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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社會企業建構社區老人照護關懷價值網絡 

 

壹、 研究動機與研究問題 

一、研究背景 

 「人口老化」一直是當代社會各國注重的議題。隨著老人人口快速的增加，

照護之需求性也隨之迅速攀升，而為了面臨日趨嚴重的福利國危機，政府、企業

與社會三大部門，皆各提出因應之道。對此，企業部門積極介入公共事務，與政

府建立夥伴關係(Frederickson & Johnston,1999)，而社會部門往往扮演殘補性

角色。但無論是政府本身的改革運動，或與其他企業或社會部門的合作，也越來

越難以因應日趨複雜的社會問題（OECD, 2003），此時，社會部門與企業部門逐

漸融合，形成一種新型態的混合（hybrids）組織，即是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在台灣的社會中，隨著老年人口逐日遽增，「獨居老人」或「社

區在地老人」是個普遍現象。老人雖面臨子女成家立業、伴偶先行離世，獨自留

下來的他們，即使孤獨或生病也不願離開這個家、這個他們所熟悉且長期生活的

社區，因此如何讓老人能夠在地老化，顯得格外重要。 

    一個發生於德國的故事，一個老人聚落，當地考慮要發展老人的照護產業，

學者專家幫忙規劃老人院安養機構，但這些老者告訴學者專家和政府：「我們都

還可以走得動，我們有能力去照顧那些身體比較不方便的殘障者或老人家，讓我

們自己照顧自己吧！」這是一個有趣的老人再生情形，他們應用老化的農村，閒

置的農舍或倉庫，規劃一個具有生趣的老人安養天堂。老人社區照顧問題是現在

與未來的重要課題，除公部門提供的正式資源外，開發非正式的社會資源，營造

出合作的、溫馨與和諧的社區，強化社區老人照顧的能力，即是本研究欲應用社

會企業概念，營造社區老人照護價值網絡的研究動機來源。 

「在地老化」是社會企業一個需重視的新目標，如何在社區內建立據點、分

派志工，連結成一個照護關懷之價值網絡，讓社區老人能樂活、慢活，擁有愉快

心情，保持身心健康，進而更長遠的使醫療資源使用率下降。基於上述背景動機，

本研究探討之問題如下： 

1.回顧國內有關社會企業分設社區據點之例子現況。 

2.了解社區老人關懷據點如何整合社區照護資源為社區老人創造價值。 

3.探討如何運用社會企業概念建構社區老人關懷之價值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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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重要性 

    根據聯合國統計，西元2000年全球老年人口已達6億人，佔全部人口之10%，

預估至 2050 年將增至 20 億，老年人口比例達 21%，而未來 50 年老年人口增加

將近四倍，尤其是 80歲以上老人增加的速度更快，則可能將近五倍(深圳商報，

2010;艾經緯第一財經日報，2012)。為了迎接醫療照護市場對老人照護需求舉日

遽增具的挑戰，各國政府積極尋找更好之解決或替代方案，大量的老人長期照護

及安養機構成立，紓解了部分老人照護問題。 

    由於建造和經營照顧機構所費成本不低，機構照顧是一種與社會隔離式的照

顧方式，容易使老人在心理上受到損害，而阻礙老人獨立生活的能力。因此，社

區照顧是人性化與社會的融合，讓有需要照顧的老人留在家裡，生活在熟悉的社

區環境中，又能就近得到熟識的社區志工適切的照顧，相對於遠離家園去到一個

陌生的機構接受照顧，這種方式是更具人性化且較符合社會融合的原則（洪德仁，

2015）。因此有必要應用社會企業的概念，拓展老人照護資源，就近運用社區的

力量，整合社區老人照護資源，為社區老人照護創造價值。 

    本研究同時結合社區老人照護提供者與需求者兩者的觀點，並應用社會企業

概念，試圖將社會企業解決社會問題的精神應用在社區老人照護服務的設計與提

供上，助於落實衛生福利部推廣老人在地老化的政策，同時也提供給照護提供者

在服務設計時之參考。 

 

貳、文獻回顧 

 

一、社會企業的定義 

    傳統非營利部門運作的經費主要是仰賴政府的補助及民眾的捐款，使其能有 

足夠的經費進行各種社會服務工作，然近來受到全球經濟情況不景氣，失業率不 

斷升高，政府預算緊縮，民眾及企業的捐款也減少，使得許多非營利部門意識到 

必須改變轉型，嘗試運用商業化的營利活動，藉以維持部門的運作與發展（周錦

宏，2008）。 

過去政府、企業與非營利三部門均各司其職，近年來亦有改變。例如政府部

門以簽約外包的方式，委託企業或非營利部門執行公共服務功能；企業部門一方

面申請政府預算，承包公務，另一方面以企業的社會投資策略，獻身社會公益，

建立良好的社會形象。非營利部門則與政府成為夥伴關係，承擔政府的部份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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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更以商業化的方式，與企業競爭，賺取收入。這種變化造成三個部門的界限

逐漸模糊，功能逐漸混合的現象（Ott，2001；陳金貴，2002）。而這樣的企業或

非營利部門之類型，被稱之為「社會企業」。 

    社會企業的研究是新興議題，亦被討論做為地方經營與發展的嶄新趨勢。社 

會企業除了強調機構員工直接參與市場中產品生產或服務提供，並從交易中獲得

利益外，更重視社會目的與社會責任的實踐。換言之，社會企業是藉由營利的手

段來解決社會問題，一來可以健全非營利組織的財務自主能力；二來能夠發揮福

利系統的轉換，以創造就業機會、凝聚社會力、累積社會資本等功能。因此，社

會企業的發展已成為歐美各國延續公共服務的新改革運動(周錦宏，2008)。 

    社會企業的定義至今並沒有一個定論，不論是在歐洲或美洲，社會企業以許

多不同的組織形式存在著，譬如非營利組織（NPO）主動採取商業手段以獲取所

需資源、或者在政府的政策鼓勵下，非營利組之以達成社會使命為目標而採用商

業策略來獲得資源；也有營利企業基於實踐「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 CSR ） 使 命 的 驅 使 下 ， 從 事 實 踐 社 會 目 的 之 事 業

（Johnson,2000）。 

    若以非營利組織角度界定社會企業，「社會企業」是一個私人性質，且非以

營利為目的之組織致力於提供「社會財」（social goods），除了有非營利組織的

傳統經費（如捐款與志願服務的參與）來源外，還部份從事商業行為並獲得商業

的營利收入（Kingma,1997；Borzaga and Solari,2004;官有垣，2007）。學者認

為社會企業的社會目標包括： 

1.滿足社會需要：為家庭及社區提供個人及家居服務，以滿足社會對這些服務的

需求，例如陪月、陪診、長者個人護理等。 

2.創造就業機會：為競爭力稍遜的弱勢群體創造就業機會。這些人士包括低學歷、

低技術勞工、中年婦女、殘疾人士等。  

3.促進員工發展：社會企業鼓勵成員自力更生以及融入社會。合作社形式的 社

會企業更加強調集體協作及參與，對社員發揮充權的效果。  

4.建立社會資本：社會企業透過組織社區網絡，推動社區的共融、更新及發展。 

5.推動可持續發展：例如提高環保意識、提倡可持續消費、鼓勵物品循環再 用

等社會發展及環保目標(社會企業資源網，2016)。 

 

二、價值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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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服務經濟時代，顧客價值係由一群參與商業個體結合而成的網絡關係來共

同創造(co-create)。當產品或服務變得更加複雜，就需要網絡中具有其獨特核

心能力的商業個體一起合作，提高效率以提供高顧客價值的產品或服務。而合作

企業經由交易關係與其他企業建立夥伴關係的同時，必須了解價值如何在企業之

間相互依賴關係的價值網絡(value network)被創造出來，而要掌握價值的創造

則需要洞悉價值網絡的動態發展（羅立荃、呂佩如、江伊棠、吳建佑，2010） 

     Porter(1985)將企業各種主要活動和支援活動有效整合成一種具有效益的

價值鏈（value chain）系統，主張企業必須發展其獨特的競爭優勢來為其商品

或服務創造更高附加價值。但在動態和不確定的產業環境下，經濟結構複雜度不

斷增加，商業策略思維不應單只從競爭觀點切入，而需要經由企業間的合作與交

易關係的連結來拓展企業資源。於是，從價值鏈延伸而來，便出現了價值網絡

（value network）的概念(蔡雅芳、胡哲生、楊仁壽，2005)。 

    在服務型態的產業中，價值網絡由服務提供者和顧客組成，成員之間的互動

除了交換價值和產生價值之外，還有相互影響與共同演化的特性(Allee, 2000)，

並透過彼此合作產生綜效而帶來更多價值。Allee（2000）將企業間的價值，類

分為三大類：(1)商品、服務和收益(GSR)－所有商品或服務的交換，包括合約的

簽訂、訂單的取得、計劃的委託、費用支付等皆屬之。(2)知識－策略性知識、

規劃性知識、流程性知識、技術性知識、合作計劃，政策發展等交換皆屬之。(3)

無形利益－所交換的價值與利益是在實體服務之外的，無法以傳統財務利益來衡

量的部份皆屬之，例如：溝通感、顧客忠誠、形象強化等。 

 

三、社區老人之關懷照護 

    台灣已邁向高齡社會，依據內政部統計截至 2008 年 11 月止，台灣 65 歲以

上的老年人口為 239 萬人，佔總人口的 10.4％。面對高齡社會所帶來的衝擊，

政府也在近幾年開始推行如何促進高齡者在地老化的社會福利政策，並於 2005

年實施「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 

    除了實施「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外，在社會福利方面，政府也制定了許

多因應政策，例如在地老化政策、十年長期照顧計畫、福利社區化、台灣健康社

區六星計畫等措施，並邀請社區發展協會與民間團體共同參與老人服務工作。近

年政府所推行的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能否發揮永續經營、符合在地需要，有

效提供社區老年人所需要的服務，促使老年人能健康的生活在社區、家庭中，則



5 
 

需要檢視社區是否具備對老人有高程度的共同關懷、社區領導幹部有行動力及經

營理念、熱心服務的志工、連結社區人力與物力或照顧資源、彈性且多元化的服

務方案，與完善的財務規劃與管理制度這幾項關鍵因素（內政部，2007；黃松林，

2007）。 

    Bayley(1973)認為社區照顧意指在社區內照顧、由社區來照顧以及由專業者、

政府與社區合作照顧弱勢族群。Walker（1982）也認為社區照顧是由非正式服務

網絡的親戚、朋友、鄰居、志工等，加上正式社會服務資源來共同照顧弱勢群體。

運用社區內的小型或社區型照顧機構，照顧居住在社區中有需要的人群，讓有需

求者不需要遠離現行居住地即能接受服務（蘇景輝，1998；黃松林，2007），即

是落實在地化所要追求的目標。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個案研究法，以國內社區老人照護關懷據點的組織為研究對象，

探討這些社區老人照護關懷據點如何應用社區資源，提供社區老人照護，為社區

老人照護創造價值。研究採用訪談法收集研究資料，訪談期間自 2015年 8月 19

日起至 2015 年 12 月 18 日止，共訪談 A 長青快樂學堂的執行長、B 社區發展協

會的理事長、C 與 D 基金會的社工，以及 E 醫院參與社區關懷據點計畫的醫師。

每位受訪人員約訪談 1-1.5小時，訪談時將同步錄音，並於日後將錄音檔轉換為

逐字稿，作為質化資料分析的依據。 

 

肆、研究結果 

一、回顧國內有關社會企業分設社區據點之例子現況 

    本研究經由網路資訊分析發現，為落實在地老化的目的，台灣社區老人照護

關懷據點，提供的服務內容可以類分為：1.提供老人健康促進活動，如彰化縣馬

興社區與台中市國光社區關懷據點，提供老人血壓測量、健康律動操、定期實施

老人體適能測試、設置「長青菜圃」、以及與醫院合作建立長者健康遠距照護機

制。2.提供社區關懷服務，如高雄市左營區屏順社區，提供社區老人問安與社區

老人健康狀況調查。3.提供老人用餐與育樂活動，如台中市諾亞方舟長青快樂學

堂。4.提供老人社區關懷據點設置諮詢與輔導服務，如弘道基金會與老五老基金

會。5.提供老人教育與獨居老人關懷服務，如曉明社會福利基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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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題 1：為落實在地老化目的，老人社區關懷據點提供給老人的服務內容 

    包含：健康促進活動、老人關懷與問安服務、用餐與育樂服務、老人教育以 

    及老人社區關懷據點設置諮詢與輔導服務。 

 

二、社區老人關懷據點之資源整合 

    目前台灣社區老人關懷據點相關的資源來源主要來自政府補助，其次是由關

懷據點的負責人經由個人的社會資源拓展據點本身有限的資源能力。訪談的非營

利基金會，由於係由醫院院長或副院長發起成立，以關懷老人為主，因而他們相

較於一般的關懷據點更容易獲得醫療照護的資源。例如 D 基金會社工說：「如果

是以我們的據點，大的據點來說，那其實像健康促進我們就是有分動態跟靜態，像如果

動態可能我們志工會自己帶活動，如果靜態，會有那個靜和醫院啊、附近的衛生所跟中

醫診所等等……還有牙科診所會去做牙科保健這樣子。」 

    對於育樂服務的提供，則會與樂團、學校(如幼稚園、大學)合作；物資提供

的服務，則會與營利組織(如全聯)、政府機構(如國道)等機構合作。D基金會社

工說：「我們志工還有去連結到一個樂團，算是較公益性質的一個樂團，然後就是會到

據點去做一些音樂性的表演，去給老人家看。我們也有跟附近的幼稚園合作，來跟長輩

作互動還有一些活動。或者是說有一些學校他們可能有服務學習或實習，然後他們就會

打電話來說要跟長輩做個互動、志工之類的。然後我們也有跟全聯做合作，就是會發給

長輩一些禮卷。我們還有一個，是我們國道保健，就是清水休息站，我們會去宣導，有

量血壓，做一個關懷的服務。」 

    C基金會社工說：「應該是說有很多資源連結的部分，比如說物資的話很多都是來

自我們基金會內的，然後我們在比如說健促活動的部分會有很多課程，會有 YMCA 的

老師來幫我們帶課程，然後或是說其他比如說喜樂文教基金會的志工來教長輩做木頭椅

子啊，還有跟 803有一個連結，會去做衛教宣導。或是長輩要打預防針甚麼的，就是跟

803會有一個結合，對，那就都是附近的醫院這樣子。」 

    B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說：「我們第一個有跟醫院合作，比如說澄清，他們有一個

是社區服務的。他們的機構之一啦，像仁愛醫院也好台中醫院也好，他們有一個社區服

務群。所以我們就會請醫生來這裡做健康演講，或是來幫我們做身心評估，阿如果是找

那個，就是一年一次來這裡做健檢這樣子；然後第二個就是我們附近診所的醫生，也是

過來幫他們，那另外就是跟國小，嘿對，鄰近學校，像一些重要節日啊，像母親節啊，

他們就會帶小朋友來跟長輩互動，然後表演給長輩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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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長青快樂學堂的執行長說：「…102 年的四月台中市政府就委託我們做日間托

老，禮拜一到禮拜五從上午到下午…。…今年我推動的是『體適能運動』，適合長輩的體

適能運動，我們一個禮拜，像有五天的話有兩天是做體適能的運動，是有老師來教…。」 
    社區老人關懷照護據點會經由與其他營利或非營利組織合作，整合並拓展資

源能力，所整合的資源包含提供專業人力給予老人知識資源、拓展據點本身的人

力資源、經由與其他機構合作拓展機構本身的社會資源與健康資源，以及營利企

業提供經濟性資源給社區老人關懷據點。 

 

    命題 2：社區老人照護組織會經由與營利或非營利；政府或非政府部門合作 

    來整合資源。整合的資源包含：知識資源、人力資源、社會與健康資源。 

 

三、社區老人關懷據點之價值創造 

    老人經由參與關懷據點的相關活動，除了有助於老人走出戶外，活動筋骨，

促進健康，創造身體的健康價值外，經由活動的參與也可以拓展社會關係，促進

老人走入人群，創造社會價值。而參與教育訓練，則可以促進老人學習，預防老

人失智，獲得知識價值。 

    某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說：「…這些老人家來這裡應該都是比較 ok，像我們就常

常開玩笑說：『這些老人家可以走到這裡，想要老人憂鬱症可能也比較難啦哈哈哈哈哈！』

那他既然願意走出來就是一個好現象嘛，他們都算蠻開朗的，…。」 

    C基金會志工說：「我是覺得，如果身體上還可以的長輩，這樣可以重新再創他們

生活上的新價值吧。因為我覺得他們現在沒有家人陪，都獨居，出來參加活動總比他們

在家裡門關起來，被電視看，要來的好這樣子。」 

D基金會志工說：「其實我們做據點這一塊，可以看到很多老人家的改變，就是他

本來一個人在家、很憂鬱甚麼的…或是他來據點就是聽到有東西可以吃可以拿才來，就

是他完全不跟人互動、不跟長輩互動。…透過那個據點分享，可以知道那個阿嬤開始笑

了，開始跟人互動了，就是你其實可以看到，長輩有在改變，長輩都說：『我來這裡很

開心，我現在都很少去看醫院了！』。…也讓他們知道，就算我們這麼老了，還是可以

做這麼多事情，我們就是透過很多的活動和參與。然後他們覺得：喔!原來我們還可以，

然後也是可以讓他們知道說：喔!原來我們還是有價值的，不是老了就沒有價值，更認

同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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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題 3：過社區老人照護關懷據點提供之服務，有助於老人獲得健康價 

    值、社會價值、自我認同價值與知識價值。 

 

四、社區老人關懷之價值網絡建構 

    本研究歸納，提供社區老人照護關懷價值網絡的參與者，包含營利組織與非

營利組織；營利組織大多提供經濟性資源，非營利組織則提供經濟、人力、健康

維護、健康促進等資源；經由提供社區老人照護與關懷，可以促進社區老人獲得 

經濟、知識、社會、生理與心理健康、以及自我認同等價值(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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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社區老人照護關懷價值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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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家有一老，如有一寶」。每個家庭內多多少少都會有即將或已經步入高齡

的長輩，而如何使他們的老年生活能獲得應有的照顧與尊重、不孤單且樂活的度

過，相信是為人子女所關心並希望獲得協助的。 

    經由本研究發現，若非政府部門欲在社區內建立據點，可以透過政府部門所

提供的預算、基金與企業部門所提供的物資，來提供基本的送餐或健康促進活動

給社區老人；再經由據點的工作人員接受、發想並設計相關活動與善加利用這些

資源，提供社區老人社區照護服務；而醫院部門則可以提供相關衛教宣導或由學

校部門提供人力志工服務。上述社區中不同的參與者共同合作，建構了「社區老

人照護關懷價值網絡」。受惠了台灣地區許多獨居或因子女忙於工作而無法照顧

到的長者們。 

    孔子的理想《禮運大同篇》所描述之：「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

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一直是我們所嚮往的社會風氣。當邁

入年老時，若能在熟悉的地方讓自己安心養老、身邊有珍貴的家人陪伴、有新認

識的朋友聊天、有熱心志工帶著自己做各種手工藝、有熱騰騰的餐點送來家門口、

有受益的衛教講座可以吸收知識、有熱情活潑的學生志工來帶活動……這樣的晚

年生活，應該有助於社區老人樂活、慢活並在地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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