

只擺攤販售與倡議，培根市集現場也有交流短講。攝影／葉靜倫 

除了專業上的成長，這個集結 10 多個團體、一年辦 3 場、每場耗時 3 個

月、平均要開 5 次會的常態性市集，也讓他們認識了許多平常沒有機會認識的

夥伴。廖冠樺便指出：「以前不知道社區大學在做什麼，以為只是給老人家上

課的地方，後來因為一起辦市集才認識了更多人和更豐富的內容。」此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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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找活動場地、連結資源等，也需要經常跑遍大街小巷，對社區的感情更加深

刻。 

培根市集從上一次開始，進一步訂定單場主題，前次的主題是「女力」，強調

新住民、原住民、弱勢婦女等女性創作，這次則針對「培根」再定義，希望市

集的效應不再只停留在十餘個在地團體之間，而是能真正推展擴及萬華在地居

民、培力社區裡的草根力量，活動中並加入短講與展覽區。隨著 2019 年最後

一場培根市集落幕，明年春暖化開之時，又將能看到萬華民間力量再次蓬勃。 

 

延伸閱讀： 

1. 民間自組萬華社區培力網，從文化出發拓展多元連結 

2. Right Plus 專題：貧窮人的臺北系列報導 

3. 跟想像力一樣大的廚房：「越窩越好」越式家庭手作料理 

 

註：此次 12 個組織包括人生百味、台灣社區實踐協會、台北市糖廍文化協

會、社團法人台灣芒草心慈善協會、社團法人台灣夢想城鄉營造協會、南機拌

飯、萬華社區小學、萬華社區協力聯盟、萬華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臺北水窗

口、臺北市婦女館、臺北市萬華社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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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靜倫 

Right Plus 創站主編。曾任出版社資深編輯、NGO 雜工、NPOst 主編，對書寫

斤斤計較但錯字很多。除了文字沒有其他技能。想當特務卻當了 10 年編輯，

想養獅子卻養了一隻貓。相信智慧比外貌還重要，但離不開放大片。最喜歡善

良的朋友，聰明的情人，以及各種溫柔的對待。 

  

https://rightplus.org/


培根市集活動宣傳文 

 

 
 



 

 

 

 



芒草心粉專宣傳文 

 

 



 

 

 

 

 

 

 



培根市集當天 

 

 

 

培根市集結束後感謝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