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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 

隨著全球對於社會環境價值觀的提高，2000

年的千禧年發展目標（MDGs）和 2015 年的可持續

發展目標（SDGs）發布，顯示出人們對企業在獲

取金錢利益的同時應該負起社會責任的期待也隨

之增加。在此社會風氣的背景之下，所誕生出了

企業社會責任，而除了企業社會責任之外，人們

開始思考如何從根本解決問題，於是將目光放到

了企業本身。本研究主要探討 B型企業對於永續

發展的影響，目的在於初步介紹 B型企業的概

念，並剖析台灣目前已存在的 B型企業，以因應

未來台灣 B型企業社群的發展趨勢。 

二、研究動機與目的 

B 型企業的概念在 2006 年設立於美國賓夕法

尼亞州的非營利組織-B 型實驗室（B Lab®）所提

出，並致力使「人們的商業活動發揮對社會及環

境的正面影響力」。願景在於「對世界最好的企

業」；人類的商業活動達到一個對所有利益相關

者共益、包容且永續的經濟體。而在國內，社團

法人 B型企業協會於 2016 年成立，推廣台灣與亞

洲的 B型企業，推動 B型企業的交流與合作。 

然而，有關 B型企業的相關性研究相對較

少，尤其是在台灣 B型企業社群逐步成長的情況

下。因此，本專題的主要目標在於初步介紹 B型

企業的概念，並剖析台灣目前已存在的 B型企

業，以因應未來台灣 B型企業社群的發展趨勢。 

三、研究方法與架構 

本研究採用自然主義研究法（Naturalistic 

Inquiry）（Lincoln &. Guba，1985）作為研究

方法的理由。  

本研究探討的 B 型企業的經營理念、願景，

是呈現一個多元且複雜的架構。透過深度訪談 B

型企業的員工，以此收集完整資料。由於研究所

得到的事實與現象難以界定其彼此間的因果關係，

反而呈現相互影響的狀況，本研究所收集的資料 

會受到研究者當下的價值觀影響，而顯示過程並

非是價值中立，研究結果也只能反映訪談當下對

於 B 型企業的記事描述。本研究所探討的主題與

自然主義典範有多媒合之處，故決定採用自然主

義研究法。 

 

（訪綱內容） 

四、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接洽 B 型企業的時間點（2023 年 8 月

21 日），鮮乳坊同意接受採訪。受訪企業是安排

熟悉Ｂ型企業及鮮乳坊內部的吳經理進行深入訪

談，總時長為兩個小時，其中包含訪談經理一個

半小時，參觀內部工作環境半小時。最後整理出

了下列四種面向的訪談資料：(1)公司治理、(2)

永續方針、(3)B 型企業、(4)企業社會責任。 

五、結論 

本研究訪談的鮮乳坊公司，雖然此公司所擁

有的資源相對有限，不過仍然可以憑藉以下四個

面向去落實 B型企業職責：(1)顧及員工福祉(2)

簡化流程，提升效率(3)策略方針(4)落實企業社

會責任。 

B 型企業認證帶來的正面影響包括國際認可

提升和合作信譽增加。然而，獲取此認證過程耗

時冗長，審核繁瑣。由於認證地點在美國，與台

灣地理環境不同，填寫時可能涉及文化隔閡，尤

其在與 B型實驗室解釋時。儘管 B 型企業認證在

企業間聲望高，仍需面對消費者支持和溝通挑

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