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喀報第兩百零三期 社會議題 人物 樂評 書評 影評 即時新聞 文化現象 照片故事 心情故事

請輸入關鍵字  搜尋大事記 交大頻道 記者群 其他刊物 ▼

本期熱門排行

媒體歷屆廣告

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洪詩宸 ╱ 人物

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陳思寧 ╱ 照片故事

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
許翔 ╱ 人物

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
劉雨婕 ╱ 人物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
張婷芳 ╱ 人物

以小見大　綜觀社企地圖以小見大　綜觀社企地圖

2013-03-24  記者 姚映竹 文

「社會企業」的概念自從1980年代後期開始萌發，數十年來世界各國的社會企業創業家根據在地

議題自由發展，衍生出各種型態的組織或機構。然而，社會企業一詞仍然沒有統一明確的定義，

目前僅能概括以「解決社會問題為目標，藉由經營方式將資金投注於社會關懷之上」解釋。甚至

，還出現社會企業是「開發中國家的一門投資」之說。時至今日，觀察家們記錄了世界上許多獨

特的故事，它們之間貌似有共通之處，也彷若能歸納出一套經營之道。透過書籍呈現出大量的案

例和分析，讀者便能夠一窺社會企業在世界上的多元面貌。

憑任性　磨出韌性道理憑任性　磨出韌性道理

蕭伯納曾說：「理性的人讓自己適應世界，而任性的人則努力讓這個世界適應他。」在《1個理

想x10種創新=社會企業是門好生意》這本書裡，共同作者艾金頓及哈提根提出：「任性」（unr

easonable）是社會企業創業家的共通特質。

生活裡，人們習慣跟隨著既有的標準與常規，表現出合乎群體與社會規範的行動，這是一種合乎

理性 （reasonable）的表現。大家自然順應著世界的潛規則，依照資本主義框架行動，人們於

是理當追逐自我利益最大化。然而有一群「任性」的人透過創造新規則來改變世界，企圖讓世界

接受、甚至適應他們所塑造的邏輯。本書便是藉由這樣的形容來描繪社會企業創業家的特性，這

群人展現野心、將熱情轉化成行動，甚至企圖度量無法以金錢計算的公共效益，他們挑戰將社會

問題轉化成為可解決並自足之道。

英文書名《The Power of Unreasonable People》，精準地帶出

本書描寫社會企業創業家的形容。(圖片來源/ 金石堂網路書店)

以「營養商機」為例，書中提及在21世紀的當代十大社會資源的落差，將成為社會企業著力之處

。人口過剩造成食物不足，情況反映在全球超過8億人口每日處於飢餓邊緣，而墨西哥的夸多利

托公司（Cuadritos）便致力將該公司生產的乳製品廢料，研發成富含蛋白質的粉末，應用在湯

罐、優格等食品上。以回收並再製食品的概念，生產出低價且富有營養的食物。由於食物為生存

的必需花費，藉由降低價格，提供金字塔底層的人們有機會將金錢轉而投資在教育與改善生活之

上。

由上述例子可略知，本書的作者針對社企分類、資金管理方式、商機開發等不同篇章，整理出各

種相異卻與主題呼應的社會企業。在詳細分析資金來源、潛在商機的同時，輔以大量且詳盡的背

景與案例，確實提供讀者在了解作者立場之餘，還有能夠相互對照理解的圖樣。這本《1個理想x

10種創新=社會企業是門好生意》一書彷若是幅巨大的社會企業地圖，以豐富的證據描繪疆界，

向讀者證明社會企業在世界各地的影響力。

  推文推文推文推文  
推薦文章推薦文章

●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

●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

　　

●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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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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實記　黑暗與毛衣經驗實記　黑暗與毛衣 

從理論角度切入，了解社會企業可能的形式與歸類方式後，將視線從大地圖上聚焦，會發現《黑

暗中對話：經營社會企業的體悟》與《藍毛衣》皆是由個案出發，以線性時間前進的筆調，詳實

並真切地記錄了兩位社會企業家的成就歷程。

前者「黑暗中對話」是源自德國的社會企業，聘用視障者在黑暗中進行各種不同活動導覽以提供

體驗式服務，讓明眼人用另一種角度看待生命。組織本身至今已經在全球擴展超過34個國家，而

香港地區的創辦人張瑞霖先生便藉由此書親身講述建立該公司的歷程。自場地建築、凝聚股東出

資到訓練視障員工的過程等，書中無不詳加記錄。

此個案中可看見香港「黑暗中對話」的發展多元性。初期以小規模方式提供公司高層經理培訓的

服務，藉此累積知名度與資金；之後進一步興建體驗館，以遊樂園的概念提供民眾跟隨視障朋友

的引導，在黑暗中感受其他知覺的靈敏珍貴；甚至還創新地利用黑暗元素發展出音樂會、晚宴、

品酒會等不同感官的刺激體驗。

香港張瑞霖先生在書中詳實紀錄「黑暗中對話」在香港的發展。

(圖片來源/蒲公英部落格)

至於《藍毛衣》則是一部描寫「聰明人基金」（Acumen Fund）的創辦人諾佛葛拉茲前半生的

傳記。從她自身輾轉到非洲工作的經歷，囊括了初起的挫敗、反省以及創立基金並運作的過程。

這份聰明人基金並非將資金捐贈給公益團體，而是透過借款方式，致力投資那些企圖解決貧窮問

題的開發中國家新創企業，諸如提供潔淨飲水、優質蚊帳等計畫。這種方式即便資本回收緩慢，

但卻是在教人如何釣魚之外，更同時建構了天使投資人打造魚市場的可能。

而「藍毛衣」由來則是起因於諾佛葛拉茲在高中一年級時，她將一件不合身的藍毛衣送進舊衣回

收箱，卻在十一年過後途經非洲時，親眼看見藍毛衣就穿在一個十歲黑人小孩身上。這件藍毛衣

輾轉流動的奇遇，簡單地象徵了本書欲傳達的「人類共同為一」的概念。

本書透過真摯的故事紀錄諾佛葛拉茲與一件藍毛衣的故事。

(圖片來源/ 博客來網路書店)

 

眺望與細查的視野眺望與細查的視野

《1個理想x10種創新=社會企業是門好生意》對於社會企業的新趨勢做出相當清晰的介紹，並且

藉由為數眾多的例證展現，這些沒沒無聞的創業家如何構築出一份新世界地圖。而導論類書籍裡

美中不足的地方，則恰好能藉由閱讀《藍毛衣》與《黑暗中對話：經營社會企業的體悟》補上。

二書皆採用現身說法，將創建一個社會企業的經驗與喜悅，詳加記錄下來與世人分享，成為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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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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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價值的標的。透過綜觀與微觀的視野，賦予讀者和企圖跨足社會企業的有志之士豐富的資訊

，在參考之餘將能如何應用進自身所處的在地議題之上，便是另一道挑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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