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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咖啡館．社創新思維」系列沙龍於7月24
日正式啟動，針對在地經濟、原住民、文化、銀髮、農業、食安、醫療、教育等議題，邀請社會
創業家(Social
Entrepreneur)
和立法委員針對社會企業相關議題進行對談。冀望未來透過「國會咖啡館．
社創新思維」
系列沙龍，拉近立法院內同仁的距離，增進彼此間的感情，也同時拉近對特殊領域關注的國會議
員，與相對應領域的社會企業業者的距離，增進彼此的認識與了解，也豐富彼此的內在體驗。

身為社會創業家的余宛如委員在開幕致詞時指出，
社會企業是她的母體，肩負

。儘管2014年被定位為社企元年，
社會企業已開始受到各方重視，但
仍處於萌芽的階段，其生態系統的建構，尚須社會大眾、民間組織以及政府的大力支持。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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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的當下，正是時候回到原點，重新省思社會企業發展的下一個階段。

她
還語重心長地
表達說，期望藉由未來一次
次沙龍的對話，激盪出社會創新的火花，
藉由社會企業的經驗
與智慧的分享，促進社會大眾對社企議題
的深度思考，
活化社會整體意識的革新
，並從中梳理台灣社會企業獨特的發展脈絡，
盤點社會角落中尚未受到社會大眾給予
關注的社會議題，
釐清在地
有效創新的商業模
式，以作為統整性思考國內社會企業生態系統問題之基礎，期能從旁輔佐社會企業的健全發展。

文藝連結農村、永續在地經濟

在「國會咖啡館．社創新思維」系列第
一場的沙龍活動「食物Ｘ農村Ｘ人的幸福革命
」中，主持人余宛如邀請到立法院的同仁吳思瑤委員與會，一同和「稻田裡的餐桌計畫－幸福果
食」創辦人簡家旗、廖誌汶進行了一場生動、活潑且有趣的對談。而話題則是從你我都愛好的美
食出發，座無虛席的場內觀眾們靜靜地聆聽著，在台前由廚師、旅行家與農村實踐家所組成的團
隊，娓娓道來一個屬於食物、農村與人的幸福革命的社會企業故事。

政治工作者眼中的在地經濟

系列首場沙龍的與談人—
吳思瑤委員與北投社區團體，長期致力於社區服務、文史保存與推廣，期待將北投濃厚的社區凝
聚力和無限創意，結合北投得天獨厚的溫泉美景、百年風華的文史遺產、以及美味有機的在地食
材，打造永續循環的在地經濟。

吳思瑤認為，永續循環的在地經濟不同於竭澤而漁的營利行為，永續循環的在地經濟強調的是，
透過商業模式提供具社會責任或促進環境保護的產品與服務，企業在滿足自償性的同時，將一定
收益回饋給社區，諸如保存在地文化與自然資源、提供社會服務、創造就業機會等等。不過，誠
如北投溫泉鄉百年來的幾度興衰，在地非營利型態的公民團體在發展過程中也需要創新與激盪，
才能永續發展與實現使命。因此，本場沙龍舉行前，就殷切期待與會分享宜蘭幸福果實的成功經
驗，冀希能與北投活躍的社區能量產生激盪與創新想像。

吳思瑤在會中表示，在地的選區北投也有類似的環境與條件，身為一個政治工作者，能做的就是
結合志同道合的朋友，結合更多的資源，讓整個北投能夠擁有更多不同的可能性。好比說反北纜
，那是因為大規模開發會傷害到我們生活的環境，而我們現在戮力在推動的是無煙囪產業，是文
化，是觀光，是在地經濟。北投的公民社會是這麼健全，而且我們擁有眾多熱情的年輕人，所以
我們擁有無限的可能。也許有一天，我們也可以仿效運用幸福果食他們的社會企業商業模式，或
者我們有一天也可以找他們兩個來重塑與行銷北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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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活動末段的感想發表時
，吳思瑤委員大大讚歎幸福果食的智慧與經驗—
透過文化與藝術的元素，連結農產美食，帶動農村的經濟與產業的發展，激發永續在地經濟的可
能性，同時，還不吝分享她個人知曉的
日本大地藝術季的成功案例。越後妻有大地藝術季，今年舉辦的場地在新瀉，那裡也是個農村，
同時存在著人口流失的問題。但是，他們透過藝術的導入，很成功地把青年人誘導回來。從2000
年開始，每三年舉辦一次，讓很多青年回鄉服務或創業，從事導覽農村與農作的農業觀光行銷。

社會創業家眼中的在地經濟

~幸福果食的經驗~

幸福果食是一個從美食出發，重新定義食物、農村與人的關係的社會企業。有感於農村的年輕人
口大幅流向都市、農村價值持續不斷遭受吞噬，簡家旗、廖誌汶和幾個志同道合的夥伴，希望以
不同的角度來記錄台灣的農村、農產，並以另類方式協助農民開發具市場性的農業產出，透過在
稻田裡、魚塭旁、海灘上、茶園中、果樹下擺上餐桌、舉辦餐會，呈現出當地食材和主廚精心構
思的創意料理食譜，藉由如是多樣的創意餐會，企圖翻轉台灣農村價值。幸福果食的策展內容大
致上劃分為兩個計畫，一為「稻田裡的餐桌」、一為「夢行者
」，實際上是相輔相成，是一體的兩面。

1. 什麼是稻田裡的餐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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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果食匯集旅遊家、藝術家、行銷專家等各界人才跨界合作所推動的「稻田裡的餐桌計畫」，

是將都市叢林中的餐桌直接搬到露天的農田裡，讓來賓可以在田間漫步、體驗採摘作物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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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身感受食物從土地到餐桌的過程，了解你吃進的、購買的食材是怎麼來的；換言之，顛覆過去

大家的想像，讓農田變成一座舞台，在您未曾想像過的意外的地方以美食和真心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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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什麼是夢行者？

在做「稻田裡的餐桌計畫」的背後，有很多夢行者。
每當活動來臨的週末前夕，總有一群人在下班後披著夜色來到鄉間，他們是夢行者，每場餐桌計
畫的幕後推手。不管是餐桌上美味的餐點、入夜時美麗的燭光或是如數家珍的導覽解說，都是夢
行者們合作創造出來的奇蹟。
之所以叫夢行者，是因為幸福果食覺得這個時代是一個夢想實現的時代，並不是崇尚夢想的時代
。而餐桌計畫的精神就是培育夢行者從在地行銷農村解決農村的問題，當然，如果沒辦法落實夢
行者返鄉生活工作，餐桌計畫就會失去動力與活力。

幸福果食之所以是一家社會企業，主要是因為他們呼應台灣農村現在所面臨的三大問題：第一個
問題是農村沒有年輕人，第二個問題是，一般民眾不認識農夫、不了解村文化與生活，第三個問
題是，台灣的農業跟農村價值被低估。發展的過程中，農業被犧牲，環境土地被犧牲，價值也跟
著被犧牲。幸福果食創辦人的簡家旗與他的夥伴們認為
只要有辦法解決問題，創造價值，這就是成功解決社會問題的商業模式的第一步，是能夠營運的
社會企業的一個很好的出發點。換言之，
在創業之際，
就非常明確知道要做"社會企業"；他們創辦了「稻田裡的餐桌計畫
」，而這計畫包含了三個理念，分別是「青年回鄉」、「感受農村」、「農村價值創造」。

若是從體驗式價值行銷的觀點來檢視的話，幸福果食是用好玩、幸福感、有價值的方式來豐富消
費者的體驗。1) 好玩是一個最基本且最重要的元素，要很輕鬆自在，才不會有距離感，大部分參
加活動的人都是因為覺得好玩才來。2) 幸福感是要重建來賓的記憶，如果沒有親近過土地的經驗
，那我們就給他一個親近土地的機會，當場會要求來賓把鞋子脫掉，赤腳踩在土地上，然後在稻
田裡用餐，這感覺很「腳踏實地」。這也是幸福果食想要解決的人與土地間的距離問題。3)
有價值的方法是用「價格定義價值[1]」
，幸福果食認為活動中所體驗到的生活美感是每個人都應該享受到的基本價值，如果活動的定價
能夠自然地讓每個人都覺得實際反映了該有的價值，那麼這個價格就會變成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
分；同時，這個價格也是讓青年回鄉後能夠好好生活的定價，假若訂得太低，返鄉的青年們在農
村就很難生存，反之，假若訂得太高的話，那麼這個就是創業家要去教育消費者的，要讓大家知

台灣人愛好美食，這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幸福果時透過稻田裡的餐桌，試著提高當地農產品的
價值，翻轉大家對農村的定義，意欲建立一個新的生態系，創造一個年輕人可以回流農村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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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可謂是一個典型社會企業的範例。

社會企業的難題：人才培育與規模化

幸福果食這幾年遇到最大的困難，就是人才缺乏而無法規模化的問題。如是窘境顯得異常尷尬突
出，上層的投資人不了解社會價值，下層的就業族群也不了解社會企業的商業模式，了解市場且
有能力整合的中間層的人卻很少，所以做得很辛苦，但是好不容易可以做出一點點成績，可是偏
偏後面的人才又無法補充上來。

成立四年的幸福果食，目前要突破的瓶頸是
規模化，因此現在戮力於人才的培育—夢行者計劃。
夢行者計畫的重點在於人，未來五年幸福果食要成立二十個基地，就是要找到二十個具有相同理
念、共同目標、以及商業模式可以互相契合的在地合作團隊。目前，幸福果食為求達成永續經營
的目標，已經著手培養三個喜愛農業的創業家與夥伴團隊，擁有可以一天辦三場以上餐會的能量
，直接與間接地吸引五百個青年回鄉；回鄉的定義就是，可以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再者，在夢
行者
計畫是有
系統的規劃，分成
一級（生產）、二級（加工）、三級
（農村服務設計），與「稻田裡的餐桌計畫」的關係是
強調雙贏與共好，共同關心的領域會是社會創新。

社會創業家的我有話要說：租稅優惠抑或法規鬆綁

幸福果食創辦人廖誌汶在會中提及公益型公司法(又稱社企型公司法)，近來常看到有關討論修立
法的問題，而修立法總是牽扯租稅優惠，但是我覺得社會企業最不需要的就是租稅優惠，社會企
業要貢獻的就是稅租，就是回饋社會。相對的，社會企業最需要的是法規鬆綁。到目前為止，我
們遇到最大的問題是很多的法令是我們不熟悉的，因為我們的新創邏輯與現行法規不符，而導致
失血慘重，無形中墊高了我們的經營成本。好比說，一開始我們沒有成立公司，因為我不知道做
不做得起來，結果有人
檢舉我，害我罰20幾萬。對此，余宛如委員也
說明
社企聚落就是一個平台，會免費給予經營與法律上的建議、媒合商機、並提供課程培育創業家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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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價值定價法則ValuePricing—讓商品的價格反映實際的價值，也就是以合理的定價提供合適的品
質與良好的服務組合，讓顧客在物超所值的感覺中購買與消費商品，來維持顧客對商品的長期忠
誠度。如果無法讓消費者在現有的價格下感到物超所值的話，那麼就必須對商品重新設計、包裝
、定位以及在保證有滿意利潤的前提下重新定價。

作者  李文雄為國會助理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8 / 8

Phoca PDF

http://www.phoca.cz/phocapdf
file:///D:/%E5%8F%B0%E7%81%A3%E6%96%B0%E7%A4%BE%E6%9C%83%E6%99%BA%E5%BA%AB/%E9%9B%99%E6%9C%88%E5%88%8A/201608/%E6%96%87%E7%AB%A0/17-20160724%E7%A4%BE%E4%BC%81%E7%AC%AC%E4%B8%80%E5%A0%B4%E6%9D%8E%E6%96%87%E9%9B%84V3.docx#_ftnref1
http://www.tcpdf.org
http://www.phoca.cz/phoca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