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眾力發電綠能共享～
綠點能創共同創辦人陳惠萍＆馮嘯儒專訪

採訪撰文／林秀美

照片提供／綠點能創

陳
惠萍，從東海大學到臺大，一路念的

是社會學，直到指導教授一個跨領域

研究計畫，接觸到太陽能。博士論文即以太

陽光電的在地使用為題，從社會學面向思考

如何讓科技的應用更有社會價值。「臺灣是

生產太陽能板大國而且是全球第二大輸出

國，但在地使用卻非常之少，從這個弔詭的

現象出發，我在想可不可以有更好的使用？

我也發現另一個很大的歧異點，那就是user通

常被視為是產品末端的接受者，但從社會學

角度，user是能動性的角色和行動者；而我的

博士論文就是從一般民眾使用者的角度來思

考。」 

馮嘯儒，在臺大機械所研究的是提高太

陽能效率的薄膜材料，畢業後第一份工作在

電子業做專案管理，也做過電廠交易仲介，

陳惠萍以社會企業為理想模式創業。

（攝影／彭玉婷）
馮嘯儒以轉化綠能為金融商品創業。

（攝影／彭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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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日本有售電，規模較大，我的想法很

天真，只要在臺灣找到一個客人投資就算成

功。透過長輩介紹名單一一去拜訪，一位業

界前輩說願意投資30億，他問我電廠在哪？

是我的嗎？我站在哪個基礎點來賣這東西？

想也知道這麼大的投資怎麼會交給一個剛出

社會的年輕broker？」他說他能接觸到的人

都是一般人，而太陽能電廠投資門檻很高，

一般民眾根本不可能參與，「但如果集合眾

人之力一起買呢？我的商業模式很簡單，將

太陽能產業轉化為一般人都能投資的金融商

品，6-8%報酬率，對環境又有利。」

兩條平行線在2015交叉
莫拉克風災過後，2011年，惠萍到屏

東研究政府災後重建工作，看見太陽能板種

在農地上、魚塭裡，「養水種電」，給了她

啟發。「我很感動，綠能科技在受災最嚴峻

的環境下長出新芽，原來綠能可以更有社會

或環境面的價值！」一年後，她展開了第一

個行動，跟幾個朋友募資帶16位福島小朋友

到屏東，讓他們看見如何從災難後重新站起

來。在行動當中她又發現風險和災難所涉及

社會不平等，這也啟發了她另一個思考：能

源如何促進社會平等，資源分配正義如何

把綠能科技的好處帶到弱勢族群。「我想做

一件好事，但不是一次性計畫，而能永續自

足。這時剛好臺大有一個創業競賽，我去遞

案，摸索中看見所謂社會企業模式，非常符

合我的想像。」

嘯儒則決定找100個人分享他的想法，

「如果遇到理念相同的，就找那個人一起創

業；縱使一個都沒有，彼此交換意見也可以

讓構想更實際。前面10個人是我的家人，然

後是任何場合遇到的人，就在第58個，遇到

了惠萍。原來我們要做的事是一樣的！」一

個站在商業立場，一個出於對弱勢關懷。

2015年5月20日兩人第一次會面後就決定創

業，6月1日團隊開會，不到兩個月，7月8日

公司成立。並加入了第三位創辦人鄧維侖，

負責網路平台。

綠能×社企＝綠點能創
公司取名為「綠點能創」，所經營的項

目是「新能源互聯網」，如惠萍所期待，屬

性是社會企業。「陽光伏特家」是他們的品

牌，臺灣第一個綠能募資平台。透過網路平

台結合群眾募資方式，推動綠能普及。嘯儒

表示：「有兩個參與方式，一是投資，綠益

自家陽台就能發電，陽光伏特家讓小眾也能投資

電廠，圖為海角一二號施工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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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持續20年6-8%內部報酬率的投資；二

是綠能公益行動，持續20年放大1.6-1.8倍的

愛心。看起來是兩個極端，但其實在同一脈

絡下，不論是希望為自己帶來收入或為有需

要的人帶來幫助，你的每一份投入都增加臺

灣綠電比例並能為環境永續盡一份心。我們

提供的是永續經營的獲利模式，讓參與的人

都獲益。很多人以為社會企業是慈善機構，

不全然是。我們的目的雖與慈善分不開，但

有企業二字，需要發展自給自足的獲利模

式，讓公司能存活。」

他們將太陽能產業轉化為每個民眾都

可投資的創新金融商品，民眾可以選擇當電

廠小老闆獲利，或者捐款透過建置太陽能系

統，捐贈給需要幫助的弱勢團體，分享綠能

的好處，不但對環境友善，還能做公益。第

一個公益專案在桃園國際兒童村，名為「用

陽光點亮孩子的未來」，由37位民眾小額捐

款共35萬，每年可發電5千度，可為兒童村帶

來至少維持20年的穩定收入。第二個專案在

屏東生命之家，首次和地方政府合作，也是

惠萍策略性串連的新嘗試。2017年有了第一

個企業贊助，以及由地方政府和企業合作的

特別專案在宜蘭，他們不斷推陳出新帶入更

多參與者，也創造了更多可能性，這個惠萍

口中創業以來一直吃土的社企，開始滾動起

來。「我們不只做到社會價值，也做到環境

價值，創造出環境、企業、社會弱勢和綠點

能創『四贏』的綠色社會企業模式。」

兩年來共推出四件公益案，都獲熱烈回

應，特別是最近一次推案「屏東大同之家」

為最大宗，金額550萬，2017年7月推出、9月

即集資完成。這也是首度企業主動尋求合作

的案子，台哥大捐出100萬元拋磚引玉，小額

捐款為每人550元，集一萬人之力，讓大同

之家未來20年每年可有一千萬元收入，倍加

於捐款。誠如嘯儒所說：「社福單位缺少資

源，更精確地說，缺少穩定可預期的收入來

源，而蓋電廠，每兩個月有收入，是穩定的

幫助，且比原捐款加倍，是放大的愛心；加

上對環境友善，是非常有意義的事。」不僅

公益案獲認同，電廠投資更受投資人青睞，

每每案子甫一推出即造成搶購。

臺南擔仔一號不是麵
正所謂初生之犢不畏虎，嘯儒說，相對

於從事太陽能產業的人，他們是非常不熟悉

太陽能產業的，更不知道個中風險，所以敢

創業。從第一樁投資案「臺南擔仔一號」在

2016年7月推出以後，售罄速度越來越快，

「500萬元推案預估一至兩個月完售，沒想到

2017年7月4日上線，兩個半小時賣完，8月份

推案7分半鐘，9月份推案兩分半，10月份首

推一千萬案子，15分鐘售完。表示這個模式

已經獲得民眾認同，本來我們不行，但因為

你們可以！許多人會一再購買，像蒐集寶物

一樣，這裡買一片，那裡買一片，拼起臺灣

地圖。」

不過，在推出第一個案子之前，他們

花了8個月預備。會這麼慎重，是因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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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確定財務不會有問題，二是讓平台可以順

利啟動。平台上有三方，包括有屋頂的人、

可以投資的人以及太陽能系統廠商能同時接

上線。」兩人異口同聲表示，這是最煎熬的

一段日子。嘯儒說：「剛開始找屋頂就有困

難，要遊說屋主未來20年每兩個月電費收入

10%，有專人安裝維修、甚至還會有一座涼

亭，而這一切免費，如果是你，聽到的第一

個反應一定是『其中必有詐』。在電廠部

分，投資人雖然覺得報酬率不錯，但這新公

司到底靠不靠譜？而且系統廠商對我們新型

態的募資也很有疑慮…，幾乎有半年的時間

就在這三方周旋，很辛苦，有人走不下去就

離開了。」眼看士氣快瓦解，「破窗效應」

（一個窗破了其他窗也容易破）即將發生之

際，就在2017年6月，一位臺南的熱心民眾貢

獻出第一個屋頂。這個屋頂讓44位投資人合

資 80萬元，啟動平台。

「因為這個案子我們有了44位投資人，

他們發現陽台竟然可以有剩餘價值，就有人

將他們家的屋頂提供出來，讓我們有屋頂可

再觸及更多投資人，更多投資人給我們更多

屋頂，更多屋頂就找到更多投資人。當這需

求一波一波被放大後，最後一個邊即太陽能

系統廠商覺得我們靠譜，就願意合作了，案

子就一個個推出，到2017底共有24個電廠，

2018年可以有50個甚至100個。」

惠萍也呼應嘯儒，第一個案子是最大的

檻，「從零到一真的是最困難的，不是一到

一百、也不是一到一千。當什麼都沒有的時

第一個投資專案「臺南擔仔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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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你跟別人說這是很棒的商業模式、公益

模式，要不要來參與啊？沒有人會理你。」 

臺大給我們找解方的能力
雖說近年大學校園創業風氣盛，但對

唸社會學的惠萍來說，創業不會是她人生的

選項，直到進臺大唸博士班。「臺大有一種

很棒的風氣是，老師鼓勵我們尋找解方。這

是我在臺大讀書特別感受到的，不是滿足於

批判、不止於談理想，而是要提出改變的方

法。在師長同儕當中我看到很多值得學習的

推案幾近秒殺，陽光伏特家的綠能共享理念已深

獲民眾認同，圖為千塘三號專案施工照。

第一個公益專案「桃園國際兒童村」，名為「用

陽光點亮孩子的未來」。

捐助社福機構設置電廠，創造穩定收入，加倍放大愛心。

對象，所以讓膽小的我真的有一點點勇氣去

做點什麼。幫助福島的小朋友讓我領悟到，

即使一個人也可以做點事，甚至可以做出改

變。而我想做的不是一次性的，所以當我發

現社會企業時，非常雀躍。」會走向創業，

還有一位關鍵人物即她的口試委員林子倫老

師。「在口試結束後吃飯，我分享我創業的

想法，沒想到幾個月後收到老師來信，表示

可以一起想想怎麼做。這讓我好驚訝，子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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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有聽進去。後來遇到嘯儒，一拍即合，

已是雙方都準備好的狀態。非常感謝子倫老

師的鼓勵，否則一個唸社會學的人永遠不會

覺得自己是可以創業的人。」

而嘯儒也有同樣的感受。大學和研究

所唸的都是機械，會做是太陽能材料研究也

是和陳希立教授眾多計畫當中一個相碰撞，

「這和我過去所學完全不一樣，為了完成論

文，我從零開始，努力爬梳所有知識，甚至

實驗室設備不足，還去商借，這讓我學到解

決問題的方法。創業遇到許多問題，我就是

用這樣的態度抽絲剝繭。聽起來很八股，但

是真實的體會。學位對我的創業幫助不大，

但取得學位的過程幫助很大。」

除了學會找解方，臺大還給他們不一

樣的視野，惠萍跟著指導教授吳嘉苓老師參

最近一次公益專案在「大同之家」。

「大同之家」架設完成之太陽能板。

「綠點能創」團隊，創新又務實的年輕創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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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跨領域計畫，是她研究意識的啟蒙，讓她

跳出原有框架，與不同領域的人互相激盪，

這也是為什麼能促成她和嘯儒、維侖共創

大業。「我們深知道我們不同，而且一直都

會不一樣，所以從創業那一天起，我們就是

coworking。大家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想法，然

後必須把自己相信的事或理念化成別人可以

相信和認同的作法。這對出身人文領域的我

是很特別的學習，不能只談理想，而且對內

對外都一樣，因為我們是商業公司，不是有

理想就能做。我學會轉換我的語言，讓它變

成對公司營運有價值，或許不是獲利很大，

但有什麼樣價值要讓伙伴和外面的人瞭解。

我們的態度是開放的，連平台頁面漂亮與否

也可以投票，彼此已磨合出一種默契。」

開啟眾力發電新時代

他們串接綠能和公益創新作法，讓大

家看見了，認同核心理念的伙伴陸續加入，

現有正職12位，團隊成員越來越多。他們步

步走來踏實，和很多新創事業相較，惠萍說

「我們相對保守，因為我們希望每一步都要

做好，包括客戶服務。現階段我們需要更多

人一起參與行動，2017年發電量已達一百萬

瓦（MW），這是很重要的里程碑，未來會

有更多系統商和地方政府的合作，擴展更多

可能。」

他們「實現一種由大眾共同集資、共

同擁有、共享獲利的『綠能共享經濟』模

式」，讓陽光不僅帶給人們好心情，透過發

電，點亮社會，將愛的溫度送至臺灣各個角

落。更重要的是，他們開啟眾力發電的新時

代，能源轉型，綠能普及，為環境和人類的

永續發展，集你我之力就可以做到。

兩條平行線交叉激發了「綠點能創」的誕生。（攝影／彭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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