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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 希 彤
助 理 研 究 員

劉 希 彤 小 姐 現 為 團 結 香 港 基 金 助 理

研 究 員 ， 專 責 社 會 創 新 的 研 究 工

作。

於 2016年 10月 ， 劉 小 姐 協 助 藝 術 創

新 團 隊 撰 寫 首 份 有 關 博 物 館 管 治 的

報 告 。 該 報 告 建 議 將 公 營 博 物 館 轉

為 政 府 資 助 、 自 主 營 運 的 模 式 ， 充

分發揮香港博物館的潛力。

她 現 正 就 香 港 公 共 財 政 的 可 持 續 性

進 行 研 究 工 作 ， 希 望 政 府 的 財 政 創

新 能 為 社 會 福 利 及 環 境 帶 來 正 面 的

影響。

在 加 入 基 金 會 前 ， 劉 小 姐 在 香 港 中

文大學取得社會科學(社會學)的學士

學 位 ， 並 以 一 級 榮 譽 畢 業 。 她 亦 曾

就 藝 術 與 政 治 進 行 獨 立 研 究 ， 探 討

藝術與社會運動之間的關係。

張 博 宇
高級研究員

張 博 宇 先 生 現 為 團 結 香 港 基 金 高 級

研 究 員 ， 主 力 研 究 社 會 影 響 評 估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如何能

套 用 在 公 共 政 策 及 企 業 決 策 當 中 。

他 亦 是 團 結 香 港 基 金 社 會 創 新 研 究

報 告 的 其 中 一 位 作 者 ， 該 報 告 就 香

港 社 會 創 新 的 藍 圖 提 供 建 議 ， 受 政

府、非弁利團體及商界歡迎。

張 先 生 為 推 廣 社 會 效 益 評 估 不 遺 餘

力 ， 他 積 極 與 持 份 者 ， 如 政 府 官

員 、 商 界 領 袖 及 創 業 家 溝 通 ， 希 望

有 關 人 士 能 了 解 評 估 的 目 的 並 以 此

工具幫助解決社會問題。

在 加 入 基 金 會 前 ， 張 先 生 在 香 港 大

學 專 業 進 修 學 院 擔 任 講 師 一 職 。 他

在 香 港 科 技 大 學 取 得 學 士 學 位 ， 並

以 一 級 榮 譽 畢 業 ； 其 後 他 在 香 港 中

文大學取得經濟學哲學碩士學位。

葉 松 鑫
助 理 研 究 員

葉 松 鑫 在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取 得 工 商 管

理 環 球 商 業 學 學 士 學 位 ， 並 以 一 級

榮 譽 畢 業 。 在 加 入 團 結 香 港 基 金

前 ， 他 曾 於 富 達 國 際 、 美 國 道 富 銀

行及麥肯錫公司實習。

葉 先 生 現 為 團 結 香 港 基 金 助 理 研 究

員 ， 專 責 藝 術 創 新 及 社 會 創 新 的 研

究 。 他 正 為 藝 術 經 濟 及 綠 色 債 券 等

議 題 進 行 有 關 的 研 究 工 作 ， 積 極 與

本 地 及 國 際 間 的 持 份 者 溝 通 ， 並

為 藝 術 創 新 的 政 策 建 議 進 行 倡 議 工

作。

關 於 編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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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義 

社 會 效 益 評 估 ( S I A ) 是 管 理 社 會 發 展 的 重 要 工

具 。 它 是 一 個 用 來 制 定 決 策 的 研 究 及 分 析 過 程 

(Vanclay et al., 2015)。效益分析師能透過持份

者諮詢來預測社會的各種發展結果 (Wong & Ho, 

2013)。

源 起 

SIA於 七 十 年 代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 EIA) 中 的 一 項 監 管

工具 (Vanclay et al., 2015)，首要目標是要提高各

社區項目對社群所帶來的效益。這方法最先在美

國開始發展(Jacquet,2014)，期後卻日漸偏離環境

影響評估的框架。

SIA被 應 用 於 不 同 領 域 ， 如 土 地 用 途 管 理 ( T i l t 

et al., 2009)、運輸與採購(Esteves and Barclay, 

2011 ) 等 。 不 同 持 份 者 可 運 用 SIA來 達 致 不 同 的

目的。我們將集中研究三個最重要的持份者，包

括 ( 一 ) 政 府 、 ( 二 ) 非 牟 利 組 織 及 社 會 企 業 ， 以 及

(三)一般企業，從他們的角度闡釋SIA的重要性。

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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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性 

政府

各地政府應帶頭於公共政策中引入SIA，以確

保 新項 目/ 政 策能 有 效實 現 目標 效益 ， 避免 為

社會帶來負面影響。SIA有助政府檢視難以預

料及潛在的社會問題，並減省處理有關問題的

成本。而推行SIA亦能帶動持份者的參與，提

高公共政策的透明度，為推行高質素的政策鋪

路。

非牟利組織及社會企業

非牟利組織和社會企業皆以實現社會目標及帶

來社會改變為終極使命。這些組織往往需要向

政府及投資者等多個持份者作出交代。要維持

營運資金的穩健，這些組織需向有關持份者提

供證據引證它們創造的社會效益。因此，SIA

可 被 視 為 量 度 實 質 效 益 並 提 供 證 據 的 工 具

(Grieco et al., 2015)。

一般企業

S I A 可 被 視 為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的 一 部 份 。 它 能

評 估 企 業 為 持 份 者 所 帶 來 的 市 場 及 非 市 場 影

響。SIA將企業對業務及社區所產生的價值合

而為一，有助商界領袖在發展商機的同時惠及

社會，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並且「創造共

享價值」 (Creating Shared Value)」(Porter & 

Krame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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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2017) 

評估範疇 範疇分項 例子

行為 (Behavior) 頻率 (Frequency)

質量 (Quality)

他們的互動更為頻繁。

態度 (Attitude) 信心 (Confidence)

價值觀 (Value)
他們對彼此的觀感更為正面。

狀態 (Condition) 狀況 (Circumstances)

生活境況 (State of being)

他們擁有更多不同世代的朋友。

認知(Knowledge) 知識認知 (Awareness)

知識獲取 (Acquisition)

他們知道如何與彼此互動。

滿意度 (Satisfaction) 重覆使用者(Repeat user)

推廣人員(Promoter)

他們對計劃感到滿意。

表1:   BACK(S )  框架的評估模型

資料來源: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2017) 

圖 1 :   BACK(S) 模型的流程圖

認知

態度

透過行動獲取知識

增加對議題的認

識，驅使行為按照

期望改變

持續的行為改變所

帶來的長遠變化

態度轉變 (如:  更正

面的觀感) 驅使行

為按照預期改變

體驗有助提高了

解或興趣

「狀態」的適用範圍取

決於項目性質 (如:  在

追蹤研究期內能夠實現

狀態變化的可能性)

「狀態」有時候可以是

某些項目的主要目標 (

如:  安置沒有棲身之所

的人士)

增加對議題的開放

態度或好奇心，促

使進一步的探究

透過獲取知識來改

變態度

行為 狀態

B A C K ( S ) 監 測 及 評 估 框 架
香 港 賽 馬 會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適 用 範 圍 :  所 有 類 型 的 干 預 計 劃

BACK (S )框 架 背 後 的 概 念 源 自 「 認

知 - 態 度 - 行 為 ( Knowledge-Atti tude-

B e h a v i o u r ) 」 或 「 認 知 - 態 度 - 實 踐 

( Knowledge-Atti tude-Practice) 」 的

評 估 模 型 ， 並 加 入 額 外 兩 項 範 疇 :

「 狀 態 ( C o n d i t i o n ) 」 及 「 滿 意 度 

(Satisfaction)」。

下 表 以 一 項 促 進 長 者 及 青 少 年 跨 代

共融的假想計劃為例，運用BACK(S)

框架來顯示該計劃的預期改變: 

BACK(S)是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

金 ( 2017) 制 定 的 監 測 及 評 估 框 架 。

其 目 標 旨 在 ( 一 ) 提 倡 以 成 效 為 本 

(outcome-based)的量度方法來評估慈

善項目的效用；(二)促進持續學習，

讓計劃不斷改進；以及(三)為慈善及

非 牟 利 界 別 中 不 同 性 質 的 項 目 建 立

一套通用的評估方法。

此 框 架 經 特 別 設 計 ， 省 卻 為 項 目 量

身 定 制 評 估 方 法 的 功 夫 。 框 架 亦 方

便 蒐 集 用 來 改 進 計 劃 的 相 關 資 料 ，

增加其創造長遠效益的機會。  

件 。 然 而 ， 改 變 往 往 需 要 漫 長 的 時

間 ， 相 關 成 效 或 會 難 以 在 研 究 期 內

被記錄。

最後，BACK(S)框架加入一些簡單的

衡 量 指 標 作 為 第 五 個 評 估 範 疇 ， 以

記 錄 受 助 人 對 項 目 的 滿 意 程 度 及 比

率 。 此 範 疇 讓 馬 會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在

評 估 項 目 成 效 和 可 持 續 性 時 ， 能 同

時 了 解 用 家 的 意 見 和 需 求 。 下 面 的

圖 像 顯 示 了 認 知 (Knowledge)、 態 度 

(Attitude)、行為 (Behaviour) 和狀態 

(Condition) 之間的關係：

一 個 成 功 的 項 目 會 讓 受 惠 者 在 認

知 、 態 度 及 行 為 上 有 所 轉 變 ， 令 狀

況 得 以 改 善 。 舉 例 而 言 ， 受 惠 者 可

以 透 過 行 動 獲 取 知 識 ， 繼 而 改 變 其

態 度 ， 繼 而 驅 使 行 為 上 的 進 一 步 轉

變 ； 反 之 ， 體 驗 有 助 提 升 受 惠 者

對 議 題 的 了 解 或 興 趣 ， 增 加 他 們 的

開 放 態 度 或 好 奇 心 ， 從 而 推 動 他 們

學 習 更 多 知 識 ， 並 加 強 行 為 上 的 轉

變。

如 果 能 夠 維 持 上 述 改 變 ， 有 關 項 目

最 終 會 改 善 受 惠 者 的 生 活 狀 態 及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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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框架 (Logical Framework) 和辨識成效

BACK(S)模型以邏輯框架(logical framework, log 

frame)為基礎，勾畫出項目的投放(inputs)、活動 

(activities)、結果 (outputs)及成效 (outcomes)，

有助辨識及監測預期的變化及成效。

把 BACK(S )與 邏 輯 框 架 結 合 運 用 ， 可 讓 項 目 管

理者於策劃階段評估項目的改變理論(Theory of 

Change)。 此 方 法 亦 鼓 勵 項 目 管 理 人 員 辨 識 在 邏

輯框架中的重要假設，以確保預期的成效能夠實

現。

當項目的預期成效未能實現，管理人員可以探究

各項假設，並進行修改。舉例稱，若探訪護養院

的目的是為了增加長者的幸福感，但結果長者並

沒有感到快樂，主辦單位就應調查箇中原因，並

考慮重新設計活動。

B 型 企 業 影 響 力 評 估  
B 型 實 驗 室 (B LAB)

適 用 範 圍 :  企 業 、 社 會 企 業

完 成 ， 它 被 業 界 視 為 其 中 一 個 最 便

捷的SIA模型。

BIA評 估 涵 蓋 管 治 、 社 區 、 員 工 、

環 境 及 客 戶 五 大 領 域 ， 並 依 據 每 間

企 業 的 地 域 市 場 、 規 模 和 界 別 而 定

制 。 各 領 域 均 包 含 5 至 6 個 分 項 ，

如 : 就 業 機 會 、 員 工 薪 酬 、 環 境 輸

出 等 。 評 估 的 內 容 及 比 重 由 獨 立 的

標準諮詢委員會(Standards Advisory 

Counc i l )負 責 規 管 。 基 於 評 估 的 性

質 ， 接 受 評 估 的 企 業 需 要 事 先 諮 詢

員 工 、 供 應 商 或 受 惠 者 ， 以 全 面 評

估其表現。

B型企業影響力評估 (BIA) 由B型實

驗室 (B Lab, 2009) 開發及管理。

它 是 一 套 統 一 的 工 具 ， 用 作 評 估 企

業 在 社 會 和 環 境 層 面 上 的 整 體 表

現。B型企業(B Corporations)認證和

GIIRS企 業 及 基 金 評 級 均 採 用 了 B I A

的 評 估 框 架 。 BIA已 被 超 過 150個 夥

伴組織應用(例如: 投資者、商界網

絡、供應鏈經理以及政府夥伴)-全球

逾50,000家企業曾使用BIA系統。企

業 提 交 系 統 的 數 據 會 與 另 外 25,000

家 企 業 的 數 據 進 行 基 準 比 較 ， 利 用

這 個 龐 大 的 數 據 庫 來 顯 示 各 企 業 的

相對表現。由於BIA可於約90分鐘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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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A評分的意思和應用

業 廣 泛 採 用 ， 它 具 有 足 夠 數 據 提 供

有效而可靠的報告及基準。

任 何 企 業 皆 可 免 費 進 行 B I A 。 B 型

實 驗 室 可 另 向 企 業 頒 發 B 型 企 業 (B 

Corporation)認 證 ， 證 明 企 業 在 社 會

和 環 境 方 面 的 表 現 。 若 企 業 想 獲 得

此 額 外 認 證 ， 則 需 在 問 責 制 度 和 透

明 度 兩 方 面 符 合 進 一 步 的 要 求 ， 並

需向B型實驗室繳付一定的年費。

B 型 實 驗 室 每 三 年 更 新 一 次 BIA， 務

求 它 能 與 時 並 進 ， 趕 上 社 會 及 環 境

對 策 的 創 新 步 伐 ， 並 採 納 用 家 和 外

界 對 各 項 議 題 的 意 見 。 在 目 前 的 第

五 個 版 本 中 ， BIA作 出 了 不 同 方 面

的 更 新 ， 其 中 包 括 為 服 務 界 別 設 立

一 個 新 的 評 估 範 疇 ， 以 針 對 營 運 及

環 境 足 印 極 為 顯 著 的 企 業 ， 如 建 造

業、餐飲及款待業等。

完 成 評 估 後 ， 企 業 將 收 到 一 個 BIA

綜 合 評 分 和 不 同 類 別 中 所 獲 得 的 詳

細 分 數 。 評 級 能 讓 商 業 領 袖 了 解 企

業 的 強 項 及 弱 項 ， 並 與 其 他 企 業 比

較 ， 繼 而 作 出 更 明 智 的 決 策 或 資 源

分配。

在持份者參與方面，BIA具有直接評

估 持 份 者 參 與 程 度 的 指 標 。 此 外 ，

由 於 B I A 涵 蓋 企 業 主 要 持 份 者 ( 員

工、社區、環境、客戶)的議題，為

了 準 確 完 成 B I A 並 保 改 進 企 業 的 表

現，企業或需要諮詢有關持份者。

各 企 業 所 提 交 的 數 據 會 自 動 上 載 至

B 型 實 驗 室 的 數 據 庫 ， 用 作 設 立 基

準 ， 確 保 評 估 系 統 能 保 持 最 高 水 平

的效益、公平性及公信力。由B型實

驗 室 所 設 定 的 統 一 評 估 問 題 能 讓 企

業 了 解 業 界 內 的 平 均 表 現 ， 以 及 於

上述各領域的排名。由於BIA已被企

參 考 文 獻

The B Lab (2009). B Impact 

Assessment. Retrieved July 12, 2017, 

from http://bimpactassessment.net/.

B型實驗室

– 

聯絡方法

高級標準管理分析員

Ana Citlalic Gonzalez-Martinez

電郵: acgonzalez@bcorporatio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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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社企認證標誌模型概要

資料來源: 香港社會企業總會有限公司 (2015)

類別

創進級 

(Intermediate)

營運3年或以上，或聘

用10位或以上的全職

僱員*

創越級 

(Advanced)

營運5年或以上*

申請資格

*最少50%的收入必須由

業務產生，並須重新投

資不少於65%的利潤(如

有)作社會用途

創建級 

(Start-up/Small 

Scale)

營運少於3年，或聘用少

於5位全職僱員 /

財務方面的特定要求

實地考察/

驗證

最終審核 /驗證

三年

創啟級 

(Incubating 

Member)

營運少於2年，或準備在

12個月內開始營運，並具

詳細的業務計劃/預測

/ 電話訪談 兩年

有效期

社 企 認 證 標 誌 (SEE Mark)  
香 港 社 會 企 業 總 會 有 限 公 司

適 用 範 圍 :  啟 動 或 營 運 中 的 社 會 企 業

在 不 同 發 展 階 段 的 社 企 ， 其 創 立 源

起 和 需 求 各 有 不 同 ， 社 企 認 證 標 誌

因 此 設 立 了 四 個 申 請 資 格 和 篩 選 準

則 不 一 的 會 員 類 別 ， 讓 不 同 社 企 申

請此認證。

社企認證標誌 (SEE Mark)由香港社會

企業總會有限公司 (2015) 創立，以

協 助 社 企 加 強 其 營 運 能 力 ， 促 使 它

們 達 成 社 會 、 經 濟 及 環 境 方 面 的 效

益 目 標 。 此 計 劃 旨 在 : ( 一 ) 推 廣 及 認

可 社 企 在 設 計 、 營 運 及 服 務 上 的 做

法 ； ( 二 ) 提 升 公 眾 對 社 企 價 值 的 認

同；(三)加強公眾信任，讓社企能夠

成為優質商品及服務的首選。

認證/評核過程包含五個重要步驟: 

4 .  評核員審核申請及附隨的證明文

件，並根據申請的認證類別，透

過電話訪談或實地考察驗證；

以及 

5 .  社企認證委員會就評核建議作最

終審批，並通知申請人評核結果。

1.  申請人提交自我評核表初稿；

2.  評核員審核自我評核表初稿，

並向申請人提供反饋； 

3 .  社企提交自我評核表終稿；

八個評核領域

1 .  社會使命、創新與價值

2.  商業策略及執行

3.  人力資源政策和實踐

4.  財務管理

5.  企業管治與領導

6.  顧客滿意度

7.  社區參與

8.  良心消費及社會價值教育與傳播

社 企 認 證 標 誌 要 求 申 請 人 就 下 列 八

項 評 核 領 域 提 供 資 料 。 自 我 評 核 表

分為兩部分，包括: 甲部) 機構概

況，和乙部) 商業策略及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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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自我評核表

比 例 。 若 目 標 輸 出 和 實 質 輸 出 存 在

差異，則需要進行調查。

至於社會、經濟和/或環境的成效，

則 會 使 用 成 效 指 標 作 評 估 。 然 而 ，

評 核 員 並 不 需 要 把 非 市 場 效 益 以 貨

幣價值量化。

除 了 審 查 社 企 目 前 和 將 來 所 創 造 的

效益是否與其願景/使命一致，社企

認 證 標 誌 亦 會 評 估 社 企 的 商 業 營 運

和 業 務 策 略 。 因 此 ， 自 我 評 核 表 的

乙 部 會 審 核 社 企 的 人 力 資 源 政 策 和

實 踐 、 社 區 參 與 、 顧 客 滿 意 度 、 良

心 消 費 及 社 會 價 值 教 育 與 推 廣 、 財

務 管 理 ， 以 及 企 業 管 治 與 領 導 等 領

域。

甲部要求申請人提供下列資料: 背

景、願景和使命(vision and mission)

以 及 社 企 致 力 改 變 的 社 會 問 題 ； 相

關 持 份 者 及 其 需 求 ； 人 力 及 財 務 資

源輸入(resource inputs)；以適用的績

效指標進行的輸出-效益闡述(output-

outcome mapping)；以及審視有關挑

戰、機遇和可擴展性等議題的SWOT

分析。

此 部 分 旨 在 界 定 輸 入 - 輸 出 - 成 效 

(input-output-outcome)的邏輯框架，

以 了 解 所 期 望 的 變 化 及 其 預 計 / 已

實 現 的 效 益 。 輸 入 ( i n p u t s )包 括 人

力 、 財 務 和 其 他 組 織 的 資 源 。 輸

出 (ou t p u t s )則 考 慮 服 務 量 (se r v i c e 

throughputs)和 來 自 弱 勢 社 群 的 用 家

評核過程的餘下步驟

涵 蓋 所 有 必 要 的 資 訊 ， 並 具 有 充 足

的證據來進行全面評核。

審核自我評核:

在 審 核 自 我 評 核 表 初 稿 時 ， 評 核 員

會 提 供 反 饋 ， 並 指 導 申 請 人 如 何 收

集 相 關 的 資 料 ， 以 確 保 提 交 的 終 稿

所需證據、持份者參與及數據比較

隨 著 越 來 越 多 的 社 會 企 業 進 行 認

證 ， 我 們 預 想 社 企 認 證 標 誌 將 擁 有

一 個 足 夠 龐 大 的 數 據 庫 作 設 立 基 準

之 用 ， 並 能 讓 社 企 分 享 學 習 經 驗 及

提升能力。

不 同 認 證 類 別 的 資 料 要 求 和 評 核 深

度 均 有 所 不 同 。 一 般 而 言 ， 申 請 的

認 證 類 別 越 高 ， 所 要 求 的 合 規 說 明

及證據也越多。

持 份 者 將 需 要 參 與 提 供 有 關 資 訊 ，

以 編 寫 評 核 表 及 籌 集 所 需 的 證 明 文

件 。 評 核 員 亦 可 能 會 在 訪 談 和 實 地

考 察 時 ， 直 接 與 特 定 的 持 份 團 體 接

觸。

結果公布: 

評 核 員 會 遵 循 指 導 原 則 ， 並 運 用 其

專 業 判 斷 ， 全 面 考 慮 在 訪 談 時 搜 集

到 的 文 件 及 資 訊 ， 以 擬 定 評 核 建

議 。 所 有 獲 認 證 的 社 會 企 業 或 社 企

項 目 均 需 進 行 周 年 檢 討 。 在 有 條 件

下 獲 認 證 的 社 企 ， 必 須 提 供 證 據 顯

示 已 就 條 件 的 要 求 作 出 行 動 。 未 能

提 交 證 據 的 社 企 可 在 準 備 妥 當 時 重

新接受評核。

終稿提交及評核員審批: 

評 核 員 會 審 核 自 我 評 核 表 終 稿 ， 並

根 據 申 請 的 認 證 類 別 ， 安 排 電 話 訪

談 或 實 地 驗 證 考 察 。 在 訪 談 或 實 地

考 察 前 ， 評 核 員 會 說 明 需 要 審 查 的

文 件 類 別 和 工 作 流 程 ， 以 及 他 們 需

要 訪 問 的 人 士 。 訪 談 時 ， 申 請 人 將

被 要 求 展 示 他 們 如 何 履 行 其 社 會

使 命 ， 並 解 釋 其 日 常 運 作 和 商 業 政

策 。 在 評 核 過 程 中 ， 提 供 證 據 及 相

關證明文件的步驟尤為重要。



14 15社會影響評估 (SIA) 框架社企認證標誌 (SEE Mark)

認證身份

通過認證的社會企業將獲頒社企認證標誌。社企

可於店舖內張貼該標誌，以便公眾識別，加強大

眾對社企的信任。

香港社會企業總會有限公司現正參考國際經驗，

以檢討社企認證標誌的評核框架。更新的評核框

架會充分考慮社企的社會效益及與持份者溝通等

方面的表現，預計將於2017年底推出。

參 考 文 獻

Hong Kong General Chamber of 

Social Enterprises Limited (2015). 

Social Enterprise Endorsement 

Mark. Retrieved August 1, 2017, 

from http://www.seemark.hk/

en-gb/

香港社會企業總會有限公

司社企認證標誌

– 

聯絡方法

香港社會企業總會有限公司

電話: (852)3616 6951

網站: www.seema r k . h k

電郵: in fo@sechambe r . h k

地址: 香港九龍觀塘鴻圖道16

號志成工業大廈12樓1205室

社 會 影 響 評 估 (SIA)框 架 
香 港 社 會 服 務 聯 會 ( 社 聯 )

適 用 範 圍 :  非 牟 利 組 織 、 社 會 企 業 、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項 目 、 政 府 機 關 、 基

金 會 及 創 效 投 資 者 （ 可 以 應 用 框 架 以 了 解 某 一 項 目 、 組 織 或 政 策 的 社

會 效 益 ）

有 關 機 構 亦 應 進 行 問 卷 調 查 、 個 人

以及聚焦小組訪談，以確定計劃/政

策 的 結 果 。 該 結 果 應 包 括 預 期 以 外

的因素，以及其他對社會大眾所造成

的改變。辨識各種結果有助評估人員

建立改變理論(theory of change)。

此 框 架 亦 建 議 一 系 列 的 結 果 指 標 作

參 考 之 用 ， 並 附 有 選 擇 指 標 的 指

南。有關指標包括: 技能、知識、行

為 、 健 康 、 態 度 、 心 理 變 化 和 財 務

影響。

此外，此框架著重結果(outcomes) 與

影 響 (impacts )之 間 的 區 別 。 在 框 架

下，效益(impacts)被定義為在社區層

面 中 ， 人 們 生 活 以 及 與 他 人 互 動 方

式 的 改 變 ， 並 可 從 三 個 級 別 進 行 評

估，分別為個人、社區/社會，和項

目/組織。

香 港 社 會 服 務 聯 會 的 社 會 影 響 評 估 

(SIA)框 架 (2013)要 求 有 關 計 劃 或 政

策 訂 立 清 晰 的 目 標 。 有 關 目 標 應 涵

蓋下列元素：

•持份者的辨識

• 計 劃 或 政 策 的 輸 出 (outputs)， 如 : 

服務人數和其他服務量

•計劃或政策的影響(outcomes)，如: 

干預措施所帶來的行為改變

• 能 反 映 計 劃 或 政 策 結 果 的 質 性 或

量性指標

•外來因素的考慮 – 例如，一些即

使沒有干預措施也會產生的結果

在 確 定 上 述 的 關 鍵 因 素 後 ， 評 估 機

構 必 須 重 新 審 查 / 修 改 持 份 者 的 名

單 ， 以 確 保 有 關 評 估 涵 蓋 所 有 重 要

的持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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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尊

社會的能力建設及賦權 

技能提升

評估級別

個人

社區 /  社會

項目 /  組織

資料來源: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2013)

層面

生活質素

社會參與 

可持續性 

表 3 :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會影響評估(SIA)框架概覽

與這些層面作配對，以便量度。

下 表 顯 示 了 評 估 框 架 的 三 個 級 別 及

其相對應的六個層面: 

三 個 級 別 的 評 估 可 以 用 作 不 同 目

的 。 每 個 級 別 可 進 一 步 分 為 兩 個

層 面 ， 而 用 家 可 在 其 中 挑 選 合 適

的 影 響 指 標 作 評 估 。 從 結 果 描 繪 

(outcome mapping)中所辨識的結果會

干 預 計 劃 所 導 致 的 福 祉 改 變 或 其 他

種類的抽象價值。

然而，下列結果 (如適用) 的貨幣價

值應被包括在內: 

• 計劃和參加者所產生的收入

• 社會、參加者和組織所免卻的開支

• 組織和用家所產生的開支

• 其他間接參與計劃或受計劃影響

    的單位所產生的開支

SIA框 架 還 包 括 數 據 收 集 方 法 的 指

引 。 評 估 人 員 必 須 設 定 一 個 參 考 基

準 線 ， 而 最 理 想 的 做 法 是 進 行 事 前

和 事 後 分 析 。 為 了 方 便 收 集 數 據 ， 評 估 框

架 也 接 受 評 估 人 員 向 持 份 者 追 溯 他 們 感 受

到的改變。

以 大 數 據 和 使 用 比 較 組 別 來 建 立 基 準 線 作

評 估 用 途 也 屬 可 行 的 方 案 。 這 些 方 法 都 旨

在 評 估 項 目 或 政 策 所 引 致 的 影 響 。 若 用 家

需 作 更 嚴 謹 的 基 準 制 定 ， 則 需 要 與 其 他 服

務提供者進行比較。

此 框 架 還 建 議 了 下 列 的 方 法 來 量 度

結果及揭示它們的相對重要性。

• 主觀價值的陳述

• 小組專家的判斷

• 評級 (調查問卷所得的回覆)

• 評分

• 成果統計 (例如: 獲拯救的人數)

• 節省的時間

• 貨幣價值 (例如: 節省的金額)

請 留 意 上 述 貨 幣 價 值 (monetization) 

一 項 並 不 要 求 評 估 人 員 使 用 複 雜 的

估 值 方 法 把 各 項 結 果 貨 幣 量 化 。 換

句 話 說 ， 評 估 人 員 無 需 以 幣 值 量 化

參 考 文 獻

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2013).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Retrieved July 12, 2017, 

from http://sia.hkcss.org.hk/index.

php?lang=eng&action=SIAframework.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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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方法

電郵: s ia@hkcss . o r g . h k

電話: 28642975

傳真: 28642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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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級

對活動的滿意程度 [反應]

參加者的意見，包括對計劃的實用性及滿意程度

第二級

態度和技能的改變 [學習]

參加者透過計劃所獲得的知識、技能和信心

第三級

行為改變 [行為]

參與計劃後，參加者在日常生活中就相關知識、技能及態度的應用

第四級

投資回報及成果 [成果]

以數值及幣值量化選定的成果，並把成果與初始投資額作比較

資料來源: Kwan ,  C .H . ,  Kee ,  C .H . ,  Chan ,  K .F .  &  Ng ,  C .H .  (2016)

表4 :  柯氏模式 (Kirkpatrick Model)  的四個量度級別

社 會 效 益 量 度 ( S I M )  
豐 盛 社 企 學 會 ( F S E S )

適用範圍: 社會企業、社福機構、企業社會責任項目、與就業融合相關的項目

柯氏培訓評估模式  (The  Ki rkpat r i ck  Model  o f  T ra in ing  Eva lua t ion )

成 效 而 制 定 的 柯 氏 模 式 (Kirkpat r ick 

Model)。

柯氏模式包含四個量度級別：

為 了 解 受 惠 者 在 干 預 計 劃 的 體

驗，Kwan, C.H., Kee, C.H., Chan, K.F. 

& Ng, C.H. (2016) 參考由Donald 

Ki r kpa t r ick於 1954年 為 了 評 估 培 訓

了解成效指標的變化和選擇

(materiality)，有些成效可以輕易量

度 ， 但 對 計 劃 的 實 質 成 效 無 關 ， 而

效 益 分 析 師 不 應 考 慮 這 些 不 重 要 的

成效。

成效指標乃根據量度的深度/規模來

分類:由第一級(反應評估)、第二級(

學習評估)至第三級(行為評估)。級別

越高，計劃評估的規模則越大。SIM

亦 考 慮 到 評 估 所 覆 蓋 的 廣 度 ， 指 標

可反映計劃為受惠者 (受影響的小眾

計劃參加者)、持份者、社區或社會 

(受影響的大眾) 所帶來的成效。成

效 指 標 可 以 兩 個 面 向 作 分 類 ， 以 下

表的方式排列。

如 同 其 他 的 效 益 評 估 模 型 ， 社 會 效

益量度(S IM)著重改變理論—製造社

會 效 益 及 價 值 的 過 程 。 在 建 構 改 變

理 論 時 ， 效 益 分 析 師 需 說 明 籌 辦 該

項 活 動 所 使 用 的 資 源 ， 以 及 活 動 將

如何達致成效，並最終影響社會。

SIM不會量度非持份者以及非預期成

效 ， 以 免 作 出 過 高 或 過 低 的 估 算 。

因 此 ， 效 益 分 析 師 應 清 楚 列 出 重 要

持 份 者 的 名 單 、 有 關 計 劃 活 動 和 預

期 成 效 的 細 節 ， 以 及 在 建 立 改 變 理

論時作出的所有主要假設。

效 益 分 析 師 應 採 用 能 顯 示 實 質 成 效

的 指 標 ， 指 標 的 選 擇 應 依 據 效 益 分

析 師 的 判 斷 。 效 益 分 析 師 不 應 混 淆

可 量 度 性 (measu r ab i l i t y )和 實 質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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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益 分 析 師 在 編 寫 上 表 時 ， 應 考 慮

效益評估的財務預算。SIM建議填寫

不多於10個格子。

社會效益量度(SIM) 社會效益量度(SIM)

資料來源: Kwan ,  C .H . ,  Kee ,  C .H . ,  Chan ,  K .F .  &  Ng ,  C .H .  (2016)

表5 :  成效指標的三個級別 

成效指標

受惠者

持份者

社區

社會

第一級

情感 [反應]

第二級

認知 [學習]

第三級

行為

深度遞增

廣度遞增

S I M 並 不 建 議 使 用 複 雜 的 研 究 方 法 來 進 行 對 照

比較，例如:隨機對照研究(randomized control 

trials)  和對照組實驗 (control group experiments)

。 相 反 ， 效 益 分 析 師 應 該 從 收 集 到 的 結 果 與 政

府 現 有 的 數 據 進 行 比 較 。 若 沒 有 現 成 的 基 準 線

數據，他們應自行區分與計劃無關的影響。

至於繁複的貨幣量化(monetization)方法，例如:敘

述性偏好(stated preference)、顯示性偏好(revealed 

preference)和主觀幸福感估值 (subjective well-

being valuation)等，由於其成本極為高昂，SIM

也不建議使用。反之，SIM著眼於直接反映經濟

利 益 的 貨 幣 價 值 。 有 關 的 貨 幣 價 值 例 子 包 括 政

府 所 節 省 的 成 本 和 創 造 就 業 所 帶 來 的 薪 金 開 支

等 。 在 適 用 的 情 況 下 ， 這 些 價 值 能 透 過 簡 單 的

成本效益分析(benefit-cost analysis)，以及效益

率 (efficiency ratio) /  社會回報率 (social return 

ratio)的計算而獲得。

參 考 文 獻

Kwan, C.H., Kee, C.H., Chan, K.F. & 

Ng, C.H. (2016). Introduction to Social 

Impact Measurement – Hong Kong 

Context. Hong Kong: Fullness Social 

Enterprises Society Limited.

量度方法及估值途徑

效 益 分 析 師 可 自 行 選 擇 是 否 進 行 聚

焦 小 組 和 問 卷 調 查 。 雖 然 此 選 項 或

會削弱SIM的嚴謹度，但卻令SIM成

為 前 線 社 工 及 社 企 進 行 評 估 的 一 項

便利工具。

SIM 是為低成本評估而設。 它不要

求 效 益 分 析 師 定 制 調 查 工 具 來 記 錄

結 果 ， 反 而 建 議 採 用 由 學 者 或 專 業

機 構 制 定 的 現 成 問 卷 。 對 預 算 有 限

的 服 務 組 織 、 社 企 以 及 前 線 社 工 ，

這是一個方便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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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價值的七項原則

表6:  社會價值的七項原則

持份者的參與 

了解變化 

為重要成果估值 

僅納入重要資訊

不誇大成果

保持透明度

驗證結果

在評估的策劃階段諮詢受惠者及持份者

建立改變理論，並收集各種正面和負面改變的證據

為各項經濟、社會及環境效益與成本估值，並確定各項成效的相對重要性

只報告重要和相關的資訊

將結果與必會發生的情況作比較

列明所有假設和證據

與他人審核結果

資料來源: 英國社會價值組織 (Soc ia l  Va lue  UK ,  2014)《Sta r t i ng  Ou t  on  Soc ia l  Re tu rn  on  Inves tmen t》

資料來源: 英國社會價值組織 (Soc ia l  Va lue  UK ,  2014)《Sta r t i ng  Ou t  on  Soc ia l  Re tu rn  on  Inves tmen t》

表7:  SROI分析的關鍵問題 

誰被改變?

他們如何改變?

你如何得知?

你的影響有多大?

改變有多重要? 

包括對所有人、組織和環境所造成的影響

考慮所有重要的正面及負面改變，包括預期及非預期的結果

從各方來源收集證據，個人意見除外

考慮可能引起正面或負面改變的所有其他影響

為所有受影響的人、組織和環境的改變估值

社 會 投 資 回 報 ( S R O I )

國 際 社 會 價 值 協 會 Social Value International 

(前身為國際社會投資回報網絡 The SROI Network International) 

適用範圍: 非牟利組織、社會企業、企業、政府機關、基金會及創效投資者

（可以應用此評估方法以了解某一項目、組織或政策的效益）

的成本和效益一併納入決策過程。

SROI框 架 的 核 心 是 「 社 會 價 值 的 七

項原則(Seven Principles of Social 

Value)」。

根 據 國 際 社 會 價 值 協 會 (2015)， 社

會投資回報(SROI)是一項以原則為基

礎 (principles-based)的框架，用作辨

識 及 管 理 干 預 措 施 對 持 份 者 的 影 響 

– 有 關 價 值 的 定 義 並 不 限 於 市 場 價

格 ， 而 是 把 社 會 、 環 境 、 經 濟 方 面

五 個 問 題 ， 就 可 著 手 應 用 社 會 價 值

原則:

要進行一個完整的SRO I分析需要大

量 的 時 間 和 資 源 ， 但 只 要 回 答 以 下

5.  計算SROI :  把所有效益加起來，

扣 減 任 何 負 面 影 響 ， 將 結 果 與 所

投 放 的 資 源 作 比 較 ， 並 進 行 敏 感

測試 (即把每項變數逐一改變，

並觀察SROI相應的變化)。

雖然SROI的價值闡述(value map) 與

財務計算相似，但SRO I效益模型十

分 重 視 持 份 者 的 觀 點 。 對 於 不 具 有

市場價值的成效，SRO I亦特別注重

透過財務代用變數(financial proxy)作

為 成 效 以 貨 幣 單 位 作 估 值 。 此 效 益

模 型 亦 有 助 組 織 與 必 會 發 生 的 結 果

進行比較。

社會價值創造(social value creation)是

以 每 投 入 一 元 所 能 產 生 的 社 會 價 值

的比率來表示。

運 用 S R O I 時 ， 效 益 分 析 師 會 進 行

以 下 五 個 步 驟 來 建 構 S R O I 價 值 闡

述 (SROI value map)，以探討輸入 

(input)和效益(impact)之間的質性和

量性關係。

1.  設定範圍及辨識關鍵持份者:為

SRO I分析的覆蓋層面及所採用的

研究方法建立明確的界線。

2.  闡述成效:建立改變理論，即輸

入、輸出及成效的關係。

3.  搜集證據及估值: 此階段包括收集

證 據 以 證 明 成 效 的 存 在 ， 並 為 成

效估值。

4.  確立效益: 撇除由其他因素所導致

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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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體 影 響 測 量 和 管 理 (T IMM )

普 華 永 道  (PricewaterhouseCoopers, PwC)

適 用 範 圍 :  企 業 、 社 會 企 業 、 政 府 機 關 、 非 牟 利 組 織

社會投資回報(SROI)

香港社會效益分析師學會

– 

聯絡方法

項目主任

Pat r i c ia  Chen  女士

電郵: s ro i . h kg@gmai l . com 

整體影響測量和管理(TIMM)

社會投資回報 (SROI )  公式

圖2:  社會投資回報 (SROI )  公式 

資料來源: 英國政府內閣部 (2012)《A Guide  to  Soc ia l  Re tu rn  on  Inves tmen t》

值得留意的是，SROI有兩種類別：(一) 評估類

型 ， 即 基 於 實 際 成 效 而 進 行 的 評 估 ； 以 及 ( 二 ) 

預 測 類 型 ， 即 預 測 活 動 成 果 的 價 值 。 S R O I 能 在

活動的策劃階段使用後者，既可顯示資源投放的

效益，亦能辨識項目開展後需要量度的範疇。

參 考 文 獻

Cabinet Office (2012). A Guide to 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Retrieved July 12, 2017, from http://www.socialvalueuk.

org/resources/sroi-guide/

Social Value International (2015). The Seven Principles of Social Value. Retrieved July 12, 2017, from http://socialvalueint.

org/wp-content/uploads/2015/05/Principles-of-Social-Value_Pages.compressed.pdf.

Social Value UK (2012). Starting Out on 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Retrieve July 12, 2017 from https://

socialvalueselfassessmenttool.org/wp-content/uploads/intranet/758/pdf-guide.pdf

社會影響

•民生

•健康

•教育

•賦權

•社區凝聚力

稅務影響

•環境稅項

•財產稅項

•生產稅項

•個人稅項

•利得稅項

經濟影響

•無形資產

•出口

•投資

•利潤

•工資

環境影響

•溫室氣體和其他空氣排放

•水污染

•廢物

•土地利用

•水資源利用

表8.   T IMM 四個考量層面

資料來源: 普華永道 (2013)

SROI比率=

輸入總值
總社會效益

淨損失因子 

(deadweigh t )

歸因因子 

(a t t r i bu t ion )

替代因子

(disp lacemen t )

遞減因子 

(d ropof f ) 
X X XX

社會效益

社會 財務成本+

T I M M 從 四 個 層 面 考 慮 企 業 或 項 目

的 結 果 ， 分 別 為 社 會 影 響 、 環 境 影

響 、 稅 務 影 響 及 經 濟 影 響 。 每 個 層

面均設有五個領域例子，包括: 

整體影響測量和管理(Total Impact 

Measurement and Management, TIMM) 

由普華永道 (PwC, 2013)為企業、政

府 機 關 、 非 牟 利 組 織 及 慈 善 團 體 而

設。此框架著眼於持份者 (包括股東

和社區群體) 所得到的價值。 

制 簡 單 ， 本 地 的 公 司 可 修 訂 稅 務 影

響的覆蓋層面。

上 述 框 架 可 以 根 據 客 戶 的 行 業 和 需

要 作 調 整 。 舉 例 稱 ， 由 於 香 港 的 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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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整體影響測量和管理 (TIMM) 框架的示例 

資料來源:“Measu r ing  and  manag ing  to ta l  impac t :  A  new language  fo r  bus iness  dec i s ions” ©  2013 .  P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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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

影
響

環
境

影
響

稅務影響

水污染

廢物

土地利用

水資源利用

利得稅項

個人稅項

生產稅項

財產稅項

環境稅項

無形資產

出口

投資

利潤

工資

民生
健康

教育

賦權
社區凝聚力

溫室氣體和其他
空氣排放

     

商業活動

社會影響

財務表現$

員工
 

政
府

股東
 

客
戶

社
區

供
應
商

 經
濟

影
響

環
境

影
響

稅務影響

商業活動
水污染

廢物

土地利用

水資源利用

利得稅項

個人稅項

生產稅項

財產稅項

環境稅項

無形資產

出口

投資

利潤

工資

民生
健康

教育

賦權

社區凝聚力

溫室氣體和其他
空氣排放

方案一: 進口大麥

方案二: 在本地種植和採購確定各項結果的相對重要性

managing total impact: A new language 

for business decisions 》有一例子可

以說 明 此 概 念 。 該 例 子 中 的 啤 酒 製

造商有兩個取得大麥的方案: 從其他

國家進口或在當地種植。

T I M M 要 求 以 貨 幣 價 值 量 化 各 項 市

場 和 非 市 場 結 果 ， 以 便 效 益 分 析 師

比 較 不 同 的 項 目 ， 此 方 法 亦 有 助 效

益 分 析 師 了 解 公 司 對 社 區 的 主 要 影

響。普華永道出版的《Measuring and 

的 情 況 尤 為 重 要 ， 因 此 普 華 永 道 在

地 方 層 面 會 投 放 資 源 收 集 數 據 。 若

只 需 要 對 環 境 影 響 進 行 評 估 ， 用 家

則 可 針 對 環 境 影 響 編 制 「 環 境 損 益

表 (Environmental Profit & Loss, E 

P&L) 」 ， 為 公 司 的 環 境 影 響 作 全 面

評 估 。 效 益 與 成 效 也 可 以 用 相 同 的

方 法 進 行 評 估 ， 以 比 較 不 同 方 案 ，

加快決策過程。

上 圖 的 綠 色 棒 形 代 表 該 方 案 的 效

益 ， 紅 色 棒 形 則 代 表 成 本 。 比 較 顯

示 了 進 口 大 麥 的 方 案 會 製 造 更 多 空

氣 污 染 ， 而 於 本 地 種 植 大 麥 就 需 要

耗 用 更 多 水 源 。 決 策 者 可 以 選 擇 可

持 續 發 展 度 較 高 的 方 案 ， 並 讓 其 持

份者參與有關過程。

為 了 準 確 反 映 社 會 價 值 ， 了 解 當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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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M框架的核心是受業務影響的持份者，而框

架的目的是量化並以幣值評估對持份者的影響，

因此了解他們的觀點至為重要。有關資訊可以通

過初級研究 (如:  聚焦小組、問卷調查和訪談)，

或更常見的方法 – 在現有受業務影響的持份者

意見研究中獲得。

TIMM中的「整體(Total)」代表框架不會忽略任

何顯著的正面及負面影響。為了做到這點，在任

何項目開始時就需要了解所有持份者的觀點。福

利經濟學(welfare economics) 重視對持份者的影

響，TIMM基於此理論以幣值量度對所有持份者

的效益與成本，讓用家能明確了解項目所帶來的

影響的規模。

TIMM亦可以排除正常情況下的影響，以突顯特

定投資或項目所能帶來的效益。此外，通過比較

兩個替代策略的價值， TIMM還可以提供淨影響

分析 (net analysis) ，揭示兩個方案的差異。

透過使用統一方法，以福利經濟學為基礎，並以

可作比較的單位($)來量化整體影響，TIMM可幫

助 用 家 可 看 清 各 項 對 持 份 者 的 影 響 的 相 對 重 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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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價值的研究方法

識別和計算公司界外效應所創造和破壞的社會價值第一步

通過監管、持份者行動和市場動態，了解界外效應的內化(internalization)過程第二步

制定營商案例，說明創造社會價值如何能為股東帶來長遠價值第三步

表9:  真實價值影響分析三部曲

資料來源: 畢馬威  (2014)

效益分析師應按照以下三部曲來進行真實價值效益分析: 

持份者參與和實質性 (materiality)

真 實 價 值 模 型  (True Value Model)

畢 馬 威  (KPMG) 

適 用 範 圍 :  企 業 、 社 會 企 業 、 政 府 機 關 、 非 牟 利 組 織

生 的 界 外 效 應 。 透 過 採 取 更 全 面 的

角 度 來 評 估 價 值 ， 管 理 層 可 以 對 企

業 價 值 創 造 獲 得 新 見 解 ， 有 助 作 出

策略和營運方面的決策。

真 實 價 值 的 應 用 並 不 限 於 具 體 項

目 ， 模 型 可 擴 展 至 評 估 整 個 部 門 甚

至 整 個 公 司 為 社 區 帶 來 的 影 響 。 政

府 和 非 牟 利 界 別 也 可 以 利 用 此 模 型

來評估各項政策及計劃措施。

畢馬威 (2014) 為企業營運的經濟、

社 會 和 環 境 後 果 提 供 全 面 評 估 ， 此

工 具 被 稱 為 「 真 實 價 值 模 型 ( T r u e 

Value Model)」。透過加入對正面和

負面的界外效應(externalities)，此工

具 擴 闊 了 企 業 價 值 創 造 的 框 架 ， 把

社會和環境的價值創造納入其中。

真實價值框架通過三個渠道: (一) 監

管和標準；(二)持份者的行動；以及 

(三)市場動態，了解業務運作終將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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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價值模型尤其關注以下十個結果領域:

•人口增長

•水資源短缺

•財富

•食物安全

•森林砍伐

•生態系統退化

•物料資源短缺

•都市化

•能源與燃料

•氣候變化

但一般而言，畢馬威會根據該企業的業務情況

為每項評估度身定制結果框架。

真 實 價 值 有 助 推 進 一 個 全 方 位 的 影 響 量 度 框

架，讓企業能明確地了解業務營運期間所創造

或破壞的價值。對內方面，透過建立社會價值

創造與未來利潤潛力的連繫，真實價值能用作

風 險 評 估 工 具 ， 為 管 理 層 提 供 制 定 決 策 的 資

訊。對外方面，公司可選擇與公眾分享真實價

值影響分析的結果，以開闢嶄新途徑進行企業

報告及持份者參與。

資料來源: 畢馬威 (2014)  《A New Vis ion  o f  Va lue :  Connec t ing  co rpo ra t e  and  soc ie ta l  va lue  c r ea t ion》

參 考 文 獻

KPMG (2014). A New Vision of Value. 

Retrieved July 12, 2017, from https://

assets.kpmg.com/content/dam/

kpmg/pdf/2014/11/A-New-Vision-of-

Value.pdf. 

圖4:  真實價值模型圖示

正面經濟影響 +
稅收; 向員工支付的工資; 股東分紅; 貸款利息

負面經濟影響 - 
避稅; 貪污

正面社會影響 +
提供基建設施; 醫護或教育方面的社會效益

負面社會影響 - 
低工資; 負面的健康和安全影響; 污染對社會
健康的損害

正面環境影響 +
可再生能源; 土地管理; 回收

負面環境影響 -
溫室氣體和能源使用; 廢物; 生態系統破壞; 水
資源和原材料的使用

收益
(EARNINGS)

經濟
(ECONOMIC)

社會
 (SOCIAL)

環境
(ENVIRONMENTAL)

「真實」收益 
('TRUE' EARNINGS)

收入
(Revenue)

成本
(Cost)

收益
(Earnings)

正面經濟影響 負面經濟影響 正面社會影響 負面社會影響 正面環境影響 負面環境影響 「真實」收益

計 方 法 計 算 ) 結 合 ( 如 下 圖 所 示 ) ， 顯

示 企 業 在 所 有 界 外 效 應 被 內 化 後 的

「真實收益(true earnings)」。

畢 馬 威 會 以 圖 像 顯 示 公 司 的 「 真

實 」 收 益 ， 讓 用 家 著 眼 於 公 司 為 其

持份者所創造 (或降低) 的價值，以

及 企 業 如 何 制 定 和 指 揮 其 未 來 的 價

值創造措施。

真 實 價 值 要 求 以 幣 值 量 化 所 有

實 質 結 果 ( 包 括 正 面 和 負 面 的 外 部

效應)，以 評 估 它 們 的 相 對 重 要 性 。

非 市 場 商 品 的 貨 幣 價 值 能 讓 組 織 更

準 確 地 評 估 其 業 務 的 「 真 實 」 效 益

與成本。

此 模 型 把 各 方 的 界 外 效 應 貨 幣 量

化 ， 並 與 財 務 收 入 ( 以 標 準 財 務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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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對各項社會效益評估 (SIA) 工具進行分析，我們把SIA分析框架總括如下:

圖5:  社會效益評估 (SIA)  分析流程圖

資料來源: 香港社會效益分析師學會

價值創造過程

社會效益評估 (SIA)  過程 (A1)  了解改變及闡述成效

判斷

作出專業判斷的指導原則

(B1)  持份者參與

判斷

改善製造活動 福祉成效

(A2)  成效的相對重要性

(B2)  基準制定

(B3)  重要性

以成效及社會福祉為基礎的社會效益評估 
(SIA) 分析框架

效 益 分 析 師 在 執 行 A 1 及 A 2 時 ， 往

往 需 要 作 出 專 業 判 斷 。 因 此 ， 除 了

了 解 變 化 和 確 定 成 效 的 相 對 重 要 性

等 兩 項 原 則 外 ， 還 有 其 他 的 指 導 原

則 協 助 社 會 效 益 分 析 師 作 出 專 業 判

斷，其中包括：

(B1)  持份者參與

(B2)  基準制定

(B3)  重要性

S I A 框 架 著 重 成 效 和 福 祉 。 在 此 框

架 下 ， 活 動 的 價 值 只 會 以 其 產 生 的

結 果 來 衡 量 。 結 果 可 以 是 正 面 或 負

面 ， 最 終 會 根 據 福 祉 的 改 變 來 量

度。

SIA的過程有兩大功能，包括:

(A1)  了解改變

(A2)  確定各項成效的相對重要性

社會效益評估 (SIA)  的五項基本原則

B 1 . 持 份 者 參 與 ( S t a k e h o l d e r 

Engagemen t )

讓 持 份 者 參 與 及 知 悉 所 量 度 的 效 益

以 及 有 關 的 量 度 和 估 值 方 法 。 由 於

他們是有關價值創造的參與者 (有

份影響活動、或受活動所影響) ，所

以持份者需要參與整個SIA過程。讓

持份者參與亦能保證SIA基於具體實

證，並能對他們負責。

B 2 . 基 準 制 定 及 不 誇 大 成 效 

(Benchmark ing  and  Do Not  Ove r -

c la im)

僅 評 估 由 活 動 所 創 造 的 價 值 。 效 益

分 析 師 必 須 把 各 項 成 效 與 相 關 的 基

準 線 、 趨 勢 和 基 準 作 比 較 ， 讓 活 動

能 與 其 他 因 素 對 照 ， 估 算 由 活 動 所

引致的影響的規模。

B3 .  重要性 (Mate r i a l i t y )

下 列 就 S I A 分 析 框 架 五 個 部 分 所 作

的 說 明 ， 乃 參 照 國 際 社 會 價 值 協 會 

(Social Value International, SVI)所

提倡的「社會價值的七項原則 (The 

Seven Principles of Social Value)」

(SVI, 2015) 而編寫。

A1 .  描繪成效及了解改變 (Mapping 

Outcomes and Understanding Change)

透 過 收 集 正 面 和 負 面 改 變 的 證 據 來

評估預期和預期以外的改變。  此原

則 要 求 我 們 量 度 持 份 者 所 闡 述 的 成

效 ， 而 非 僅 根 據 計 劃 目 標 所 訂 立 的

預期改變來量度效益。

A 2 . 確 定 各 項 成 效 的 相 對 重 要 性

(Ascertaining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Outcomes)

根 據 持 份 者 的 偏 好 ， 為 各 項 效 益 估

值 ， 以 確 定 不 同 成 效 的 相 對 重 要

性 。 了 解 持 份 者 的 偏 好 或 他 們 對 不

同 成 效 的 重 視 程 度 ， 是 改 善 資 源 分

配和計劃設計的重要一環，以便優化

所創造的價值(value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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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定 必 須 包 含 的 資 訊 和 證 據 ， 讓 持

份 者 能 夠 根 據 真 實 情 況 作 出 合 理 的

結 論 。 由 報 告 機 構 計 算 所 有 成 效 是

不 切 實 際 的 做 法 。 因 此 ， 什 麼 成 效

應 被 納 入 或 排 除 在 外 是 效 益 分 析 師

需要作出的一個重要判斷。

在 本 小 冊 子 的 總 結 部 分 ， 我 們 會 運

用 S I A 的 總 體 框 架 和 上 述 五 項 社 會

價 值 原 則 來 分 析 各 項 社 會 效 益 評 估 

(SIA)  工具。

選擇社會效益評估 (SIA) 工具: 快速指南

A1.描繪成效及了解改變(Mapping 

Outcomes and Understanding 

Changes)

許 多 評 估 模 型 均 會 運 用 改 變 理 論 或

邏 輯 框 架 來 記 錄 受 惠 者 以 及 其 他 主

要 持 份 者 所 體 驗 到 的 改 變 。 但 亦 有

部 分 S I A 框 架 沒 有 明 確 地 採 用 「 輸

入-活動-輸出-成效(inputs-activities-

outputs-outcomes)」的架構，反而集

中 量 度 已 被 預 先 界 定 的 關 鍵 績 效 指

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KPIs)。

如何選擇SIA工具取決於組織的概況 

(企業還是非政府組織) 及特定需求 

(是為單一項目還是整個組織的效益

作評估)。

選擇SIA工具除以特定界別或組織類

型 作 配 對 外 ， 亦 應 與 評 估 的 目 的 有

所關連。評估目的通常分為 (一) 內

部使用: 讓項目主任及管理團隊作出

更 佳 的 決 策 以 達 致 更 高 的 效 益 ； 以

及 (二) 外部使用: 向資助機構提交

報 告 、 募 集 捐 款 、 市 場 推 廣 及 傳 訊

等 。 不 同 工 具 可 提 供 極 為 不 同 的 功

能 ， 若 不 考 慮 實 際 情 況 就 認 定 某 項

工具較其他為佳，未免過分草率。

以 下 部 分 我 們 將 進 行 五 項 比 較 分

析，以便用家 (包括非牟利組織或企

業) 可以更了解上述八個框架的主要

分別。

B 型企業影響力評估 (BIA)

社企認證標誌

BACK(S) 監測及評估框架

社聯的社會影響評估 (SIA) 框架

社會投資回報 (SROI)

豐盛社企學會的社會效益量度 (SIM)

普華永道 (PwC) 的整體影響測量和管理 

(TIMM)

畢馬威 (KPMG) 的真實價值

預定的關鍵績效指標 (KPI ) 鼓勵定制評估

表10:  預定的關鍵績效指標 (KPI) 與定制評估 (Tailored Assessment) 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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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預期和非預期結果的比較

BACKS 監測及評估框架

社企認證標誌

豐盛社企學會的社會效益量度 

(SIM)

B 型企業影響力評估 (BIA)

社聯的社會影響評估 (SIA) 框架

社會投資回報 (SROI)

普華永道 (PwC) 的整體影響測量和管理 

(TIMM)

畢馬威 (KPMG) 的真實價值

專注於預期成效 涵蓋非預期結果 

表12 :  依據貨幣量化的程度作比較

以評分系統作基準比較 部分貨幣量化

(Partial monetization)

完全貨幣量化

(Full monetization)

社會投資回報 (SROI)

普華永道 (PwC) 的整體影響測量和管理 (TIMM)

畢馬威 (KPMG) 的真實價值

BACK(S) 監測及評估框架

B 型企業影響力評估 (BIA)

社企認證標誌

社聯的社會影響評估 (SIA) 框架

豐盛社企學會的社會效益量度 (SIM)

表13 :  依據持份者的參與程度作比較

明確要求

持份者參與

鼓勵但沒有明確要求

社聯的社會影響評估 (SIA) 框架

社會投資回報 (SROI)

普華永道 (PwC) 的整體影響測量和管理 (TIMM)

畢馬威 (KPMG) 的真實價值

BACK(S) 監測及評估框架

B 型企業影響力評估 (BIA)

社企認證標誌

豐盛社企學會的社會效益量度 (SIM)

沒有明確地提及

表14:  採用基準線和比較組的比較

明確地提及 

基準線 (Baseline)及比較組 (Comparison Group)

BACK(S) 監測及評估框架

社聯的社會影響評估 (SIA) 框架

豐盛社企學會的社會效益量度 (SIM)

社會投資回報 (SROI)

普華永道 (PwC) 的整體影響測量和管理 (TIMM)

畢馬威 (KPMG) 的真實價值

B 型企業影響力評估 (BIA)

社企認證標誌

亦即項目所導致的意料/計劃之外的

結 果 。 著 眼 於 預 期 成 效 可 以 節 省 可

用 資 源 ， 卻 難 以 全 面 地 為 項 目 的 負

面/正面副作用作評估。

不同SIA模型對成效的調查範圍各有

不 同 。 八 項 評 估 工 具 中 有 三 項 只 專

注於評估預期(目標)的成效，而其餘

的 工 具 則 提 倡 涵 蓋 非 預 期 的 結 果 ，

完全貨幣量化(full monetization)要

求 將 所 有 實 質 成 效 以 貨 幣 價 值 作 估

算 ， 包 括 與 金 錢 無 直 接 關 係 的 項

目，例如自信及焦慮等。

有 些 框 架 提 倡 介 乎 兩 者 之 間 的 做

法 ， 我 們 稱 之 為 部 分 貨 幣 量 化 

(partial monetization)。這類框架會

評 估 直 接 收 入 或 成 本 節 省 ， 而 對 非

幣值的成效則會採用評分系統。

A2.確定各項成效的相對重要性

(Ascertaining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Outcomes)

確 定 成 效 的 相 對 重 要 性 有 兩 種 常 用

做 法 ， 包 括 以 基 準 或 以 貨 幣 量 化 的

價值作比較。

評 估 可 以 通 過 評 分 或 量 化 方 案 ， 與

類 似 的 計 劃 或 組 織 進 行 基 準 比 較 。

範 圍 當 中 。 有 些 模 型 對 持 份 者 參 與

有 明 確 的 要 求 ， 而 其 他 模 型 則 讓 效

益 分 析 師 視 乎 可 用 資 源 來 決 定 持 份

者參與的程度。

B1 .  持份者參與

在 資 源 允 許 的 情 況 下 ， 所 有 效 益 評

估 模 型 都 會 將 持 份 者 參 與 納 入 評 核

B 型 企 業 影 響 力 評 估 (BIA)及 社 企 認

證 標 誌 均 採 用 了 「 業 界 平 均 水 平 

( industrial averages)」和「業界最佳

做法 (industry best practices)」來進

行比較，將申請機構與其他申請B型

企業 (B-Corp) 或社企認證標誌的機

構 作 比 較 。 此 兩 項 認 證 計 劃 因 而 無

需使用基準線作為評估準則。

B2.基準制定及不誇大成效 

(Benchmarking and Do Not Over-

claim)

為 了 減 低 誇 大 成 效 的 風 險 ， 效 益 分

析 師 會 根 據 基 準 線 來 評 估 改 變 ， 並

使用恰當的控制/比較組來了解干預

措施的淨效益 (net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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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賽馬會慈

善信託基金的

BACK(S) 監測

及評估框架 

定制評估、專

注於預期成效

以評分系統作

基準比較

鼓勵但沒有明

確要求

明確地提及 在評估範圍中

反映

畢馬威 

(KPMG) 的真

實價值模型

定制評估、涵

蓋非預期結果

完全貨幣量化 明確要求 明確地提及 設有指引

B 型企業影響

力評估 (BIA)

預定的關鍵績

效指標 (KPIs)

、涵蓋非預期

結果

以評分系統作

基準比較

鼓勵但沒有明

確要求

沒有明確地

提及

在評估範圍中

反映

社聯的社會影

響評估 (SIA) 

框架

定制評估、涵

蓋非預期結果

部分貨幣量化 明確要求 明確地提及 設有指引

社企認證標誌 預定的關鍵績

效指標 (KPIs)

、專注於預期

成效

以評分系統作

基準比較

鼓勵但沒有明

確要求

沒有明確地

提及

在評估範圍中

反映

豐盛社企學會

的社會效益量

度 (SIM)

定制評估、專

注於預期成效

部分貨幣量化 鼓勵但沒有明

確要求

明確地提及 在評估範圍中

反映

普華永道 

(PwC) 的整體

影響測量和管

理 (TIMM)

定制評估、涵

蓋非預期結果

完全貨幣量化 明確要求 明確地提及 設有指引

社會投資回報 

(SROI)

定制評估、涵

蓋非預期結果

完全貨幣量化 明確要求 明確地提及 設有指引

框架 B2. 

基準制定

( 基 準 線 及 比

較組)

B1 . 

持份者參與

A2. 

各項成效的相

對重要性

A1. 

描繪成效

B3. 

重要性

表16:  總結

表15:  依據重要性 (materiality) 的決定方式作比較

設有指引在評估範圍中反映

重要性 (Materiality)

BACK(S) 監測及評估框架

B 型企業影響力評估 (BIA)

社企認證標誌 

豐盛社企學會的社會效益量度 (SIM)

社聯的社會影響評估 (SIA) 框架

社會投資回報 (SROI)

普華永道 (PwC) 的整體影響測量和管理 (TIMM)

畢馬威 (KPMG) 的真實價值

有些工具會在釐定成效/議題框架的

範 圍 時 決 定 或 反 映 各 項 結 果 的 重 要

性 (例如: BACK(S) 監測及評估框

架、B 型企業影響力評估 (BIA) 、社

企 認 證 標 誌 及 豐 盛 社 企 學 會 的 社 會

效益量度(SIM))。其他模型則會就重

要性的決定方法提供明確的指引。

B3 .  重要性 (Materiality)

在 所 有 效 益 評 估 框 架 中 ， 效 益 分

析 師 需 決 定 什 麼 結 果 應 被 涵 蓋 或

排 除 ， 而 不 同 的 效 益 評 估 工 具 會

採 用 不 同 的 方 法 來 應 對 這 個 重 要 性 

(materiality) 的議題。

效 益 分 析 師 應 因 應 評 估 目 的 ， 以 合

宜的嚴謹程度運用工具。

下表總結了各個框架的特性。

SIA工具的選擇最終應取決於評估的

目標 (計劃策劃、效益預測、內部管

理報告、外部報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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