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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為了解社區型社會企業發展過程，運用那些社會資本於其發展和創

新服務中。研究以屏東縣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該社會

企業運用之社會資本包含組織規範與制度、成員的共同理念、對社區與社會企

業之使命與責任、與社區之互動關係、與社區建立信任關係、多元資源取得管

道、以及社會網絡。社會資本對於該社會企業之創新，包括組織規範與制度、

與社區之互動策略的創新、以及多元資源取得管道。本研究針對該組織及公部

門提出相關建議。對社會企業之建議包含提升組織人力資本、建立與消費者的

信任關係、運用社會網絡資源、以及組織運作模式之傳承。對於公部門之相關

建議，則有建立資訊交流平台和協助社會企業人力培訓。 

 

關鍵字：社會資本、社會企業、社區型社會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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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a community-based social 

enterprise (CBSE) to understand the social capital used by CBSE in innovative 

services. This study took the social enterprise of Dongpian Baoshi Village in Pingtung 

County as the research target.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social capital us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CBSE includes the following: organizational norms and institutions, 

common ideas of the members, the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of the community and 

social enterprise, interactions with the community, the trust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mmunity, multiple channels for obtaining resources, and the social network. Social 

enterprise innovation based on social capital includes organizational norms and 

institutions, interactive strategies with the community, and multiple channels to ob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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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s. Recommendations for developing social enterprises can be divided into 

suggestions for the organization and the public sector. 

Keywords: Social Capital, Social Enterprises, Community-based Social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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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研究背景 

「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的出現，為市場帶來一種新型態的商業模

式，且不同國家，對社會企業的發展和概念，會因人文、地理、意識形態等有

所差異，社會企業更以不同的組織型態存在著，包含台灣，在許多國家中，社

會企業是個被熱烈討論的議題之一，但現今對於社會企業的概念仍然眾說紛紜。

社會企業的運作包括非營利組織採取商業手段來獲得資源以達成組織使命與目

標；或者在企業重視社會責任，投入資源來回饋社會，從事實現社會公益之行

為（林淑馨，2013）。社會企業提供了組織或企業一種新的取得資源的管道。 

官有垣、王仕圖（2013）提到，台灣在 1990 年代初期，已出現非營利組織

運用商業手段來取得資源的模式，而台灣政府從 1990 年代末期至今，為解決失

業帶來的社會問題，也開始推動各項相關政策，像是為因應九二一災害造成的

非自願性失業問題，提出「九二一災區重建大軍就業方案」，以及 2001 年勞委

會推動的「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等。除了解決失業問題外，政府推動各項政策

亦是為了鼓勵非營利組織可以自給自足，不仰賴公部門的經費補助，對於社區

組織同樣如此。 

一個社區的發展取決於其有多少資源可運用，包括：環境、人力、文化以

及社會資本等。雖然相關政策的推動，以及社會意識形態的改變下，至今已有

許多社區發展組織開始有自主意識，主動爭取資源，來推動社區產業的發展（官

有垣、王仕圖、陳錦棠，2016）。但在實務上許多社區無法單靠政府的經費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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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達到社區發展的目標。因此能連結人力、環境等資源的社會資本，不論是

在社區產業發展還是建設都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有關社區運用社會資本的相關研究中提到，社區若能結合社區社會資本，

能創造永續經營的價值。社區應該發揮其特質，促進居民自主、自立等能力，

運用社會資本，共同推動社區的成長與合作，且配合中央政府的政策來發展建

立社區居民與環境與資源彼此之間和諧的關係（陳麗敏、施春合、施國正，2003）。 

研究者於蒐集相關資料時，發現位於屏東縣內埔鄉的東片社區，在民國 106

年時成立了「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也是為全國第一家農村型社會企業，集

合社區各家農場來推廣社區產業，也會提撥一定比例的經費回饋社區。對此研

究者為其成立的動機和歷程感到好奇，故選擇該組織為個案研究，除深入了解

其成立與發展的歷程外，也針對成立及發展原有或創新服務時運用的社會資本

予以分析。期待此研究發現亦可提供其他社區發展產業的另一種新思維。本研

究研究目的及問題如下： 

二、研究目的 

（一）了解成立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之歷程。 

（二）了解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之發展困境與因應。 

（三）分析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於其發展與創新之過程運用哪些社會資本。 

三、研究問題 

（一）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發展之歷程為何？ 

（二）東片寶石村於發展歷程中遭遇過哪些困境？是如何因應？ 

（三）哪些社會資本被運用於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之發展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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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社會企業之發展與意涵 

社會企業的概念至今仍持續演化中，其因各國不同之文化與社會脈絡而呈

現不同樣態與差異。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所提出的概念，將社會

企業定義為：「社會企業係指具企業精神之策略，以達成特定社會目標或經濟，

而非以追求利潤極大化為主要目標，且有助於解決社會問題的組織」。故，就

社會企業的型態而言，社會企業被視為企業與非營利組織的混合體（鄭勝分，

2008；林淑馨，2013）。 

實際上社會企業的界定自於歐洲和美國發展至今，已以不同組織型態存在

著，但仍未有明確的定論。社會企業的概念可包含採用商業手法獲得所需資源

的非營利組織，亦可指為了實現社會使命的企業單位（官有垣等人，2013）。

Young（2001）認為社會企業可包含兩種界定方式：一為非營利組織採商業化的

手法賺取營收；二為提供資源貢獻於社會公益的企業（Young，2001；引自鄭勝

分，2007）。 

各地區之社會企業的發展型態與各國之社會文化及社會議題有關，以下分

別簡述歐洲、美國以及台灣社會企業之發展背景： 

（一）歐洲 

社會企業概念起源於歐洲，1990 年代，義大利的工人爭取勞工權益發起的

合作社運動，受此運動之影響，1991 年義大利國會通過了「社會合作社法」，

此立法訂定了義大利社會合作社的發展框架。爾後，許多歐洲國家依其社會環

境、文化的特殊性，採取不同的模式來發展社會企業（Defourny and Nyss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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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根據歐盟成員國界定社會企業須涉及三個關鍵的層面（Borzaga et.al.，

2020）： 

1.經濟層面：社會企業是以市場為導向的生產單位，與傳統主要依靠捐贈

和贈款不同，社會企業從事市場交流。而社會企業能否實現其社會使命取決於

有無獲得持續的收入。 

2.社會層面：社會企業應具有明確的社會使命，其追求的社會目標必須根

據國家所推行的社會目標，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具有社會內涵，並為整個社區

或特定弱勢群體帶來效益。而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會根據不同國家和地區的

福利、教育和文化而呈現多樣性。 

3.治理層面：社會企業必須有利潤分配的限制，使所有利益關係人都參與。

在利潤分配上，各國皆有不同的規範，有的國家不允許利潤分配，有的國家則

有限制。 

考量各國於政治、經濟、社會環境等差異，歐盟並未強制規範各國社會企

業的發展，而多數歐洲國家依據歐盟的定義，在社會企業發展的類型上大多為

合作社（cooperate）、社會公司（social firm）、社區企業（community businesses）、

以及從事社會公益的企業，社會企業實際呈現的型態是非常多元的（Kerlin，

2006；林盈君，2014）。 

（二）美國 

美國社會企業的相關概念出現可以從 1960 年代聯邦政府推動「大社會福

利改革計畫」（the Great Society Programs）開始談起，投入大量的資金於教育、

醫療、社區發展和貧窮救濟等方案，並透過非營利組織來提供這些服務。至 1970

年代末期，美國同樣受全球經濟狀況蕭條的影響，聯邦政府開始刪減福利補助，

以致非營利組織為因應資源不足的困境，開始進行商業活動來取得所需的資源

（Defourny et al.，2012；鄭勝分，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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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美國，社會企業被認為是從事有益於社會活動（包含企業慈善、企業社

會責任）之利潤為導向的和以社會目標為導向的混合組織型態。社會企業的發

展以利潤為導向，強調以商業之利潤來補貼非營利組織財務的缺口，融合社會

與經濟之目標（Kerlin，2006；鄭勝分，2008）。 

（三）台灣 

台灣於 1990 年代初期，即出現了運用商業手段來取得資源的非營利組織，

如：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的洗車中心與加油站、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的烘焙

坊與餐廳等，這些非營利組織將其營利之所得用來為其服務對象提供服務。另

外，從 1990 年代末期至今，政府為緩解高失業率帶來的社會影響，開始推行並

發起多項的就業服務計畫，來解決社會問題（官有垣等人，2013）。 

林怡君（2008）認為台灣社會企業興起之因素可分為非營利組織內在需要

與外部資源供給兩大類，並分別可歸納出幾項因素。組織內在需要包括：為快

速回應各種社會問題與需求、為尋求財務自主與穩定性、以及社會企業之概念

符合組織發展之需要；外部資源部分則包含：受到政府政策推動或引導，以及

企業開始關注社會責任尋求與非營利組織之合作關係。 

基於這些背景，非營利組織改採取營利的方式，但與其本身的服務使命不

相違背，在銷售商品的同時，亦能實踐組織之社會使命，而部分營收也可回歸

至組織，維持其基本運作或提升其服務品質。而台灣社會企業類型大致分為：

1.工作整合型（work-integrated social enterprise，WISE），又稱「積極就業促進

型」（work integration or affirmative business），注重被社會排除之弱勢者的就

業問題，提供其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機會與資源；2.社區型社會企業（community-

based social enterprise，CBSE）：亦可稱「社區發展型」（community development）、

地方社區發展型（loc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著重於地方社區

的人文地產景等特色產業之經濟發展；3.服務提供與產品銷售型（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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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s providing social services and products）；4.公益創投的獨立企業型

（venture capital business created for the benefits of NPOs）；5.社會合作社（social 

cooperatives）等五種類型（林怡君，2008；鍾汶芳，2014；官有垣等人，2016）。 

五種社會企業之類型雖各有其特質與服務對象，但其本質皆是為達成組織

的社會使命與社會公益。而本研究欲探討的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是由農村中的

農場主們為推廣社區產業，提供社區福利服務所發起的，係屬於上述所提的社

區型社會企業。 

二、社區型社會企業相關探討 

（一）社區型社會企業之概念與意涵 

國外學者 Peredo and Chrisman（2006）定義社區型社會企業：「為一個社

區作為企業家和企業精神追求共同利益之行動」。Peredoet et al.（2006）定義的

社區型社會企業是將社區視為企業，但本質上與一般的企業不同，社區為回應

社區需求，以商業的模式在社區中發展出企業型態組織，解決社區內經濟或社

會的問題。 

基於社區發展的企業型態，為當地的發展帶來一種新的策略與模式。而社

區型社會企業即是除了運用政府提供的資金與補助金外，亦根據當地的需求，

發展商業與非商業的活動，以回應社區的議題（Bailey, Kleinhans and Lindbergh，

2018）。 

社區型社會企業的組織型態，為社區帶來不同的發展面貌，而影響社區型

社會企業出現的因素與條件有以下幾項（Peredo et al.，2006；黃珮婷，2015）： 

1.於社會／經濟壓力產生：CBSE 的出現在於社區試圖解決當地緊迫的經

濟和社會問題，包含社區因面臨經濟危機或因社會環境的變化，造成的動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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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或是當地面臨經濟危機或缺乏個人在地發展的機會等。社區型社會企業即是

為尋求機會，以回應社區內複雜且多元的問題，而各社區的問題差異，也造成

各社區型社會企業的發展具有個別化的特色。 

2.漸進式學習的產物：過去社區中原有的知識、經驗與技能，使社區成員有

能力依循這些經驗與技術，發展社區在地特色或產業。而透過原有的資源，再

汲取新的知識與能力，發展社區型社會企業的優勢，以實現社區的經濟與社會

之目標。 

3.依賴社會資本：許多情況下，對於資源貧困與匱乏的社區，更依賴社會關

係，及社會資本來滿足社區實質性的日常需求。此外，社會資本的使用，使得

社區整合資源與行動，建立社區安全網，以減少社區個人之風險。社會資本即

是發展社區型社會企業的重要資源之一。 

4.社區規模：社會資本是社區型社會企業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而社會資

本的存量，會隨著團體成員的增加而有增強。規模較大社區可能相對來說擁有

較為複雜且分散的社會網絡；規模較小的社區，則可能因社會資本的重要與缺

乏，行動上較為團結與容易交流。 

總結來說，社區型社會企業的建立，除了受到當地經濟與社會壓力的影響

外，也藉由運用社區內的社會網絡及過去的經驗、知識與技能，使得社區型社

會企業得以成立與發展。 

（二）社區型社會企業的特點 

Peredo et al.（2006）提出了三個社區型社會企業之特徵： 

1.基於社區原有的技能：社區先前發展的技能與經驗，會影響其創業活動

之性質。社區型社會企業的模式，可能與社區內可運用之技能、行業與資源相

關。某部分是受過去傳統的知識、技術，或是個人的經驗而發展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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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有多重的目標：社區型社會企業強調同時實現社會、經濟、環境和文化

等目標的重要性。其建立往往具多重的目標。諸多社區型社會企業係基於社區

內的需求與議題而建立，其建立之目標皆反映了當地需求的多樣性，需考量當

地社區的經濟、文化、社會、環境的需求。 

3.依賴社區參與：社區的社會資本是社區型社會企業的重要資源與發展關

鍵之一。社區型社會企業之發展需仰賴社區居民的參與，增強社區的社會資本。

尤其是社會資本對於社區型社會企業的治理與管理也產生深遠的影響。 

Defourny et al.（2012）指出社會企業的受益者通常是特定的群體，其運作

的結果會為當地社區帶來更多的利益（Steiner and Teasdale，2019）。社會企業

同時參與了商業與志願服務的活動，其角色與功能填補了過去公、私部門無法

協助解決的議題，其研究中有受訪者提出，社區型社會企業創造的就業機會對

農村地區來說非常重要，因為在社區裡的就業機會有限，且社區對公部門之經

費的依賴性高，造成社區發展的限制。 

此外，面對公部門預算的限制，社區也迫切需要尋找更多創新和有效的方

法來促進地方的發展（Steiner et al.，2019）。故社區型社會企業特別是在農村

地區，面對的是社區如何靈活運用在地資源的挑戰。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即是

在意識到社區內的經濟、勞動人口、產業等議題下產生的，透過商業模式，發

展社區的特色產業，其取得之利潤將部分用於維持社區的發展或服務，部分將

回饋至社區居民或社區內的弱勢群體。而其發展過程中，亦思考如何在現有的

資源中，發展出新的業務與服務，讓社區能夠永續發展，並且邁向財務自主的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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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資本觀點 

（一）社會資本概念之發展 

有關社會資本概念的發展，相關研究表示，可先由古典學派的馬克思主義

來談，馬克思主義將資本視為剩餘價值的一部分，也就是從投入生產到販賣過

程中產生的剩餘價值，亦可稱為利潤，資本就是用部分的剩餘價值來進行投資，

並期待獲得報酬。該時期的馬克思主義主要批判資本主義的思想，認為在資本

主義下，資本只會是資本家的，勞工並無法擁有（林南，2007）。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開始出現新的資本理論，將馬克思主義進行修改，從

鉅視轉變為微視的觀點。該理論將資本歸屬於個別的勞工，意指勞工也可同資

本家擁有剩餘價值。其認為勞工擁有技術、知識等資本，可透過與資本家協商

來獲取較高的報酬，獲得報酬的勞工可再投資自己學習或增加新的技術與知識。 

在新的資本理論後，Bourdieu 於 1986 年提出了四個資本的形式，包含人力

資本、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他認為人們學習的不是知識或技術，

而是規範性的行為跟制度（林祐聖、葉欣怡譯，2005）。社會資本即是在這些

時代的變遷中逐漸產生出的觀點，人們開始意識到在社會中，人際關係、團體

等合作愈發重要，社會資本即是鑲嵌在人際關係與社會網絡中，經由彼此社會

關係所得來的，是為新古典資本理論，用以解釋個人行動、結構位置的互動（林

南，2007）。 

（二）社會資本之意涵 

社會資本的發展中，較被廣泛討論的概念是從三位著名的學者分別就不同

的觀點提出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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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國的社會學家 James S. Coleman 

Coleman（1988）從功能面向來定義社會資本，其認為社會資本是存在於個

體間的關係中，社會資本不隸屬於個體本身，也不包含在生產的過程中，對個

體而言，任何的社會關係均可能構成社會資本。此外，Coleman 就其觀點歸納

出五種社會資本可能的形式：（1）結構內的義務、期望與信任關係；（2）規

範與有效的懲罰；（3）權威關係；（4）資訊管道；（5）多功能或有目的之社

會組織形式。個體為從某事件中獲益，或達到某種目的，可運用關係中各種形

式之社會資本來達成（鄧方譯，1992；林祐聖等人譯，2005；林盈君，2014）。 

2.法國的社會學家 Pierre Bourdieu 

Bourdieu 是首位將社會資本的概念導入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其界定社會

資本存在於團體中，是團體成員間共同擁有的資本形式，是與團體成員連結的

實際或潛在的資源總合，與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同為資本的三種基本型態之一。

（Bourdieu，1986；林盈君，2014）。 

Bourdieu 也從階層和網絡關係兩個結構性的觀點，定義社會資本是與相互

熟悉或認可的制度化關係的持久網絡中擁有之實際或潛在的資源總和，意旨社

會資本是個人透過參與團體以及團體的互動和連繫所取得的相關資源，是團體

成員間共同擁有的資本（Dale and Newman，2010）。 

此外，Bourdieu 的觀點認為社會資本和經濟、文化型態的資本有密切的關

係，其表示，團體內的個體所擁有之社會資本存量取決於兩個關鍵的因素：一

為其能有效動員之網絡關係的程度；二為個人所處之網絡中其他成員所擁有的

資本存量（王中天，2003；黃源協、莊俐昕、劉素珍，2011）。 

然而，這樣的網絡關係不是既定的，是需要透過投資來建構的，社會資本

與經濟、文化等其他型態資本的結合與互動，可做為個人或團體取得更多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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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或轉化為其他形式之資本的策略之一。從他的論點來談，即網絡間的關係

可促成不同型態資本的流動與轉換（Kay，2006；王中天，2003）。 

3.美國的政治學家 Robert Putnam 

Putnam 從政治視角的觀點，視社會資本為社會集體的資產，其將社會資本

的概念擴大至社會單位，認為社會資本是一種公共財，提出社會團體參與程度

表示某社會擁有社會資本的程度，Putnam 的觀點認為社會資本是社會組織的特

徵，包含信任、社會規範以及網絡，注重於社會資本的測量，以檢視社會資本

對於政府的效率與經濟發展的影響（Portes and Vickstrom，2011；林南，2007；

馬得勇，2008）。 

透過上述對社會資本發展與概念的了解，社會資本即是指鑲嵌在社會網絡

中的資源，個人或團體為達到目的，可透過社會關係或與他人互動來取得社會

資本，促進行動以增加成功的機會。就各學者提出的社會資本概念，可了解社

會資本涉及許多不同社會面向（Bourdieu，1986；鄧方譯，1992；林祐聖等人譯，

2005；程航、吳明儒，2019）。而本研究認為根據各觀點可歸納出社會資本的

形式主要的基本要素包含：組織規範、信任關係、網絡等。透過存在於社會網

絡、社會結構等各層面的資源，可協助個人或團體某些目的與行動之達成。 

四、社會資本於社會企業發展、創新之相關研究 

社會資本運用於社會企業發展和創新之相關研究中，Putnam（1998）指出

擁有較多社會資本的地區在經濟、政治等領域之表現都較其他地區來的優秀

（Putnam，1998；引自王中天，2003）。Tirmizi（2005）也提出社會資本可以

被視為促進社區發展的工具，透過社會資本可用於理解社區生活的各面向，其

通過信任、分享、互惠與集體行動等形式產生，擴大社區獲取資源的能力，進

而滿足社區的需求與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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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patrick, Field and Falk（2003）提出使用社會資本的行動有兩種可能的結

果：一是為社區或成員的利益而採取的行動或合作；二是建立或加強知識和身

分的資源。行動的成果和其所建立的社會資本品質與存量，取決於個人或團體

在互動中利用和潛在的社會資本品質與存量，故其認為若瞭解社區的社會資本，

透過對社區社會資本的分析，將有助於分析社區發展的優、劣勢，並制定有效

的社區發展策略。 

Kay（2006）提出了一項為期三年，研究社會資本對當地社區經濟發展的社

會經濟貢獻的項目。該研究項目結果顯示，社會企業主要是藉由使用社會資本

在該地區產生新的社會資本。其中指出社會企業之間明確的共享價值讓其彼此

之間合作與團結，且若一個有能力的社區產業發展機構，很可能會發展成一個

社會企業。雖然其研究中也提到，社會資本的作用是有限的，單靠社會資本是

無法建立社會經濟與發展社區的，需與其他形式的資本相互作用，但社會資本

的概念可以幫助統一其他資本。 

另，Dale et al.（2010）表示僅依賴社會資本並不足以維持地方發展，也需

注入經濟與人力等資本，但認為若社區缺少與社會網絡的連結、社區內互動減

少、社區間缺乏信任關係，那麼社區的凝聚力將會下降，同樣不利於社區的發

展。 

社會資本的相關研究亦指出，社會資本對於創新能力與策略也有一定程度

的影響。楊銘賢、吳濟聰、蘇哲仁、高慈薏（2011）的研究即指出，社會資本

對於社會企業的創新能力與創業行為有影響。社會企業運用其社會網絡中的關

係，獲取資源、知識、技術等，並從中發展出社會及商業價值。其認為社會資

本可協助其掌握創業的契機，也能經由社會網絡獲取所需的資源，這些資源即

是社會企業家進行創業或創新重要的資訊來源，另外，社會企業家將社會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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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後，透過整合資源、學習以及創新的能力，可做為開發創新資源、產品以

及經營模式的再創新基礎。 

陳麗敏等人（2003）亦表示社區若能結合社區社會資本，就能創造永續經

營的價值，而一社區應該發揮其特質，促進居民自主、自立等能力，運用社會

資本，共同推動社區的成長與合作，並配合中央政府的政策來發展建立社區居

民與環境與資源彼此之間和諧的關係。從相關的文獻與研究中，可以了解，社

會企業之發展和創新一定程度受到社會資本之推動與運用。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場域與研究對象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共訪談八位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之股東（詳如表 1）。此八位受訪

者皆是參與籌組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之創始成員，目前八位成員皆仍為東片寶

石村社會企業的成員。性別部分，分別有兩位女性，六位男性；年齡部分落在

48 歲至 73 歲之間。八位受訪者中，有兩位目前擔任東片村社區組織的重要幹

部。八位受訪者基本資料如下： 

表 1：八位受訪者之基本資料 

代碼 性別 年齡（歲） 職位 訪談日期 

A 男 57 董事長兼執行長 110.3.5  

B 女 65 股東 110.3.14 

C 男 57 股東 110.3.18 

D 男 73 股東 110.3.27 

E 男 63 股東 110.3.28 

F 男 56 總幹事 110.4.10 

G 女 57 股東 110.4.10 

H 男 48 股東 11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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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 

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之起源可於 2014 年談起，因受訪者 F 為社區農場中，

較早邁入六級產業的模式，其自發性集合社區內配合度較高的農民們，組成社

區的產業讀書會。該讀書會每個禮拜會由一位農民來分享自己的農作經驗和知

識，成員們互相交流，提升社區中各產業的經營能力與模式，加上當時社區農

村再生五年計劃中，規劃了於計畫執行第三、四年時，欲成立一間公司，設立

共同品牌來推動社區產業。但籌組初期，成員們出現了意見分歧。部分成員希

望成立合作社，部分則希望成立公司。在此過程中，受訪者Ｆ引介屏東大學的

郭教授參與社區的讀書會，其認為成員們的理念是為社會企業的精神。郭教授

將社會企業的概念帶入社區，且農場主們也認為此模式的發展是有願景的，故

開始朝向社會企業模式發展。 

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係於 2017 年 11 月 19 日正式成立，於籌組初期，社會

企業因資源不足，首先由參與的農場主們提供部分的資金來做為社會企業的資

本額。隔年 2 月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參與了熱帶農業博覽會，當時產品銷售上

虧損了許多，但成員們沒有氣餒，接續辦理社會企業第二次增資，並於 2018 年

7 月正式登記為公司，係為東片寶石村股份有限公司，也在當年 11 月 25 日，

承租了社區內一塊土地，用來成立共享農場，並協助社區成立關懷據點。 

二、資料分析 

本研究之資料分析，採用樣板分析法，樣板分析法又稱模板式分析，是建

立在既有的理論為基礎的架構下，所發展出的模式是許多質性研究者普遍採用

的。根據理論將訪談內容進行概念化分類，並將分類的結果加以詮釋。過程中

研究者須反覆回到逐字稿進行文字或情境的檢視，之後再進入重新概念化或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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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的階段，再將研究者詮釋的內容加以表達與呈現（林金定、嚴嘉楓、陳美花，

2005）。 

本研究運用已存在的社會資本觀點之基礎，先將蒐集的文字資料進行歸類，

後續根據蒐集資料內容以及研究之主題進行調整，擴大或合併歸類出的概念。

爾後根據研究歸類出之各概念，進行描述與詮釋，說明與主題間的關聯性，以

及資料間的相關性，提出本研究之發現與結果。 

肆、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發展歷程的困境與因應 

一、社會企業發展困境 

（一）組織外部 

1. 社區居民的誤解 

組織的成立初期，容易因不理解而造成他人的誤解和錯誤解讀。受訪者 A

即表示，成立寶石村社會企業初期，有耳聞部分社區居民因為不理解社會企業

成立的意涵，故認為成員們是要獨立建立新的村莊。 

那時候要成立寶石村，第一個客家電視台來訪問我們的川永農場，有個社

區的人就會提到說，他們自己要去成立另外一個村了。（A） 

2. 參與意願低 

對於新創的組織或企業，在不了解的情況下，以及組織不確定性，會減少

或是降低新成員加入的意願。剛開始社區對於農場們要成立社會企業是採觀望

的態度，加上因為社會企業還未收支平衡，加入的意願不高。 

 

 



70 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 

 

 

3. 品牌知名度與認同度不足 

對於一個新品牌、新組織的誕生，不管是社區居民或消費者而言，這都是

一項陌生又未知的領域。也因對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這個品牌的陌生感，以及

不理解社會企業是如何運作、銷售以及回饋，讓人難以對社會企業及其產品產

生認同，在推廣上是不小的阻礙。 

你會發現說跟你買東西的，他是有看到寶石村，他也覺得社會企業回饋很

好，可是他覺得說為什麼你的比較貴，可是因為我們必須履行一些社區的

回饋承諾。（H） 

（二）組織內部 

1. 意見分歧 

組織的發展與決策，皆須透過與成員們的溝通、討論，取得共識後才能執

行或決定，然而人們對不同議題皆有自我主觀的想法和角度，故在討論的過程

中難免遇到分歧的狀況。 

2. 缺乏資源 

新成立的組織在初期皆容易因為缺乏資源而在運作或推廣上窒礙難行，像

是經費不足、人力不足等。社會企業在確定要籌組時，即是面臨缺乏可用資源

的困境，剛開始多是由股東們和村長各自投入自己的資源、金錢來支撐。 

此外，雖然大家對於推廣產業、回饋社區有共同的理念跟責任，但因每個

股東皆有個人的產業，要融入和參與到這個社會企業，都是大家利用空閒時間

來，社會企業仍欠缺外部資源的協助。 

其實講起來萬事起頭難，因為每個都是農友嘛，個人過去的事業心都放在

自己的產業裡頭，所以說要融入，是說大家有空的時候盡一份心力，就是

欠缺一個企業來贊助。（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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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項則是銷售的通路以及市場競爭力，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的市場競爭

力較為薄弱，若有正常或較好的管道，對於在銷售會較有幫助，也會增加社會

企業收入上回饋，但目前因為組織內多為小農，產量不多，要做到市場上大量

銷售是較為困難的。 

那可能市場方面比較弱一點。如果有好的管道去銷售，對利潤回饋會比較

好，但是我們小農生產的東西畢竟也不多，要大批的去賣也比較困難。（D） 

3. 缺乏銷售的經驗與概念 

如受訪者 G 提到，寶石村第一年參與的熱帶農業博覽會，銷售成績不佳，

其認為因為股東皆是農業生產者，在銷售的能力上是相對較為薄弱的。 

第一年不好我們當然會去想辦法要改，就慢慢改。大家因為種田的，這塊

其實滿難的。（G） 

另外，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主導的產業發展仍有所欠缺的，許多成員們還

停留在一級產業的銷售觀念。受訪者 H 也表示，目前寶石村的收入還不穩定，

許多農場因其規模與資本不足，難以走到二級加工的產品銷售，且各農場本身

多為單一品項，有時候並無法滿足消費者多樣化的需求，加上水果多數會面臨

到產季的問題，常常無法馬上滿足消費者的需求。 

產品的發展都是還比較欠缺的，不了解說自己的東西可以做多樣性的商品

來推廣（F） 

我們的農場組成絕大部分都是水果。那水果有分，初級就水果，就是原食

物，然後二級就是加工品，通常有辦法做到加工品的，財力都比較好，加

工品的價格也比較高，很多公部門他要採購加工品，可是我們現在品項不

多，因為這是有點雞生蛋蛋生雞的因果關係。（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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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企業發展困境之因應 

（一）媒體推廣 

剛成立時多少會有質疑的聲音，但受訪者 F 不斷引導以及媒體介紹，讓大

家認知到社會企業是兼具東片社區發展協會的另一角色，社區發展可以透過東

片寶石村社會企業來協助營利的部分，此部分也是較為敏感的地方，社區人士

會用不同的角度來看社會企業的運作。因此若有問題時就坐下來互相討論，如

此，對於一些社區問題與疑慮的澄清反而帶來幫助。 

我們還是會透過媒體，播放出來，就可以請大家來收看，才知道原來寶石

村它是一個社會企業，它不是村，是一個公司。（A） 

寶石村成立之後，我就一直在導引他們，這不是我們自己的事情，因為寶

石村他是兼具著東片社區發展協會的另外一個角色，社區發展協會他沒辦

法去做的，可以透過寶石村來協助社區去發展，就是在營利的部分比較敏

感，社區人士都會用不同角度去看，所以我們都是一體的，不管是鄰長、

社區的理監事，然後任期的村長，全部都是坐下來互相討論。（F） 

（二）成員親自投入 

如同受訪者 G 表示，剛成立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因為沒有知名度，也沒有

收入，願意協助的人不多，多數仍是由股東們親自投入時間與心力來處理相關

的業務。 

我們那個共享農場也是大家弄，你看我們種菜什麼，我們也沒有收入。我

們是基金在那裏，然後去買菜也要花錢，肥料都往那裏去。剛開始很多，

現在也是沒什麼人做。沒錢的誰要。（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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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織能力的提升 

雖社會企業於其發展過程缺乏部分資源，但組織成員仍然努力去增進自己。

參與熱博前，每個成員都須接受訓練，提升各成員對於不同產業的相關知識，

在面對消費者時需能清楚的介紹寶石村的產品。 

伍、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之社會資本 

一、社會資本於社會企業之發展  

（一）組織規範與制度 

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在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完善的制度與規範，成為其

發展的重要社會資本。根據訪談資料，研究者將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之規範與

制度，分為幹部改選、收入之提撥、以及與社區發展協會之分工等三面向說明 

1. 幹部改選 

如前有關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之發展所述，在社會企業發展初期，其第一

任董事長是由當時規模最大也提供最多資源的農場主擔任，其餘職位則由其他

農場主依意願與能力來承擔。不過在第二次幹部改選的部分開始改由舉薦投票

的方式，來更替組織的幹部。此外，為避免社會企業受到社區選舉或派系的影

響，社會企業的股份，也預留了兩席給社區的村長與發展協會的理事長。運用

與社區幹部合作的模式，來維持與推動寶石村社會企業的運作與發展。 

我們後面就有改選。就慢慢走向制度化，就用投票選董事，由董事再去選

出董事長。（Ａ） 

其實我們在寶石村成立的時候，我們就留了兩席。不管誰當任村長或擔任

理事長，他就是寶石村的顧問。就是不要再讓選舉、讓派系去衝擊到我們

的建設。（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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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收之提撥 

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本身具有明確的提成制度，從其各項總收入中提出

15%：5%回饋制社區；5%可用來吸引青年返鄉，提供就業機會；5%用來維持

社會企業內部的行政相關運作。 

提撥的制度，讓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的概念與推廣更加的完善以及朝向更

有制度的企業邁進，也讓其可提供社區更好的福利和服務，維持良好的互動關

係。 

我們有明確的一個提成制度，我們不是人家所謂的淨利提撥，我們很明確，

就是收入。我的營業額賣出去社區就會有財路。（Ａ） 

3. 與社區發展協會之分工 

於此部分，社會企業與社區發展協會彼此達成共識與規範，即東片寶石村

社會企業中的重要幹部，不可同時為社區發展協會之重要幹部。 

然而，雖社區與社會企業有如此的共識和規範，但不論身負什麼責任，組

織間仍會互助與合作。如同受訪者 H 提到，在東片社區中，主要負責撰寫計畫

的除了自己和受訪者 A 外，還有現任村長三人。社區與社會企業間的關係，是

密切、互助且有制度的職位劃分。 

寶石村跟協會有一個共識就是寶石村帶頭的那個人不能是協會的重要幹

部。重要幹部就幾個嘛，理事長、總幹事、出納、會計。（H） 

我們有做分工，村長負責民意代表的部分，鄉代表、鄉長、議員、立委，

民代的部分，他處理，他去請，我有一個是林業計畫，然後一個是關懷據

點的計畫。然後那個黃ＯＯ是農再計畫跟跨域計畫。（H） 

此外，如同第四章之研究分析提到，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與社區發展協會

在業務上也有明確的劃分，像是與公部門等相關計畫的規畫和推動多是由協會

出面承接，社會企業僅針對產業的推動、發展與販售等進行規畫，受訪者 H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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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此舉一是為避免因組織成員間雙重的身分而有誤解與影響；二是為避險削

弱社會企業的能量。故多數的計畫皆是由協會成為窗口。 

公部門大部分都是協會出面。我們一方面有兩個身份，然後二方面是我們

極力避免寶石村這家公司去做太多，無助於生意的事情，因為會削弱他的

能量。（H） 

（二）共同理念 

除了社會企業逐漸發展的制度與規範外，成員間的共同理念亦是促成東片

寶石村社會企業成立與推動的重要因素。在發展前期，是藉由社區成立的產業

讀書會開始，慢慢集合理念相同，也較常參與社區事務或會議的農產主們。當

時參與的成員們皆是希望在推廣自身產業的同時，也能照顧到社區的長者，為

社區提供更好的服務與福利。 

那時候本來就說我們是不是可以共同集體來經營，我們很簡單的一個理念

是希望我們自己社區的財源，自己可以去開發。我們農場可以賣出去也可

以回饋。（A） 

如同多數受訪者所述，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的發展，最重要的是股東們擁

有相同的理念和熱忱。透過社會企業的模式，讓各農場主們可以發展自己的產

業外，也能照顧到社區的長輩，甚至往後的家人也能同樣得到好的福利與照顧。 

就是說理念相同，這個熱忱度夠，然後大家不自私，願意共享，資源共享。

（C） 

其實講起來萬事起頭難，因為每個都是農友嘛，個人過去的事業心都放在

自己的產業裡頭，所以說要融入，是說大家有空的時候盡一份心力，就是

欠缺一個企業來贊助。（F） 

組織成員的共同理念，對於組織的發展至關重要，因若成員間的觀念與想

法不同，則在推動許多相關的計畫、產業或活動上，難以有共識也不易推動。



76 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 

 

 

而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至今雖才成立第四年，也經歷過前期在熱博虧損的挫

折，但成員們仍堅持初衷與理念，持續的為社會企業的推動而努力。 

（三）使命與責任 

除成員的共同理念外，受訪者（Ｇ、Ｄ）皆表示，在發展過程中，成員彼

此的鼓勵和協助，有很大的幫助，也是因為對於社區相關的事務，以及照顧社

區內長者的責任和使命，讓他們願意持續下去。兩位受訪者表示，雖然社會企

業的發展過程中，股東們或許要多付出一些，但也因為對社會企業與社區的責

任和使命感，讓他們認為這樣的付出是值得的，也願意一直持續下去。 

主要是說村裡面，大家互相在鼓勵、幫忙這樣子。（G） 

有一種類似像使命的概念，因就覺得說這是很有意義的事情，雖然我們多

付了一點，但是對我們來講，多了一點不算什麼，因為大家都付出的非常

快樂，加上大家向心力夠，所以整個公司的運作就比較順暢。（D） 

（四）組織影響力 

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的成立，集結了擁有共同理念的成員們。雖然在發展

前期，被社區居民誤認為是要成立新的村莊，但經過一段時間後，經歷社會企

業協助社區恢復成立社區關懷據點，以及回饋社區，提供社區長者更好的照顧

與服務後，逐漸影響了社區居民對成立社會企業的看法。 

此外，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的模式，也逐漸向外擴展。受訪者 A 表示，去

年成立的六堆觀光產業協會即是受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的影響，學習其運作模

式所成立的。 

去年成立的六堆觀光產業協會，也是利用這寶石村的模式，把我們南部這

邊客家的重鎮六堆，成立一個觀光協會來發展。所以他的模式正在發酵，

未來有更多的推廣出來。（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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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當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根據其理念整合了社區產業，讓社區

與企業開始有了收入，也因與社區合作共同提供的服務與建設，其成果被外界

看見，外界自然而然願意主動投入資源，也能推動社區產業與社會企業的發展。 

當你產業整合之後，以這個產業為發展的願景，未來產業有收入，這個社

區就會有收入。所以外面的一些的資源就會進來。（A） 

（五）與社區之互動關係 

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的成立，協助了社區成立關懷據點。社會企業成立的

共享農場，更是負責提供社區關懷據點的所有餐食和蔬果。此外，東片寶石村

社會企業也肩負了社區無法從事的營利行為，透過商業的行為推廣產業外，也

為社區帶來更多的資源。 

因為寶石村他是兼具著東片社區發展協會的另外一個角色，社區發展協會

他沒辦法去做的，可以透過寶石村來協助社區去發展，就是在營利的部分。

（F） 

除了金錢的回饋外，因許多社會企業的成員也都是社區的幹部或志工，故

若社區需要人力支援，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也會盡力予以社區協助，而社區同

樣也有志工人力可以來協助社會企業各項事務或活動。 

很多外面的社企他是找一個回饋的單位，跟他的關係可能就是單純做回饋。

可是我們不是，寶石村應該說參雜在一起，所以社區有時候有辦活動或有

能力需求的時候，寶石村的人也會來幫忙。（H） 

當然我們自己人力上也會付出很多，像我們中間用了很多的志工隊，他們

就是全力地去協助這個事情。（D） 

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的發展中，一部分的資源是來自於和社區的互動與合

作的過程中取得，不論是在資源或人力上，雙方皆可互相協助，且已建立起對

組織間制度的共識，即密切的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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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與社區信任關係之建立 

成立初期，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造成社區居民之誤解，認為該組織是為再

獨立成立村莊，形成新的派系。然而，社會企業藉其發展過程中，運用股東與

組織的資源，協助社區成立關懷據點、推廣社區產業、提供收入之回饋等，讓

社區居民看見社會企業帶來的資源與影響，開始對社會企業的成立產生認同與

信任，並瞭解到社會企業是為服務社區居民所籌組的組織。受訪者 A 表示，有

部分居民看見社會企業在社區做的服務後也願意捐款來協助，對社會企業也逐

漸產生信任與認同的情感。 

因為大家看到，從一個終止的關懷據點，復辦回來做的有聲有色，看到自

己的長者在這個寶石村經營的關懷據點，他們會陸續捐款。（A） 

我覺得寶石村的成立就是以我們自己的村民為一個中心。或許剛開始不了

解它，會誤以為你是成立一個村。但是經過大家看到，去了解之後，它是

自己來照顧我們自己的長輩。（A） 

社區發展協會因為我們這樣的投入，很多社區的居民也都看到了，他們會

就慢慢、漸漸地走出來，也很支持。（C） 

（七）資源取得之管道 

取得資源的各項管道亦是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在發展過程中所運用之社會

資本，可分為個人資源的提供、與公部門合作、與教育單位合作、與其他組織

合作、產業的推廣以及舉辦或參與相關活動等六項。這六項資源取得的管道，

即是促進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發展所運用之重要的社會資本。 

1. 個人資源之提供 

個人資源的提供包含在讀書會時期，透過各位農場主們分享其專業技能與

知識，讓大家都能在農作的技術或知識上有所提升，而據受訪者 A 表示，至今

讀書會仍然持續地在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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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會我們最主要就是把技術大家的產業的農場的經營，包含嫁接啦，各

種的農業知識，我們透過讀書會互相去分享。（A） 

另外，在東片寶石村成立初期，多是由屏東大學的郭教授提供其個人的資

源，或是其申請相關計畫來協助社會企業，但後續也因郭教授的退出而沒有了。

不過，後續受訪者 F 透過其網絡邀請了屏科大的魏教授加入，運用其個人的專

業與資源來協助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產業的發展。 

那個時候是郭老師他會用他個人的資源，像學校，還有他手上的一些案子，

來替補寶石村，後來因為他也很忙，去輔導其他社區，然後他的資源也帶

走。（F） 

我後面也有引介魏博士，就是屏科大的，這兩個老師就是我當時想說，有

兩個不同專業的資源來參與我們，所以他們都是股東之一，那他們都很負

責，盡心盡力在協助我們。（F） 

而在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剛成立初期，雖有郭教授個人提供的資源，但就

企業本身的資源是非常匱乏的，故是由各農場主拿出自己部分的資金投入社會

企業，當作資本，當時的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還未有公部門或計畫的補助，多

是由農場主們提供其原有的資源來協助社會企業之運作。像是受訪者A即表示，

第一年參與熱博受到關注後，自己就規劃了一系列的相關活動，由一位農場主

提供場地資源來作為社會企業產品的接待中心及展示中心，讓東片寶石村社會

企業的產業得以開始推廣。 

剛開始就是一些經費的問題。因為都是小農，你說要拿多少錢出來比較不

可能，所以我們股金就每一個股東拿一點點出來。（D） 

在熱博受到各媒體的關注，我就規劃一系列的活動，把我們農場那邊做暫

時的對外展示中心，接待中心。也在高雄成立展售推廣點，讓人家知道我

們寶石村。（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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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各農場主、郭教授、魏教授等人提供其個人的資源來協助外，社會企

業內部的成員們也奉獻自己的心力與時間，在經營自己的農場之外，也協助社

會企業的發展及產業的推廣。像是社會企業目前在推廣的光合菌，即是藉與各

單位的合作加上某位農場主的專業來發展的。 

執行長他們也是很熱心，奉獻很多心力，尤其是理事長、總幹事跟執行長，

他們都是撥出非常多自己的時間。（C） 

像光合菌那些有在推，而且這個據點做的非常好，那負責的，他就讀這一

科的，所以才藉這個專長。正好配合這個，所以目前東片寶石村這一塊做

的非常好。（C） 

多數組織於成立初期在資源上是匱乏的，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亦然，但其

從讀書會至社會企業的發展過程，透過不同人士的資源與協助，加上成員們心

力和資源的投入，讓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得以持續發展下去。 

2. 與公部門合作 

僅藉由個人資源的提供來發展是不足的，東片社區中多項計畫多由社區發

展協會承接，但社會企業本身在產業部分，亦有公部門投入資源來協助。如幾

位受訪者所述，許多單位看見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的模式，看見其發展的願景，

主動與幹部接洽，希望能在社區中推動相關計畫，像是環保局、客委會、水保

局等，對於社區發展與建設、社會企業產業的推廣皆扮演重要的角色。 

很多單位覺得我們這個模式不錯，所以有找上我們，希望在我們這邊推行

一些計畫。（A） 

一開始是透過寶石村的名氣，去跟客委會要一筆水圳的整治計畫，但是那

個計畫的對口是協會。第二個就是我們有用寶石村社區去申請農委會十大

綠色照顧的評選。有得到潛力獎，那個是以公司的名義去申請。（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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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隨著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的成立，其對於社區的建設與資源的提供，

以及產業的推動等事蹟，讓公部門看見並了解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在社區中發

展的模式與成效，進而願意主動投入資源，即如受訪者 A 提到，隨著社會企業

的成立，陸續有公部門的資源注入到社區中，提供社會企業在舉辦各項活動及

推廣產業上所需的資源與協助。 

隨著寶石村的成立，到去年的豐物季，陸陸續續來投資在我們這邊，包含

我們的品牌伴手禮、禮盒這些，我們指標系統都是由縣政府農村再生這個

部分來支援。（A） 

就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目前的微生物資材推廣，即是與水保局、屏東縣政

府以及新竹工業研究所合作，選定東片社區作為計畫執行的示範點，各方提供

資源，共同來推廣微生物資材的技術與產品。 

第二個就是做微生物資材推廣，是跟其他單位配合，出錢的是水保局，執

行的是縣政府，然後他要找配合的社區我們剛好符合它的條件，技術是新

竹工業研究所，等於是前傳的技術有人可以 support 我們，我們是材料供

應。（H） 

就新興的組織來說，除本身的資本、資源外，公部門在其發展過程中亦扮

演重要的角色，不論是資源的提供或計畫的推動、輔導等，公部門是為社區或

組織在發展時的助力。對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來說亦是如此，如同上述組織影

響力提到的，藉由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的影響力，讓公部門看見該模式在社區

中的發展與建設，看見其發展的願景與效益，進而願意主動提供資源。 

3. 與教育單位合作 

除公部門外，在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的發展中，也與學校有密切的互動關

係。像是受訪者 A 表示，社區即有屏科大災害防救科技研究中心進行相關計畫

的推動，以及社區的生態計畫，結合了屏科大森林系的教育資源，協助將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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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業、生態、學習進行整合與推廣。目前推動的無人機考照訓練班，也是和

業者與屏科大合作，各方提供資源來成立考照班，來培養操作無人機的人才，

協助往後農作的相關事務。 

包含屏科大這個災害編組，我們也讓他來推動，有的是公部門推行，藉由

我們的推動，績效就人家看得到，所以就成為很多單位他們想要來這邊做

示範，找我們合作。（A） 

第三個業務是無人機考照訓練班，這個是我們自己跟業者還有屏科大提出

來的，因為屏科大有飛機。然後它有學生。業者他有技術，我們有場地，

我們知名度比另外兩個高，所以就我們來揪人。（H） 

4. 與其他組織合作 

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取得資源的管道多元，除上述提到的公部門、教育單

位外，與其他外部的組織亦有業務上的合作。如受訪者 H 表示，社會企業與慈

心基金會合作，共同推廣綠色環保標章。此外，就受訪者 A 所述，目前東片寶

石村社會企業的相關業務及產業已進行跨域的合作，不僅是社區內的農場，也

包含社區外的農場，加上社會企業也與科技和活動設計等公司合作，整合各單

位的資源，來推動社區產業或活動的進行。 

那個慈心基金會。他在推廣綠保標章。有一些合作。（H） 

我們已經做到跨域，不是只有東片村的農場，本身村莊在負責這些活動設

計的一些公司，把它整合起來，那大家一起合作。（A） 

5. 產業的推廣 

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注重的是社區產業的推廣，而就此部分，雖然第一年

參與熱博時是虧損的，但透過各種資源的投入，以及持續的參與熱博推廣社區

的產業，收入有逐漸增加的現象。此外，目前社會企業與其他單位合作生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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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合菌等微生物資材，亦是目前社會企業主要推動的產業之一，也是目前為社

會企業帶來穩定收入的產業項目，是可讓社會企業持續運作很重要的收入來源。 

像光合菌那些有在推，而且這個據點做的非常好，那負責的，他就讀這一

科的，所以才藉這個專長。正好配合這個，所以目前東片寶石村這一塊做

的非常好。（C） 

由上述可以了解，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的發展中，多數是透過相關單位或

組織合作來取得發展所需的資源，而個人資源的投入以及社區產業的推動，亦

是推動其發展的一大助力。 

6. 社會網絡 

（1）個人的社會網絡 

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的成立，一定程度受到屏東大學郭教授的影響。而郭

教授的加入，是透過受訪者 F 的網絡關係，邀請其加入讀書會，在了解成員們

的理念後分享社會企業的概念後，推動東片社區朝向社會企業的模式發展。 

後續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也同樣透過受訪者 F 的引介，認識屏科大森林系

的魏教授，透過兩位教授的專業，來協助與推動社會企業的運作與發展。 

我後面也有引介魏博士，就是屏科大的，這兩個老師就是我當時想說，有

兩個不同專業的資源來參與我們。（F） 

（2）組織的社會網絡 

東片社區在讀書會成立的期間，藉組織於社會網絡之關係，除了邀請社區

農場主外，也邀請公部門、專業人士等，加入讀書會來分享不同領域的知識與

技能，之後也集合有參與讀書會且具共同理念的成員們，一同成立了東片寶石

村社會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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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讀書會主要參加的會有誰?）農場主，另外也邀請了一些公部門，一

些專業人士，各行各業的產業都可以在這個讀書會有一個平台，產觀學的

專業，大家都可以在這邊分享。隔年我們就成立了寶石村。（A） 

此外，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也運用其網絡資源，與其他單位合作。如同受

訪者 A 表示，目前寶石村開始引進科技，與科技公司、活動設計公司合作，協

助整合社區的產業與活動。 

我們把科技引進來，也結合外面的科技人員，未來甚至我們的策展，本身

村莊在負責這些活動設計的一些公司，把它整合起來，那大家一起合作。

（A） 

重要的是，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將這些有共同目標、理念的農場主們集合

起來，在增加收入的同時，也能回饋社區，與社區維持良好的互動關係，提升

組織的能力、能量，來更好的推動產業與回饋，此類資本如同張育誠（2022）

的研究中提到，展現地方工作者累積之第二類資本，為地方網絡，透過在地人

士的協助與引薦，提供社區所需的資源與管道。 

我們之前的目標很明確。就是希望可以框住好不容易留下來的農場主，跟

社區有良性的互動，也希望他們能夠賺到錢的同時，對社區也有，等於是

雙向的啦。（H） 

整體來說，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於其發展過程中所運用知社會資本，包含

透過逐漸形成的組織規範與制度、成員的共同理念、對社區與組織的使命和責

任、社會企業的影響力、與社區的互動關係、取得資源的多元管道，以及個人

和組織於其社會網絡中的關係與資源。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及運用這些資本來

達到其發展社區產業，提供社區相關福利與服務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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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社會資本於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之創新 

一、組織規範與制度 

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於 106 年成立，在當時，即是社區於推廣產業的模式

中，第一個以農村型態成立之社會企業，係當時很大的一項創舉。但也因此在

第一次參與熱博時社會企業之模式受到關注，更透過媒體將社會企業的理念與

模式推廣出去，帶來更多的資源。 

命名的時候是用寶石村，而且是以農業型態去成立的一個社會企業，所以

是全國第一個的。（F） 

而組織對於新成員加入的條件與規範，不僅是為其發展過程之社會資本，

亦是其發展過程中一創新之作法。 

第一個他必須是策略型的股東。就是業務上有加成的作用，第二個就是你

申請加入有一年觀察期，就是給雙方有個保留機制，一年之後我們股東會

開會，如果過半數同意這個股東加入，那個股東就可以進來，就會變正式

股東，那時候才需要掏錢出來。所以第一年我們叫觀察員，就是符合資格

先進觀察員，然後參與我們的開會，是沒有投票權，參與我們的決策，然

後參與我們的運作。一年後股東過半投票通過，那個人才可能進來。（H） 

此外，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對於培養社區人力有自己的做法，目前依靠 15%

之提撥中的三分之一，聘請工讀生，透過其工作之過程觀察其能力，適合者社

會企業即會申請相關計畫或協助來聘請其成為正式之工作人員。受訪者H表示，

目前的進度似乎較為緩慢，但就長遠來看，對於社區人才的培育才是有效的，

特別是為社區注入新的活力，將有助於社會企業的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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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是靠自己賺進來的現金，聘請兩三個工讀生，可能是社區的年輕

人可能是學校的學生。那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觀察他的市場敏銳度，對工

作挑戰接受度，然後還有對人的應對。如果我覺得他適合。我們再來申請。

我們是傾向這樣做，看起來是速度很慢啦。（H） 

在組織規範與制度中，不論是組織本身的經營模式或其培育人才的方式，

皆屬東片寶石村發展中所運用之新穎的做法，亦是使其透過這些規範朝向更完

善的組織制度與經營模式，以提升組織的能力，留用所需人才，係為東片寶石

村社會企業重要之社會資本之一。 

二、與社區之互動策略創新 

社會企業於社區中最重要之社會資本即是與社區之互動關係，其中，受訪

者 H 表示，去年村長選舉時，自己提出一新穎的做法，讓欲參選村長之候選人

皆加入社會企業成為理監事，參與社區事務，了解社區與社會企業的運作，透

過此方式，成功阻止了選舉易發生的黑函攻擊之陋習。重要的是，預先讓參選

人們先理解社區的狀況，讓其提出之意見與做法能更貼近社區居民的需求。此

舉亦是讓社區與社會企業有更多互動之創新做法。 

我們把想要選村長的框進來，我們就去影響會員，說服他們，不管他以前

有沒有參加社區的事務，你就讓他有一次的機會。（H） 

好處就是，讓想選村長的候選人早一點知道社區的運作狀況，哪裡需要改

善。大家關心的是什麼問題，第二個就是早一點讓他們相互知道說誰要選，

大家開會面對面都會溝通啊，不敢做黑函攻擊。（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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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源取得之管道 

（一）科技引進 

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之創新，其取得資源之管道中，科技係唯一重要的來

源之一。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包含的合作對象以不僅限於社區內的農場或居民，

而是結合外部的科技公司、活動設計公司，進行跨域之合作，協助社會企業整

合資源，舉辦相關活動等。 

我們把科技引進來，也結合外面的科技人員，未來甚至我們的策展，本身

村莊在負責這些活動設計的一些公司，把它整合起來，那大家一起合作。

（A） 

（二）跨域合作 

跨域之合作亦為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提供更多元的資源取得管道，也讓更

多的想法與創新的模式可以進入到社區，進而激發社會企業的創造力與潛力。

如上所述，除讓科技進入社區，也透過跨域合作提供社會企業於辦理活動、推

廣產業等更多的協助與資源。 

寶石村已經不是只有東片村，我們已經做到跨域，不是只有東片村的農場，

外面的農場。所以我們這個是把科技引進來，我們也結合外面的科技人員。

（A） 

目前社會企業主要的三項業務中，微生物資材推廣即是一項創新的產業與

做法，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與不同單位合作，由公部門提供資金並推廣；新竹

工業研究所提供技術；社會企業提供材料。共同來推廣與研發微生物資材，也

為社區與社會企業帶來更多元的資源與協助。 

第二個就是做微生物資材推廣，這件事情就是跟其他單位配合。（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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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產品研發 

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另一個取得資源之管道為研發新的產品，微生物資材

即是其中一項，且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係第一家生產微生物資材的公司，加上

社會企業的股東都是農民，既是生產者亦是使用者，故在推廣上更能貼近農民，

了解農民之語言與需求，而微生物資材不僅可為社會企業帶來穩定的收入，亦

是推廣友善環境之作法。 

微生物資材，因為我們是屏東第一家，也是全台灣第一家，沒有對手，你

要買只能找我，而且我們股東全部都是農民。（H） 

此外，社會企業也發展了社區的桌遊，並透過桌遊讓社區的孩子們認識農

作，傳達友善環境的理念。 

現在在發展的桌遊，就讓小朋友去知道一些農產品農作物，怎麼去照顧有

什麼病害有什麼這一類。（D） 

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在其創新的面向上，包含透過科技的引進、新產品的

生產以及跨域的合作，運用這些資源，來提供社會企業新的資源與創意，讓其

可以發展出不同的做法與方向。受訪者 A 表示的，若缺少了部分的資源或產業，

那就透過不同資源的取得管道或與不同單位的合作來創造屬於自己社會企業可

擁有的新的發展與產品，並符合當地的特性以及需求。 

寶石村沒有的產業也可以去研發出來。我去創造桌遊，我去創造的無人機，

我去創造微生物資材推廣中心。所以他要去開闢可能不是只有你現有的東

西，但是又符合你現有地方要用的。（A） 

總結來說，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於其創新所運用之社會資本形式，包含：

組織發展過程建立之獨特的規範與制度、與社區之間良好的互動關係、以及透

過不同的管道來取得所需的資源等三種形式。這三種形式之社會資本的運用，

不僅促進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之發展，也展現了該組織獨特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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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發現，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之發展與創新的過程，與社區組織和社

區間的互動關係占了重要的角色，社會企業主要係為了推廣產業之虞，也提供

社區相關福利服務，故就社會企業來說，社區發展協會的協助與支持，以及社

區居民的信任與認同，皆為推動成員其持續投入的重要資產與動力來源。 

柒、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社會資本之取得與運用，呈現於個人與組織之不同面

向，可分為資源取得之管道、個人與組織之社會網絡、組織規範與制度、共同

理念、使命與責任、與社區信任關係之建立、與社區發展協會之互動關係、以

及組織影響力等八種形式。 

（一）資源取得之管道 

整體而言，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取得資源的管道非常多元，包含：個人資

源的提供、與各單位的合作、產業的推廣、科技的引進以及新產品之研發與推

動。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與籌組過程，面臨資源匱乏的困境，是透過每個成員

與協助發展的郭教授不吝嗇地提供個人的資源，協助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的籌

組。 

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即是藉由這些的資源管道，得以從初期資源匱乏的時

期發展至今，並延伸出一些新穎的作法與產業，來推動社會企業的各項發展。 

（二）個人與組織之社會網絡 

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之社會資本中，社會網絡之面向可分為個人與組織之

社會網絡。不論是個人或是組織的社會網絡資源，皆於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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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與創新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並且可供組織和組織的成員們共同運用。如同

學者 Bourdieu 提出之觀點，認為社會資本是團體成員間擁有的集體資本形式，

透過成員間的聯繫，亦可被其他的成員運用（Bourdieu，1986）。東片寶石村社

會企業即是運用此項社會資本，來推動其相關業務之創新與發展。 

（三）組織規範與制度 

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從成立至今，已發展出獨特且制度化的規範，如：幹

部改選制度、收入之提撥比例、以及與社區發展協會之分工等等。其中要特別

提到的是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對於新成員之限制與條件的制定：必須是策略型

的股東，且須成為一年的觀察員，係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特殊的規範，提升組

織的能力外，亦避免可能的危機產生。 

逐漸成熟的組織規範，除了讓成員們、社區或其他單位有明確的制度可依

循，更是讓他人看見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是朝向制度化的方向發展，也能看到

組織未來發展的願景，進而願意提供資源。 

（四）共同理念 

另一項社會資本的形式為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成員們的共同理念。不僅是

受到屏東大學郭教授的推動和影響，亦是源於社區各農場主們的起心動念，希

望在社區中推廣產業的同時，也能回饋社區。此一共同的理念成就了如今東片

寶石村社會企業的使命與目的。 

（五）使命與責任 

成立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係源於成員們共同理念與目的，也包括成員們對

於社會企業與社區的使命感與責任感，即使人力不足、資源匱乏，但因對社會

企業以及社區的責任，讓成員們都願意親力親為，願意持續投入，來達成當初

成立社會企業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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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立與社區之信任關係 

於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之發展過程中，與社區間的信任關係為其發展的重

要關鍵因素。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透過這些提供資源與服務的過程，逐漸讓社

區居民了解社會企業的目的，是為了提供社區長者更好的照顧，給予社區更多

的資源。逐漸與社區建立出信任關係後，也讓部分居民願意投入資源一起加入。 

（七）與社區發展協會之良好互動關係 

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與社區發展協會的關係已是密不可分的。除上述所提，

共享農場為社區關懷據點提供所有的餐食與蔬果；以及就兩組織對彼此的職掌

部分的共識外。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承接了社區協會無法從事的所有營利行為，

而社區發展協會則負責成為所有計畫的窗口，成為資源注入的管道，兩組織間

的資源與人力也會互相協助，對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來說，與社區發展協會之

互動中，不論於取得資源或人力運用上，都為其帶來很大的幫助。兩者的共識

與互動也讓組織間建立出緊密的關係。 

（八）組織影響力 

在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成立初期，透過組織不斷協助社區、提供資源與服

務後，影響了社區居民對社會企業的觀感。對外，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的模式

逐漸發酵，據受訪者表示，六堆觀光產業協會即是受到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之

影響，效仿社會企業的模式所籌組的。也因為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近幾年的發

展，讓公部門和其他組織看見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發展的成果，願意主動投入

資源要來協助社會企業相關事務，尋求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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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一）對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之建議 

1. 提升組織人力資本 

可從社會企業目前培養的年輕人才開始，提供其相關的課程與訓練機會，

像是利用公部門或外部組織等資源，增強其在銷售觀念以及計劃的能力，透過

下一世代對社會及環境的新思維，創造出新穎的銷售方式，來提升組織產品銷

售的能力與收入，並且增加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協助計畫承接與執行的人力。 

此外，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也可邀請股東們共同參與，藉由各股東於銷售

上的經驗，提出相關建議及作法，或是由股東們共同來規劃組織銷售進度與模

式的目標和進程，讓成員們有一目標可以遵循，共同朝向達成目的努力。 

2. 建立與消費者的信任關係 

應致力於發掘與其他社區農產之差異，並透過其社會網絡的資源，像是公

部門的推廣、媒體的渲染，將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的理念與產業推廣出去，並

於過程中，與消費者建立信任關係，讓消費者認識到，其消費行為係與社會公

益、社區服務有相互連結。 

3. 運用社會網絡之資源 

可利用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之網絡關係，像是目前仍在進行的讀書會。藉

由讀書會，邀請其他產業的人士或專家學者，提供產業升級相關概念，協助社

區農場們，提升其生產技術或模式。此外，亦可透過公部門的資源與支持，取

得社會企業產業推廣上協助，將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的理念與運作模式推展出

去。 

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可藉由人力的培養，公部門的輔導，訓練社區年輕人

才來承接公部門的計劃或方案，以增加社會企業可運用之資源，並就目前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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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會企業僅有的三位主要負責人力，提供相關協助與支持。發展東片社區以

及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更多元的面向。 

4. 組織運作模式之傳承 

思考未來組織各個時期的發展重點與方向，包含未來組織運作模式的走向，

培育人才之進度與方向，提升收入之作為等，並規劃各發展階段之目標。 

組織也應思考其運作模式之傳承與創新，像是可運用目前東片寶石村社會

企業內部培養的年輕人才，透過其新思維與對科技的熟悉度，或是透過與外部

組織的合作，導入新的觀點，運用於組織運作中，讓組織發展能更為完善，且

能永續的發展。 

（二）對公部門之建議 

1. 建立資訊之交流平台 

建議公部門可成立社區資訊交流平台，讓社區間不僅可以互相交流，公部

門也可傳遞最新的訊息與概念，更可藉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加入，提供其他社

區新的思維及發展的模式。 

2. 協助社會企業人力之培訓 

應推動相關計畫，來協助社會企業及其他非營利組織有更多的資源，可運

用來培育和訓練社區的年輕人才。另，公部門也可提供培訓人才的相關課程，

或是結合不同領域的專業，提升其他人力，增加組織的人力資本。 

本研究訪談過程，因受新冠病毒（COVID-19）影響，無法訪問到東片社區

發展協會的相關人士，以及過程中提供協助之專業人士，故於資料分析上僅能

從社區農場主的角度了解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之發展。因此建議後續研究可從

不同角度與本研究進行對話。 

此外，因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成立至今僅第四年，現階段仍處於組織發展

的成長期，故僅能針對目前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之現況與組織樣態進行分析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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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待往後社會企業發展亦趨成熟後，建議可再針對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之

發展進行後續追蹤研究，探討其整體之永續發展。 

最後係本研究之文本的選取。因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目前相關決策、業務、

計畫等，多由受訪者 A 和受訪者 H 負責，故就相關議題之討論與回應，皆以該

兩位受訪者的訪談較為豐富，且符合研究者欲探討的問題與研究之主題，因此

在文本引用的部分，多僅能從兩位主要負責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之相關事務的

受訪者訪談中，呈現目前東片寶石村社會企業之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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