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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ew economic form, social enterprise is an organization that takes into account both social 
value and profitability. It is born to deal with a social problem, and it solves social problems 
through innovative business forces, in order to achieve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The innova-
tive activity of social enterprise cleverly implements the coexistence of business and public wel-
fare, which i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of business philosophy and model innovation for small and 
medium sized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case study of Taiwanese famous social enter-
prises Duofu and Flow, this paper refines their business philosophy and business model innova-
tion and discovers that the more an enterprise focuses on social issues, the higher degree of social 
acceptance will be achieved. Therefore, for those small and medium sized enterprises that are 
under fierce competition, it will be a good choice to transform business philosophy, redefine 
market and customer needs,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solution of social problems, and explore 
opportunities from the solving process of social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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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社会企业是兼顾社会价值与盈利能力的组织。它为应对某个社会问题而生，

通过创新的商业力量解决相应社会问题，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社会企业的创新实践巧妙地

将商业与公益并存，其商业理念和商业模式的创新为中小企业的成长提供了重要参考。本文以台湾知名

社会企业“若水”和“多扶”为商业案例，通过梳理提炼其商业理念和商业模式创新，发现在各种社会

危机集体涌现的今天，注重社会议题和社会危机的企业将获得更高的社会认可度和接受度。因此，对于

面临激烈竞争环境的中小企业来说，转变商业理念，重新定义市场和客户需求，主动应对社会问题，从

社会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探寻商机未尝不是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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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伴随着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是各类社会问题的集中式爆发，例如空气污染、水污染、食品

安全、教育、养老等，这些社会问题不能仅依赖市场、政府和慈善组织，亟需新的应对和解决措施。随

着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公民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地个人和企业投入到社会问题的思考和应对中。

与此同时，在全球化浪潮冲击、技术变革加快的背景下，商业环境变得更加不确定，中小企业面临着技

术装备水平不高、创新能力弱、人才缺乏、管理水平偏低等老问题，又面临着人工成本攀升、资金压力

大、融资成本高、招工难等新问题 1，处境更加艰难。因此，中小企业需要转变商业思路，另辟蹊径。 
“社会问题”与“企业经营”的相互碰撞会产生什么化学反应？传统企业管理思想认为社会问题是

企业成长的不确定性外部影响因素，甚至是企业的负担。但是有一类新兴的经济形态却通过解决社会问

题实现相应的经济收益，实现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双赢，这就是社会企业。 
作为回应风险社会的新生事物，社会企业具有目标公益性、服务专业性、经营商业性等价值优势与组

织特性，能够有效应对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1]。这一特殊组织形式不仅受到公共管理部门的关注，其商

业理念和经营模式也对很多中小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形成启发。因此，不论是从社会服务、社会公益角度，

还是从中小企业成长与商业创新角度，社会企业的商业理念和经营模式都具有很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 

2. 社会企业：概念、起源与发展 

社会企业起源于英国等欧洲国家。早在 18 世纪，就有学者注意到存在这样一类企业家，他们致力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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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经济资源转移到对社会更有裨益的领域”，这些人被称为“社会企业家”[2]。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

来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和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福利改革催生出一个新兴经济形态，它本着某个社会议

题而生，通过企业运营达成某种社会目的，把成功的商业模式与社会目标结合起来，把盈利与公益结合

起来，用创新的商业力量解决社会问题，人们称其为“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 
社会企业概念最早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

opment)在 1994 年的一份报告中提出，认为社会企业是指既利用市场资源又利用非市场资源以使低技术

工人重返工作岗位的组织。1999 年，OECD 在另一份报告中完善了这一定义：社会企业包括“任何为公

共利益而进行的私人活动，它依据的是企业战略，但其目的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实现一定的经济目标

和社会目标，而且它具有一种为社会歧视和失业问题带来创新性解决办法的能力”[3]。显然，这一概念

是针对当时社会企业在欧洲的涉入领域而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多样化社会问题的出现，在社会企

业向其他国家传播的过程中，其概念也在不断丰富和与时俱进。香港业界比较偏重社会企业的经济功能，

认为社会企业是一盘生意，以达致某种社会目的，其所得利润主要用作再投资于本身业务，而非完全分

派给股东。台湾社会企业创新创业学会对社会企业的定义则很简单：社会企业是兼顾社会价值与获利能

力的组织 2。可见，社会企业并没有统一的定义，而且这一概念有不断更新变化的趋势，人们对它的理解

主要取决于它身处的不同社会土壤和它所经营的活动。 
欧洲社会公平研究的组织(EMES)认为“社会企业是社会经济的转型”3。本文认同此观点，亦将社会

企业视为社会经济的新业态。因此，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本文提出社会企业是通过商业经营手段解决

相应社会问题并实现社会价值的组织，它依靠社会力量提供社会服务，也打破非营利性组织资金第三方

依赖的困境，是平衡于政府组织、商业企业组织和慈善机构的新型社会创新组织(见图 1)。 
社会企业在西方世界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其组织使命也在不断深化和丰富。作为区分社会企

业、传统商业企业和非盈利机构的重要视角，社会企业的组织使命突破了传统企业管理的经济至上主义

和利润唯一思考。从最早期的经济、社会的“二重底线”理念到强调企业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经济、社

会、环境的“三重底线”思考，或是可持续发展企业最关注的 3P 战略，即利润(Profit)、人群(People)、
地球(Planet)，社会企业始终将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管理联系在一起。因此，理解社会企业核心思想的关

键在于：第一，社会企业以解决某个社会问题而生；第二，社会企业通过商业经营并赚取经济收益，但

不追求利润最大化；第三，社会企业的经济收益是其继续维持经营的保障，也是其实现相应社会价值的

基础，自身的财务可持续是其区别于非营利性组织的特征；第四，社会企业将企业社会责任视为企业的

出发点和宗旨，而非附加义务，也并非在企业有实力和条件的时候才承担社会责任，相反，社会企业提

供的产品和开展的业务正是为承担社会责任而存在。 
2004 年以来，社会企业的理念开始在国内传播，并在实务界和理论界掀起了对社会企业的热烈讨论

与实践，一些先行者的实践已经显示出社会企业在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台湾是国内

社会企业理论研究和实践行动的先行者，已经涌现出一批成功的社会企业，如台湾民宿代表“天空的院子”、

践行公平贸易的生态绿咖啡、帮助身障人士就业的若水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从事民间医疗接送服务的多

扶……对台湾社会企业成功经验的梳理和提炼可以为中小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3. 台湾社会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 

3.1. 若水——送身障者上云端 

1. 通过商业手段为身心障碍人士提供高附加值工作 

 

 

2参考《碳商》杂志对台湾社会企业创新创业学会秘书长、辅仁大学管理学院胡哲生教授的采访。 
3参考郑胜分的《社会企业：市场、公共政策及公民社会的交叉点》一文，公共行政学报，2008 年第 2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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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enterprises and government or-
ganizations, traditional business organizations and charities 
图 1. 社会企业与政府组织、传统商业机构和慈善机构之间的关系 

 
台湾若水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若水”)是一家致力于通过商业手段解决身心障碍人士就业的

企业。当前，身心障碍者就业率低是许多国家共同面临的社会问题。台湾身心障碍人数已超过一百万人，

达到近 5%的人口規模，却只有不到二十万的身障者有工作，劳动参与率约 19% (台湾劳动部统计)。此外，

中国大陆有超过八千万的身障族群，只有约 25%实现就业(2014 年中国残联统计)。全亚洲有六亿五千万

身障者，占全球身障者总人数的 2/3，其中有些国家身障者的失业率甚至超过 80% (2009 亚太人权情报中

心)。即使社会环境快速变化和医疗科技的持续改善，身障者的人数仍是有增无减，是社会上极其需要扶

持的弱势群体 4。 
与此同时，台湾若水发现大部分身障者的就业仍局限于低附加值的工作，因此，若水突破现有商业

模式，通过针对性疏导和培训，建立以身障者为主力的 IT 科技人员队伍，通过标准作业流程和团队合作，

共同为客户提供 BIM5 服务(见图 2)。此举顺应当前社会大数据发展和台湾社会发展，不仅为身障者提供

具有高附加值的工作机会，还为企业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收益。若水的商业运作不只局限于当前的 BIM 服

务，其继续在 BIM 产业价值链上寻找更多的商业机会，并据此创造更多适合身障者的高附加值工作。若

水希望先从台湾做起，未来能扩及亚洲的身障族群[4]。 
2. 若水的商业创新模式分析 
若水对外不断寻找市场，建立新的商业模式，对内则发展适合员工的工作流程、教育培训及评估系

统、打造多元化团队、以及提供员工支持系统，建立一个友善的工作环境，让每个人可以发挥所长，创

造高市场价值的产品和服务。 
若水认为“社会企业”和“企业”的主要区别在于，企业以营利和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社会企

业不以营利为唯一目标，而是以营利为手段寻求收支平衡，以达到永续支持公益的目的。从若水的商业

模式可以看出，其通过创造商业平台、激活身障者自身价值的方式实现社会公益与商业价值的双赢(见图

3)，正所谓“给人鱼不如授人以渔”，这种“造血式”帮助手段不仅应对了弱势群体就业的社会问题，

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社会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3.2. 多扶——来自民间的医疗接送服务 

1. 与其抱怨政府的不足，不如自己来做——多扶的无障碍医疗接送服务 
“多扶”成立于 2009 年，是台湾地区第一家从事轮椅接送服务的民营公司，专注于为在日常生活的 

 

 

4参考若水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的官方网站信息 http://www.flow.tw/front/model。 
5建筑信息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是以建筑工程项目的各项相关信息数据作为模型的基础，进行建筑模型的建立，通过

数字信息仿真模拟建筑物所具有的真实信息。它具有可视化，协调性，模拟性，优化性和可出图性五大特点。 

http://www.flow.tw/front/model


李鑫，张灿 
 

 
67 

 
Figure 2. Working staff of Flow 
图 2. 正在工作的若水员工 

 

 
Figure 3. The business innovation model of Flow 
图 3. 若水的商业创新模式 6 

 

交通行动上需要特别照护的“孕、幼、老、轮”群体提供医疗接送和无障碍旅游服务。2009 年，许先生

看到家中 93 岁高龄长辈受伤，却因未领残障手册(类似于大陆的残疾人证)而不能申请政府的康复巴士接

送服务，发现无障碍服务十分有限，便决定从自己开始做些改变。“与其抱怨政府不足，不如自己来做”。

他离开原来的影视节目与纪录片制作行业，成立“多扶接送”，提供不分身份、用途与预约限制的无障

碍接送服务，让更多行动不便朋友能真正掌握与安排自己出行的需求(见图 4)。 
统计显示，台湾地区现有超过 120 万持有身心障碍手册的人口，康复巴士却只有 1000 多辆，平均每

2000 人在抢一辆康复巴士。许佐夫算了一笔账，假如这 120 万身障者中有 18 万人需要康复巴士，每人

每月 4 次，共 8 趟，一趟 700 元新台币(约 156 元人民币)，整个台湾医疗接送市场的规模则超过每年 100
亿元新台币(约 20.7 亿元人民币) [5]。如果再算上那些无身心障碍手册但同样亟需医疗接送服务的群体，

比如随着台湾高龄群体的逐渐庞大，老年人的医疗接送具有很大市场需求，这块市场蛋糕更诱人。 
在创立初期，多扶有意识地带入服务精神，自创“多扶五六动”服务标准，要求公司的司机对待每个客

户，前后必须完成 56 个标准服务动作。发展至今，“多扶五六动”已经细分至 120 多条规定，从接到客户电

话开始，多扶服务已经上路。凭借这些细腻的服务，多扶在客户中建立起口碑，并不断打开市场。2014 年 4
月 18 日，作为台湾第一家以社会企业产业类别进入资本市场的公司，多扶正式登陆台湾证券市场的创柜板 7。 

2. 多扶的商业扩展：无障碍旅游服务 
随着市场的扩大和服务经验的积累，多扶突破单一的接送服务，将自己定位为“无障碍完整解决方 

 

 

6参考若水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的官方网站信息 http://www.flow.tw/front/model。 
7创柜板主要取其“创意柜台”之意命名，系定位为提供具创新，创意构想之非公开发行微型企业“创业辅导筹资机制”，提供“股

权筹资”功能但不具交易功能。创柜板主要是协助扶植微型创新企业。 

http://www.flow.tw/front/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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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提供者，提供包括接送、医疗器械服务、陪同等在内的完整无障碍服务，并启动无障碍旅游服务，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纾解被照顾者和照顾者的身心。无障碍旅游并不是只带行动不便者出门看看风景，在

日本、德国等一些国家，它被定义为医疗行为，由此诞生的市场，被称为医疗旅游市场。当前，台湾地

区的一些医疗科技，比如骨髓移植、脑肿瘤、膝关节置换等已经达到国际水准，加上丰富的旅游资源，

这些都将成为台湾医疗旅游市场起飞的基础。许佐夫算过一笔账，估算出台湾现有的医疗旅游市场年产

值约为 100 亿元新台币(月 20.7 亿元人民币) [5]，且规模在不断扩大。 
当前，多扶主要依赖无障碍旅游盈利，该业务的营业额在过去几年稳定提升。多扶现在的经营思路

可以总结概括为：通过医疗接送服务和其他无障碍出行服务培育无障碍旅游客源，依靠无障碍旅游的获

利平衡医疗接送业务的亏损，并继续拓展医疗接送的服务范围(见图 5)。 
多扶的成功吸引了众多投资者的目光，甚至有国外创投愿意注资数千万，而前提是多扶必须放弃医

疗接送服务，专心打理无障碍旅游，但多扶拒绝了这项投资。因为多扶将自己定位为解决残障人士出行

等社会问题的社会企业，因此，其商业经营的拓展不会覆盖其最基本的医疗接送服务。不忘初心，为行

动不便者提供医疗接送服务是多扶的创办初衷，多扶亦将一如既往地提供这一服务。 

4. 转变商业思路，公益与商业可以并存 

上述台湾社会企业实践的启示意义在于：生活中不缺少商机，而在于你秉持什么样的商业思路。不

论是若水为身障人士提供高附加值工作机会，还是多扶的医疗接送服务和无障碍旅游，它们都直面某一 
 

 
Figure 4. The medical service of Duofu 
图 4. 多扶医疗接送服务 

 

 
Figure 5. The business model of Duofu 
图 5. 多扶的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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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社会问题，并通过思维创新和产品创新提供相应的解决措施。因此社会企业的商业思路可以总结为：

转变对社会问题的固有看法，从现有的社会问题中发现市场需求，通过创造产品或服务满足此类市场需

求并拓展潜在市场需求，在应对和解决相应社会问题的同时实现经济收益，而可持续的经济收益又成为

推动企业继续开展相应业务的基础，形成“善的循环”。这一经营思路改变了“社会公益和经济利润是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传统思维。虽然仍有一些道德捍卫者坚信，做公益是不能赚钱，否则只是借着公

益的幌子满足个人贪欲。然而，社会企业对“名利双收”的巧妙实现为人们打开了一扇窗，原来商业利

润与社会公益可以得到平衡。如今，越来越多的商业创业者不再满足于单纯的经济回报，而是希望通过

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提升自我社会价值。 
实际上，在社会企业这一经济形态出现并大范围传播以前，现代企业管理理念中早已产生类似的观

念革新。有观点认为企业的社会投资是企业商标战略管理方法之一，是企业为获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竞

争环境而进行的资本投入[6]。迈克尔·波特(Porter)则直接指出投资于企业竞争环境的慈善行为是提高企

业竞争优势及获取更高利润的唯一途径，“慈善投资能对集群竞争及其内部组成的公司行为产生巨大的

影响”[7]。其他学者也认为，传统的企业战略总是将产品瞄准于上层及中产阶级，而忽视占人群中绝大

多数的下层民众，从这反思，某些瞄准于贫困民众的战略应该既能服务于民众，又能获取利润。其中，

普哈拉(C. K. Prahalad)对印度的研究结果显示，企业首先应该视穷人为创新的机会而不是将其看作社会问

题，才能转变思想将穷人转化为活跃的消费者[8]。当前的社会环境和企业商业环境再次催生出人们对“商

业与公益关系”的思考。 
2011 年，欧美兴起一种新的集合商业和公益的投资模式——社会影响力投资(Impact Investment)，试

图以金融投资与公益慈善紧密联合的方式来高效地解决社会问题。摩根大通(J. P. Morgan)和洛克菲勒基

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在 2010 年的一篇合作研究报告《影响力投资：一种新兴的投资类别》(Impact 
investments：An emerging asset class)中首次提出将影响力投资区别于其他投资类别，将其认定为一种新

兴并且正在面临融入主流投资界的投资类别。该报告进一步指出影响力投资不仅可以创造利于解决社会

问题的正效应，而且能带来财务上的回报，引起传统投资界和慈善界的共同关注。在中国的语境中，可

将其理解为“义利并举、公益与商业相融合的投资”[9]，即社会影响力投资最主要目的在于创造有利于

社会环境的正面效应，并高效解决社会问题，但也不排除传统意义上的财务回报收益,衡量其收益不仅仅

有传统财务上的投资回报率，还应包含该投资所带来可测量的社会正效用 8。 
可见，商业与公益之间并非泾渭分明，二者可以互为手段和目的。在诸如食品安全、空气污染、水

资源污染、资源枯竭、社会信任缺失等各种社会危机集体涌现的今天，注重社会议题和社会危机的企业

将获得更高的社会认可度和接受度。经济不是在衰落，而是在孕育新的增长点，不是没有市场，而是市

场在变化。中小企业需要转变思路，重新定义市场和客户需求，主动应对社会问题，从社会问题的解决

过程中探寻商机未尝不是一种选择。 

5. 结论 

当前，社会企业定义仍在持续变化之中，关于社会企业是否可以盈利、是否可以进行股东分红的争

论也尚未停止。但是，社会企业的理念创新和商业模式为其他类型企业成长产生的积极影响却是不争的

事实。不论是社会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还是商业企业领域的“慈善投资”和“社会影响力投资”，都

是适应当今社会环境发展的必然选择，都是追求社会效应与经济效益共赢的选择。本文认为没必要纠结

于商业企业与社会企业的孰是孰非，也没有必要划分出商业和公益之间的严格界限，社会欢迎且需要兼

顾社会公益和经济效益的企业。 

 

 

8参考由上海财经大学社会企业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21 世纪社会创新研究中心、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政策

与实践学院等共同撰写的《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影响力投资发展报告》，2013 年，第 28 页。 



李鑫，张灿 
 

 
70 

虽然起步较晚，但中国大陆也在不断涌现积极应对和解决社会问题的企业，例如致力于帮助解决残

疾人集中就业的高科技商业公司的深圳残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帮扶灾区妇女从事羌绣手工劳动就业和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四川羌绣、由茅于轼先生创办的提供农民职业培训的北京富平学校、为贫困人口

提供小额信贷的中和农信(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扶贫项目中转制成立的小额信贷企业)、规模化的养

老社会服务产业联合团体——鹤童、旨在通过创意激活乡村活力的海南博学生态村、创新社区养老服务

的昆明“壹家人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提供专业化的产品和服务应对和解决社会问题，公益与商业化

经营并举，这些企业的创新实践见证着中小企业商业模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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