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社會企業到社會創新

唐鳳　行政院政務委員

一般企業多以獲利為核心目標，

等企業成長到一定的規模之後，有足

夠的盈餘，才會考慮企業的社會責

任；但社會企業的核心目標，是明確

的社會關懷與解決社會問題，透過商

業模式經營管理，產生足夠的利潤與

盈餘，來支持社會企業的自給自足與

永續發展。行政院唐鳳政務委員認為

政府應扮演輔助角色，藉由資訊開放

與充分溝通等方式，強化社會資源整

合，積極讓各種創新力量發展，進而

促使社會企業的自主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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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全　行政院院長

創新政府績效管理

透過社會企業改善社會問題，許多國家行

之有年，包含歐洲、美國及東亞等地區，許多

有志之士，藉由較具效益的商業模式來解決社

會問題，以自主永續的方式來提升社會福祉。

我國政府相關單位也持續朝法規完備等方面努

力，期打造全力支持社會企業及社會創新的友

善環境。

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指出，當社會企業要

達成社會使命時，並不是倚靠政府協助，也不

是像非營利組織（NPO）那樣仰賴外界捐款，

而是透過自身的商業模式創造盈餘來解決社會

問題。和企業社會責任（CSR）不同之處，在

於社會企業結合社會價值與企業獲利力量，同

時解決企業治理與環境的問題，這就有點像是

政府的角色：連結企業獲利與社會公益，要承

受兩邊拉扯的壓力，同時又要確保彼此的聯繫

不能斷裂，可說是相當有挑戰性的工作。

法規調適，促進社會企業發展

「面對社會企業，我一直以來均以『參與

但不主導、促成但不下命令』的方式，期勉我

們各部會的同仁，幫助這些社會企業解決他們

所遇到的問題。」自許為公僕的公僕，唐鳳

表示，為了要讓社會企業充分發揮，政府需一

再檢視現行法規或行政流程是否限制了他們發

展，並透過公司法修法等法規調適作業，健全

社會企業法制環境。現階段經濟部先以法令解

釋的方式，協助社會企業能在符合規範的情況

下去追求其社會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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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讓更多創新落實，並排除法規對創新的

阻礙，以「法規沙盒」的方式，實驗調適相關

法規，唐鳳指出，透過國家發展委員會與經濟

部的協助，在前端，結合地方政府與社會創新

實驗中心的法制人員，先就某個社會創新概念

確認是否違法，若沒有問題可立即執行，如果

研究後發現現行法令無法執行，那就會來到後

端，透過國發會的法制協調平臺來檢視相關法

規是否有調整必要、政府能不能快速修正既有

行政規則，來回應社會創新。

唐鳳指出，過去政府機關協助企業解決法

律衝突時，很可能被說是圖利廠商，不過社會

企業追求的社會目標與政府的施政理念是相同

的，也就沒有所謂的商業競爭等問題，因此不

用擔心會有圖利廠商情況。「若是社會企業有

競爭者出現，代表有許多團隊積極解決共同的

社會問題，站在政府與社會的角度來看，反而

是美事一樁。」

遠距會議，讓溝通零距離

要讓整體社會企業發展環境調適到最佳狀

態，無法僅由單一部會來實踐，唐鳳認為，必

須讓所有相關的主管機關都了解並採取更積極

的態度，才能讓法規環境與創新模式充分契

合，因此行政院在空軍總部舊址成立社會創新

實驗中心，唐鳳固定於每週三早上 10點起，

開放給任何對社會創新有意見的朋友來交流，

透過創新團隊的說明釐清需求、找到權責的

機關並定期追蹤，設法修訂出更完備的法規，

達成所謂的法規共同創造（regulatory co-

creation）的目標。

「為了服務較遠端的團隊，我與社會創新

實驗中心的部分同仁會在每週二定期巡迴到行

政院全臺 4個聯合服務中心，去與各地區新創

團隊面談，一次邀集約 30家社會企業參與，

同時在社會創新實驗中心亦會集合相關部會約

20∼ 30位同仁，以遠端視訊會議的方式共同

討論，除了文字紀錄，各部會代表也能在會議

中立即釐清相關分工，並於 2週內快速回應。」

唐鳳進一步說明：「這種分工方式能讓最多人

共同與會，達到面對面開會溝通的效果，就近

了解各地社會企業的具體需求。」

以數位科技帶動社會創新

除了運用遠距會議等數位科技來強化會議

效率，身為數位政委的唐鳳亦指出，網際網路

平臺能協助改善資訊不對稱、促進產業媒合、

強化資訊揭露，讓社會企業的營運更加開放透

明，也讓更多人參與社會創新過程。

唐鳳以社會企業「點點善」去年發起的「天

賦城市－讓街賣者從心站起」計畫為例，「點

點善」發現街賣者現在面臨的困境，包含形象

不佳、販售商品不符需求等因素，這些都是「社

會創新」可以切入的點。「並不是一下子就要

賣自己的東西，而是說你看到一個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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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個創新的方式去解決。」點點善本身就是

個設計團隊，透過幫忙改造街賣者形象，或是

在輔具上加裝LCD螢幕推播公益廣告等方式，

把弱勢朋友轉變為社會服務的提供者。在 1個

多月的時間內，不但獲得臺北市政府等公部門

資源支持，也透過網路平臺集結群眾募資，成

功募集到 100多萬元的資金投入。

「群眾募資不只是出錢，也有出力、出點

子的部分。」唐鳳說「參與群募的朋友可能出

了 50元、100元，但更重要的是，他們因此

跟這個組織產生連結，也願意一起思考更多的

可能性。」資訊科技不但促使社會企業的理念

更廣泛傳遞，也透過群眾募資等新型態網路參

與方式，讓一般大眾腦海中的抽象認同，轉變

成具體的認知。社會企業透過資訊揭露來建立

公信力，也在群眾募資過程與民眾互動，獲取

各種意見、提升民眾參與，彼此集思廣益，讓

創新社會企業更快達成其使命。

做好事也有商業價值

經濟部目前透過《社會創新實驗－新創圓

夢網》，將具有明確社會使命之企業放上該平

臺，並鼓勵公司或政府機關進行採購，讓一般

大眾與企業界認識這些社會企業。唐鳳說：

「透過社會企業的採購，大型企業可以認識到

這些社會企業也是拓展商業或是行銷推廣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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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不只是單純「作好事」而已，例如在臺

東致力於土地復育及自然農法的社會企業芙彤

園，已經可以在全家便利商店看到他們的產

品，為何全家讓他上架？並非單純商業採購或

做好事，而是看中販售這些產品對全家的形象

可以有所提升。」此外，經濟部也積極推動將

社會企業提供的服務，納入政府共同採購契約

品項，減低各機關自行採購之行政作業，讓各

機關能以更便捷的管道來認識社會企業，社會

企業也能藉此獲得更多銷售管道，建立社會價

值的良性循環，共創多贏的局面。

商品販售之外，社會企業也能提供獨特的

服務，唐鳳舉社會企業「黑暗對話」為例，他

們有一項活動是把大家聚集在黑暗的環境中，

一般參與者難以透過視覺與他人互動，視障講

師卻可以幫助大家在全黑的環境內相互認識，

當大家實際參與後，對視障的觀念就會翻轉，

理解到在特定的空間背景下，一般觀念的弱勢

反而成為優勢。「像這樣的服務提供也會優先

納入共同供應契約內，藉此推廣、揭露更多的

訓練課程，也能讓更多朋友對社會企業有更多

的了解，這也是我們接下來努力的方向。」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從臺灣放
眼世界

對於有想法但還未找出商業模式的新創

圖中由左至右分別為國家發展委員會社會發展處處長李武育、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國家發展委

員會社會發展處科長吳宛芸及科員謝侃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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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唐鳳則勉勵大家，可以先將這些概念拋出

來放到網路上，透過交流討論，或許會激盪出

不同的火花。「網際網路是沒有國界的，創新

模式只要一撒出去，就像種子一樣，可以在全

世界落地，雖然這是一個臺灣提出的模式，但

網路沒有國籍，在全世界都可以落地，落地之

後，就能長出地方自己的生態系，並經由不斷

的擴散，又能在他處長出新的社會企業生態。

社會企業跟社會創新是一種相互辯證的關係，

當我們說創業的時候，不一定是一下子就要找

出商業模式，很可能是你提出很好的想法，而

由其他人找到商業模式，這是一種成功不必在

我的思考，但你運用這個想法，最終就能解決

社會問題。」

面對社會問題能解決的方法有許多種，社

會企業若能以民間力量，解決社會問題，將會

比政府每年編列預算的方式更有效率。唐鳳認

為，我們可以採行聯合國的永續發展指標「跨

部門的夥伴關係」，與社會企業一同打造更完

善的生態系統，改善更多的社會問題，「目前

臺灣在教育、性別平權、終結飢餓、終結貧窮

等部分都做的很好，社會企業也發揮很大的功

勞，我們也積極將這些社會企業的經驗數位

化、國際化，不僅能改善臺灣內部的社會問題，

也能讓這些創新方法，在地球村裡發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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