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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奸成商
─社會企業散播的幸福種子

【佳作•吳麗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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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最美好的獎賞之一，

是真心誠意助人者終究到頭來必定也幫自己。」

－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壹、前言－讓臺灣內心淌血的黑色幽默

全臺食安風暴連環爆，至今尚無落幕跡象。有則黑色笑話：

眾人對黑心食品憂心忡忡，有人遂回答：「你是臺灣人嗎？還怕什

麼重金屬殘留？沒有把化學元素週期表全部吃過一遍，還叫臺灣人

嗎？」這則笑中帶淚的黑色幽默，充分表達百姓的無奈和對企業信

心的崩盤。民以食為天，這幾年的食安風暴讓向來以美食王國自豪

的我們發現天居然塌了！驚悚之餘，對企業不免出現普遍的懷疑態

度。

《史記》貨殖列傳：「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

利往。」傳統觀念存在「無奸不成商」的反商情結，但商業偏又是

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行業，成了「必要之惡」，近年來連串官商勾

結、食安危機出現，更助長社會對商人不擇手段賺錢的負面印象。

但有別於傳統企業以利潤極大化為最高目標的弊病，社會企業追求

自給自足，達成社會使命與公益服務目標，由公益出發，航向獲利

之途，本書所介紹的九家社會「小」企業或可扭轉大眾對商人的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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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觀感，重拾對人性的信心。

貳、專書重點－企業可以大不同

本書描述：喜願共合國、勝利潛能發展中心、芳榮米廠、日月

老茶廠、上下游新聞市集、生態綠、光原社會企業、四方報、大誌

雜誌等九家社會企業，憑藉服務對象、產製流程、經營模式創新的

藍海策略，解決社會問題，貼近弱勢，踏出現有「舒適圈」，譜出

一曲由社會企業擔任領頭羊的動人旋律。

一、社會企業特質

社會企業主要內涵（Alter, 2007）：生產與市場行銷企

業特質（enterpr�se or�entat�on）、社會目的實踐特質（soc�al 

a�ms）與社會共有權特質（如圖1）：

（一）�社會目的�

社會企業主關心重點不以賺錢為首要目標，優先考

量社會影響的深度與廣度。喜願初衷在與身心受限的夥

伴共創事業，提高工作參與度與成就感，進而肯定自我

存在價值；勝利中心則幫助身心障礙者發掘己身優勢，

由創業協助就業；芳榮米廠本心為農地與環境保護；日

月老茶廠志在維護生命教育與生態農業；上下游新聞市

集提供產品知識，端正責任經營態度；生態綠力主合理

給付生產者生產報酬；光原則幫助原住民回歸部落，重

建家庭生活與社區文化；四方報關懷臺灣新住民欠缺母

語文字閱讀的孤獨與鄉愁；大誌則協助遊民重拾工作收

入與尊嚴。

（二）企業取向�

由商業經營模式創造經濟價值，達成公益使命。喜

願以創新和經營技能獲取實質經濟回報；勝利中心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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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圖1　《我們的小幸福、小經濟》內容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文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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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成員潛能，由身障組合優勢爭取生意；芳榮米

廠則推廣生態農業、規劃農村遊覽；日月老茶廠致力生

態農技、文化資產、導覽與休閒觀光；上下游新聞市集

商品販賣知識網絡，關注健康與使用資訊，建立與優質

廠商關係；生態綠則進口在地友善生產物品，拓店傳播

理念；光原社會企業召集原住民集體規劃土地利用，創

造鄉民返鄉條件：四方報尋找並贈送新住民閱讀；大誌

則遠赴英國母公司學習經營理念與設計，尋求遊民輔導

組織協助編輯內容，逐步培訓與輔導銷售員。

（三）社會所有�

獲利回饋包含服務使用者及利益關係人，而非給予

特定人。

上述企業不需接受捐款或補助，追求自食其力，勇敢以商

業運作方式投入市埸，接受市場挑戰和競爭，獲取利潤，繼續

投入社會事業，形成善的循環。

二、棄紅海、迎藍海

書中創業者擺脫低價競爭的紅海策略，以小企業大格局的

藍海策略，激發創意火花，賺取營收，再繼續做好事，創造雙

贏的工作職場與社會氛圍。原可變成大企農的喜願，集結全台

小農契作小麥，以小企業大膽識為糧食自主盡一己心力；日月

老茶廠逆向行銷、表裡如一的務實產銷策略，贏得消費者尊重

和掌聲；勝利中心為弱勢身障者視能力與興趣量身打造工作；

四方報使讀者變記者，擺脫媒體舊思維；大誌雜誌則培訓街友

賣雜誌，讓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街友搖身一變為「鑽石級」銷售

員。

如何秉持理念同時滿足消費者需求並非易事，但也正是社

會企業獨特之處，行銷企業價值時，更注重自身的公益目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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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例如協助弱勢工作機會或堅持產品友善環境大地。

參、�專書評價－用真誠訴說一個撼動人心
的溫馨故事

一、從本文分析

本書企業主具有俠骨柔情，匯聚弱勢族群的力量，試圖創

造這塊土地的幸福與經濟奇蹟，創新與關懷是手中唯一利器，

面對社會弱勢族群，以公益與公義為後盾，形成促使社會向

上、向善的清流。企業主「瘋狂」地顛倒思考，努力把爛牌變

好牌；「任性」地拋棄舊思維、

發展新思維，熱情驅使下擴大商業思維，援助需要幫助

者，試圖改變現狀和制度（廖建容譯，2010），讓臺灣的人文

社會展現美麗的風景。現今「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者

幾希也，唯其難得，更值得珍惜呵護，這九家各具影響力的小

型社會企業確保臺灣社會僅存的部分小確幸，如：安心享用食

物、互信互助。

拋卻悲觀，需要希望；擺脫悲情，需要力量，臺灣的社會

企業發展已出現百花齊放榮景，有提供服務者，如：光原、勝

利中心和上下游新聞市集等；也有販售產品的社會企業，如：

喜願、日月老茶廠、芳榮米廠、大誌雜誌、四方報和生態綠等

（秦振家、金麗萍，2015）。

二、既要當領頭羊，也要當獨行狼

臺灣曾經的經濟奇蹟至今為人稱頌，但部分企業被過往的

成功經驗綁架，不惜犧牲轉嫁成本到永續發展或職業道德來壓

低成本，以求高獲利，社會企業並非侷限於組織型態改變，或

改賣商品或服務，更包含角色、環境、策略與思維的翻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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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恩，2014）：

（一）角色轉換：由資源使用者到價值創造者

傳統慈善機構經費主要依賴捐款，被服務族者大多

扮演「受助者」角色，喜願、勝利中心和大誌則嘗試轉

型為「價值創造者」，透過量身訂作的職業培訓，將原

本被動受助者轉變為積極生產者或服務提供者，創造的

不只是產值，更是自尊重建和自我肯定。 

（二）環境轉換：從弱勢轉為優勢

弱勢有時只是主流價值賦予的刻板標籤，經由環境

轉換，原先認定的弱勢極可能變優勢，成為寶貴人力資

源。黑暗對話是社會企業絕佳的社會創新個案，將視障

者與正常人的強弱態勢，因環境與角色轉變而互換，讓

視障者在黑暗環境的高適應能力，成為協助正常人在黑

暗環境下發展團隊協同能力的導師（謝邦俊、蔣筱鈺，

2014）。勝利中心不標籤化任何族群，反而利用不同障

別特性，在適合自己的環境盡情揮灑所長，將弱勢反轉

為優勢。

（三）策略轉換：從庇護工場到卓越品牌

打造品牌差異，思考自己的價值定位，勝利中心

要求自己成為業界頂尖，將自己定位為兼顧「安全、精

準、效率」的服務提供者，在中信銀行的信用卡資料輸

入上，達到超高準確率，建立他人難以企及的高門檻，

後續的市場測試、品牌經營、商品與服務的精進等更不

可輕忽。

（四）組織轉換：從單一組織到混合分工

慈善機構在商業行為較受侷限，一般企業則無法

接受大眾捐款，故社會企業與基金會並存的混合分工模

式，彼此各司其職、互通有無。「瑪納」與「光原」皆

104 年度公務人員專書閱讀心得寫作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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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社會服務，採取專業分工，前者協助原住民建立農

業生產機制，並提供技巧與資訊培訓；後者進行原住民

有機蔬菜行銷，原住民安心種菜，光原負責販賣。

俯仰無愧於天地，褒貶自有春秋，期待臺灣的社會

企業不只遍地開花，更能走得長遠、持續發光發熱。

肆、心得感想－重塑臺灣企業魂

一、他山之石

（一）美國�

直接支援較少，但社會的支持提供不少支援。因缺

乏政府直接支援，不少非營利機構採取商業營運模式。

（二）英國�

大部分社會企業由社會企業聯盟（soc�al enterpr�se  

coal�t�on）代表，提供全國性平台，讓社會企業表達需

要，並與政府商討相關事宜，亦加強公眾和商業界對社

會企業的認知（鄭勝分，2005）。

（三）新加坡�

未制定社會企業推動法令，但草創初期運用完善補

助系統提供資源，並規劃須獨立經營並回饋社會。其基

礎在創辦人與參與者具備充分的商業與經營觀念，創辦

人本身曾是企業主，善於觀察市場脈動並即時調整（新

加坡社會企業政策推動與發展考察報告，2013） 

（四）韓國

勞動部下設專責單位，由「促進就業」角度推動社

會企業，訂定「社會企業促進法」並認證，未經認證者

勞動部依法課以罰鍰；並發展民間育成單位，提供創業

與經營諮詢、輔導，社會企業輔導產業鏈儼然成形（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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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社會企業政策推動與發展考察報告，2013）。

二、聚焦臺灣

勞動部以促進就業角度推動社會企業，政策架構如圖2：
圖2　推動社會企業促進就業政策架構

資料來源：修改自「推動社會企業促進就業政策規劃」（2007）。 

政府扮演制定政策、法令角色，過去致力上圖左邊區塊，未

來期待納入右邊區域推展。由勞動部於勞動力發展署成立「社會經

濟推動辦公室」，採取建置社會企業輔導體系、辦理社企廣宣與

登錄、檢視法規障礙與立法議題等具體措施（社會企業行動方案

103-105年核定本，2014）。

伍、浪漫後的現實：社會企業的美麗與哀愁

看完此書，為社會企業主喝采讚歎之餘，不免為他們的未來

擔憂，創業惟艱，美好的開始未必有燦爛的未來，社會企業是否皆

有童話故事般的結局「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臺灣的社會企

業發展仍屬摸索階段，面臨的挑戰更是嚴峻，除創業熱情和公益理

念外，亦須用理性克服困難，於下探討並可能面臨困境及因應之道

2013

2

2

2007

9

104 年度公務人員專書閱讀心得寫作競賽

佳
作‧

吳
麗
梅



115

「公共政策與管理知能」領域

（林淑馨，2013）：

一、概念宣導不足，民眾認知不清

對某些業者而言，社會企業僅是獲得收入的手段；對部分

官員來說，社會企業即福利企業，甚至「商業就是商業，公益

就是公益」的二元思想仍根深蒂固。商業與公益的結合常受質

疑，社會企業也常會被懷疑是在「大發窮人財」或者打著公益

旗幟謀取個人私利。 

以大誌雜誌為例，創立目的在協助遊民經由推銷雜誌賺取

收入，改善被動生活模式，亦解決社會問題，立意雖良善，但

因企業知名度不高，大眾認知不足，極可能懷疑其利用遊民詐

財而卻步不前。

二、企業特性與創新度不足

部分社會企業由社會政策所催生，非由創意形成，故公

益目標顯著，但企業性格薄弱，創新不足，被視為福利性質事

業，離創意產業更遙遠。若干社會企業過分依賴政府資助或採

購，犧牲自己的獨立性和對受益群體關注，缺少動員社會資本

的基本能力，亦不具備經營企業所需的管理技能。目前社會

企業將重點放在社會「創業」，而對後期的營運及結果缺少關

注，社會企業運作需要溫暖的「心」和冷靜的「腦」，須接受

更多具體有效的技能培訓。

三、欠缺相關法律的支持

公益創投型社會企業（如：光原、大誌等）雇用對象因非

身心障礙者，不適用「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或團體生產

物品及服務辦法」及「身心障礙保護法」，故缺乏法源依據，

稅法上是否有優惠亦欠缺法源。社會企業需要的不僅是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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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與資金缺一不可（吳書榆譯，2014），亦需完整健全的相

關法制環境。 

陸、結論－一起找回臺灣失落的幸福

福利救濟或企業贖券式的慈善，並非商界採用的可持續性思

維（2014，魏繁星），缺少全方位深度思考，慈善只是頭痛醫頭、

腳痛醫腳的杯水車薪。曾到一家溫馨的小餐廳用餐，老闆神采飛揚

地談起創業經驗，提及刻意錄用弱勢家庭的孩子擔任員工，除了拉

弱勢家庭一把，這樣的孩子對得之不易的機會格外珍惜，「置諸死

地而後生」，比一般員工忠誠度更高，敬業度也更高。這不但是事

業，也是志業，其實臺灣社會很多中小企業主早已默默在耕耘社會

企業這個園地。

但令人擔憂的除了現實面，還包括政府的角色。政府不應只擔

任政令宣導或金主角色，但政府的角色往往曖昧不明，上網搜尋資

料時，「驚喜」地找到經濟部的社會企業網站，在細看該網站列舉

的「模範生」後，由喜轉驚，在眾多大企業中，多數大型企業頗具

爭議性，或有被列為剝削勞工的血汗企業者、有出產黑心商品者、

有頻頻發生人為公安意外者（臺灣社會企業責任電子報，2013），

實在令人浩歎，若政府推薦認可的模範生都存在如此大的爭議，大

眾對社會企業的質疑聲浪就不足為奇了。 

人生須有夢，築夢須踏實，社會企業家採取創新模式，經營

自給自足，將社會的需要轉化為商機，提供弱勢盡情揮灑生命的舞

臺，同時也找到企業的立足之地，誠如阿育王執行長比爾所言：

「社會創業家不滿足於給魚或給釣竿，他們不會停止努力，直到改

變整個漁業生態系統。」擇其所愛，愛其所擇，社會企業家從懷抱

理想，初入實作現場，從「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的壯志凌雲；

繼而為公益本心和經營自給自足，「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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憔悴」的無怨無悔；在歷經實戰的矛盾和掙扎後，終於撥開雲霧見

青天，茅塞頓開，堅持初衷和抱負，「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

闌珊處」（王國維，《人間詞話》），勇於接受現實的嚴酷試煉，

文末謹以一首創作的短詩，祝福這群努力試圖扭轉人間種種錯誤的

社會企業鬥士們！

「獨自穿越生命的河，

宛如黑暗中的一絲燭光，

不在乎誰看到我幽微的光亮。

朔風凜烈，吹不熄我的微光；

暗夜漫漫，長路遙遙，我依舊向前凝望，奮力邁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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