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社企要
取得成功，產品及服務的質素固然重要，
成本及地理位置亦是關鍵因素。新生精神
康復會過去一年新開的兩間社企，便是得
到市建局及中文大學以極廉宜租金提供舖
位；其中今年1月才於中大內開業的

「cafe330」，短短數月間已能自負盈虧。該
會社會企業總經理黃素娟說：「只要解決
租金的問題，便可以好快賺到錢。」

市建局仗義收1元月租

黃素娟指出，中大校長沈祖堯十分支持
推動社企，並以廉宜舖租，向該會租出了
校 內 一 處 人 流 暢 旺 的 地 方 ， 經 營

「cafe330」；成功建立品牌後，不少醫院
及院校均邀請該會投標。至於去年在旺角
花墟一帶開設的「紅白藍330」，所屬舖位
為市建局收購重建的範圍，只須每月向市
建局繳付象徵式1元租金。

租金問題得以解決，只是社企賴以成功
的第一步。黃素娟直言，產品「包裝」亦
十分重要，但背後亦正正牽涉資金問題。
她指出，機緣下認識到以紅白藍膠袋料製
作藝術品而聞名的設計師又一山人，「紅
白藍330」售賣的公文袋及手提電腦袋等
產品，便是出自又一山人之手。她說道：

「紅白藍膠袋代表港人精神，有正面訊
息，且便宜及耐用，故成功招徠不少顧
客。」

鄧麗君主題店欠人流

此外，該會過去亦曾獲港鐵以較廉宜的

租金，租下前尖沙咀新世界中心對面的兩
個舖位，營辦一間有機蔬菜店及一間鄧麗
君主題cafe。黃素娟指出，由於地理位置
欠佳，兩間店子均蝕錢，「尖沙咀其他地
方租金十分昂貴，我們租不起」。自新世
界中心年前拆卸後，本是有機蔬菜店穩定
客源的上班一族銳減，只有結業收場。黃
素娟慨嘆：「鄧麗君主題cafe也是靠熟客
及歌迷撐住，今年八九月便要與港鐵商討
續租問題，留得多久也屬未知之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社會企
業(social enterprise)一詞源於英國，目前並
無統一定義。一般而言，社企是一盤生
意，但與一般其他私有企業不同的是，它
不只是為了股東或企業的擁有者謀取最大
利潤而運作，而是希望達致某種社會目

的，如為弱勢社群提供就業及培訓等，並
利用本身賺取的利潤資助其轄下的社會服
務。新生精神康復會社會企業總經理黃素
娟指出，該會評估一間社企的去留有一套
機制，會平衡各指標，例如能否承受得到
蝕錢的數額，及是否可以提供很多培訓機
會等。

助弱勢社群融入社區

黃素娟指出，該會的主要服務對象為精
神病康復者，當初成立社企的目標，亦是
希望為他們找到出路，「讓精神病康復者
走入社區，可以有機會與顧客溝通及接
觸，是一個很好的教育平台；部分人更因

而找到其他工作機會，進一步融入社
區」。

她表示，該會會定期為社企作評
估，按各項指標評分，再決定未來
的目標：「指標基本上分財務及
社會價值兩大項，後者會考慮該
社企的殘疾人士工作情況、能提
供到的培訓名額，及是否有助機
構建立社企品牌等。」她舉例
指，若有社企社會價值低、對培訓
人才沒有多大幫助，卻有不俗的盈
利，便可以支持其他社企的開支，
有保留的價值，「如果無盈利又無培
訓機會，會好快處理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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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存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本港社會企業越開越

多，目前正在營運的逾420間。然而，在租金及原材料

等經營成本不斷上漲下，要做到收支平衡絕不容易，

從去年4月至今年3月底，有半數社企錄得虧蝕，更有

13間結業收場。社聯指出，社企必須與市場接軌，才

能面對時刻改變的營商環境，建議社企在推銷手法上

推陳出新，透過建立品牌來維持長遠競爭力；又希望

政府及私人企業仿傚韓國及台灣等地方，推動責任採

購政策。有學者指出，本港社企缺乏支援，建議政府

因應個別機構需要，為社企提供人力資源上的協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不少社福團體近年開始營辦社企，
為弱勢社群創造就業及培訓機會，但商場如戰場，若經營不善，最
終亦「無得留低」。新生精神康復會社會企業總經理黃素娟接受本報
訪問時認為「社企要成功，便要有可持續發展的策略，並要建立一
個好的品牌」。她亦指出，社企難與大企業比擬，切忌過度膨脹，否
則隨時陷入財政危機。

「紅白藍」產品闢新出路

早於1994年，新生精神康復會便於屯門建生 營運社企「建生菜
檔」，但隨 該區人口老化及人流減少，已於2000年結業。該會現時
共有21間社會企業，涉及餐飲、零售、清潔、物業管理、直銷業務
及生態旅遊等範疇，單在過去1年便結束了2間蝕本的社企，又另開2
間社企，其中位於旺角花墟的「紅白藍330」，售賣港人熟識的紅白
藍膠袋物料所製的產品，為社企成功開闢一條新出路。

黃素娟指出，社企面對的最大困難，便是租金，大坑一間售賣有
機蔬菜的店子，今年便被大幅加租52%，「不過，加租後的金額在
同區仍不算高，雖然該店目前仍在蝕錢，但有助建立我們有機食品
品牌，會再放多一點時間觀察」。

缺議價能力常入貴貨

營運社企，除了面對租金這個大難題以外，亦處處受到掣肘。
「社企規模太小，沒有議價能力，有時入貨價比超市售賣的還要高，
經營成本較一般企業為高」，黃素娟又謂，該會社企項目聘用的半數
員工為精神病康復者，其餘的除了應付日常業務外，更要兼任培訓
導師，未必人人都願意入職，故投放於人力上的資源亦要更多。

面對現實的商業社會，黃素娟認為經營社企一定要反
應快，「就像我們曾在南昌港鐵站經營新生農舍，但
自柯士甸站通車後，南昌站一帶人流大減，便果斷地
將之結業」。但她強調，縱然設立一間社企取得成
功，該會亦只會繼續穩定發展，不會過度膨脹，「我
們不是財雄勢大的企業，大企業開10間店舖蝕4間都
不是問題，我們開每一間都要好小心。」

成功跑出看「地利」「人和」

「斬纜」與否 看財務社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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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白藍330開幕時，獲張建宗到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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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素娟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攝

■展品富香港地道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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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企半虧蝕

根據社聯4月發布的調查顯
示，2012至2013年度本港的

社企數目按年增加10%，主要從事
生活百貨、飲食及護理與醫療3大
行業，但半數錄得虧蝕，同一年度
更有13間社企結業。調查又指出，
成本高、租金貴及缺乏管理人才為
社企面對的3大難題。

社聯—匯豐社會企業商務中心高
級經理譚穎茜指出，由於社企並非
牟利機構，背負 社會使命，加上
不少僅屬「小本經營」，營運首3年
至5年的資金及人手，較一般企業
為高，期望學校、商場等提供優惠
租金，讓社企有「站在起跑線」的
機會，「例如商場在提供租金優惠
的同時，可要求承辦商必須符合某
社會目標等」。

譚穎茜倡登門造訪接單

但她亦指出，縱然享有優惠租
金，社企亦應明白並非持久，必須

鍛煉好營商能力，「就算經營成本
上漲，也非只是社企面對的問題，
應該構思新的推銷方法，例如除門
市外，另找公司或學校等接訂單，
建立好自己的品牌」。譚穎茜又希
望當局仿傚台灣或韓國，要求公營
機構採購某個百分比的社企產品，

「私人企業亦可考慮相關做法，目
的是整大塊餅，讓社企的產品有出
路」。

鍾劍華：市民存保留態度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
理教授鍾劍華亦指出，在現時租金
高企的情況下，社企生存困難，平
安鐘等成功例子更是異數，「是有
很多社企存在，卻沒有錢賺，僅能
為營辦的機構提供就業機會」。他
認為，雖然普遍市民近年對社企的
認識加深了，但對它們提供的服務
及產品卻仍存有保留態度。鍾劍華
稱，不少社企的僱員均是精神病康

復者及殘障人士，很多市民都先入
為主，以為他們生產的產品質素會
較差。他更曾親耳聽到有家長對子
女說：「都唔知社企的飲品是否乾
淨。」

他指出，不少北歐國家都有為社
企提供稅務優惠，亦有公平競爭的
相關法例，但香港的社企不僅沒有
任何競爭保障，「做得好的甚至成
為大財團的收購對象，這對社企的
發展構成一定威脅」，建議當局向
社企提供稅務優惠。

盼財團「整靚形象」供平租

現時政府主要由民政事務局負
責推動社企，鍾劍華認為當局若
有心「加大力度」，應交由社署負
責，並因應個別機構需要，提供
人力資源上的協助，推動社企發
展。他又期望各大財團為了「整
靚企業形象」，向社企提供租務優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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