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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玩具、讓愛延續 





回到2019-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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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目標 

行政管理 專業成長 資源擴散 

對內提供員工穩定健全的工作

環境，對外達成責信。 

進行國內外學習交流，落實教

玩具運用，提升服務品質。 

加強教玩具及運用知能擴散，

廣結合作夥伴，提升影響力。 

困境 

• 公部門委辦案盛行 

• 各部門步調不同 

• 總部人力不穩 

思考 

• 創辦使命宗旨 

• 內外資源優勢 

• 社會環境需求 

願景 

• 全齡關懷 

• 全民共好 

• 核心價值環境與教育 



3年資源運用 
重要經費運用：於總部成立行政組、海外交流、啟動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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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期間 
2021 

支出 

比例 
2022 

支出 

比例 
2023 

支出 

比例 

三年 

累計 

支出 

比例 

會計別 

科目 

人事費 1,800,000 46% 1,830,000 43% 1,904,600 50% 5,534,600 46% 

業務費 200,000 5% 530,000 12% 940,654 25% 1,670,654 14% 

行政管理費 100,000 3% 230,000 5% 355,000 9% 685,000 6% 

廣宣費 800,000 20% 865,000 20% 130,000 3% 1,795,000 15% 

研究發展 400,000 10% 452,726 11% 168,200 4% 1,020,926 8% 

設備/租金 650,000 16% 420,000 10% 240,000 6% 1,310,000 11% 

其他 0 0% 0 0% 0 0% 0 0% 

小計 3,950,000 4,327,726 3,738,454 12,016,180 

方案別 

方案名稱                 

強化行政管理 1,800,000 46% 2,100,000 49% 2,019,600 53% 5,919,600 49% 

促進專業成長 50,000 1% 471,526 11% 596,954 16% 1,118,480 9% 

提升二手玩具及專業知能

之可近性 
600,000 15% 381,200 9% 59,500 2% 1,040,700 9% 

園區募款工作 1,500,000 38% 1,325,000 31% 1,112,400 29% 3,937,400 33% 

小計 3,950,000 4,277,726 3,788,454 12,016,180 



失敗 / 不如預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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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行政管理應對人事變化 

• 將人員流動納入業務規劃 

• 兼職人員相對穩定性高 

人員流動 

仍然頻繁 

• 集中心力於2023世界年會 

• 加強內部培訓，累積開發多項教案 

• 加強外部交流，經驗分享給社會企業和相關方案 

疫情中斷 

海外交流 

• 需求傳達不易，更加瞭解組織溝通缺口 

• 募款人物力成本高，需長期投入 

• 募款管道規則多，鍛鍊行政財會 

募款困難 



成功 / 超乎預期的地方 

6 

• 目標設定、傳善獎鼓勵效果佳 

• 橫向交流—跨部門籌備會、讀書會、工作坊 

• 直向交流—理監事核心幹部輪值出席活動 

團隊凝聚力佳 

默契效率好 

• 堅持核心價值，正迎上氣候變遷議題 

• 發展全齡不同對象不同目標之特色服務 

• 環境議題變化快速，正努力跟進 

服務特色鮮明 

切合社會需求 



以二手玩具循環共享 

推動社會關懷及環境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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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 
銷售 

使用 
民眾 

回收 
據點 

玩具再生
物流系統 

教育 
社會福利 
公共服務 

遇到的問題 

 直接服務課程之品質與成效不詳教案彙整、研議目標及成效 

 單向流通、民眾不易取得二手玩具、回收供過於求推動在地循環 

 缺損廢棄玩具過多開發特色課程、循環再造 



以二手玩具循環共享 

推動社會關懷及環境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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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 
銷售 

使用 
民眾 

回收 
據點 

玩具再生
物流系統 

教育 
社會福利 
公共服務 

在地循環
據點/活動 

玩具 

課程 

循環再造 
藝術裝置 

廢棄 
玩具 



直接服務/外展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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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子、學童、身障者、高齡、長幼共玩 

 不同對象之服務設計、目標設定、成效調查 

 玩具醫學院系列課程，檢測、拆解、修復、創作，

讓壞掉的玩具也很好玩！ 

 強化示範推廣功能，社區據點都可免費申請教玩具！ 



在地循環/永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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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交流激勵，推展台灣模式 

 以大型玩具再生物流中心為後盾，挹注社區服務 

 定點式—輔導社會企業「玩具盒子」販售二手玩具、

承辦「台北嬰幼兒物資交流中心」推廣玩具交換 

 活動式—園遊會、家庭日 

社會企業「玩具
盒子」二手玩具

租借販售 



經費以外的重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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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項鼓勵、凝聚團隊向心力！ 

 精采媒體記錄、三年來持續運用 

 中型社福經驗交流—移地走讀交流會、聯合交流

發表會、三年經驗分享會、傳善學苑 



募款能力 / 經費收入 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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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來源變化 

公部門 民間團體 民眾捐款 

 收入來源中公部門比例下降 

 2022年啟動公開募款，一般民眾捐款尚無顯著成效，但同時帶動民間團體合作日益多元

（2019年之募款為行動玩具車專案募款活動） 



組織穩定 / 計畫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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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在職人數及年資變化 

全職人數 全職滿3年人數 

 2022年起計算行政管銷費，以支持行政管理工作 

 啟動「玩具共享園區」專案，以面對現階段場地困境，邁向下一階段的穩定及自立 



對社會影響力的改變—共玩好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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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樂福園遊會 
玩具木球池推廣
非籠飼雞蛋 

遠東HAPPYGO公益家庭日 
身障團體共玩闖關遊戲 
玩具組合+DIY課程 

聯發科技家庭日 
玩具回收交換 

二手玩具+樂高創作 

三商美邦寫生比賽 
玩具醫學院 
拆解體驗課程 

美科覺亞 
部落兒少 

永續教育課程 



補助前後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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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前 補助後 

行政管理  無專職人力、缺乏明確
分工流程 

 彈性工時3人統整人事財會 
 穩定資訊收發、人事、財務等分工

流程，提升效率及正確性 

專業精進  服務內容因人而異、不
一定連結組織理念或教
玩具資源 

 海外學習成效佳 
 發展特色課程、累積課程資料庫 
 多次對外經驗分享、交流輔導 

影響力擴散  回收量大、運用待加強 
 服務量及成效資訊不齊 

 進行利害關係人影響力調查 
 開創多項合作專案 
 強化永續教育 

啟動募款  18年來無公開募款  啟動玩具共享園區專案 
 公開募款5個以上管道：嘖嘖、挖貝、

街口、富邦、公益勸募 



眉角和建議 / 組織下一步 

17 

 給NPO的建議 

堅持組織理念 

檢視補助關係 

 組織下一步 

持續拓展合作網絡、擴散

循環共享行動 

期許落成玩具共享園區，

以穩定的場地，讓人事及

業務發展更為健康有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