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寶 熙 是 本 港 推 動 「 共 同 購
買 」 先 鋒 ， 成 立 社 會 企 業

「自在生活」（Life in Harmony），
推動共同購買。她說歐美也有類似
組織，一些農夫想種植健康有機
食物，難於找買家，便組織起來
找消費者。有時會直接把農產品
送到消費者家中，又或把東西拿
到 Farmers' Market上去賣，這種
把農產品賣給自己住的社區內的
人，而不是交由大企業或財團收
購，然後賣到世界各地去的做法，
統稱為社區支持農業（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天然食物不能存放太久，包
裝簡單，只有就地消費，所以叫社
區支持，也不無道理。」

「『共同購買』這個名詞，源
起台灣90年代初，一群台灣『主婦
聯盟』的環保媽媽，為了想吃健康
無農藥食物，發起找農夫種植有機
稻米及有機蔬菜，（台灣在1988年
發生過桃園水稻田遭受鎘廢水污染
事件），後來發展成『台灣主婦聯

盟生活消費合作社』，會員現已達
數十萬之眾。」

楊寶熙說共同購買至今，有
數項特色；首先雙方關係，必須平
等合作，甚至有商有量，該生產甚
麼，如何定價，雙方先行商議；第
二，生產必然是環保、對大自然有
益及不用農藥；最後是雙方共同承
擔風險。

本港環境較為特殊，實踐方
式仍在摸索之中。「本地農場出產
較單一化，不及日本和台灣之多元
化，難以用一位生產者，全面供應
一家全部食物。此外，本港社區感

薄弱也是困難之一。所以現時我們
共同購買的消費對象，多以單位為
主；如學校及志願組織等。」

楊寶熙推廣綠色產品，既推動
生產有機豆腐，也出售乾貨、肥皂
及天然潔膚用品。她說本港陸續成
立不少消費者和生產組織，共同購
買正在成形。本港也有不少女性，
如由「綠色女流」衍生的「綠慧公
社」，以回收食油生產循環再造清
潔用品，甚具創意。

火紅年代	 	 	
轉折投身環保
楊寶熙的少年時代，投入轟烈

的學生運動，到了火紅盡褪，人生
幾經轉折，投身綠色懷抱。最近，
她夫子自道，發表演說介紹自己的
轉變，以「從紅到綠，從『人定勝
天』到『天人合一』」，總結多年
來，為不同理想奮鬥的心路歷程。

當年學運先鋒，左傾反叛，思
想激進，她畢業後唸了一年教育學
院，仍找不到津校教席，最初執教

貿易全球化，食品工業分工精細，人類對
食品來源和生產，掌握愈來愈少，不少食
物利用了化學物，加入添加劑；要確保下
一代健康成長，更不容易。

從紅到綠，
反璞歸真
─楊寶熙談共同購買

專題訪問6 社會企業中大人

　07年3月第一塊本土有機豆腐，在楊寶熙手
上誕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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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寶熙 小．檔．案
P R O F I L E

75 中大學生會會長  
 （第五屆）
76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 
 會長（第十九屆）
76 中大聯合經濟系
 社會科學學士
77 中大教育學院
77－78 利瑪竇書院教師
78－79 德致英文書院教師
79－82 五育中學教師
83－84 瑪利亞書院教師
84－89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教師
92－95 匯賢社會服務中心工作員
96－00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新聞部助理主任
00－05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  
 農業部行政主任
06─07 土生合作社創社社員
07至現在 自在生活有限公司主席

私校，輾轉再進入金禧
中學封校後新成立的津
校五育中學。

「82年，老師們想教
中國近代史，便教學生唱

《義勇軍進行曲》等抗戰
歌曲，以國歌作抗日歷史
教材。當時普遍的香港社
會，對國內政治敏感，校
長激烈反對。」如今聽來理所當然
的事，當年卻引起軒然大波。

及至89年任全職主婦，最終至
92年，她決定到由幾位中大社工系
畢業校友創辦，位於沙田大圍的匯
賢社會服務中心兼職。「匯賢不屬
社會福利署屬下，而是私人集資，
由十位志同道合社工組成。匯賢聘
請不少人組織補習班，收到補習費
後，再用諸社區活動；如環保回收
及義工活動。」

「當時雖是兼職，薪水低微，
其實是全身投入。但到95年，匯賢
終於入不敷支而倒閉。」

有機耕作併合共同購買
96年，楊寶熙憑著社工經驗，

進入了社聯新聞部，四年後又轉往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出任農業部行
政主任。「嘉道理農場剛成立農業
部，希望發展社區工作，思想前
衛。他們認為興辦農業，不能只追
求技術，同時希望通過活動，讓大
家認識社區和農業之間的關係。」

嘉道理農業部剛成立，她負
責有機農業背景研究，閱讀大量資
料，赫然發覺有機耕作，原來乃解
決人類當前環境和污染的最大契
機。「其實有機非單指不用化肥農
藥，而是指如何養好土地，生生不
息，可持續生產農作物。」

03年，楊寶熙轉職為項目主
任，推廣有機耕作。嘉道理農場角
色既教育農民，傳授轉型有機耕作
知識，也教消費者接受有機食物。

當時漁護署亦推廣有機耕作，

卻無法幫助農民拓展市場，剛巧楊
寶熙又接觸到共同購買觀念—外
國消費者為生產者分擔風險，讓有
機農夫維持下去，生產和消費互為
其利。

「蔬菜統營處進行收購，再分
銷不同地方，但統營處出價甚低，
生產者根本無以為繼。外國卻很早
就看出，不解決生產者收入問題，
根本無從提供誘因，讓農夫投入有
機耕種。而台灣和日本的經驗，均
證明行之有效。」

05年，楊寶熙前往台灣拜訪主
婦聯盟取經，回港後逐步建立共同
購買點。在離開嘉道理農場農業部
後仍深信共同購買是發展本地有機
生產的不二出路。於是離職後與朋
友搞「土生合作社」，先在國內採購
有機食物，再轉售給社員和共同購
買點。

不過，土生合作社是漁護署註
冊機構，規模有限，非商業經營，
去年初終於結束，留下一批有機黃
豆售不出去。

後來，楊寶熙偶爾讀明報資深
記者伍成邦所寫文章，慨嘆香港豆
腐，愈來愈沒有味道，靈機一觸，
找豆腐廠合作，將剩下的黃豆製成
豆腐，她又成立社會企業「自在生
活」，繼續推動共同購買方式，營
銷有機豆腐，轉售共同購買點。起
初廠方只願承接生產任務，後來生
意不俗，願意自行生產。

「有機豆腐廣受歡迎，廠方甚
至應接不暇，除了健康，味道也是

原因。」
「市面上普遍出售的豆腐，因

成本關係，放入石膏比例較高。而
有機豆腐利用古法，利用天然鹽滷
作為凝固劑。鹽滷所用黃豆比例較
高，賣相沒有市面豆腐好看，卻較
天然和耐放，豆味濃郁，用水煮會
愈煮愈滑。」原來有機豆腐非新鮮
事物，古來有之，反璞歸真而已。

不過「自在生活」處於草創
階段，未能收支平衡，每月的營業
額大概只有兩萬多元，除了楊寶熙
這個「一腳踢」的主席外，只有三
位兼職員工，負責接訂單、聯絡供
應商、共同購買點和其他客戶，收
送貨物等。最近「自在生活」也在
大埔南華甫租下地方，除了存放乾
貨，也預備將來舉辦活動，推動有
機和綠色消費。

楊寶熙除了推崇有機食物，
也向共同購買點，推銷古法炮製食
物，如本地的「大孖豉油」，不致
在工業化生產洪流中消失。

也許通過「共同購買」，至少能
讓一些傳統風味，不致只流為集體
回憶。

　00年嘉道理農場舉辦「有機節」，楊寶熙站
在傳統種米農具旁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