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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管理學大師杜拉克，畢生推
崇自由市場，晚年潛心鑽研非牟利組
織的發展。杜拉克曾以經濟學者熊彼
得之說，以「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來解釋企業「利潤」，在
推動社會的破舊立新。但若不顧後果，
巧取豪奪，目的只在追求財富，必釀成
大禍。

杜拉克指身為企業管理層，固然要
令企業取得盈利，但也不能不顧及良知
和公義感，如今細讀，可謂洞燭先機，
發人深省。

人類沒有公義，最終會走向極端；
人生淘空理想，最終只會迷失方向。千
禧之交，右翼保守思潮唱入雲霄，以經
濟為大前題，左派理想主義盛極而衰；
可是資本社會的貪婪和掠奪本性，卻表
露無遺。狂風暴雨過後，天文數字的金
錢利益，背後竟隱藏殺機。近日全球金
融鉅變，令人反思資本主義未來。

資本社會是否毫無良知？事實也不
盡然。近年西方社會企業大行其道，尤
其發展中國家部分社企的成果，更令人
振奮。社企的發展也為探索資本社會出
路，揭櫫了新的可能性。

中大人投入社會企業者，大不乏
人。創辦社企者，以推動社會使命為
念。本刊以為，報導投身社企的校友，
亦此其時。

謝家駒是本港管理學專家，退休後
創立「社會服務論壇」，又積極將「社
企民間高峰會」帶到本港。管理與社
企，看似風馬牛不相及，實際卻是思考
旅程的延續。

如果說謝家駒推動了社企思想，魏
文富之加入「豐盛」，更是將信念付諸
實行。他以從商經驗和宗教信念，助誤
入歧途者重拾豐盛人生。

趙善榮的「公平點」，提倡還生產
者一個公道，他原從事電腦行業，踏遍
萬水千山過後，才驚覺全球化經濟帶來
的繁華，背後發展中國家所付出的沉重
代價。

楊寶熙則曾是學運分子，如今推動
「共同購買」，教育環保和綠色消費。
她夫子自道，是「從紅到綠」。她追求
理想的顏色也許有變，情懷卻始終如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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