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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企业
! ! ! ! !社会企业"是由 !""# 年

度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

德#尤努斯提出的概念$尤努斯

通过创立孟加拉国农村银行%

向孟社会最底层的穷人提供小

额银行贷款% 为数百万穷人创

造了经济和社会发展机会$

尤努斯描述的社会企业是

!一种致力于满足人类最迫切

需求的新型资本主义"%其特征

是&为解决某个社会问题而生%

运营模式也需为此目的服务'

财政上能够自给自足% 企业运

营所得利润必须投入到企业本

身的运作或用来开办其他社会

企业% 以扩大企业社会效益为

目的% 比如提高产品或服务的

覆盖面% 或以其他方式推动公

益使命$不像传统企业%社会企

业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首要

目的% 企业主不接受任何利润

分红' 它同时也不像非营利组

织% 依靠私人捐赠或政府资助

维持运作$

印度ZHL公司巧做急救服务
挣富人钱给穷人用 特殊模式灵活创新

! ! ! ! !"#"$%&保健有限公司（!'(）是
印度最成功的社会企业之一：!""#
年开张时仅有 $%辆救护车，如今发
展到 &%%多辆救护车规模，在印度
多个地区为低收入阶层提供廉价而
优质的急救服务。它不靠社会捐赠
和政府补贴，稳定快速的增长来源
于灵活创新的商业运作模式，成功
演绎了“社会企业”的理念。

亲友遭遇触发雄心
社会企业与传统企业有何区

别？!')女掌门斯薇塔·曼加尔说：
“社会企业受公益理想所驱使，但它
有赚钱的动力，因为赚了钱才能坚
持实现其公益使命。传统企业则纯
粹为了追求利润而存在。”

!') 为印度人提供全天候高
质量的救护车服务，无论服务对象
有钱还是没钱。
在印度，无论是孟买等大城市，

还是偏远的农村地区，专业救护车
服务都是一项奢侈品。急需送医的
时候，患者更常乘坐的是三轮摩托、
私家车和小面包车。常常来不及送
到医院，患者就已死在路上。

!') 的创立者是几个从美国
留学回来创业的印度年轻人，从切
身经历感受到印度与美国急救服务
的天壤之别，决定改变现状。

创立者之一沙菲·马瑟的母亲
在深夜睡梦中突然窒息，马瑟手足
无措，不知应该打哪个电话求助。尽
管母亲挺过了这次危机，那一刻的

恐慌无助让他铭刻在心。一个星期
后，马瑟的发小拉维·克里希纳有个
好友遭遇交通事故，因无法得到及
时救护而丧命现场。

这些遭遇让马瑟和克里希纳心
有戚戚焉，他们又把另外 '个朋友：
斯薇塔·曼加尔、纳雷什·贾殷和马尼
什·萨凯蒂拉入讨论。!%%(年，他们
全心投入调研，考察全球类似服务体
系。马瑟有机会到伦敦进修，借机与
伦敦救护车服务系统建立合作。

两条热线差别收费
!')成立不到 $%年，它在印

度急救服务市场上已占有约 !#)

的份额，年收入约 !%%%万美元。它
曾为超过 !#%万人提供服务。

它的成功来自 !') 特殊的商

业运作模式。!') 有两条急救热
线：热线 $!*&，私人急救服务，目前
在孟买和喀拉拉邦运营，收费标准
依据用户的收入水准而定；热线
$%&，收费低廉或完全免费、与各邦
政府合作的公共急救服务，主要服
务于低收入人群。

热线 $%& 通过投标成为比哈
尔、拉贾斯坦、特里凡得琅和旁遮普
等 *个邦政府的救护车服务承包商。
生活在偏远农村地区的贫民病患拨
打 $%&热线，!')会派出救护车将
其送往附近公立医院，完全免费。

!')试运营时，曾允许用户根
据自己支付能力选择是否付账。但
不到一个月，经营团队就不得不调
整这一原则，因为多数人不愿付账。
他们求教于为印度政府制定技术革

新战略的著名企业家山姆·皮特罗
达，后者指出：要成功运作一个公益
项目，必须做到自给自足。依照建
议，!') 采取“交叉补贴”模式：对
指定到私立医院的富人用户收取较
高费用，而对只能负担公立医疗的
穷人只收很低的费用或完全免费。

广告增收企业做大
“交叉补贴”策略已使 !') 有

足够收入推进其公益使命，但它没
忘记自己是个“企业”，利润自然多
多益善。!') 积极拉广告赞助增
收。像电信巨头塔塔集团、印度产业
信贷与投资银行等大企业都给
!') 的 $!*& 热线服务提供赞助，
代价是把企业商标印在救护车上。

!') 另一赞助来源是私立医
院：尽管救护车由 !')独立运营、
随车救护人员也由公司配备，但
!') 允许旗下救护车冠上各家私
立医院的名号，私立医院获得了很
好的宣传。对 !')而言，只要“冠名
收入”能使其事业茁壮成长，它并不
在乎牺牲自己的品牌认知度。
按照公司收费原则，任何灾难、

事故受害者均享受免费送医服务。
!%$$年 +月的孟买连环爆炸袭击，
!') 的救护车是最早抵达现场的
救护车。

!')正进入全速扩张期。未来
三年内计划将救护车规模扩大到
'%%%辆。公司还有意将它的运作模
式推广到其他发展中国家。 沈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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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好过放任”
争论起源于去年出版的一本书

《孩子们如何夺了权》，作者戴维·埃
伯哈德是精神病学家，也是六个孩
子的父亲。书中指出，瑞典式家庭教
育对孩子过于放任，家长疏于给孩
子“立规矩”，以致如今瑞典年轻人
中净是“熊孩子”：不说谢谢，不替别
人开门，不给老人和孕妇让座。
“对孩子们卑躬屈膝，实际上弊

大于利。”埃伯哈德在书中举例：孩
子在课堂上用手机发短信或玩游
戏，如果老师没收手机，十有八九会
接到家长电话，控诉老师侵犯孩子
权利。一些老师因此不敢采取“制
裁”手段，只能苦口婆心劝说孩子上
课时把手机收起来。同样，学生上课

时聊天，老师也不敢再用“不好好听
课就出去”这招惩罚学生。
埃伯哈德不认同让孩子代替父

母成为某些家庭事务的决策者，比
如晚餐吃什么、看什么电视、去哪里
度假。“他们总是主角，变成青年后
也会理所当然以为世界就该以自己
为中心运转，现实会让他们失望。”
他主张瑞典家长重拾“独裁式”

育儿模式，声称“没有任何科学证据
显示独裁式养育方式对孩子有害”。
不过，他否认是在宣扬要回到“随便
扇孩子耳光的时代”。
埃伯哈德说，越来越多瑞典孩

子长大后出现焦虑症，缺乏处理问
题的能力，近年瑞典学生在国际教
育水准评比中表现越来越差，和过
于放任自流的家庭教育有关。

舆论褒贬不一
《孩子们如何夺了权》一面世，

埃伯哈德立即成为瑞典媒体红人。
育儿网站上对这本书的评论基本上
褒贬各占一半，主流报纸虽然多数
持批评立场，但也推高了他的人气。
不少瑞典人赞同埃伯哈德的观

点：当代父母对孩子言听计从，全无
家长权威，导致孩子出了家门也不
尊重任何权威。
“如今的父母们自己没有受过

太多约束，养出的孩子变得非常执
拗、自我。”'$岁的伊达玛丽亚·林
德罗斯说，她在斯德哥尔摩附近任
教，经常遭遇以下情形：“我让一个
孩子把他弄乱的东西整理好，他会
回答：‘不，你不是我的老板，你不能

决定我该做什么。’”
“如果孩子总是随心所欲，就不

会培养出同情心，不会尊重别人的
愿望。”瑞典发展心理学家贝亚特丽
斯·尼斯特伦说。
但批评者反驳说，瑞典教育模

式培养出不少创新人才，在技术、设
计和医药等领域屡屡有领先世界的
成就，在多项关于国民幸福度的国
际调查中，瑞典人也名列前茅。

好政策反效果？
$*+*年，瑞典在全世界率先出

台禁止体罚孩子的法律。所以，尽管
瑞典仅有 +,,万儿童，在育儿问题
领域却常被视为学习榜样。
在瑞典，一旦收到体罚孩子的

指控，必须由警察、心理学家和检察
官介入调查，虽然很少有人因此被
捕，但可能面临高达 $%%%美元的罚
款。埃伯哈德和支持者认为，过于严
苛的儿童权益法律会让父母管教孩
子时有所顾虑。

瑞典教育专家约纳斯·希默尔
斯特兰德说，瑞典关于产假的法律
让父母在孩子 $岁前有更多时间陪
伴孩子，但孩子 $岁后就享受政府
补贴的日托服务，可能造成父母对
孩子的家庭教育有所疏忽。
“政府是在传递一种信息，即日

托服务机构和学校会帮你管教孩
子，孩子回家时你只需要当他们的
朋友。”希默尔斯特兰德认为，这也
是近年来瑞典学生成绩在国际评比
中表现落后的原因。 沈敏

放权式家庭教育出了“熊孩子”还是创新人才？
! ! $%岁的戴维#埃伯哈德在

瑞典向来是个争议人物$ 他在

精神病学领域颇有名气% 出版

的第一本书 (沉溺于安全感的

国度)就惹出一场舆论风波$在

书中% 他指责瑞典人是个麻木

冷漠的民族$

埃伯哈德的 (孩子们如何

夺了权) 一书是在挑战丹麦著

名儿童心理学家耶斯佩尔#尤

尔的育儿理论$ 尤尔&''(年出

版的(你的能干孩子)在北欧地

区影响很大% 该书主张推翻传

统家庭教育中的 !等级制"%家

长不应事事代替孩子作决定*

把培养出!顺从"和!守规矩"的

孩子为己任$

!那些所谓专家认为父母

应该和孩子谈判% 而非惩罚他

们$ 他们其实误解了养育孩子

的概念% 孩子没他们想的那么

脆弱$ "埃伯哈德说$

他的新书正在翻成英文%

准备在美国出版$

强制父母休带薪
产假、政府补贴婴幼儿
日托费、法律明令禁止
体罚孩子!!瑞典的
儿童权益政策和育儿
方式一向备受外界称
赞。但最近舆论风向有
所转变，瑞典知识界人
士开始反思：“一切以
孩子为中心”是否娇纵
出了一批难以管教、不
守规矩的“熊孩子”？

作者其人

! 埃伯哈德 图 !"

! 瑞典因注重儿童权益保护被称为!孩子们的天堂" 图 !"

“一切以孩子为中心”瑞典
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