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鱉溪 集資經驗分享
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 社區組專員 鄭雅文





鱉溪

創造流域光榮感
促進社區合作

延續治理成果
文化策略接棒

發展關係人口
支持鱉溪創生

公私協力平台
落地生根

為甚麼做鱉溪集資？-- 由政府主導的公私協力過渡到地方平台主導的公私協力 

聽見地方需求，從
產業面切入支持護

溪行動



一般的集資期程.....



這次，很不一樣.....

發動鱉溪群眾募資的歷程及轉向

穀稻秋聲鱉溪日

奠基於穀稻秋聲音樂會的大品牌
引動關係人口的投入

promote鱉溪日

＋ 鱉溪米

以鱉溪米為核心
與社區共商支持流域產業及

地方長遠經營的發展

110年
10月

本次募資以莫言老師及張振岳老師耕種的米為首波對象
建立鱉溪米的品牌

主打「生態米」、「流域守護」、 「全流域」的精神及概念



生態 文化 技術 永續



 鱉溪集資計畫-  馬拉松的過程

集資前半年，維持每兩
周開會一次的平率(約14

次!)

上架前-燒腦的過程，文
案內容、架構、標題、字
字句句都小心翼翼......

計畫的核心訴求討論，
做什麼?怎麼做?為什麼
需要集資?

上架中後-宣傳行動、資
源網盤點、回饋品準備及
後續寄送、鱉溪1691持續

運作



我們做了

臉書粉專-鱉溪1691



對外溝通的平台

連結在地社群、媒體、議題社群

紀錄鱉溪大小事-人
物、生態、生產、心情
，這裡的人，這裡的
事。

臉書粉專「鱉溪1691」-一個說故事的平台



鱉溪米—農民守護河川計畫
募資前問卷調查

支持者分析-年齡、性
別、關注議題......

集資活動的預告、暖身
，收集潛在支持者名單

聽見支持者的聲音，作
為文案、回饋品修正的
依據。以及對行動的回
饋。



預熱問卷回饋



永續
發展



我們聽到了.....

做對的事情，
讓故鄉更好，
相信大家都
會支持！

這樣的活動很辛苦
， 很感謝有這麼一
群人 對生態這麼認
真的思考行動著～ 

謝謝你們。

若無法達到有機
農業的標準，友善
農法的產品我也
有意願支持。

曾經跟著穀稻秋聲的
活動到過現場，跟著導
覽人員走進鱉溪，更能
感受現場狀況。 建議
可以透過更廣更全面
方式，讓大家認識這個

獨特的地方。

做專款專用，
帳目清楚，培
養相關人材。

運用公私協力，

提出計劃案，獲

取更多資源。

希望菊池氏
細鯽能夠回
到生產鱉溪
米的農塘水
圳內生存。

希望可以讓更
多人知道並了

解。

富里.永豐村是人煙稀少
農地廣闊的地方，因在地
農民務農收入少，人口外
流嚴重，經濟不活絡，但
因天然資源優勢，整治村
內景觀計畫開放觀光，是
一件好事，當然安全與治
安當然也很重要！大家一
起努力！

生產
生態

生活



正式上線

鱉溪米－農民守護河川募資計畫



                                        維持近一個半月的歷程.....

開始時間:2022/6/24
結束時間:2022/8/8

募資剛開始，同
溫層親友支持，
衝高第一波。

7/22倒數三周
1.友好媒體曝光
2.名人推薦登場
3.臉書持續發文
4.大筆贊助陸續進入

進入高原期，集資步調趨
緩，
1.粉專發文專題介紹行動
2盤點網絡，串聯動能。

8/1倒數1周催落去
1.集資計畫倒數宣言
2.友好社群協助發布
3.集資金額小額但穩
定爬升



鱉溪米－農民守護河川募資計畫

網絡關係圖(募資前)



鱉溪米－農民守護河川募資計畫

網絡關係圖(募資後)



這次，大家一起踏出一小步.....

社群連結

發掘潛在
關係人口

對話管道
增加

公基金建
立

● 官網鱉溪1691，目前追蹤人數約900人，募資影片觀看人數超
過1萬人次，主要對象為35-65歲的男性，對自然環境、社區議
題、生態旅遊的受眾為主。

● 集資官網鱉溪1691將交回社區負責社區主要營運，目前有
900多位追蹤者。藉由文章、影片分享鱉溪日常，及行動理念
的分享，增加對外溝通平台及鱉溪米銷售管道。

捐款者分析:贊助人數96人，平均單筆贊助金額5,000，贊助品項
2000元以下的人數佔70%，陌生贊助者有近60%。花東在地的贊
助人數佔總人數10%，關係人口（外縣市）以北部地區(雙北、桃
園)59%為主。

線上串聯超過50個推薦人的臉書轉播、流域學校系統、環境生態
NPO系統、全促會社大系統、媒體發文、在地社群等。

扣除集資所需費用及回饋品費用後，所有金費將作為公基金使用
，透明、公開的管理及階段性成果分享，有助於捲動更多人支持
行動，讓社區行動被看見、支持!



改變-需要一步一腳印，
參與-才能看見更多可能



          我們都為守護鱉溪而驕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