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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建構社會企業經營歷程模式 

 

學生：黃姵璇                      指導老師：楊敏里 博士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碩士班 

摘要 

經濟快速的發展顯現出許多因貧富差距所帶來的經濟性社會問題，為了解決社會

現況，有一群社會企業創業家藉由自己的能力將社會問題與經濟行為結合，創造社會

與利潤價值來有效解決所關注的社會問題，也因此近來社會企業的議題備受業界與學

界關注與探討。 

本研究以從事社會企業的創業者或相關人員做為主要研究對象，採用質性研究方

法之紮根理論進行研究，共訪談八位從事社會企業營運的創業者或相關人員，而本研

究主要是在探討：一、透過訪談了解現今台灣社會企業創業者創立社會企業前的歷練

與動機。二、探討社會企業營運期間的經營做法。三、探討影響社會企業營運之因素。

四、建構社會企業經營歷程模式，以提供後續研究者探討與業者創立社會企業的參考

依據。 

本研究結果顯示社會企業創業者的歷練與動機會與其社會企業經營之做法之間

具有關連性；社會企業經營之做法則為創造社會企業營運績效之基礎；而影響社會企

業營運之因素會促使社會企業營運績效的表現，並由上述因素之間的關聯性發展出社

會企業經營歷程模式，最後就本研究之研究結果進行討論，並提出管理意涵與建議以

提供業者與相關研究參考。 

 

 

關鍵字：社會企業、社會企業創業精神、社會企業創業家、紮根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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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 the Model of Entrepreneurial Process of Social Enterprises 

 

Student：Pei- Hsuan Huang          Advisor：Dr.Min-Li Yang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Abstract 

 

Rapid economic growth is often accompanying by social problems of poverty gap. In 

order to solve social problems, some of social enterprises try to combine social problems 

and economic behavior by their ability and efforts, and result in social value creation and 

profit value.  Therefore, the industry and academia much attention the issue of social 

enterprise recently. 

In this study, we used ground theory as research method and interviewed eight 

interviewees who engage in social enterprise of entrepreneurs or related personnel. The 

main focus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a) to understand the experience and motivation of 

the current Taiwanese social enterprises before they found the social enterprise; b) to 

explore social enterprise operating practices; c)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factors for 

operation of social enterprises; d) to construct the model of entrepreneurial process of 

social enterpris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social enterprise's experience and motivation associated with 

operating practices of social enterprise; operating practices of social enterprise is based on 

operation performance of social enterprises; the effects of factors on the operation of social 

enterprises affect operation performance of social enterprises. Finally, this study constructs 

the model of entrepreneurial process of social enterprises. According to such result, the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and follow-up recommendations are summarized in this research. 

 

Keyword：Social Enterprises、Social Entrepreneurship、Social Entrepreneur、Ground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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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此章節共分為四節，第一節說明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說明研究目的；

第三節與第四節則分別敘述本研究之研究流程與論文架構。茲將各節分別說明

如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經濟快速發展，顯現出貧富差距逐漸擴大的現象。就臺灣而言，根據

財政部最新統計，100 年度最窮的百分之五家庭平均年所得只有新臺幣四萬八

千元，前百分之五富有的家庭一年平均所得高達四百六十三萬多，顯示社會具

有高度的貧富差距存在。而貧富不均的現象是社會的經濟性問題，導致利潤無

法完全回饋至整體社會上，會有這樣問題的存在原因在於全球社會幾乎皆是以

資本主義來行事，造成現今所面臨的社會狀況，也因為這樣的原因，使得企業

在營運上的目的著重在追求企業利潤極大化，而忽略了社會上的需求與問題。

 通常面對社會問題時，皆是由政府、企業與非營利組織來加以協助，然而

其力量均會受到限制而沒辦法達到有效解決問題的現象，胡哲生、張子揚與黃

浩然 (2012)曾提及在資本主義的體制中，主要是靠企業追求利益的生產製造及

市場上自由的交易活動來滿足一般民眾的生活需求；市場機制無法滿足之處，

再由政府的公共資源或社會福利之力量來解決。但是，政府體系因科層運作的

限制及政策規範的僵固性與政策建構複雜性，使得政府福利的傳送備受阻礙，

易發生「政府失靈」之現象；而在企業營運上面，也一樣會發生市場供需機制

無法有效運作的問題，而發生「市場盲點」的狀況，包含：在需求上無能力購

買、在供給上無意願製造、市場基礎建設薄弱、高價供給、市場供需條件上的

差異、供需分離的不純熟市場，與企業營運決策的盲點，例如：企業在營運價

值觀上常以追求利潤極大化為目標，而使得企業忽視消費能力低的族群、偏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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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的需求，以及衍生性的社會成本等情況，而造成「市場失靈」之現象（胡

哲生、陳志遠， 2009）。另在非營利組織方面，其改善社會問題的資金來源的

大部分皆是由募款所得，但是有時會因為外界捐款不足或不穩定的現象，而無

法盡心盡力改善社會現況。 

 基於上述原因可知道，無論是藉由政府、企業或是非營利組織來解決社會

問題都只能短暫的治標而不能達到治本的效果，因而近年來興起了另一個特別

的組織來滿足社會需求，那就是社會企業。Tirmizi (2012)提到社會企業精神

(social entrepreneurship)是提供世界一個機會以解決根本上的問題，不只是改善

現有社會上的需求，也是確保未來會變的更美好的一種新的方式；近年社會企

業的出現反映著，許多的創業者積極反省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缺失，而想要顛覆

過去透過創業方式賺取越多金錢的迷思，轉而以改善社會問題為創業的目標，

創造出能兼得「做好事也能賺錢」的一種獨特商業模式。因此，隨著社會問題

頻繁的出現，更加深社會企業議題的重要性。 

 因為社會企業有別於一般傳統企業的商業模式，主要目的在以市場機制的

方式，產生公共利益解決社會需求的問題，而此特殊的模式也對整個企業帶來

不一樣的經營觀點，因此近年來在社會企業的研究領域與議題上備受關注，而

本研究思維著一般民眾在這之前或曾經聽聞過社會企業，但未能深入瞭解其涵

義與運作模式，故欲進一步研究探討，但現今社會企業的相關研究大多數是針

對社會企業獨特的營運模式或關鍵的營運因素進行探討，但缺乏研究社會企業

歷程模式的建構以及研究方法單一化之現象，因此首先本研究希望以 Guclu, 

Dees, and Anderson（2002）所提出的社會企業創業過程之觀點做為研究基礎，

其認為社會企業創業主要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是「發願」，其次是「發展獲

利機會」；即使在發願階段，社會企業創業觀念也並非隨機出現，也必須具備

創業者的個人(社會)經驗才能體認社會需求，及可用於解決社會問題的各種形

式之社會資產，加上推動社會變革後的新觀念，才會產生重視社會需求與解決

能力的均衡思維；第二階段則重視將心願轉換為實踐社會價值的邏輯思維，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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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設計出作業模式與經營策略。最後，在社會企業的研究方法中往往都是透

過個案的質性研究方法探究此議題，但是本研究想透過紮根理論的方式，從中

了解社會企業創業者創立社會企業前的歷練與動機、經營做法與影響因素並建

構模式。 

因此，綜合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希望透過社會企業創業過程之觀

點與紮根理論之研究方式，深入探討社會企業經營歷程，並進一步建構出社會

企業經營歷程模式，以供後續有志於社會企業創業人士與研究者了解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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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近年來已有較多人知道社會企業這種組織實體的存在，但是因為組織型態

之特殊，較少人清楚瞭解社會企業的營運狀況為何；因此，本研究想藉由質性

研究方法中的紮根理論，訪談社會創業家創立社會企業的歷程，並彙整訪談資

料加以分析，給予業者與後續研究者對社會企業營運方針的參考依據。 

本研究的目的為： 

一、 希望透過紮根理論的方式探討社會企業經營歷程。 

二、 透過紮根理論建構社會企業經營歷程模式，以提供後續研究者探討與業

者創立社會企業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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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流程 

 此一節說明本研究的研究流程，首先，先確定本研究的研究主題、研究動

機與研究目的；其二，蒐集相關文獻資料並整理，透過文獻的整理以利於更加

瞭解研究主題的意涵與方向，並做為發展紮根理論的基礎；其三，依據紮根理

論的流程進行理論抽樣，並將訪談的內容進行資料分析與概念的建構，進而達

到理論飽和，若尚未達到飽和，再回到理論抽樣的步驟，再次訪談研究對象做

進一步更完整的資料蒐集，直到理論飽和為止；最後，依據資料分析的結果提

出本研究的研究結論與建議。茲將本研究之研究流程繪製如圖 1-3-1。 

 

 

 

 

 

 

 

 

 

 

 

 

 

圖 1-3-1 研究流程  

研究動機與目的之確認 

相關文獻整理 

決定研究方法與對象 

理論抽樣 

(開放式訪談) 

資料蒐集 

資料分析 

模式建構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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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論文結構 

 本研究論文共分為五章，各章節的內容分別於下述進行說明： 

第一章緒論 介紹本研究的研究背景、動機與目的、並進一步發展本研究

之研究流程，最後再針對本論文各章節之架構進行介紹。 

第二章文獻探討 主要是探討社會企業、社會企業創業精神與社會創業家

之涵義，並根據上述相關文獻的整理作為本研究之研究方向與對象之依據。 

第三章研究方法 主要是針對質性研究、紮根理論、研究樣本抽樣方式與

研究對象進行說明，並依據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確立本研究之研究方法。 

第四章文本分析 主要是將本研究之訪談逐字稿進行文本分析，分別是開

放編碼、主軸編碼與選擇編碼，最後藉由各編碼之內容建構理論模式並加以說

明之。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主要是針對第四章文本分析之結果進行探討，並對應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進一步提出結論與建議，最後，再提出本研究之貢獻、限

制與未來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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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開放編碼與訪談摘要 

序號 開放編碼 訪談摘要 

1 
想從事有興趣與有

能力的事物 

 動機喔！我覺得那個…其實應該是看每個人對某些事物的觀察與喜好有

關係吧！(I1SL1-1A) 

 那應該是說我自己在找工作的時候啊會比較傾向於找自己有興趣的一些

領域，那因為網路其實對我來講它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區塊…那一般來講我

自己本身對設計對內容的形式是感興趣的(I1SL1-1C) 

 我是做自己比較感興趣的，而且或許我覺得自己有能力去完成的一些事情
(I1SL1-3B) 

 2 
 網路與資訊工作

經驗 

 我前一個工作其實是做網路的，網路做很久…1997 到 2009 年 (I1SL1-1B) 

 做網路的時候也開發了很多一些相關的應用程式阿…不管是部落格服

務、開店服務啊 (I1SL1-1D) 

 我最早期在精誠資訊裡面的一個部門，然後，後來…後來…精誠資訊就推

出奇摩站，我算是奇摩站早期的幾名員工之一，我在奇摩站那時候負責是

新聞頻道，所以網路...網路算還蠻…蠻走蠻久的，奇摩站後來被 Yahoo 奇

摩…Yahoo 奇摩併購嘛…雅虎奇摩，後來到和信超媒體(I1SL1-5A) 

3 
創辦線上雜誌的經

驗 
 我們還有做一個線上雜誌叫「樂多新文創」(I1SL1-1E) 

4 
獲得網路金手指年

度大獎 

 樂多新文創…其實那個服務在 2009 年，嗯…，國內有一個網路的獎叫「網

路金手指」…在 2009 年那個服務拿到，嗯…，「年度大獎」，就是所有服

務跟媒體類型的網站裡面我們是拿到最大獎的(I1SL1-1F) 

5 多元性的內容刊物 

 目前的 The Big Issue 這本雜誌它是比較綜合性的，對…，綜合性就包括一

些國際間發生一些重要的活動議題，還有跟商業、設計、文化領域相關的

一些內容…(I1SL1-1G) 

6 

透過雜誌的批售方

式，提供街友工作機

會，改善生活環境 

 The Big Issue 的存在的目的就是在於說…它透過雜誌的發行，然後把它衍

生變是成是一個工作的模式，對…，那藉由這樣的一個工作模式提供工作

機會給這一群裡面有一些人基本上是想要去工作的人，對…然後讓他們可

以透過這個方式去賺取一些收入…那如果說是真正…真正想要去讓他們

可以重新去選擇生活的形式或是掌握自己的生活模式的話，你還是必須要

透過一些形式，像這樣的工作賦予的機會，那比較有可能去達到那個改變

的目的(I1SL1-2A) 

 因為我們知道在以往在裡面他們能夠取得的工作機會啊，大部分是臨時

工，臨時工就是禮拜六日有些舉牌的啊、發傳單啊、拍照啊，然後有時候

有一些廟會活動，他們會搭配去出陣頭，像這種都是臨時性的工作，對…

那這樣的工作形式並不是說，唉…，我今天想要工作我就一定可以取得，

而且，通常非假日的時候不一定有這樣的工作機會，所以呢，其實，The Big 

Issue 就提供了一個介於這樣一個不穩定的工作跟一個非常朝九晚五的工

作之間的一個平衡，因為讓…因為基本上他們現階段的生活的確就是不穩

定的，那也必須要透過一個比較具有彈性的一個工作形式，然後，慢慢的

讓他去重新找到自己生活的規律，那或許他比較能在未來有更多一些發展

或是選擇的一些可能性在(I1SL1-3A) 

7 

因為社會對於街友

的刻板印象，使得想

要工作的街友不容

易取得工作機會 

 目前生活現況比較難去取得工作機會的，其實…嗯…街友算是裡面已經是

非常底層的一部分，因為一般大眾會對這個族群會有特定的印象…嗯…就

是覺得唉…你們明明可以工作為什麼不去工作或之類的，所以其實有時候

相對資源的投入或對他們的態度上並不是那麼樣的…但是你說，要真的去

找到一個合適的工作或是有這樣的一個工作機會，以這個族群來講的確是

相對比較困難的(I1SL1-2B) 



 

75 

序號 開放編碼 訪談摘要 

8 

觀察到媒體追不上

環境的變化，因此想

引進 The Big Issue

不一樣型態的雜誌 

 因為我在網路這十幾年都是在觀察這一部分的，對…，那我覺得實體出版

其實還是有一些可以做的事情，嗯…對…，其實現在的媒體，嗯…，有時

候因為追不上整個環境的變化，所以在整個內容的形式上、價值體系上

面，然後跟新的讀者之間的一些互動溝通上，還有對一些，嗯…譬如說網

路、社群那些一些互動的運用能力上面，基本上都是比較……但它不是說

就沒辦法去做一些不一樣的型態出來，對…所以…所以，剛好在 2009 年

有機會看到像這樣一個 The Big Issue 這樣的一個雜誌，那時候才想說，那

是不是有可能把它帶進來臺灣來應用看看(I1SL1-3C) 

9 
取得名稱授權減少

與大眾溝通的成本 

 是為什麼我們要去取得這個名稱上的授權，其實我們是名稱上的授權，就

是我們這個刊名也是用 The Big Issue 來發行，那基本上公司都是一個獨立

的組織…那名稱上的授權…某些程度上可以降低在一開始的在跟群眾或

讀者接洽的溝通時間…因為我們的畢竟資源是有限的…，所以沒辦法扎很

大的行銷預算再去跟讀者溝通說我們什麼叫街報、那我們這個刊物的屬

性，所以我們直接去取得一個命名授權，對我來講或許可以降低在整個讀

者啊或是我在溝通上資源的一些成本(I1SL1-3D) 

10 

因與過去創辦的雜

誌形式上的不同請

教相關經驗的朋友 

 線上的形式跟實體的出版還是有些差異上…但是在出版…實體出版這一

塊，那時候還是要去問一些出版界的朋友…是實體出版的…像 Shopping 

Design 的總編輯…前總編輯啊…黃威融，那是我朋友，然後像…數位時代

總編輯，詹偉雄…詹偉雄…對…詹大哥也都算是實體出版的一些的前輩

啊…對…那時候都會跟他們做一些了解…對…(I1SL1-4A)  

11 
創業需要有承受風

險與不穩定的心態 

 我覺得創業在於人的人格特性，因為它要面對比較大的風險跟變動啊…那

你的個性上要能夠…能夠去承受這樣一個不穩定的現況 (I1SL1-5B) 

12 改善社會問題 
 社會企業一般採取的都是比較不一樣的一些經營架構，然後試圖去平衡社

會上一些問題或是去改善一些問題(I1SL1-6A) 

13 

逐漸拓展地區給予

更多需要工作的街

友 

 主要是在臺北，因為人數就不一樣啊。高雄現在大概四位販售員，然後台

中大概十位左右，然後台北那邊…台北加上新北市那邊現在大概 60 幾

位，60 、70 位。(I1SL1-8A) 

14 
雜誌銷售績效表現

亮眼 

 這一兩個月…這一兩個月更高，之前大概都是將近在三萬本左右吧，上個

月大概快四萬本，陳綺貞那一本，這一個月田馥甄…應該也會到 3 萬 5

以上…有可能…(I1SL1-8B) 

 我們的零售…零售是佔我們最大的收入，對…，所以我們講的發行啊…其

實三、四萬本，如果是以一般雜誌的實際上的販售量來看，其實它是一個

很大的量(I1SL1-9E) 

 今年銘傳大學他們做那個…大傳系跟新聞系所的全學生…，就是全國的大

傳新聞系所的學生的雜誌閱讀調查我們是排第三名，第一名是商業週刊，

第二名是天下雜誌，然後就是我們，所以其實一般雜誌其實上的販售量沒

有那麼高(I1SL1-10A) 

15 

不同於一般雜誌，大

誌 只開放一 些組

織、公家機關訂閱且

訂 閱價較零 售價

高，鼓勵讀者向街友

購買給予自給自足

的能力 

 但是我們只開放給一些組織、公家機關來訂閱而已，而且我們訂閱價訂的

比較貴，我們跟一般雜誌的發行方式不太一樣，一般雜誌其實訂閱價格會

比較優惠然後都會送很多贈品，但是我們沒有贈品，然後我們的訂閱價大

概是零售快三倍，我們訂閱價是訂一年 3000 元，因為我們其實基本上是

鼓勵他們直接跟販售員購買(I1SL1-9A) 

16 

因庫存量少，所以過

期雜誌做為推廣性

質的概念於網路或

書店販售且週轉率

快 

 然後過期的會跟我們過期的雜誌的通路，過期之後你可能會在我們網站上

面買的到，然後像在中南部的誠品也有可以買的到，但是過期的量大概佔

不到我們整體的量的一成，我們當期大概就可以賣到九成多左右，因為我

們的形式本來就是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販售，過期對我們來講是一個…一

方面是推廣性質，然後另一方面是，因為其實雜誌社的經營上，庫存管理

是一個成本，所以我們都不希望有太多過期的雜誌，所以我們其實很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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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雜誌大部分都在半年內就賣完了(I1SL1-9B) 

17 

營運結構與傳統雜

誌不同於，收益來源

主要以零售為主，廣

告為輔 

 我們零售啊，透過他們賣出去的收入，大概佔了 8、9 成左右，另外的一

兩成是來自廣告，對…所以我們的結構跟傳統的雜誌不一樣，傳統雜誌大

概有七八成是來自廣告…(I1SL1-9C) 

18 

營利績效表現決定

組織存活與問題的

改善與否 

 雜誌或是像我們這樣的組織要能夠存活下來，最主要的因素還是在於說它

本身必須要能夠透過這樣的工作可以賺取到足夠的收入才行…
(I1SL1-9D) 

19 

消費者或大眾的認

同會促使組織與理

念順利發展：(1)雜誌

不易取得，但讀者還

是會特意去購買，表

示讀者對產品與營

運模式的肯定與認

同；(2) 消費者或大

眾的認同會促使組

織 與理念順 利發

展：商家的消費族群

對節能減碳具有高

度意識，將會願意使

用環保袋；(3)消費者

的認同是促使農友

轉 型與銷售 的動

力；(4)大眾對社會企

業的認同，會賦予企

業 運作發展 的力

量；(5)消費者對產品

的肯定會影響企業

持續發展的狀況 

 基本上我們這本雜誌還是很難買到，因為你都是透過販售員…，所以其實

你自己知道它…可能都很難去買到，即使是特意去找啊也都還找不到，

對…，所以一般來講我們讀者的確是，嗯…，其實大部分會持續買的都是

有在看我們雜誌的(I1SL1-10B) 

 在新店那一家店，它是一間就是有機蔬食餐廳，那我們會放袋子在那邊是

因為它中間有在賣友善小農的蔬果，所以我覺得是去他們那一間店拜訪的

然後去購買的人本來就比較高度意識是比較節能減碳，然後比較綠色生活

的人，所以他們就會對於這種東西…用十塊錢然後就可以減少塑膠袋他們

好像也都覺得這樣是很 OK 的，應該就覺得他們覺得那十塊錢價值…就是

不是貴的，就是可能是…因為取代塑膠帶的價值更高(I2SK2-12A) 

 我們九年來也有一群消費者在形成一個所謂的 community，這樣一個社群

對支持農地，第一線農友的轉變非常的重要，如果他們有一個穩定的支持

者，那他們辛苦是值得的(I2SH5-7A) 

 九年來在我們平台消費過的大概兩、三萬個人，那這樣就穩定了一股綠色

消費群嘛，那這樣子的結果，讓農友就更願意轉型，所以我才蠻樂觀說其

實綠色消費是最好的環境守護者，他們用合理的價格支持生產者，生產者

又回饋到土地(I2SH5-9B) 

 我今天這些枇杷我可以請宅配送，一件 150，我請我同事送不見得比較便

宜喔，以成本角度而言，可是我請我同事送我希望我同事去交給客戶的時

候，我希望他可以跟客戶多聊一些我們為什麼做這件事情(I3SC2-14B) 

 所以說我們做社會企業絕對在台灣是一個新興市場，那新興市場就會有很

多新的機會，也會很多人認同(I3SC2-10A) 

 像淡定紅茶事件，它對我的品牌知名度增加非常非常的多，我只要跟別人

說淡定紅茶是我做的，基本上對愛樂活品牌整個 Brand 就是上去了，不一

定是要真的要實體 Brand，就是說信任度(I3SC2-16A) 

 所以枇杷也是啊，就是有人吃了好吃，不然我們怎麼有辦法這麼厲害，所

以還是回到產品的本質吧，就是產品力不夠的東西那是沒有辦法持續下去
(I3SC2-17D) 

20 

所提供的產品與服

務需立足於營運專

業上的考量，滿足消

費者需求產品才會

獲得長期的支持 

 其實社會企業你們自己…，應該說做社會企業對自己…所提供的商品跟服

務其實是很重要的，你…你還是要能夠跟市面上的所有商品有所競爭而且

有所區隔…以一個支持的角度去購買商品的行為，它其實沒有辦法支撐一

個企業的運作，對…不能總是仰賴說支持你一下買那個，但是你下次可能

不會買，但他下次為什麼不會買？他可能對你的產品的喜愛程度不夠啊，

他覺得沒有這樣的需求，所以他就很自然他就不會持續買…所以你還是要

去創造說你的商品跟服務是可以滿足消費者的需求的，那對他們來講的選

擇就變的比較簡單，因為他們買了一次，唉，他又很喜歡，所以他下一次

就定期跟你買，所以你的企業才有辦法存活下來，所以社會企業其實對自

己所提供的服務啊商品，我覺得還是必須要站在很專業上的考量來看這件

事情(I1SL1-10C) 

21 

與同仁之間的溝通

會促進組織與理念

順利發展：(1)初創營

運待遇較不穩定的

 現在其實販售上比較穩定，在早期的時候當然大家的待遇就會比較不好…

比較低啦，不能說不好，就是比較低一點，但那個是你在請員工的時候必

須要跟他們講清楚的事情(I1SL1-11A) 

 我們裡面就有一些人事…可能對於環保袋這個他反而沒有很在意，他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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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開放編碼 訪談摘要 

狀況下會事先與員

工溝通；(2)團隊間的

溝通協調；(3)有時可

能只能支付半薪給

同仁，因此會事先與

同仁溝通 

的可能是別的，所以我們大家都是常常…我們可能會花很多時間為了這樣

彼此要去說服，就是比如說為什麼環保袋要用這個布標做，然後或是我們

為什麼要跟店家那樣子談什麼的、怎麼去宣傳(I2SK2-9A) 

 因為我們就是用 Google 的那個…就是線上表格去填這些東西，那工作分

配的話其實就是我們固定每個禮拜一定會有一次開會，然後去看接下來的

進度資料等等，那其他就是靠線上，就是…線上的資料表或是我們用比如

facebook、其它的雲端的那個工具去溝通，因為我們實際上見面就是每個

禮拜一次(I2SK2-15A) 

 那我都會跟他們先談好說，至少一個月兩萬塊應該都可以付給大家，我從

手上的 budget 看起來說，我到年底應該大家一個人兩萬塊應該沒什麼問

題，那剩下的部分就轉成股份給大家(I3SC2-8A) 

22 
聘雇具備專業能力

的人員 

 因為有些工作有一些特定的要求，例如說設計，他可能就必須要對設計很

感興趣那他來幫我們編雜誌他才有辦法去投入裡面，而不是一開始就是站

在說我想要幫助他，但是你的本質專業不行的話，那我還是沒辦法請你

啊，對…對…所以我認為是光有那個熱情或是你想要去協助什麼那個心態

上其實是不夠的，所以你必須還是要專注在你自己所屬擅長(I1SL1-11B) 

23 

創立社會企業的過

程不應該是以同情

的心態營運要求消

費者支持 

 應該說非營利組織出來的社企有時候會比較傾向用「善意行銷」的方式，

對…善意行銷就是…，因為我們是辛苦某一個群做出來的產品或服務啊所

以請大家來「支持」我們，但是我不覺得應該用這樣的方式去做，因為這

樣對整個組織的運作長期來看是不好的，應該是你本來就是有做一個很好

的商品與服務請大家來用看看(I1SL1-12A) 

 我們目的絕對不是要你捐錢，我是希望你真心喜歡我們家的產品，真心覺

得它好吃、覺得它漂亮、你覺得它的質感或各面的都讓你覺得很值得願意

買它…所以有時候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 sensitive(敏感的)的議題，就是因

為很時候很多人他們在做這樣的思維的時候，常常陷入一種我是弱勢，你

要來幫忙我的那種心態，但我從來不覺得有誰會是弱勢這樣子，就是你只

是在自欺欺人而已，我會這樣思考啦，所以我們一開始在做的時候品牌定

位跟我們的模式，我是因為覺得說它有那個價值，它足夠在好的地方讓更

多人看到，所以我們那時候的操作跟那時候的包裝都是朝這個方向去思

考，而不是站在一個請你幫幫我們，然後擺一個大攤子說什麼捐十塊什

麼，沒有，從來都沒有講這件事情，我們不太把這件事情當做第一個傳達

的，我希望你是因為吃到覺得好吃，然後感受到它的美味跟感受到它那個

有機的價值，而喜歡而購買這樣。(I2SW4-10A) 

 有時候他們發生風險我們還是承擔不了，那總不能每一次都叫人家來同情

小農，我覺得市場不是要架構在同情上，而是架構在一個相互需要，而且

是公平尊嚴的互賴(I2SH5-7B) 

 所以你跟消費者溝通的時候，我不會去用一種拜託你來捐我錢，我完全不

會，我完全溝通這個產品的價值(I3SC2-9A) 

24 

對 產品價值 的要

求，才能獲得認同與

支撐營運發展 

 應該是說你所做的任何一些產品的生產它本來就要有一定的存在的價值

啊，不然的話你把它弄出來它其實就是個浪費而已啊，因為你買了之後買

的人又不想要用它，那為什麼要生產這個(I1SL1-12B) 

25 招募說明會 

 我們就會辦招募說明會，在一些做街友服務的單位啊，譬如像我們在高雄

市都是辦那個…街友說明中心，在三民區、在鳳山也有，然後像行德宮啊…

它也是做發餐服務啊，我們都會到那邊去做說明會(I1SL1-15A) 

26 

因為街友過去帳戶

可 能受到銀 行凍

結、金錢遺失或是現

金週轉不足無法批

售 雜誌販賣 等問

題，因此大誌建立小

額信貸服務提供街

 給街友另類的小額信貸 

存款：許多販售員，過去可能遭到帳戶盜用或變賣，無法存錢的他們，只

好把錢帶在身上，不時弄丟或不小心花完了，導致完全沒有存錢計畫。《大

誌》鼓勵販售員為未來準備，可以寄放存款予以《大誌》保管，當然也可

以隨時提用；借款：有時市場雜誌需求量大，致使售貨員現金不夠周轉。

也有販售員一時全數花完積蓄，無力再行批售。《大誌》以「出借」雜誌，

作為貸款方式，讓販售員可以持續販售業務，並分期償還借款金額。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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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開放編碼 訪談摘要 

友能有穩定的營收

狀況 

販售員的信用還款情形相當不錯。有借，果然有還。(資料來源：「我們的

小經濟小幸福」(I1SL1-16B) 

27 

對台灣街友相關資

訊進行了解並針對

市場做相關分析做

為產品定位的方向 

 李取中為「THE BIG ISSUE 大誌雜誌」做了明確的產品定位及市場區隔。

因為銷售通路的獨特性，李取中首先深入了解全台灣街友的生態、區域分

布、相關的主管機關及提供街友協助的非營利組織，也進一步分析台灣主

要公共運輸系統的人流量及年齡層，將大誌定位為綜合性的人文雜誌，內

容以全球議題、藝文、時尚、設計及科技為主，並鎖定 20 至 35 歲的 Y

世代為讀者群。(I1SL1-15C) 

28 
投資者出資協助營

運 

 我們還有另外兩個夥伴，不過他們就是比較沒有常在這邊，主要我們同時

有投資也有工作就是我跟佩真，那另外兩個有投資，但是他們沒有實際上

面…因為他們有別的工作，所以他們沒有實際上在這邊工作。(I2SC1-1A)  

29 

友善環境、食品安全

與社會企業的工作

經驗 

 我最後就是在綠黨工作…所以也是在環境領域，後來也是到台灣蠻野心足

心態協會，對…然後也是做一些有關於友善環境農業啊、食品安全、社會

企業這方面的議題這樣子(I2SC1-1B)。 

 我以前是念社工，就是後來畢業之後就是做環境領域的工作；然後佩珍以

前是在誠品工作，然後我跟她(佩珍)是在綠黨認識，就是有一段時間一起

在綠黨工作，後來她去了二四八市集 (I2SC1-5A) 

 其實佩珍以前在二四八農學市集工作，所以她就是認識一些農友，那我的

話是工作關係，協會的關係就是接觸蠻多農業議題的，所以也是有認識一

些農友(I2SC1-4A) 

30 

對農業、健康飲食議

題有興趣，因而想開

設友善環境餐廳 

 我大學就對餐飲與農業健康飲食就蠻有興趣的，所以其實就想要開一個這

種…友善環境的餐廳還蠻多年了(I2SC1-1C)  

31 

結合友善環境與餐

飲的理念，支持農友

與改善環境 

 其實還有很多我們在創造一個、新的一個綠廚師這個行業的友善環境的餐

飲業的部分，跟一般餐廳不一樣，那我覺得本身做那種主流的餐廳就很困

難了，那更何況我們是一個打破傳統的餐飲業(I2SC1-2A) 

32 

同仁的認同會促使

組織與理念順利發

展：(1)透過相關議題

管道應徵員工，因此

大部分員工認同餐

廳理念；(2)同仁對組

織理念的認同，促使

順利推動組織的事

物；同仁對企業理念

的的認同與了解會

影響企業的營運發

展 

 那大家可能…像有些人是在社企流看到我們的徵才，那有些人是在 PTT

啦，或者是那個我們有請環境資訊協會幫我們 PO，所以就是進來的員工

大部分可能會認同說…(I2SC1-2B) 

 我很重視 interview，我 interview 之前都會叫他們先去看我們的網頁，看

我們在做什麼，所以我的 interview 的時候都是問他，你看了什麼、你對

這個工作有什麼想像，所以說實在我跟他們 interview 的時間是從他到此

之後最長的一次，之後我就沒有跟他太多的什麼教育訓練什麼的，其他有

時候是開會、那對話，那我這個人很懶，我很不喜歡管人，所以都是由他

們自己管自己，所以我一個禮拜大概進去辦公室不到兩個小時吧，因為我

跑外面的時間很多，我要跑農場、我要跑環境的議題，所以在我們辦公室

都要能獨立作業，那他們就是自我相互管理，因為如果他們認同這個事

業，有願景，那我們…(I2SH5-14B) 

 我的員工大概都是從我在社運的過程找的，那當然有時候要 interview 一

些可能…比如說會計人員那個東西，但是也都是因為這樣認識一些朋友，

然後相互推薦，所以就是在這個綠農的家或是屏東環保聯盟，他一定要很

清楚我們的工作是什麼，那所以他是為了他的理念在工作(I2SH5-15A) 

 反正我們就是該付薪水要付，可是說年底如果很不幸的我們沒有辦法付出

薪水，那把它轉成股份大家一起當股東，那大家覺得 OK(I3SC2-7A) 

 不然我怎麼吸引優秀的人才，比如說你，我覺得你很優秀你想進來，可是

我如果只能提供給你三萬塊以下的薪水，我覺得我很難吸引一個碩士生進

來，可是我現在開給碩士生的薪水是四萬四，我開給大學畢業生的薪水是

三萬，我就給他們選擇你們是要領三萬，還是要領一半，然後其他做股份，

他們都選擇要做股份，我也覺得很神奇，因為他們就想要把這個事業變成

自己的事業(I3SC2-8D) 

 如果不讓同事去一起接觸他們永遠都不知道我們在為什麼做什麼，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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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開放編碼 訪談摘要 

們沒有去理過枇杷，他沒有去種過田，他沒有去…那你怎麼去幫助他們或

是說你怎麼跟他們一起工作(I3SC2-14C) 

33 
應聘專業人員營運

餐廳 

 對環境議題這樣子的…友善環境的飲食或者是說對於農業很有興趣，可是

我覺得有時候…畢竟興趣還是興趣，你就是了解的專業度到底夠不夠，然

後…嗯…還是要面對到現實是，我們畢竟還是一個餐廳(I2SC1-2C)  

34 

員工期待有產地參

訪的活動，因此安排

相關活動，鼓勵員工

對餐廳盡心力，並從

中獲得成就感 

 我們都會安排…比如說去產地參訪啊…我們都會不定時的辦一些活動…

那相同的我們也會希望工作人員做到什麼樣的貢獻那只是有些工作人員

當初期待說也可以有這樣子的活動啊…不過我覺得就是看我們怎麼樣去

鼓勵他們或者是有一些誘因啦讓他們會覺得這一個很有成就感的工作
(I2SC1-3A) 

35 
透過農友幫忙相互

介紹採購來源 

 然後有一些就是農友他們會介紹他們自己的朋友然後也是在種某某蔬菜

這樣子(I2SC1-4B) 

36 

與合作對象的接洽

與溝通會促進組織

與理念順利發展：(1)

拜訪農友接洽購買

食材；(2)與友善生產

食材的業者接洽購

買產品；(3)接洽與拜

訪合作商家；(4)與成

衣工廠接洽溝通，拿

剩下的碎布製作布

標；(5)與手工餅乾廠

商接洽合作：(6)與機

構接洽合作將廢棄

工具改造與設計為

展示品；(7)與合作單

位接洽溝通了解單

位的性質；(8)與柬埔

寨居民接洽溝通，並

發展成 SOP 作業流

程；(9)與農友溝通；

(10)拜訪合作單位且

與其溝通，讓合作單

位願意嘗試合作，並

在從中了解問題解

決。  

 他們本身就是從事這樣(友善種植)的種植技術，然後是我們去找他們
(I2SC1-4C) 

 它其實不是寄賣是我們跟他們買斷，然後…所以沒賣出去就是我們的成

本，然後大部分是我們主動去跟他們接洽的…譬如說梅汁是我們自己也會

用的飲料，然後米啊也是我們吃到的飯，所以基本上這邊的東西其實都是

我們本身自己就會用的(I2SC1-10A) 

 呷米共食廚房的食材，沒有找供應商採買，從雞蛋、香菇、青菜、水果、

茶葉、稻米等農產品，到辣椒醬、苦茶油、麵條、米糕、泡菜等加工品，

都是一一拜訪各個農友而來(引自上下游 News&Market) (拜訪農友接洽購

買食材) (I2SC1-18E) 

 然後真正開始 run 起來然後去拜訪店家(I2SK2-4A)  

 然後是找了店家之後來開始跟他們同時談說能不能當我們的收集店

(I2SK2-10B) 

 因為成衣工廠它們就是作衣服之後他們會有很多碎布，大小不一嘛，那所

以我們就直接去跟他們拿，因為他們其實那種碎布他們都直接丟垃圾桶，

所我們就拿回來就是減成我們要的樣子，然後直接蓋章(I2SK2-7A) 

 那個時候是我負責去找的，那我進去之後就直接問師傅說你們這些碎布會

怎麼處理，他就是說我們就丟垃圾桶或丟地上，所以我就說那我下次拿個

袋子過來，然後你幫我把一些碎布裝這裡，那我就拎著這個袋子走，那他

就好，就他們不會收任何費用(I2SK2-7B) 

 他們本身就是手工餅乾的廠商，像那種創意市集的，所以他們少量是 OK

的(I2SS3-6A) 

 然後妳有看到有幾個台做是拆解的，那這個概念是我們當初在辦巡迴畫展

的時候就有想說怎麼樣那個東西是可以帶有一些公益的性質，然後所以我

們就有想說…想說有一個單位叫做「行無礙」，它主要是推廣無障礙生活

的，那它平常有做一些輪椅出借或者是無障礙旅遊團，那我們透過他們就

問他們有沒有不要廢棄的輪椅還有拐杖，然後我們就用那些東西來做一些

改造，然後把它就變成是一些展示的平台(I2SS3-6B) 

 那怎樣可以讓那個展架本身可以有一些公益的故事表演就是讓大家去宣

傳讓大家知道，然後所以因為流動跟宣傳的這個概念就希望沒有障礙的這

個想法，就是讓我們想到行無礙這個組織，所以才會跟它接洽(I2SS3-6E) 

 我們都會需要蠻長一段時間去了解他們的，然後去了解之後比較才可以透

過他們的一些性質才有辦法知道可以怎麼幫他們(I2SS3-8A) 

 我們先請他(柬埔寨居民)把這樣的模式先 run 一遍，就變成一個簡單的

SOP，然後我們另外請當地人跟當地人溝通(I2SW4-2C) 

 九年前在遊說農友是很難的，我們都要一個一個去談(I2SH5-6B) 

 我其實第一年花蠻多時間去拜訪部落，就去了解到底各地的問題是什麼
(I3SC2-2C) 

 像是淡定紅茶就是個例子啊，我那時候去找他的時候跟他講說，我來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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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紅茶，在網路上賣，他不願意，因為他認為說…因為中華電信基金會叫

我去找他的嘛，那我就跟他說，我聽了他的東西我認同他的理念，那您不

要擔心我不用抽成，你就上架到我的品牌上面就好了，那他說 OK 啊，如

果是樣子他願意去試啊(I3SC2-12A) 

37 

餐廳需要品質良好

的食材，因此向友善

種植的農友採買食

材並進而幫助農友

銷售 

 我們也需要他們這麼好的品質食材，然後他們也是希望有一個購買的力

量，不然他們就是種出來也不知道要賣到哪裡去(I2SC1-4E) 

38 

透過開設講座或租

借場地讓客人了解

餐廳的理念 

 我們是藉由他們來參加演講(講座)認識這家店(I2SC1-6A) (透過開設講座

吸引人群) 

 如果是外面的單位來(租借場地)，我們會收場地費(租借場地空間)，那有

些活動是我們自己餐廳辦的就是請一些講者來，然後就是客人一起來參加

活動(I2SC1-6D) 

 因為原本是單純租二樓，可是現在三樓也是要變成一種多功能的場地租借

空間，就是可以辦會議啦或是什麼工作坊之類的 (租借場地空間 ) 

(I2SC1-6E) 

39 
美食地圖 App 的宣

傳 

 我們開始有要跟團購網合作或者是說…是有 APP 軟體公司自己主動來找

我們合作，等於是說他們把我們的店放在他們 APP 美食地圖裡面
(I2SC1-6B) 

40 媒體採訪 

 然後像之前媒體採訪…像之前上下游有採訪過，後來人間衛視有來報導

過，然後公視曾經在…那時候過年期間有一個…他們是很短不是那種節目

一集很長的那個…就是簡短一兩分鐘新聞插播的那種(I2SC1-6C) 

 他們譬如說來採訪是因為我們有彩虹農場，然後我們怎麼經營、然後還有

我們在打的環境議題，因為環境議題就很多啦，那經常媒體會關心那這方

面(I2SH5-16A) 

 那因為其實我們這陣子也接受了一些媒體，不管是學生媒體或是外面的媒

體的約訪…所以基本上大概會有一些穩定的宣傳曝光(I3SK1-9B) 

41 學生採訪 

 他那一年我也是第一次聽到他說要把我們用那個所謂社會企業的角度來

看，因為我們那時候…他大概四、五年前來找採訪我，他在寫博士論文
(I2SH5-16B) 

42 

標示食材來源，為消

費者把關食材的安

全問題 

 通常我們就是…因為外面的食材就是本來我們裡面所食用的食材，就像外

面就會寫…像地瓜它從哪裡來，或者說木瓜鳳梨這些的(I2SC1-7A)  

 在的上班族三餐大多外食，不容易認識食材來歷，也不確定食物安不安

全，而呷米共食廚房就像個媒人，讓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關聯不再模

糊。「菜單上的每道菜，都會介紹我們的料理方式，運用哪些食材，以及

是哪些農友生產的。」(I2SC1-18F) 

43 

消費不清楚餐廳產

品內容，因此透過布

條加強宣傳 

 因為其實我們呷米共食廚房上面也沒有想講說它是一個蔬食餐廳，所以蠻

多客人會不清楚我們到底提供什麼餐，那有的客人會不知道我們在賣什麼

東西，所以這一部分是我們要比較強打，或者是說用一些東西把它說清

楚，所以我們預計會在柱子上面會有一些布條這樣子。(I2SC1-9A) 

44 
目標營運財務狀況

可以打平與獲利 

 我們的目標，所以就是等於是說希望可以繼續在…可能在一年內可以損益

兩平。(I2SC1-11A) 

45 發放傳單宣傳  妳來之前我還跑出去發傳單(I2SC1-12A) 

46 
透過 facebook 粉絲

團宣傳 

 推廣方式目前是以 Facebook 宣傳…(I2SC1-13A) 

 我們後來也經營了粉絲團(I3SC2-13B) 

47 
料理食材的工作經

驗 

 邱馨慧說，她在蠻野心足生態協會工作時，負責同事午餐共食的食材採買

與料理(引自上下游 News&Market) (I2SC1-18A) 

48 
有機餐廳考察的經

驗 

 曾到日本、荷蘭、比利時、英國、法國等國家的有機餐廳考察(引自上下

游 News&Market) (I2SC1-1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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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餐廳目標用吃的力

量捍衛環境 

 邱馨慧說：「開餐廳不是為了賺錢，但是賺錢才能讓餐廳存在，才能邀請

更多人，一起用吃的力量捍衛我們的土地。」(引自上下游 News&Market) 

(I2SC1-18G) 

 就是希望大家就是你可以稍微調整一下自己的選擇，我們一起來用吃的力

量然後去支持這些農友，然後同時也是支持改變環境的方式這樣子
(I2SC1-8A) 

50 
參與社會企業工作

坊講座或相關活動 

 我們Ubag這個團隊，是在去年2013年的時候去參加台大的一個工作坊(社

會創新工作坊)，不同凡響社工作坊(I2SK2-1A) 

 我之前在某一個地方叫唐青古物商行，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在羅斯福

路附近，它現在也算是一個社會企業，唐青是一個人的名字，然後他就是

因為以前很愛二手家具之類的，然後他會去撿，然後做跳蚤市場，然後現

在有成立了…他們現在有據點，就是去…比如是去修復二手家具然後販

賣，然後那個賣的錢好像是幫助…我記得是幫助偏鄉的孩童的教育學費，

大概是這樣子，反正就是因為就是知道那個地方，然後他們也會辦一些講

座，那時候我是去聽某一個講座(I2SK2-2A) 

 他(堯睿)本來是念政大經濟然後會計雙修的一個學弟，他叫堯睿，就是一

個很瘦高的學弟，據我所知他本來好像之前就有去參加一些社會企業的資

訊，像去年社企流的年會，他就有參加過(I2SK2-2E) 

51 

關 心節能減 碳問

題，因此在工作坊進

行提案後，興起創立

Ubag 的動機 

 所以其實是我們那一組提案完之後，我們就想說如果假設這個工作坊結

束，我們要繼續做的話(I2SK2-2B)  

 成立只是我們那一天在那個工作坊相遇之後，我們覺得那一個小提案好像

真的可以繼續做下去，所以我們就是就開始決定要做(I2SK2-3B) 

 因為我們那一組…就是我們在報名的時候就已經…就是會勾選說我們是

比較關心哪一個、你的重要性，然後我們應該全部都是選節能減碳是第一

個，就排在同一組了，就是這樣，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是去工作坊的時候，

我們就是要負責做節能減碳相關的發想這樣子。(I2SK2-5A) 

52 尋求講師的協助 

 我們想要找一個類似指導我們的人，所以我們就去找 89(工作坊講師兼愛

樂活創辦人)，那他就變成我們的老師了，反正就是在很多資源上，他就

是可以協助我們這樣子(I2SK2-2C) 

 因為你知道我們都是學生，就是我們完全都沒有創業想法跟經歷…因為

89 他是有創業經驗的人，所以他會用他的經驗去推我們(I2SK2-5B) 

53 
社會企業工作與網

路平台行銷經驗 

 然後那個念企管系的萱芷，因為她在愛樂活也是負責做一些 facebook 行

銷相關的(I2SK2-3A) 

54 
向大眾募集二手環

保袋 

 我們環保袋是去跟大家收集二手環保袋(I2SK2-6A) 

 我們最開始的時候，我們是從我們自己身旁的人開始(I2SK2-10A) 

55 
目標實踐節能減碳

的理念 

 因為我們這個布標的布也是直接去成衣工廠拿碎布，因為我們就是希望所

有的東西啊，在我們的這個計畫裡面都是…比如說可能是廢物再利用或是

不要就是因此在製造新的東西，這也是我們很大的困難，我們到現在就是

一直遇到這個困難，就是我們要做任何宣傳物好了或是我們要做下一波的

活動我們可能要有一些製作物，大家都會為了這個東西會不會做了不環

保，然後或是就是這個材質到底還不環保，大家就要爭辯很久…然後或是

大家就會卡在那裡，我覺得這是我們自己給自己的壓力很大，就是很希望

做…對啊…就是希望它都是不要再浪費太多地球的資源這樣子

(I2SK2-6B) 

 但是其實我覺得我們這個 Ubag 很弔詭的事情就是我們最終目標是 Ubag

這個服務根本就不用存在，因為當你有一天大家都會自動自備環保袋的時

候…根本就不需要 Ubag 這個東西(I2SK2-10D) 

 因為我們理想就是大家都會自己帶環保袋(I2SK2-18A) 

56 
透過朋友介紹與商

家合作 

 我們一開始去談…比如說我們從新店開始，先去 89 推薦的一間店，然後

再來去三峽，我們都是先從有朋友推薦的店開始(I2SK2-7C) 

57 合作對象的認同會  有一些店家是因為他們就是覺得這個 ideal 很好，所以就覺得可以跟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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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組織與理念順

利發展：(1)合作店家

認 同理念願 意合

作；(2)農友認同營運

模式願意改變種植

技術；(3)合作單位的

滿意與認同，才能使

企業持續運作 

合作(I2SK2-7D) 

 可是我們覺得那是因為他本身他們那個商品的理念本來就是跟我們相

近，所以他們就覺得這樣子是 OK 的(I2SK2-14A) 

 我們有去訪問過那一些為什麼願意跟我們合作的店家，其中有一些是他們

希望…這個案子覺得很好(I2SK2-17A) 

 那這一點讓他們嚇壞了，因為市價跟他們過去批發給大盤商那個是完全不

一樣的，所以我們第一年的農友，我們用一箱一千塊去跟他買十斤的芒

果，那他又說他們平常都只能賣到三、四百塊啊，所以他們就願意改變
(I2SH5-2C) 

 像是淡定紅茶就是個例子啊，我那時候去找他的時候跟他講說，我來幫你

賣紅茶，在網路上賣，他不願意，因為他認為說…因為中華電信基金會叫

我去找他的嘛，那我就跟他說，我聽了他的東西我認同他的理念，那您不

要擔心我不用抽成，你就上架到我的品牌上面就好了，那他說 OK 啊，如

果是樣子他願意去試啊…然後淡定紅茶事件，總共下了兩百多筆訂單，那

後來反而是他給我 15%的利潤(I3SC2-12B) 

 當然目前有用到我們的客戶當然都很高興，因為不會有這種東西可以給他

們，那對我們而言就是我們成本高，所以客戶滿意一定是我們追求的第一

目標，因為只有滿意客戶才會有不斷不斷的(I3SC2-17C) 

58 

將二手環保袋與的

經濟行為結合，租借

循環使用二手環保

袋實踐友善環境的

理念 

 基本上他們(合作店家)跟我們合作的時候只是我們把袋子放在他們店裡

面，然後有那個使用者要用的話…就是租用的話，就是再投那個租金到我

們的準備的桶子(I2SK2-7E) 

 Ubag 團隊正在三峽社區舉辦商店大串連的活動，積極爭取社區商家成為

環保袋租借、歸還的據點，讓民眾更容易借用這些募集來的環保袋。截至

目前為止，Ubag 已經有 12 個合作店家了，也期許這樣的友善模式能複製

到更多地區，響應環保大家一起來！(I2SK2-20A) 

59 
在合作店家內張貼

文宣海報 
 我們就是合作店就會有有文宣(I2SK2-8A) 

60 

透過愛樂活與比亞

外部落合作以及在

網路平台募集的環

保袋請愛樂活幫忙

協助 

 我剛剛跟妳前面有提到那個比亞外部落的有機枇杷，因為是愛樂活…就是

他們也有就是幫忙那個小農在賣他們的產品，然後這一次是比亞外部落的

有機枇杷，然後他們想說反正既然…就是最差的還是要拿新的塑膠袋去裝

這一些，那如果我這邊可以就募集一些二手袋子…就是去幫他們去裝這些

枇杷也是一個很不錯的 ideal(I2SK2-2D) 

 如果是透過 facebook，我們是請他可以幫我們寄到愛樂活的辦公室
(I2SK2-10C) 

61 北大實體宣傳活動 
 只是我們在那個就是這一次的活動三月到五月之間我們還是會再去北大

做實體的宣傳(I2SK2-11A) 

62 論壇平台宣傳 
 我們也有去那個北大…他們有一個愛北大的網站，他們有一個論壇，我們

有去請朋友幫我們貼文之類的(I2SK2-11B)  

63 
友人介紹之下去做

經驗分享 

 就是那個是 Nadia 介紹的，然後是 YMCA 的澳門團他們來台灣，然後就

是有請我們去做分享(I2SK2-13A) 

64 合作店家快速增加  我們那個時候就是找到店家的速度比我們想像的快(I2SK2-16A) 

65 

志同道合的夥伴可

促進組織的營運狀

況 

 我覺得找到團隊很重要，因為就是…還有…就是我覺得重要的不是財產應

該是人吧，今天你就算再有錢可是你沒有就是這一群志同道合人要做的

話，我覺得真的會做不起來(I2SK2-19A) 

 但我覺得能不能支撐繼續走下去，其實我覺得團隊的人是很重要的，我覺

得找到志同道合的人，這件事情是我會擺在第一的(I2SS3-11A) 

 然後有了新的志同道合的人，我覺得創業有時候…有很多資源，我覺得錢

跟人比起來，我覺得人比錢更重要，大家都知道對不對，企業也在講這件

事情，可是有多難，就這樣子啊！來的人如果不是對的人，他一下就因為

錢就走了，所以說我們這幾年當中，我覺得我們比較幸運是說，我們遇到

一群蠻志同道合的夥伴，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已經有…到 7 月就會有 5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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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time，然後 5 個 part-time，然後都是大家蠻志同道合的(I3SC2-7C) 

66 

因課程而接觸非營

利組織，興起做社會

企業的的念頭 

 如果你有看一步一腳印那個影片的話，妳就會知道是剛好學校的資源所以

我們進去裡面(I2SS3-1A) 

 那這個案子結束之後就是樂山他們有一些業務的需求，那我們 

 去幫忙這樣子，然後去幫忙之後才覺得說好像是有這一塊需求是我們好像

可以繼續下去的(2SS3-2A) 

 在學因接觸新北市八里的樂山療養院，開啟 3 人想做藝術治療教具的念頭

(資料來源：聯合報) (I2SS3-12B) 

67 接設計案經驗 

 原本還沒有成立三明治工前的時候 ，我們其實就是有接很多…是自己接

的案子…，因為其實我們幾個已經在北藝的時候已經是研究所了，所以在

之前我都已經有一些接案或是工作的經驗(I2SS3-1B) 

 我之前只有接過一些零星的案子，因為我自己學工業設計的，有接過一些

零星的案子(I2SW4-1B) 

68 
申請教育部補助方

案，獲得首獎 

 那我覺得也很剛好我有看到這個補助的資訊，就是教育部的計畫，然後所

以我才去申請這樣子，那因為去申請後也還蠻幸運就我們有拿到文創業的

首獎(I2SS3-2B) 

69 

因教育部補助方案

獲得資金做為營運

使用 

 然後在去年一年半的時間裡面，就是我們有 95 萬的資金補助(I2SS3-2C) 

70 
公益與藝術設計的

結合 

 那透過樂山的經驗，就是我們有發覺到他們特殊的一些的…我們覺得機構

的特色，那那個東西我們覺得才是應該讓大眾去認識他們的…今天有帶一

些幫他們設計的東西(卡片、紅包、環保袋、L 夾等等)(I2SS3-2D) 

 就是他們(樂山小朋友)的圖像，然後我們就是…我們其實會定期去看他們

有什麼新作品，然後覺得剛好跟他們要做的一些項目有相關的話，我們就

會幫它蒐集起來，來幫他們做成設計品這樣子(I2SS3-2E) 

 就是比較是個人化公益的部分，那企業的公益計畫可以委託我們來做規劃

(I2SS3-3D) 

 那像這個是一個船運公司在做公益計畫，那它主要是招待樂山他們去澎湖

玩，那也透過這樣子就是可以讓一些民眾知道說其實公益的方式其實不是

只有捐錢，可以有很多種這樣子(I2SS3-3F) 

 像小英基金會我們有幫他們設計明信片，那他們就是把它當作去年的賀年

卡，那這樣子的合作方式也是可以去免費幫他們機構去做宣傳(I2SS3-3E) 

 我們也是幫他們(破冰)做視覺的部分，那就是透過我們的設計然後讓他們

募款 DM 的資訊更清楚(I2SS3-3G) 

 它是一個電子公司禾伸堂，那它本身就一直有在贊助樂山的藝術治療，那

我們就是去年一整年的時候協助他們辦巡迴畫展，是在公司內部做巡迴，

那這個活動就是也藉由這樣子的公益行動就是讓它這個企業上下游的一

些相關公司都可以了解到原來這個公司的公益有在做這一塊…那公司的

員工也會因為有這樣子的活動就比較會覺得說其實當一些公司的公益志

其實距離沒有這麼遠，那這樣也是有助於他們在推志工活動(I2SS3-4A) 

 那這件事情是跟有趣的是跟公益相關的，就是我們都會願意做，所以我們

的對象不限於說只有非營利組織(I2SS3-4B) 

 這個是因為我們在這一年接觸很多小型的單位，然後就覺得他們其實在募

款上是很困難的…所以這個計畫(Cookie News)我們就想要把他們一些的

故事，然後透過我們的報導來報導出來，然後像每一份報紙就是每一個單

位的機構，然後甚至是我們有跟手工餅乾廠商合作，然後來做他們特色的

餅乾，那像這個模型都是我們用 3D 印表機來出的餅乾模(I2SS3-5A) 

 然後這次(三明治工實驗室展覽 )樂山的小朋友也有展覽他們的東西

(I2SS3-6C) 

 「把藝術與社福結合，讓大家更接受身心障礙人士(資料來源：聯合報) 

(I2SS3-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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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藝大生創辦的三明治工公司，以設計長才結合品牌行銷，協助社福機構

提升形象，讓弱勢更能被看見。(資料來源：中央通訊社) (I2SS3-12C) 

71 

透過合作單位組織

的介紹下接觸到其

他合作對象 

 所以樂山之後呢我們因為樂山就是也認識了其他的單位(I2SS3-3A) 

 就是像破冰是因為樂山嘛，然後行無礙也是樂山介紹的(I2SS3-3B) 

 另外除了機構之外，因為透過機構我們也會認識到贊助他們的…算是公司

企業，那贊助的公司企業其實他們也會想要做公益，那這是另外一塊我們

就是可以發展的項目(I2SS3-3C) 

72 

透過藝術設計與機

構合作，反應良好且

持續合作 

 以現在來說樂山最多，他們的反應很好啊，也因為這樣所以他們會想要找

我們繼續做這樣子(I2SS3-11B) 

73 

透過展覽、分享會等

各項活動傳遞營運

理念 

 那現場(三明治工實驗室展覽)也有提供兩個輪讓他們體驗坐輪椅的視

角，那這個在現場蠻受歡迎的…我們只是規畫一個活動把這個東西放在現

場讓大家可以體驗(I2SS3-6D) 

 參與各活動與大眾接觸，如三明治工實驗室展覽、輔大社會企業工作坊分

享會、竹圍工作室與社企流論壇等。(資料來源：Facebook-三明治工 

Sandwishes Stuido)(I2SS3-13A) 

74 

受到柬埔寨居民善

良純樸的特性之感

動，因此興起改善當

地人生活的動機 

 妳應該有找到那個一百元美金的那個(新聞報導)…，當初其實只是一個感

動的感覺…那其實在創這個品牌之前其實第一個想法是想要幫他們蓋學

校(I2SW4-1A) 

  「一切起源於一段旅程」王銘峰緩緩說著。在柬埔寨時他總會放一百

美金在身上以備不時之需，有一天他卻發現忘了把錢從送洗的衣服中拿出

來。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洗衣婦卻將我的錢放在信封裡原封不動的還

給了我。」因為這一百美金，讓王銘峰看見了柬埔寨人那顆純樸、善良的

心。「我想要盡我的力改變他們的生活。」(資料來源：新生命力新聞) 

(I2SW4-13A) 

75 家人資金協助  就是跟我媽借，就是貸款，其實就算貸款這樣子(I2SW4-2A) 

76 
因為要求有機的品

質，產品需取得認證 

 其實一開始投入了大概百分之五十左右在做研發這件事情上面，就是取得

認證，然後一些費用的開銷，其實都是在做品質的部分，因為我們要做到

有機的品質，所以就其實當初投入蠻多心力在做這一個認證這樣子
(I2SW4-2B) 

77 
聘請翻譯以及員工

與當地的糖農溝通 

 我們就請一個柬埔寨的翻譯跟員工，然後請他負責去跟其他的糖農合作，

談怎麼去做這件事情(I2SW4-3A) 

78 

監督與柬埔寨合作

的糖農是否有合乎

規範 

 告訴他們(柬埔寨糖農)說你們只要照著這樣做，然後我會派人去看你們有

沒有遵守這樣子的規範(I2SW4-3A) 

79 

發展 SOP 流程是為

了要符合有機認證

的規範 

 其實也是要符合那個有機認證的規範，其實這 SOP 訂之前，其實也是因

為要求到有機的品質，然後在那個規範之下然後才訂製出來的東西
(I2SW4-4A)  

80 

堅持協助柬埔寨生

活現況的心態，逐漸

獲得家人的認可 

 因為我有跟他們(家人)提過說主要其實是希望可以幫助到柬埔寨助學這

一塊，那其實他們一開始也會覺得說這太遙遠、太荒謬這樣，可是後來慢

慢慢慢其實他們也在我身上看到很多，所以到現在他們其實也慢慢慢慢的

比較可以接受這樣堅持(I2SW4-5A) 

81 

消費者對棕櫚糖的

陌生，因此透過實體

店鋪販售讓消費者

了解 

 是不同的產品的做法不一樣，應該是說如果我今天賣的是蜂蜜，你第一時

間就會知道蜂蜜是什麼東西，如果今天賣的是咖啡豆，你第一時間就會知

道什麼是咖啡豆，可是我跟你說我今天賣的是棕糖，你知道它是什麼東西

嗎？就不知道。所以其實因為操作不同樣的商品(棕櫚糖)，所以它的操作

模式(實體店鋪與網路販售)要不一樣(I2SW4-5B)  

82 

透過參展建立品牌

識別度並與消費者

直接接觸，消費者認

 我們先參展然後透過展會的方式去建立品牌的辨識度，然後再從展會上面

去認識到不同的消費族群，那其實參展跟消費族群跟市場的規劃其實都是

跟你的品牌定位跟你的產品屬性有很大的關係(I2SW4-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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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產品  因為剛剛我提過就是說我問妳什麼是棕櫚糖，其實大部分台灣人沒辦法回

答出來，而且沒辦法知道跟想像它的味道跟風味，所以其實體驗這件事情

真的很重要，那為什麼我們一開始設定展會的原因是因為我們覺得在展會

上面可以給人知道跟體會，他會比較能理解什麼是棕糖，他會比較有購買

的欲望(I2SW4-7A) 

83 

進行有機市場研究

與觀察，進行產品定

位與市場區隔 

 所以其實我也花了很多時間在研究市場這一件事情上面，所以也是因為花

了很多心力在研究市場，所以才會把我們的產品放的很精準的知道說，要

以什麼樣的模樣去呈現，跟什麼樣的地方去讓消費者看的到，所以這背後

的…你看到的這些的背後其實是經過一套比較完整的研究，包括市場研

究、市場分析、消費族群分析、各種分析、然後到品牌分析、然後品牌建

構，各種東西慢慢慢慢累積才看到說原來就變成是一個小小的參展的展會

呈現出來，所以其實在做這個展會之前我們已經花了很多時間在研究有機

市場，然後去做品牌定位，該怎麼去操作這一塊市場是這樣來的
(I2SW4-6A) 

 可是因為有機食材跟我們生產的成本其實它太高了，所以在一般的超市其

實很難賣，因為相對於當地的 GDP 跟消費力來講的話其實這樣的模式是

行不通的，所以我們後來就改變策略，我們都是跟五星級飯店合作，因為

那些五星級飯店的老闆都是外國人，所以他們會知道說你們家都是有機會

是比較好，他們比較能夠理解，所以其實我們在柬埔寨當地是調整我們的

銷售模式…後來大部分其實因為我設計跟行銷這方面都在台灣這邊這樣

子(I2SW4-6B) 

 如果有做有機的那個市場調查的話，你就會發現到我們這個定位跟消費族

群其實就是絕大部分有機市場的族群，很簡單嘛其實就像是，我不知道你

在家裡會不會煮飯，可是在家裡煮飯通常是媽媽，那所以媽媽會去買食

材，所以對食材價格最了解的通常是媽媽，如果較你去煮飯你可能會覺得

說，我可能不知道菜價、不知道米價這樣子，我也不知道貴還是便宜，可

是媽媽最清楚，那再來就是因為通常媽媽她是負責煮飯的，她也會負責去

照顧每一個人的健康，所以她們會想要選擇好一點的食材，所以剛剛好跟

我們的有機市場是一模一樣的(I2SW4-10B) 

84 僱用設計人員協助 
 一開始都是我自己做的，然後後來我們還是有請一個設計去幫忙做這件事

情這樣子(I2SW4-6C) 

85 

參展費用高、效益有

限，因此藉由開設開

咖啡廳推廣以及落

實有機與環保相關

理念，並吸引更多消

費族群的認同 

 其實展會畢竟很花錢而且它的效益很短暫…我們後來為什麼決定要開一

個咖啡廳的模式也是因為覺得說…因為那時候常常很多人買到糖就打電

話來問我們說，這糖要怎麼吃？因為剛剛好我們自己都喜歡料理跟下廚，

那我想說那就乾脆開一間店是把我們棕糖的料理，因為我們平常有用棕糖

做料理，就把我們這些棕糖料理放在菜裡面入菜讓消費者吃到，唉就發現

這個模式就蠻有意思的，因為我是覺得說我們不想…因為咖啡廳是一個非

常 relax 的地方可以跟人接觸，那我們就想說透過這樣一個比較輕鬆的方

式跟消費者鏈結這樣子(I2SW4-7B) 

 因為那個時候我本來就是希望透過一個比較輕鬆的店，去傳達一些我們想

要傳達的理念，包括是對有機食材的重視，那還有一些回收再利用比較環

保的概念這樣子，所以像我們店裡面也會用一些環保的木材、一些回收的

家具，像我們的桌子…像我們那個綠色桌子就是用回收的乒乓球桌再重新

組裝這樣子，但是其實我們會用這樣的思維把我們想要傳達的理念在這個

咖啡廳裡面去實現這樣子，也是希望透過一個比較輕鬆的場域去讓更多的

消費者了解到說，我們其實想要推廣的是這樣子的生活模式跟這樣子的一

個生活態度，然後也同時藉由這樣的一個場域去拉進我們跟消費者之間的

關係，甚至是去拉低我們的消費族群(I2SW4-11A) 

 可是咖啡廳這樣的模式其實是一個更好的模式去傳達出一些想法跟理

念，就包括我剛剛提到的一些比較人文方面的想法跟環保的意識，或是對

食材的認同…我們全部都是講求全部都是用天然的食材、有機的生菜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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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我們連生菜沙拉都用有機的，連蛋都是用靈芝蛋，那種很好的蛋這樣

子，我們就是從食材的選擇到落實到每個細節都是非常要求的，那我們一

直希望把這樣的理念傳達出去…可是接下來我們想要傳達更多的是對於

有機的認同的這個想法跟土地認同這件事情(I2SW4-12B) 

86 

短期目標發揮影響

力幫助 NGO 組織募

集資源 

 我們短期目標其實現在…我們認識蠻多 NGO 組織，那當然我們能夠幫忙

就幫忙，簡單來說現在我們有一個 NGO 組織的朋友，他們是幫柬埔寨做

那個電腦教育的，那它們會常常需要募集二手電腦跟二手相機，那我們就

會幫他蒐集，就當作是一個點這樣子，所以我們這邊也是常常會幫其他

NGO 組織收這些東西，收二手相機、二手筆電，然後再幫他們送到柬埔

寨這樣子，其實我們會發揮我們的影響力去做一些這樣子的合作
(I2SW4-8A) 

87 

中長期希望藉由獎

學金與蓋學校的目

標改善柬埔寨居民

的教育狀況 

 我們長期目標是要蓋學校，可是其實我們可能下一個階段會想要先成立那

個獎學金的部分，因為我們發現到很多柬埔寨的小朋友，甚至是大學生他

們其實有一些知識水準，可是他們沒辦法讀大學，因為他們可能家裡很

窮，所以我們就在思考說從各種方面，只要是跟教育有關的我們都還蠻願

意去 Support 這樣子(I2SW4-8B)  

88 

結合商業營運方

式、設計與公平貿易

理念，維持營運發展

與改善現況 

 所以這也是我後來一直秉持的一個想法就是我不靠捐助我也不靠

donation，可以靠我們自己的力量去幫助他們，甚至是鼓勵他們(柬埔寨居

民)靠他們自己的力量、自己的雙手去為自己謀生，這才是非常重要的一

個生存的模式吧，因為你一直給錢是給不完的…所以為什麼我們會把品牌

做的很漂亮，那是因為我覺得你們就值得這麼漂亮…是因為這個東西本身

做起來就很貴，那他應該就有適合的設計去陪襯它讓它有那個價值感存

在，所以其實思維模式是不一樣的…我的設計只是剛剛好讓它突顯它的價

值而已(I2SW4-9A) 

 設計師王銘峰到柬埔寨旅行時，看見當地人生活困苦，決定幫助他們。他

教導當地人以有機方式種植棕櫚糖樹，再透過公平貿易方式予以收購，製

成的棕櫚糖，以 Camgoldia（柬埔寨黃金）為品牌行銷全球，讓當地人能

夠賺錢改善生活；不僅如此，王銘峰每賣出一樣商品，就捐出新台幣十元，

提供當地興建學校，希望透過教育進一步幫助柬埔寨人脫貧(結合商業營

運方式與公平貿易理念，維持營運發展與改善現況)。(資料來源：新生命

力新聞)(I2SW4-13A) 

 王銘峰採用的「公平貿易」是用合理的價格向當地居民收購棕櫚糖，與現

今許多國際廠商以極不合理的微薄薪水壓榨當地勞工不同。王銘峰說：「這

是這個世界的常態，但我們想試著改變它。」他表示，透過公平貿易，居

民得到的薪資不只可以溫飽，還能夠供養孩童就學。如此，便能夠提昇當

地的生活水平(資料來源：新生命力新聞)(I2SW4-13B) 

 當時王銘峰觀察到柬埔寨用棕櫚糖樹花蜜製作而成的棕糖很好吃，但為了

大量生產，傳統製程有許多缺失，使得棕糖產品品質參差不齊、價格落差

大，觀光客也持負面印象。他便想運用自己的設計專長，開發一個販售精

緻棕櫚糖的品牌－CAMGOLDIA…希望品牌藉由棕櫚糖這項上帝送給柬

埔寨的寶物，來幫助改善當地人生活(資料來源：社企流)(I2SW4-13D) 

89 
營運狀況良好並計

畫擴展 

 就平均下來…現在平均下來一個月的…就是都有破百啊，就是總括來看的

話每個月營業額都是有破百的這樣子，所以我們也是有計畫今年會在柬埔

寨開小食糖(I2SW4-12A)  

90 
藉由設計專長開發

品牌 

 他便想運用自己的設計專長，開發一個販售精緻棕櫚糖的品牌－

CAMGOLDIA (資料來源：社企流)(I2SW4-13C) 

91 

在設計與提供柬埔

寨就業機會之間取

得平衡，目的希望增

加柬埔寨當地的就

業機會 

 擅長設計的他，重新設計包裝，運用棕櫚葉盒裝、定調禮品概念。「連 1

張小標籤」都堅持在柬埔寨印刷，儘管可能有色差、增加設計程序等問題，

在落實設計理念與增加當地就業機會中，尋求平衡點(資料來源：蘋果日

報)(I2SW4-1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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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社會分配不均，生產

者與土地受忽視，因

此興起關注農業發

展的動機 

 我們對於追求利益這件事情，那基本上不是壞事啦，但是就是追求利益之

後呢？整個社會分配是完全不被重視的，那更不用講說重視生產者或者是

土地的議題，所以我們就是從這個缺憾切入的(I2SH5-1A) 

 我們如果要談珊瑚的保育最主要的是人為的干擾跟水土保持一定要做的

好，所以我們才從那邊切入，然後希望遊說農友轉型，因為當地大概有一

千三百公頃的面積全部都在山坡地上，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因為山

坡地的土壤一公分在我們大自然的風化、迎力、堆積、分解，然後釋放營

養需要五百年的歷史，結果他們一年就刮走一公分，因為大量用除草劑嘛

整個植被都沒有任何的這個保護，水土的迎力，然後我們暴雨又這麼的

強，所以我就發現其實如果我們不再去檢討這個暴雨、水土保持的這個問

題，我們的所有生產行為都是不永續啦，因此生產過程原比結果還要重

要，所以從那邊開始奠立我們關心農業發展(I2SH5-4A) 

93 

為環境與原住民的

權益進行相關的抗

爭運動 

 所以我發現我們政府其實在做任何的公共政策都沒有跟原住民去討論，然

後把他們當成是一個可以予取予求，我政府國家機制說了算，那少數的這

個民族的文化、歷史完全被忽略，從那時候開始我們就開始做反水庫然後

就不斷的進入到了環境議題(I2SH5-1B) 

 我們在 2012 之前，我們都在台灣環保聯盟屏東分會…是 2012 年我們才向

地方政府立案…我們會屬於環保聯盟總會是因為我們這一群想要做環境

運動(I2SH5-17A) 

94 

長期環境議題的抗

爭與撰寫論文經驗

中發現解決環境問

題的根源為農業 

 可是環境議題一來你看我們開始抗爭，反對瑪家水庫，後來呢又反對這個

南橫公路，國道，就是從大武山…要從潮州打大武山穿越到山道太麻里，

就是台東，我們也反對，然後開始一連串的運動，後來又開始反對吉洋人

工湖，又反對潮州人工湖，到了 2003 年又反對新十大建設，喔，我們又

覺得這樣的生涯非常無聊，都在反反反，但是我才這樣十幾年的那個…過

去到 2003 就十幾年了嘛，整個環境運動的歷程，我就發現其實環境最大

的塊的是在農地上，但是我的論文寫的是台灣農業結構的分析，我在研究

所寫的，那個階段我就發現台灣的農業應該是要走向重質，不是要去追求

量產 (I2SH5-1C) 

95 
結合經濟行為與友

善環境的營運模式 

 所以我們就發展出一個很有趣的就是說以經濟的行為來影響他，帶動他改

變，所以我們訂出了規範，那那個規範就是友善環境的概念(I2SH5-2A) 

96 
開出市價收購條件

鼓勵農友友善種植 

 但是要帶動小農在市場上爭的一個尊嚴不要再被剝削，所以我們就跟農

民…等於要求他只要符合我們的要求，我們用市價跟你採購(I2SH5-2B) 

 第一年農友就覺得有被鼓舞到，然後隔年他是一個很成功的樣本，因為一

百箱就可以賣十二萬，這是不可能的啊，那就很多人想要加入(I2SH5-2G) 

97 
農作物須認證且送

檢 

 農友願意轉型，第一個不用除草劑了；第二個他在用農藥的情況下我們可

以做到殘毒檢驗一定要合格，幫你保全你的健康(I2SH5-2E) 

 我們的有機驗證就一定要檢驗產品，它必須要 ND，然後看他的有機肥、

看他生產的流程，他要有一套登錄嘛，才能拿到有機認證，那如果他不是

有機認證的農友，那就是要做友善環境的認證，也就是我們的責任，我們

第一個要看他有沒有用除草劑，第二個他有沒有用化肥，因為那個現場都

看的出來，第三個是產品出來前兩個禮拜就要送檢，就你看這絕對可以安

心的吃，我們的全產品，包括有機的或者沒有認證的都是兩個禮拜前要送

檢(I2SH5-9C) 

98 

目標友善環境，並讓

環境、生產者與消費

者都能獲利 

 ，然後因為他不再用除草劑，所以他的生態系統會慢慢的復原，就是土地

從復原開始修啦，有了土地的修復才能邁向所謂的永續嘛(I2SH5-2F) 

 我們要的是保障農友在第一線，他幫我們照顧好土地，那他有產出，我們

就給他合理的利潤，所以全年到頭都是平價的，這個已經從市場行為裡面

跳脫出來了，也就是這是形成一個相互支持的系統，就是消費者支持農

友、農友支持土地、土地長出好的東西來支持消費者，那這樣子會四贏啦，

就是整個土地、小農、消費者都得到好處，那我們做環境議題的人會得到

好處，因為我們的宗旨就是希望把土地照顧好嘛，那讓這個市場發揮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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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衡平的制度(I2SH5-6A) 

99 
透過舉辦講座宣傳

友善環境議題 

 第二年我們又去辦那個告別除草劑啦友善環境的議題，然後甚至做無毒的

講習，都是我們去舉辦，邀請專家進來(I2SH5-2H) 

100 
農友人數擴增，友善

種植面積逐漸擴大 

 那沒想到大概第三年，我們的農友已經擴張到十七個人，然後整個面積是

將近三十公頃，大概二十幾公頃到三十公頃(I2SH5-2I)  

101 

贈送合作的農友一

台割草機鼓勵農友

加入 

 因為我們除了提供市場的誘因之外，每一戶我們還送他一部割草機，因為

割草機很貴…那很多人其實是因為我們提供誘因(I2SH5-3A) 

102 
檢核農友落實友善

環境的狀況 

 結果我們發現有一些人領了我們的割草機之後根本就沒有在用，他還再偷

偷的用除草劑，那因為我們的角色一定要去 qualify 嘛，我要去現地檢核

你啊(I2SH5-3B) 

 我們就是要經常到農友…去稽核，而且是不定期的去，他永遠都不知道我

什麼時候要去農場，但他可以知道的是我產品要上市前兩個禮拜一定要送

檢，那這樣子在產品的末端大概有沒有用藥大概都可以知道啦，那他有沒

有用除草劑，就是我們會不定期…像上禮拜我們就查到一個農友，他的農

場在那瑪夏很裡面喔，幾乎沒有人會去的喔，我們還是去看啊而且就查到

他有用除草劑，只好跟他說 sorry，你被停權了，就是他還是我們農友，

但是他就不能上線(I2SH5-9D) 

103 

制定友善環境的農

作物級別，以級別作

為訂價的基礎 

 因此我們主張就是綠色消費是最好的環境保護運動，如果沒有綠色消費者

願意鑑別說我們的農友，沒有農藥，然後賣像稍微差，但完全不會用農藥

之外，不會用催熟劑，那是賀爾蒙啊，然後水土保持又做的好，所以你看

我們那時候訂出了五個規格，很有趣，念給妳聽，坊山級，坊山就是枋山

鄉的芒果；墾丁級，因為它的水土保持做的好它的水土就不會流失，不會

流失之後就可以保護墾丁的珊瑚，所以基本上我們的理由是枋山的綠色農

友照顧墾丁的珊瑚也同時做好水土保持，所以妳看我們的五個級別，坊山

級、墾丁級、水土保持級、然後珊瑚級、然後綠農級，綠色的農友，我們

把這個五個核心…那個 item 換成級別了，不在是用幾顆幾顆的，就是我

們要讓消費端知道你買的是一個綠色的產品，它不是只是一個商品 

(I2SH5-3C)。 

104 

因為農友人數增

加，為了因應產銷狀

況，成立綠農的家協

助農友產銷 

 2005 吧，我們就覺得說必須要更專業化，因為我以前還在學校嘛，那 2005

的時候我們就覺得必須要成立一個單位，然後更有系統的來協助農友，因

為要加進來的人很多，可是我們沒有能力產銷，因為那是一個大的市場的

機制，所以 2004 年底吧，還是 05 年初，我們就成立綠農的家(I2SH5-4C) 

105 

需聘雇專業人員營

運，使得企業順利發

展賺取營收才可持

續運作環保與公平

貿易的議題 

 那所以我們必須要有專業的團隊，所以綠農的家在那個時候成立，可是成

立綠農的家我們又必須要有活下去的能量，所以我們從以前就是百分之百

幫他費用…都是從…就是不收費嘛，可是我們成立綠農的家之後就要收

費，因我們必須要有專職、要有整個辦公室(I2SH5-4D) 

106 

訂價由農友決定且

全年不變，維護農友

與消費者權益 

 所以我們這邊的訂價模式是由農友決定的，但一但決定了這個價格我們幾

乎全年都不會變動，比如說這樣有一個現象要面對的就是…比如說豐收的

時候，豐收本來是老天爺賞是給…我們就這麼解釋嘛…農友，可是你豐收

的時候會碰到一個崩盤，大家的量很多，市場消耗不掉，這個時候就是我

們很可能關鍵的，我們就是一定要幫忙把他們量大的東西 push 出去，那

量少勒？理論上價格會飛漲嘛，供需失調嘛，但是我們也不讓他任何的調

整，因為你前面量大的時候你的消費者用這個價格跟你 share 啊，跟你支

持啊，因此你量小，他一樣是用這個價格供應(I2SH5-5A) 

107 

大眾贊助屏東環保

聯盟資金，省下部分

綠農的家捐助聯盟

的資金支出，得以收

 那 2013 很幸運的就是有人贊助了環盟的金費，環保聯盟，那我們綠農的

家就省下大筆的支出…整個 2013 之所以免於再借錢是因為有人資助我

們，贊助我們大概六十幾萬，就是加我們的會員、加我們的外界贊助，所

以我們環盟一年大概要一百二十萬，你看我們就少掉了幾十萬了，所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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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打平 們就沒有那個缺口(I2SH5-7C) 

108 

綠農的家之組織績

效不在於財務數字

上的收益，而是在於

當初維護環境的理

念上逐漸達成的效

益 

 我們的投資大概是在兩百萬，就累積幾年下來，但是這些錢很多都是用在

環盟、那用在這個人事，我們的專職人員，所以我不知道這樣算不算透支，

原因是什麼，我剛成立的時候只有我一個人嘛，我一個專職，我只要養我

自己，我現在有七個專職，而且我們現在有兩個農場，我們有我們自己的

有機農場、彩虹農場，總面積三點多公頃，所以我們是做更多事，然後我

們環盟也…我覺得啦我們也做的有聲有色，所以這些透支對我來講其實是

可以承擔的，那也因為這樣我不認為我…從商業的角度來看這好是像是

my lost，可是我覺得我的 plus 更多，我就剛剛跟你相對的，我從一個人到

現在我們有七個，團隊，專職，然後有自己的農場，當然農場是用租的，

那個不是用買的，那我們做環境議題的資源又可以更穩定了，所以從這樣

的規模裡，其實我不知道怎麼樣去算 (I2SH5-8A) 

 我沒有那個概念…我不是學商的，我也不是學管理的，我是學人文科學

的，我們的核心就是說做土地環境的運動，那你看我們…我們賺的非常的

多，你看我們把阿郎壹古道保下來了，這個打了十二年，花了多少資源，

可是那些我們都不會算成本啊，我們就該用就用啊，我們終於把阿郎壹古

道保留下來的，然後去年我們把那個龍鑾潭旁邊要蓋一個大規模的飯店也

檔下來了…但是你看我們這樣…那個怎麼算價格，那個都無價的啊，就因

為我們的存在我們為什麼我們說…我們很鼓舞自己，因為我們做的事情…

搶救或者是保留下來很好的棲息地，那種美好沒辦法用 plus 或 my lost 去

算，可能這也是我們自我麻痺的方式啊(I2SH5-11A) 

109 

透過人脈關係推廣

環境議題提升綠農

的家之知名度 

 楊儒門成立二四八農學市集，你知道白米炸彈客齁，那他就來找我，因為

我們已經做了…不曉得是第三年了…應該是…那他就希望我們環盟去跟

農友分享，然後跟消費者分享…其實九年來是透過這樣子的人脈，然後不

斷的在市場上跟農友對話，跟消費者對話，那也透過環境議題來推動讓我

們綠農的家有一些知名度(I2SH5-9A) 

110 

綠農的家生存下去

的先決條件仍是在

於市場端的支持 

 所以我就跟辦公室說，我們現在要存下去，大家要有一個穩定的工作，那

大家可能都要花心思，比如說在…嗯…介紹消費者這一端，那個才是決定

我們勝敗，就是我們可以很快讓農友願意轉型，因為價格支持嘛，可是你

賣不出去那你要轉型就等於破功了啊…所以我們一定要拓大那個消費端 

(I2SH5-11B) 

111 

透過開設綠餐廳宣

傳擴大銷量與影響

力 

 我們今年就試圖啦去成立門市部，是實體店鋪，往年我們都是做網路嘛，

那今年我們有一個大的改變，大概下個月就會定案了，就是同時成立門市

部、同時成立一個綠色的廚房、綠色的餐廳，還有一個我們的這個教育推

廣，環境教育的空間(I2SH5-11C)  

 因為我們希望成立那個綠色餐廳是從能源、從水資源、到料理、到門市部、

到環境教育的這個空間，都要能…嗯…讓人家耳目一新，因為它的目的就

是在推廣嘛(I2SH5-12A) 

112 

透過市場觀察，了解

到農友銷量問題，並

且看到消費者多樣

的需求，因此提供多

樣蔬果的服務來解

決問題與滿足需求 

 就是其實你在市場上了解問題，你就會設法去找到一個答案，農友的困擾

是，我都產量出來了，那每一個農友都是這個困擾，那我們就把他組一個，

就是現在人來講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為總比你一次買一箱水果還要多

樣，我們解決他多樣的需求，那這是一個很穩定，假設我們有更多的人支

持，農友根本不用擔心啊，而且它就是包含了該有的合理的利潤啊

(I2SH5-12B) 

113 

創立社會企業必須

認真看待所想要解

決的問題為何，才能

對其真的有所助益 

 所以要走社會企業一定要先從，你到底想要解決什麼問題？絕對不要想先

去說，喔，什麼 business model 可以拿來做什麼，那會很慘，也就是社會

企業現在有時候被誤導了，就是說它比較強調那個形象或者是注重公益，

但是對於問題的探索不夠深入，或者是摸索那問題的本質或回應的能力不

夠，那這樣恐怕都很容易曇花一現(I2SH5-14A) 

114 
透過農場體驗等活

動帶領大眾接觸生

 你知道我們要怎麼樣把綠色消費者染綠嗎？我們要辦非常多非常多的活

動…可是這對我們來講非常重要，我們帶他們去認識什麼是阿朗壹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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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環境議題，了解環

境守護的重要 

然後認識我們彩虹農場，然後認識恆春半島的陸蟹的資源(I2SH5-20A) 

115 
透過電子報方式傳

遞產品相關資訊 

 其實我們會主動，包括以電子報來講，我們現在其實…但是就是人工沒辦

法用系統，就是我們自己分類，比如說他買鳳梨，我們就抓出說他去年買

過、前年買過，所以我們今年鳳梨有了我們就會特別寄信給他，我們的消

費者(I2SH5-29A) 

116 

早期紀錄片難以推

上院線，但透過別於

一般得不熱門影片

的播放方式，採用重

複播放的方式獲得

迴響 

 一開始因為主要是音樂人生這部片子，其實在這個之前記錄片的票房在台

灣一向是非常的慘淡的，甚至說沒有票房可言，因為很難上的了院線，很

不容易啦，那音樂人生那個時候是有推上院線的，而且評價相當的不錯，

那個時候當然有一些操作模式是不太一樣的，例如說那個時候我們跟院線

通路談是說…比較早期是一個廳就是在這個檔集就是放這一部片從早到

晚這樣放，那你現在會看到有一些操作方法是有一些比較不那麼熱門的

片，它可能一天只放兩場…那就是只放晚上或只放早上的時候時段…那我

們把一些…凝聚在那個時段你就會覺得…然後那個票房的那個場次反應

就會很不錯，因為幾乎每一場都可以坐滿(I3SK1-1A) 

117 

透過市場觀察到某

一議題或需求的存

在並設法提供商品

或服務 

 那這件事情牽扯到我剛剛說的觀察就是，有一些不那麼娛樂性的故事，但

是是跟每個人的生命歷程它是比較貼近…也是能夠得到一些共鳴的，那所

以就變成說這個東西我們在這邊觀察到可以在群眾之間得到共鳴…那我

剛講的就是票房的部分，這個觀察到的是市場反應，這個現象，那還有就

是這個主題對於我們覺得生命中有很多很多沉重的事情、不愉快的事情等

等的，不管是來自你的內在還是你的外在給你的壓力，就變成說追求快樂

變成的是可以把它做成服務或者是商品的一個內涵，我覺得觀察應該是從

這兩個方面來的，一個知道說確實有一個市場區域在、有一個群眾基礎

在，還有一個就是這個議題跟這個追求我們想辦法把它成為一個服務或者

是商品(I3SK1-2A) 

118 
公益、文創與商業模

式的結合 

 其實我們內部在看我們真正在結合跟推動的事情是公益行為跟文創活動
(I3SK1-3A) 

 董事跟 CNex 妳知道嘛，然後像我們協助發行的弘道老人基金會，弘道就

是不老騎士那個東西，還有那個…天主教失智老人的那個協會，這個是在

推被遺忘的時光這部片子的時候，那這個東西目前比較集中在 DVD 上面
(I3SK1-6A) 

 用心快樂社企有效媒合「視覺影像」、「文化創意」與「社會公益」三大元

素，讓憂鬱症防治、銀髮族關懷、弱勢族群關懷等重要社會議題，受到更

多人關注，並且結合商業、財務、行銷及跨業資源，開展用心快樂社企良

性循環的經營理念(資料來源：社企流)(I3SK1-10B)  

119 

看到市面上情緒量

表無強調測量結果

的後續動作，因此將

科技與量表做結

合，提供使用者相關

資訊協助改善情緒

問題 

 可以蠻簡單的搜尋到各式各樣的…對於情緒壓力的這個指數評量的這種

表格或者是測驗來做…DS App 在提供評量量表這件事情上面，我們不覺

得這是最突出需要去宣傳的地方，但是你要去看一個背後的事情是，很多

人做完這一方面的量表之後，做完就結束了，沒有下一步，我所謂指的是

說，你今天做出來一個結論，一個成績出來，一個分數，然後你發現就是

說我現在壓力蠻大的、我的情緒蠻糟的，然後呢？結束了，因為量表做完

了嘛，沒有下一步…所以就變成我們把 GPS 定位的技術跟這個量表結合

在一起，你做完之後你可以看到你周邊有所有能提供這方面協助的單位，

那醫療院所或者是說諮詢單位它們的位置然後方式等等的，你就可以主動

知道說我下一步要去哪裡，我需要幫助的時候我可以去哪裡協助…那我們

提供你在生活中可以讓一般人感覺到放鬆跟開心的事情的資訊，藝文活動

表演、好的文章的推薦、演講座談、電影、音樂、食物等等的東西，我們

把它放在生活面，我們在意的是你必須從生活中去找快樂跟舒壓的方式
(I3SK1-3B) 

120 
擔任非營利民間文

創組織推廣委員期

 那個趙執行長是 CNEX 的推廣委員…那個時候我們公司還沒有成立，等

於是從這個的操作過程中他想到了一些事情才成立的(I3SK1-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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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從事紀錄片行銷

工作的經驗中，促使

想要成立社會企業

的理念 

 財經專業經理人趙士懿一直深受感動，喜歡電影的他，受邀加入 CNEX

擔任推廣委員會主委，參與這部紀錄片的行銷工作。(資料來源：大家健

康雜誌)(I3SK1-11B) 

121 

因為與董事基金會

合作開發 DS App董

事基金會提供相關

輔導單位或機構的

資訊 

 董事基金會那個是另外一個故事，就是董事基金會跟我們合作 DS 嘛…那

董事其實做心理衛生這一塊也做了十幾年了，那成效跟影響力還有一些經

驗的累積都非常值得我們學習，那另外一個方面是那個 DS 上面用的這個

量表，我們有分男性、女性、年紀、族群的那個東西，那個東西其實是專

業的醫生跟專業的心輔人員去設計的，那等於都是有版權的，那那個版權

是董事的，是他們那個時候有一個跟國科會的計畫是他們有這個權利，所

以我們跟他們合作，他們授權給我們用那個東西，那還有就是這等於算是

彼此的資源優勢的結合，那還有就是我們剛剛講其實 GPS 定位之後你周

邊所有的醫療院所、輔導機構這個資訊…這個資訊也是董事提供的
(I3SK1-4B) 

122 

希望透過產品或服

務帶給大眾正向的

情緒心智與歡樂 

 但是其實講到那個根源都是希望可以讓人家有一個情緒跟心智上面的正

向的發展，可能希望大家都可以快樂都可以高興這件事情(I3SK1-5A) 

123 

不以追求獲利為最

終目標，但企業需維

持獲利狀況，才有能

力幫助他人 

 也不是說我們獲利沒有看的那麼重，其實基本上以我的看法，以我在操作

的看法，我會先把這個東西抓好，再去談其它，因為你沒有辦法照顧好自

己，你就沒有辦法去幫其他人，只是我們不像一般的企業，可能獲利比例

比較沒有抓的那麼高或者是怎麼怎麼樣(I3SK1-7A) 

124 
DS App 用戶持續增

加 

 現在超過十二萬了，這個東西我們現在沒有做很強力的廣宣宣傳，但是其

實每個星期…因為我們一週會追蹤一次下載人次，大概每一週都還是維持

在二百個人左右的新下載(I3SK1-9A) 

125 

觀察到台灣人送禮

習慣，不同於一般通

路操作，將記錄片以

禮盒包裝的方式販

售 

 我們也在推廣就是台灣人送禮的習慣，就是送酒、送食物等等的東西，其

實你送這個東西反而更有保存價值跟方便保存也比較有意義在，這方面我

們也在做，然後因為它們也會有自己發行的通路，包括一般的誠品或者是

說…這一方面的一定會有這種發行通路在(I3SK1-10A) 

126 

身體健康因素與長

輩經歷的緣故，興起

投身社會企業意念 

 2008 年，前寶來證券香港分公司董事總經理趙士懿先因繁重的工作，健

康亮起紅燈；緊接著一場突來的嚴重車禍，使他多處骨折，住院醫治；不

久，他敬重的長者前寶來總裁白文正自殺身亡；一連串的打擊，使他對人

生的思考有了轉折，他決心投身社會企業，關懷憂鬱症，為文創產業、非

營利組織行銷……(資料來源：大家健康雜誌)(I3SK1-11A) 

127 

不在意營運規模大

小，關係在減少社會

自殺率，因此公司績

效來自於社會現況

的改善 

 趙士懿的社會企業，不在意規模的大小，但會專注在減少社會自殺率。「公

司最重要的『營收』『業績』，就是整個社會自殺率下降的數字。」

(I3SK1-11C)(資料來源：大家健康雜誌) 

128 
求學期間參與社團

從事行銷事宜 

 我參與很多學校的公共事務，那其中我參加幾個關鍵的社團一個叫

Isack…诶…我在 isack 是負責比較是外部關係管理，等於說有點比較偏行

銷工作，就是等於去跟企業談贊助(I3SC2-1A) 

129 行銷工作經驗 
 然後一開始工作就是在那個趨勢科技當工讀生，去當 Intern，然後去做一

些行銷工作(I3SC2-1B) 

130 外商工作經驗  所以我後來就進到 IBM，那我在 IBM 大概待了七年半(I3SC2-1C) 

131 
創立志工性質的社

團 

 那我在 IBM 的時候成立了一個社團叫洋幫辦，因為我一直想做非營利組

織的事情，所以成立了一個社團(I3SC2-1D) 

132 擔任部落志工經驗 

 我們一直到了 2009 年的 88 水災的隔一天，我們因緣際會來到這個比亞外

這個部落，然後去部落的時候我發現說，我們其實一開始是在跟部落就是

做志工嘛(I3SC2-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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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因部落農業發展困

境尋求協助，因此想

進而從事相關性職

的工作 

 在結束的那時候剛好比亞外部落在做有機農業發展遇到一個瓶頸，那他有

問我們說可以幫他們，那我就想說我們試試看，我們志工們試試看…我突

然發現說，好像有一個東西在呼喚著我，就是我十幾年前想要做非營利組

織的這種心態(I3SC2-2A) 

 所以比亞外那件事情讓我覺得說，我可不可以把志工企業家和志工企業家

養成班這件事情把它來做，所以那時候我跟我老婆說，我花三年時間希望

離開 IBM，然後我想做志工，因為我覺得社會企業家跟志工企業家

(I3SC2-2B) 

134 

結合資訊科技、行銷

與公平貿易的理

念，解決農友被剝削

與庫存的壓力 

 因為我們剛好我剛我老婆一起創業的時候因為她本身有資訊的背景，我們

想說因為如果能夠減少中間商的剝削，然後讓農產品直接給消費者，這件

事情是不是能夠完成然後給農友更好的收入(I3SC2-3A) 

 愛樂活社會企業主要為協助農民運用免費的網路資源架設網站，例如

Google 協作平台，並提供客製化的品牌推廣和產品銷售顧問服務，協助

農民運用行銷管道與策略，獲得有效的行銷效益。一方面讓消費者可以直

接跟農民購買產品，避免中盤商經手抽成，另一方面也能減輕農民由生產

到銷售中間的庫存壓力。(資料來源：社企流)(I3SC2-20A) 

135 

營運期間陷入資金

缺乏的困境，股東加

入協助營運 

 我其實在去年九月的時候是已經把手上的積蓄燒完了，然後剛好有一個長

輩他知道我們這兩年做的事情，他就跑來跟我聊，他想要捐錢給我，所以

其實很多人都對社會企業沒有概念，所以他後來，我就跟他解釋，我們是

社會企業，然後我也趁那一波的投資，我把公司轉型成股份有限公司
(I3SC2-3B) 

 就去年九月底到前年底很幸運我們又有了新的資金(I3SC2-7B) 

 添資投資人，就是他投資 80 萬加我手上的錢再拿 50 萬出來，所以總共

350，所以我們今年大概可以撐到今年底(I3SC2-7D) 

136 

對做的事情抱持充

滿熱情的心態，是持

續企業營運的動力

之一 

 我其實很快樂，就是我反而是在這種看似辛苦、看似永續的東西快樂，所

以說我覺得一個創業家其實要非常找到自己熱情的事情，如果那個不是你

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你做不下去的，因為你可能…不管它賺不賺錢，你都

是做不下去的(I3SC2-5A) 

 所以你會覺得聽我講社會企業不會覺得很困難，因為我覺得社會企業就是

一件非常有趣而且是一件很快樂而且我覺得做起來其實是很 enjoy的事情
(I3SC2-10B) 

137 

為了企業營運發

展，以志工精神之態

度為企業努力 

 那我們增資範圍其實就是把沒有領到的薪水變成股份，就是我們…我太太

在愛樂活幾乎四年沒有領薪水，幾乎只有 cover 我那種簡單的電話費、油

費，我幾乎沒有領到薪水，那我老婆前兩年，兩、三年沒有領到薪水…對

不起我搞錯了，我們那時候我意思是說我沒有拿薪水，但是我那時候我老

婆那邊是有拿薪水(I3SC2-6A) 

 我覺得做社會企業，我比較喜歡做志工企業家是說，你要把很多事情先不

要去求回饋(I3SC2-12C) 

138 聘僱專業人士加入 

 像我的股東他以前就是在 IBM 當財務長，他退休了，他現在來幫我們當

我們的財務長，就是很幸運就是他投資我們的，所以他…等於說我們的人

專業度很夠，那我們人幾乎都是國外留學、外商工作過或是你看財務長他

都已經退休了(I3SC2-8B) 

139 

不同於部分社會企

業，部分盈餘可分配

給同仁與股東，以作

為吸引專業人才進

入的條件，讓企業運

作可以更加順利 

 我們可以給股東一個希望說我們三分之一可以回饋，當然雖然很多國外的

社會企業是不分配盈餘，可是我覺得如果你不分配利潤，你沒有一個對一

般的人的吸引點(I3SC2-8C) 

140 

社會企業宗旨在獲

利的同時更希望社

會價值可以最大化 

 我覺得社會企業是那種意思說，它不像一般的企業說，不是你賺到最多錢

的人在社會企業就好，而是說你能不能在賺錢的同時把社會價值做到最大

化這件事情(I3SC2-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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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透過夥伴或研討會

等活動認識合作單

位 

 我們有一個 partner 叫中華電信基金會，我們其實很多夥伴都是非營利組

織…所以那時候他們介紹我們很多農友，請我們去拜訪，然後另外有個叫

台灣原味的社會企業，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也是一個社會企業，我那

時候跟那一個台灣原味的創辦人跟他跑了很多部落，他帶我去的，就是透

過中華電信基金會跟台灣原味，還有另外我們那時候自己洋幫伴的很多志

工們的關係，所以我們大概就這樣認識我們的客戶，然後還有參加研討會

啊、演講就慢慢認識(I3SC2-11B) 

142 
藉由朋友相互支持

與介紹愛樂活產品 

 我們其實都是比較土法煉鋼，就一個一個朋友推廣…我們所有支持者幾乎

都是我們的朋友(I3SC2-13A) 

143 

社會企業夥伴相互

合作幫忙，擴大社會

價值 

 然後我也會跟其它的合作夥伴，像上下游啦或是直接跟農夫買，直接合作

啊，大家互相幫忙嘛，農業這種東西…那我們也會幫他們忙，其實我覺得

是互相幫忙(I3SC2-13C) 

 我們也希望說我們這樣一對一的或是直接通路連結可以把其它的產品…

所以我們這次才會跟 Ubag 合作(I3SC2-14B) 

 然後我們今年像…多扶你聽過嗎？我們接下來有一批要送新竹六十斤我

要請多扶送，…雖然對多扶而言他覺得這個不划算，可是他願意接下因為

對多扶而言它是車子嘛，它如果空在那邊沒事做，它若接一點錢能夠多 run

一個現金有什麼不好，所以我現在跟多扶要做六十斤請他們幫我配
(I3SC2-15A) 

 我做每個決策都會思考說，我怎麼符合我自己的品牌，然後我的外部成本

怎麼賺，是交給我的夥伴，社會企業的夥伴，我去壯大這個社會企業的市

場(I3SC2-15B) 

144 

營運目標是社會影

響力擴大與獲利，但

對社會影響力的重

視大於獲利 

 我們而言社會影響力的目標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但是獲利也是一個重要

指標，因為你不獲利你永遠可能就會結束了，但是通常我會把社會影響力

放在獲利之前(I3SC2-14A) 

145 改善農友生活環境 
 農友很現實啦，如果不是很好他不會跟我們持續合作，所以我覺得當然有

改善他們很多生活環境(I3SC2-17A) 

146 

以破壞式價格的合

理價格提供給使用

資訊系統服務 

 我們跟一些非營利組織合作…比如說我們跟弘道老人、福利聯盟合作，做

了一個公文系統，我們接下來這個系統本來跟他們收五十萬，可是我們花

了大概兩百萬成本去做這些系統，可是這套系統我們給第二人用的時候，

我們只收三萬六，因為我們就把它當成自由軟體概念，軟體不用錢，如果

不更動我們只收服務費，那我們就希望這樣一個一個複製下去，所以說這

件事情，第一個叫做價格破壞式，價格破壞，因為市場上不會有這種價格

的東西，因為它就是 freeware 的概念嘛，那我們只是說…外部的客製化成

本才付錢，或者是一些可能需要我們專家 on sign 的才付錢(I3SC2-17B) 

147 

透過提供系統服務

改善非營利組織的

作業流程 

 那他們運用上面也提升的效率，比如說像弘道老人基金會他們沒有電子化

的過程當中…所以電子化本身就是增加效率很重要的工具，像我們失智症

協會我們幫他們開發的那個叫做…諮詢系統，他們可以登記說現在失智症

人越來越多，那他們就可以登記，那下一次有人打電話來問他說，那他就

可以知道原來他講過什麼東西，他以前都是記在紙上，可是電子化他可以

搜尋(I3SC2-18A) 

148 
面對問題時，秉持著

開放的學習心態 

 重點是你肯不肯再學新的東西，我的學新的東西不是那種活到老學到老，

而是你每天都會遇到新的問題，像我們現在遇到的就是物流、宅配這種問

題，就不是我們以前遇到的，那我們就想辦法先把它學會，然後再想辦法

再學的過程當中再去把它…再變成是我們的方式，這是我們正在學的地方
(I3SC2-19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