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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3-03  記者 姚映竹 文

《The Big Issue》的創辦人博得說：「我不想做慈善事業，除非他是一門生意，否則不幹！」

這句話精準地道出社會企業的核心概念，創立目的為營利以維持運作平衡，但同時兼具社會使命

，挑戰藉由商業模式帶動社會問題改善。然而，近年來在台灣「社會企業」一詞卻逐漸與各種公

益活動、非營利性組織相互取代，甚至連帶颳起一陣創業風潮。究竟這只是種旋風式的流行，抑

或能夠真正深耕在地、發揮影響力，值得大眾在評斷與行動之前，先進一步了解社會企業並且探

究台灣的現況。

 

一起釣魚　資本主義新想像一起釣魚　資本主義新想像

1940年代後，全球經濟憑藉著資本主義快速發展，在破壞環境、追求低廉成本換取獲利成長的同

時，衍生了一連串貧富差距、弱勢生存、資源消耗，甚至青年就業困難的社會問題。相較於企業

追求營利，許多非營利組織於是成立，目的在於協助改善社會困境。然而1976年，孟加拉的經濟

學家尤努斯創立了協助農民脫貧的微型貸款「鄉村銀行」，改變了以往單純營利與非營利組織的

劃分。

尤努斯以微型貸款的概念創立Greenman bank，提供服務給窮困的農民。

（圖片來源／est100部落格）

與非營利組織（NGO／NPO）不同的是，社會企業（Social Entrepreneurs）主張脫離大眾捐

款或政府補助，在擁抱社會關懷的同時，仍著重組織商業化營運的永續自足，秉持企業與其關注

議題理當共同發展的目標。投資者在回收資本後並不參與分紅，也不直接救助弱勢與環境，而是

將收益投注在企業發展，期待藉由營運改善的同時，賦予弱勢擁有自足能力，而環境議題也在交

易量增長的之際獲得更多資源投入與維護。

 

光譜兩端　營利與公益之間光譜兩端　營利與公益之間

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企業創業家尤努斯曾解釋：「社會企業結合了傳統企業的動態競爭與社會良知

和慈善。」廣義的社會企業概念的確如其所說，採用商業模式來解決社會或環境問題。在台灣自

從90年代初期，非營利組織面對政府補助粥少僧多的形況，少數便開始企圖嘗試轉型；企業界也

逐漸重視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並且投注資金於不同議題，追求

節稅與社會貢獻的雙重目標。但兩者之外，台灣角落其實有些小型社會企業運作，是自創立之始

便無依靠任何相關補助，在尋求市場突破同時，更追求自給自足，例如致力原住民有機農業耕種

與銷售的「光源社會企業」。而近年來像是大智文創、地球樹等，也有不少新創事業秉持著特定

理念價值，在文創、教育甚至資訊科技等相異的領域裡試驗營利與公益並行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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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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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企業廣義的概念下仍能區分出不同模式，對應台灣發展現況。

（圖表來源／ 姚映竹製）

若以光譜作為比喻，非營利組織是肩負使命彷彿熱火般的紅；企業則扮演沉著布局的藍；而非營

利組織轉型、企業社會責任實踐都是朝向代表循環平衡的「綠色」社會企業創業（Social Entre

preneurship）靠攏的行動。三者共同的特色在於背負關懷意識，非營利組織在募款與補助之外

，尋找開源之道；企業藉由參與社會、行動回饋之餘建立形象，而第三者則是企圖平衡經營與公

益，創造出該組織與弱勢團體一同釣魚的想像。

 

深耕不同田　台灣故事轉型深耕不同田　台灣故事轉型

2011年獲得國家永續發展獎的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正是非營利組織轉型的實例。藉由投資烘

培事業，創立出鮮明且具影響力的品牌，回饋心智障礙孩子的就業與輔導。然而，其組織目前主

要的資金來源仍分為烘培事業、社會捐款與政府補助三大部分，與全然獨立的社企概念仍有距離

。另外火紅的「不老騎士」話題，則是源自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的創意。藉由拍攝紀錄下老人環

島圓夢的旅程，並且參展播映、貼補組織收入。這兩者實為台灣近年來非營利組織轉型成功的故

事。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藉由紀錄片播映不僅增加收入，同時也提升台灣民眾對

老年議題的關注。（圖片來源／ 不老騎士 Facebook）

台灣企業社會責任實踐的例子越發多元。透過企業贊助與民間籌資，紙風車劇團除了日常售票公

演事業之外，自2006年開始為期整整五年的「三一九鄉村兒童藝術工程」。劇團帶著道具、器材

走遍台灣偏遠鄉鎮，帶給無法踏進國家劇院的孩子們，欣賞戲劇及體驗互動的樂趣。這是一個營

利團體投入巧思，結合各方資源展現社會公益的實踐。

目前台灣的社會企業概況仍以非營利組織轉型、企業投注關懷的前兩者為多，而許多以共同釣魚

為藍圖的組織仍面臨環境挑戰階段。大智文創是少數具有知名度的社會企業創業，創辦《The Bi

g Issue Taiwan大誌雜誌》。移植了英國《The Big Issue》在世界各地成功的經驗來到台灣

，主張與街友均分販賣雜誌的收入。透過雜誌原先知名度、控制銷售通路與內容企劃，在提供一

本期刊給讀者之餘，也同時也賦予街友自主就業換取生存尊嚴的機會，跳脫了以往大眾在電視上

習慣看見年節辦桌救濟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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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

資深配音員蔣篤慧，娓娓道來身為臺灣配音員
的酸甜苦辣。

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

大地音樂製作人吳金黛，藉著音樂的力量，使
聽者重新審視自我與土地之間的連結，並以尊
重的態度看待生命。

《The Big Issue》在英美日等超過10餘個國家授權發行，企圖賦予街友自主能力。

（圖片來源／ blushunseen blog）

百花綻放前的挑戰百花綻放前的挑戰 

面對目前台灣社會企業概念有如此多元複雜的定義與實踐，相對應環境上的挑戰能夠以不同面向

進行分析。消費者層面從前述幾個案例皆有利潤成長或正面評價而言，是偏向樂觀且具潛力的。

然而相較之下，法律上的組織規範仍分屬內政部社團法人以及財政部營利事業登記，尚未像日韓

已針對社會企業領域設立明確法條登記，甚至加以進行營業規範，提供政治層面的發展支持。值

得關注的是，隨著台灣社會企業邁向起步，政策、學界與企業確實有加以投注資源的趨勢。勞委

會催生「社會經濟推動辦公室」，企圖從政策面鼓勵非營利組織轉型；清華、政治、台灣、輔仁

大學等也都透過課程設計或者學生社團的形式，提供更豐富的交流平台給有志進行社會企業創業

的人才。

觀望政府或企業態度，或許社會企業確實有潛力成為新一頁台灣故事，但更重要是謹記回歸關懷

的核心，從在地起步、深耕了解挑戰和困境後，才有可能透過正確的政策與資源導入種出豐富斑

斕的社企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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