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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青少年培力增能計劃 

分享人：羅汶欣 執行長、呂淑琪 社資處處長 

2019第五屆傳善獎 | 三年執行經驗分享 



計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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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對象 

培養逆境青少年具備帶得走的自立能力 
協助其穩定生活秩序 

支持系統缺乏， 
提早面對自立生活 

2020 傳善第一年 

進行外展工作 

開發中心案源 

建立資源網絡 

2021 傳善第二年 

建置培力中心 

執行就業培力服務 

2022 傳善第三年 

建置青年小家 

提供短期住宿 

飛夢林 
家園 
結案生 

15~22歲 
高屏地區逆境青少年 

強化行政管理效能 
提昇對外溝通、 
擴大服務成效、 

成為兒少領域標竿團體 

當時現況、緣起與願景 

組織三年願景 



外展工作內容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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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銀共融活動4場 培力商店料理DIY分享會 1場 

兒少服務機構太鼓交流活動 5場 校園宣導活動8場 

社區宣導活動8場 

增加在地 

社區互動 

接觸潛在
服務對象 

培力成果發表會1場 



  辦理兒少安置機構專業人員訓練 1梯次 

專業資源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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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展工作內容 P2 

活動設攤宣傳 數場 
太鼓快閃表演2場 青少年咖啡拉花交流賽1場 

增加對外
大眾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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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青少年多元培力國際研討會 1場，線上+實體逾200人參與 

本研討會邀請國內外知名學者與實務工作者蒞會參與研

討與經驗分享，期促進高關懷青少年專業工作及相關研

究之學術和實務交流 ，以及提升培力機構管理者及專業

工作之服務量能 ，達到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健全兒童

及少年身心發展， 落實保障及促進兒童少年權利之目的。 

外展工作內容 P3 

除安排 新加坡、加拿大、台灣專家學者 進行四場專題演講外， 

另對外徵稿，經審查後共計九篇通過審查，邀請以下四篇論文於會中發表： 

（1） 以多元職業觀視野培力失依兒少：南部某安置機構之經驗 / 

            曾儀芬、楊靜怡、周侑芊、邱靜如 

（2）以社會資本觀點分析浸入式體驗學習於培養青年國際扶貧事務之歷程研究 / 陳秀靜 

（3）青少年家庭功能、自我堅毅力與心理健康之關係研究/郭靜晃、邱貴玲、賴宏昇 

（4）弱勢青少年就業服務經驗探討--以大台北地區為例 /周佩潔、張怡芬 

 

克服疫情 



外展開發 職涯探尋 

培力訓練 

職場見習 就業輔導 

自立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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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認識、職涯探索與諮詢 

| 準備性職場實做、職場適應學習、  

  就業轉銜及資源協助等相關服務 

| 個案管理 
| 就業諮詢、職業適性診斷服務、 

  履歷健診、陪同求職 

| 就業輔導及實習輔導、追蹤輔導 

| 培力中心業務宣傳、資源網絡建立 

  友善企業與資源開發 

| 共同核心課程、生命翻轉課程、 

  技職能短期課程、技職能考照專班 

| 青少年團體 

善慧恩培力中心 

| 培訓期間、就職初期之住宿支持 

  以三個月為一期 

  視需求得延長至六個月 

善慧恩培力中心 工作內容  

立基於個案管理思維 展開一站式整合服務 



善慧恩培力中心 據點環境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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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 



善慧恩培力中心 據點環境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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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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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慧恩培力中心 服務執行 

孩子說：「我喜歡這裡(培力中心)， 

來到這裡讓我變得勇敢， 

敢去面對很多事情。 

雖然我常常無法如期完成該做的事， 

但老師跟社工老師都沒有放棄我。 

只要我想學，老師就會很有耐心的

教 」 

曾經輟學、只拿結業的豪 
現正準備挑戰乙級證照 

服務年數++    專業證照++ 

1年                    中餐丙級 



組織成長面向  執行內容 

對內 

增強凝
聚力 

對外 

增進溝
通效率 

嚐試 線上群眾集資專案 發行季刊 調整溝通頻率 改善  成果報告呈現 

增進組織橫向交流，促進資源有效運用 提昇 全會全員公關意識 聚焦價值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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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  官網易讀性及安全性 



資源運用情形 | 傳善獎是我們的英雄膽 

依方案別區分，以培力中心建置與服務執行最高(58%)； 

其次為組織成長(25%)，而後為外展工作(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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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費 

28% 

業務費 

11% 

行政管理

費 

11% 
廣宣費 

5% 

教育訓練 

2% 

設備/租金 

21% 

裝修/修繕

費 

22% 

依會計別來區分，以人事費最高(28%)； 

其次為設備/租金(21%)及裝修/修繕費(22%) 

三年累計經費支出 $19,268,620 | 自籌比例 38% 

外展工作 

17% 

組織成長 

25% 

培力中心 

58% 



不如預期之處、學習與改善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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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展宣傳 

效果不如預期 

 
定義清楚工作的先後順序與關係、
選擇不做什麼，是重要的。 

 

主動再次提供服務內容予過往宣導
單位，並邀請前來參訪、就其業務
內容提出可能的合作方向。 

培力中心初期服務 

成效不如預期 

小規模假設跟快速驗證是重要的。 

人力招聘不易，惜才愛才不只是從
福利制度上體現。 

調整服務內容、增強青少年關係經
營的工作。 

定期的團隊會議、外部督導、資深
一線主管進駐協同工作。 

新捐款人開發 

不如預期 

 
不能交由外部單位來為機構定義自
己的價值主張。 

數位行銷的基礎仍是組織舊捐款
人。 

 

 

重新檢視、凝聚組織價值主張。 

陸續回補過往捐款人資料不足處。 

 

從
中
學
習 

不
如
預
期
之
處 

改
善
做
法 



不如預期之處、學習與改善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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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飛夢林家園 

公部門無預警中止委辦 

飛夢林青年咖啡 

中止委託場地經營管理                     

全國創新模式，善慧恩從零參與建置， 

全屏東唯一評鑑優等之兒少安置機構。 

為培力少年，年虧百萬苦撐7年， 

從默默無名 到 成為國際交流參訪熱

點。 
111/10/27 
公文通知 

111/11/27 
公文通知咖啡館 

委託至112/1/7 

111/12/31 
家園中止 

112/01/07 

咖啡館中止 

111/10/21 
縣府窗口 

口頭告知 

家園委辦至
12/31 

咖啡館合約
只到12/31 

111/11/07 
協調會議 

111/11/09 
呈報大量解
雇計畫 

112/01/05 
咖啡館點交 

111/12/20 
家園點交 

飛夢林家園委
辦期間增加之
資料、財產等
全數返還，不
得要求補償 

飛夢青年咖啡
中止契約日期
延展至 

112年4月 

近200萬元資
遣費全數由基
金會負擔 

不如預期
之處 



不如預期之處、學習與改善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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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與政府合作以來從未有契約明訂：「終止契約至少須提前於何時告知？」 

導致人員轉職應變時間不足，對於民間單位缺乏保障。 

過去專注於一線服務執行，疏於政府公共關係經營管理，造成組織發展風險。 

加強合約審閱、加強政府公共關係經營管理 ( 組織的利害關係人不只有捐款人!) 

重新建立對內/對外信任感，期化危機為轉機。 

1 

2 

學習改善 

之處 

屏東縣飛夢林家園 

公部門無預警中止委辦 

飛夢林青年咖啡 

中止委託場地經營管理                     



成功之處 & 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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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商家開發 

數量及意願都高 

 

資料建檔、關係經營 

保持溫度 ( 活動 / 節日)   
 

青年小家建置 

時程提前完成 

預算/成本掌控、經營策略思考 

評估住宿服務可以成為亮點 

關
鍵
因
素 

成
功
之
處 



經費以外的協助 

▪ 輔導資源協助組織以外部觀點為問題找解方，不陷於自我盲點中循環 

▪ 傳善獎連結其他補助資源，幫助組織渡過疫情關卡、也擴大善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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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善愛心餐、待用餐讓培力商店持續運作 弱勢幫弱勢計畫，少年從服務中學習新眼光 專家委員指導、私董會交流帶來外部觀點 



募款能力變化 | 逐步成長，結構越趨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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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收入比重超過50%，其中企業捐款增加明顯： 

傳善獎用貼近企業經營的角度評選出獲獎單位，有別於慈善補助計畫之評選標準，故更容易帶動其他企業認同。 

捐款結構改變，降低對董事個人關係經營之依賴： 
2022年39%的社會大眾捐款，僅餘20%左右直接由董事會人脈而來；而且來源越來越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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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間收入來源 金額變化 

政府及其他 捐款總額 

捐款604萬 

佔總收入36% 捐款1581萬 

佔總收入57% 



組織穩定 | 重新全面看待組織存續的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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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前三年： 
2017、2018年皆遇相關業務回歸中央或有其他資源進入，考量組織發展
重心移轉，而結束在偏鄉之工作，故裁撤人力。 

推動一個在管理營運上有充份自主權的機構， 
才能朝穩健、永續的方向邁進 

註：流動率之計算採統計處-中華民統計資訊網之標準 

       採   (進入率+退出率)/2 之方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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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間人員流動率變化 

獲獎後三年： 
公部門無預警結束飛夢林家園安置業務承辦、飛夢林青年咖啡場地經營
管理權。 



計畫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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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方案另提 

捐補助或資源合作 
提升社會企業營銷盈餘 舊捐款人轉換捐款項目 



對社會影響力的改變 

▪ 過自媒體經營，觸及更多社會大眾關注逆境兒少議題。 

▪ 透過辦理社區/校園/機構宣導/青少年多元培力國際研討會辦理等形式， 

    增進民眾與國內外相關單位，對善慧恩培力服務有更多認識及了解，促進相互交
流。 

▪ 嚐試一個新的就業培力模式，提供逆境青少年新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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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前後的差異 

補助前 補助後 

收入結構 
捐款來源多依賴董事會連結 

收入高度仰賴政府補助及委辦經費 

捐款來源多元， 

捐款佔收入總額佔比超過50% 

服務領域 

服務區域局限於單一地區， 

多與公部門合作， 

涉及領域為社政及教育 

服務區域開展， 

成立具經營自主性之據點， 

涉及領域增加勞政 

對外溝通 

倚重傳統互動管道， 

無心力投入網路社群經營事務， 

對外資訊傳遞與互動介面也較不友善 

加強網路社群經營、數位募款通路開發， 

對外資訊即時呈現 

互動介面友善、安全 

組織心態 
組織於舒適圈運作 

工作夥伴不見得樂意投入創新  

組織求成長踏出舒適圈 

工作夥伴更勇於做改變、敢作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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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其他機構的建議 & 善慧恩的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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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舊有補助核銷思維框架，將資源做最有效運用 

突破舊有資源運用思維及心魔，勇於投入永續發展項目 
建  

議 

突破比較與競爭的心態，與人為友，結伴而行 

善
慧
恩
下
一
步 

持續修正培力中心服務，以達更佳成效 

更多投入於社會企業經營，開拓自主財源 

調整腳步，培育組織人力 

增進公共關係經營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