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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國際志⼯結合社會企業 
2017-01-12  記者 古⽵君 報導 

以立國際服務社會企業商標(以立提供)

  以立國際服務社會企業(以下簡稱以立)，帶領志⼯前往海外偏鄉服務當地社區，將服務性組

織與企業做結合。做為⼀個服務性組織，對海外偏鄉地區提供服務，深入當地溝通、觀察，找出

問題，與當地⼈共同解決問題；⽽做為⼀個企業，提供消費者需要的價值，同時對專業服務、品

質及過程設計的把關，確保企業順利營運，對以立⽽⾔，志⼯即是消費者，將⾦錢與體⼒投入以

獲得價值。以立將志⼯與海外社區串連，互惠互饋，希望提供雙⽅永續性的效益。

  當國際志⼯結合社會企業時，服務的同時滿⾜消費者，以立結合雙⽅共同需求，是什麼成為

以立的信念，⼜是什麼使以立得以成功成為⼀個社會企業的呢？

創辦⼈陳聖凱與客家的精神

  以立創辦⼈陳聖凱有他的堅持，讓他在這七年中，創辦以立，經歷低潮與困難，遠赴各國偏

鄉扎根於當地，⼀步⼀步開拓以立⾄今，陳聖凱說：「有可能是客家⼈比較硬頸吧，家族裡的⼈

個性都比較堅持，但是代價就是比較不靈巧。客家⼈的⾝分同時也讓我理解少數被看待的眼

光。」陳聖凱於⾼中時期被同學使⽤閩南語戲弄，卻因聽不懂閩南語，誤以為是好話，後來才得

知真相，陳聖凱說到，雖然⾝邊的⼈不帶有明顯的惡意，但是當集體聚在⼀起時也可以是某種霸

凌。因為有著堅持並帶著對少數⼼態的理解，開啟了陳聖凱對社會的關懷與服務。

以立創辦⼈陳聖凱(古⽵君/攝)

溝通與服務

  跨國服務是困難的，不只有實際⾦錢與⼈⼒的困難，如何進入、幫助當地，轉交給當地組

織，都是需要解決的問題，同時以立也⼩⼼謹慎地避免外⼒介入⽽改變權⼒架構的情況。陳聖

凱：「很多我們以為的問題其實不是問題，找出真正的問題很重要，⽽找出問題的⽅法是跟當地

⼈互動，去問、設計活動，了解他們真正的問題，來結合社區共識與課程。」以立藉由組織評

估，與當地的非政府組織、政府與居⺠們建立關係，透過⼯作坊等⽅式確認問題。「先去溝通、

了解當地，再去解決問題，跟社區⼀起提供可⾏⽅案，執⾏回饋，在地賦權，交給當地⼈。當地

社群之所以願意去做是因為歸屬感，國際志⼯⼀定會離開，我希望能夠快速地交給當地⼈，讓當

地去創造、負責這些計畫，如果能做到這⼀點，我覺得這是對台灣的國際志⼯最好的意義。」陳

聖凱解釋以立的服務⽬標

  地區服務要具備有利於當地⻑遠改善的模式，陳聖凱：「要試著去想村落裡的⼈被我們影

響，接下來⼗年、⼆⼗年後他會做什麼事，他還會待在這個村落中嗎？還是他受到我們觀念中資

本主義的影響就跑掉了，若是如此，我們其實是在惡化他們，這些觀念都要謹慎地去對待。」在

服務當地的同時，以立同樣看重志⼯在幫助與學習間的體驗，以立認為志⼯提供服務，同時也要

從當地得到價值，有給有得，跟當地綁在⼀起，才能構成⼀個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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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志⼯在跨國服務的時候，其實是在做⼀個他不習慣、跳出舒適圈的事情，這樣的事情會

幫助他們去理解⾃⼰是什麼樣的⼈。以立除了希望提供對國際的認知，也希望志⼯了解，「只要

去做，就會有可能改變」，期望藉由參加以立得到價值，成為⼀個社會創新者，匯聚⼒量並擴散

出去。

領隊的⾓⾊

  以立訓練許多的志⼯領隊，領隊肩負傳達以立精神與帶隊出團的責任。曾擔任以立領隊的韓

世珊，最初參加出團前往尼泊爾，回來後就參與以立的領隊徵選，她說：「我覺得還有很多的事

情還沒做，還有很多事情我可以做到的。只當隊員的話，計畫都是以立與領隊決定，我想嘗試著

當領隊想⼀些計畫幫助當地。」在⻑達半年的領隊培訓時期，野外露營、野炊、蓋⼀些⼩型建

築，要學著⾃⼰做東⻄，同時以立設計社會企業的課程，邀請社會企業相關⼈⼠演講，讓領隊們

吸收很多社會企業的想法。

  陳聖凱的堅持與韌性似乎貫徹在他們的領隊培訓中，同時也將「改變」的精神傳達，韓世珊

認為：「以立跟其他組織不同的地⽅就是在⽤服務對實際⽣活帶來改變，建房⼦、蓋廁所，這可

能是他們現在最需要的東⻄。實際的付出，與快速的應變，像是2015年尼泊爾⼤地震，志⼯團的

到來，迅速修路搬磚，提供年輕的⼒量。」以立的精神透過領隊在傳達給志⼯，「保持彈性、多

體驗、多接受新的事物」，這是領隊韓世珊想對志⼯所說的話。

 

 

 

 

以立志⼯領隊韓世珊(右⼆)於尼泊爾服務(韓世珊提供)

志⼯找尋的價值

  對志⼯來說，他們或許是想幫助⼈，也或許是想更多的認識⾃⼰，他們都試圖從海外服務的

旅程中尋找價值。四次跟隨以立出團的志⼯溫雨樵認為，服務不是施捨，最初她是為了尋找對服

務的定義⽽選擇去了柬埔寨，第⼀次做國際志⼯的震撼，她深入當地，接觸的⼈、事、景象都是

最真實的當地，她說：「這給我活著的感覺，⼀種在當地踏實⽣活的感覺。」這也是她後來再去

第⼆次的原因，「我認同以立的理念，要改善國家⽣活，要從根本去理解，把好的東⻄給他們，

不⼀定就是最好的。以立跟當地有所連結，知道他們需要什麼，再去實踐。」在她出隊時，遇到

了很好的領隊，也促使她想去當領隊，或是接觸相關⼯作，她認真的說：「以立給我了⼀個改變

的態度，它也讓我知道，⼀個⼈或許可以⾛很快，但跟⼀群⼈⾛可以⾛更遠。」

志⼯溫雨樵(左)與當地⼩孩合影(溫雨樵提供)

  另⼀個以立志⼯陳祖⽞，在參與前抱著對志⼯的疑惑，短期志⼯真的有助於對當地⻑遠的效

益性嗎？保持著這樣的疑惑參加了以立某次在⼤學內開辦的國際志⼯說明會，發現以立的短期志

⼯做的事情比較不⼀樣。該次計畫內容除了服務，也包含了瞭解該地的社會企業市集，結合了兩

種形式：幫助當地、觀察不同文化的社會企業，因此他參加了該次柬埔寨計畫。回來後，他對短

期志⼯有了較明確的感受，「短期志⼯較多著重在⼈與⼈關係之間的建立，團隊關係的培養，到

達當地短短⼗幾天，建廁所、搭橋，提供實質的助益，但對於服務卻有著無⼒感，似乎沒有辦法

真正做到什麼，但是也有滿⾜感，認識了⾝邊的⼈、不同的價值觀，這趟旅程讓我更深的認識到

了國際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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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呼喚

⼩檔案：⽯店⼦69有機書店、67老街客

棧

  當國際志⼯結合社會企業，以立謹慎地規畫不同地區計劃的服務，並訓練領隊傳達精神，並

帶領國際志⼯前往，慎重地對待當地村落與價值觀，同時在過程中創造價值，提供志⼯們認識⾃

⼰，認識服務，認識國際及互惠互助的⽅式，如⽔滴落創造同⼼圓的⽅式以期望將改變社會的理

念擴散出去。

 

延伸閱讀：

遠⼭呼喚：⼀個新興的社會企業

⼩檔案：以立國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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