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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前言.從提案、獲獎到實現 

以下為本會於 2019 年 7 月 22 日參加第五屆傳善獎評選的 5 分鐘提案簡報

逐字稿： 

感謝各位委員願意奉獻保貴的時間，耐心審視與聆聽每個非營利組織的提案，

並做出重大的決定，協會於 1993 啟動服務 1998 立案，迄今 26 年，從開拓，社

區到保護安置，經歷國內兒少議題從無人理會，到許多專業福利服務被實踐的過

程，是其中重要與默默的貢獻者，包括： 

1.建構多項可行的服務模式， 

2.與培訓許多還在兒少領域奮鬥的專業領導人才， 

余自 8年前(2011 年)接任協會秘書長，承擔組織轉型永續的責任。 

我們所服務的(更生)少年，他們每個人都有不勘的過去，有些為了消弭痛苦

與生存而誤入了歧途，我們相信這群孩子不是壞，只是在絕望中一時迷失，面對

無助、缺乏保護與幫助的孩子，我們不能袖手旁觀，需要透過關心與幫助他們「浪

子回頭」。 

我們自民國 1993 年開始，從關懷這群孩子的過程，每當看到他們的需求，

與找到挽救方式，就開發一出項服務，如同一盆盆的盆裁，至今已從矯治到保護、

預防、發展 計有五大服務區塊，並隨著環境變遷 持續調整工作方法與策略，以

下就是各服務的內容(與剪報照片中的場景)，包括： 

1.司法少年的關懷與輔導服務：除輔導工作，帶少年關懷街頭遊民、受輔少年成

為長期志工… 

2.保護安置服務：以安置多次安置失敗的少年為主，除了一般照顧與密集的專業

輔導外，帶少年下鄉學習助農，海外貧困鄉村服務兒童… 

3.弱勢兒少與家庭工作：供餐、課輔、家庭支持、家長互助、社區合作，帶孩子

製作便當送給辛苦工作的父母，增進親子關係… 

4.培力發展服務：培訓少年『用創意去服務其他弱勢』作為主要服務，端節與阿

嬤學包粽送低收戶，叫阿嬤做雞蛋糕送弱勢，受虐兒職培接觸人群、走出陰霾… 

5.以及更生、高風險少年的職培與職培與就業。 

6.幫助許多少年走出困境，有些成為長期志工，有些則已成為助人工作者，這名

少年是我們目前安置中心的生輔組長（善的循環）。 

這是一場善與惡的拔河，我們透過創造許多保護因子，來對抗他們成長環境

的風險因子，在特色方面，組織目前的服務，已涵蓋少年三級預防與培力發展，

可謂建構全方位的服務系統。 

為何我們要申請傳善獎？目的在於回應現階段與永續需求，以深化與擴充組

織的服務回應當前需求，以及優化組織的管理效能，促進組織的成長與永續發展。 

弱勢兒少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需要機會，我們不是用傳善資源買果子，而

是買希望的種子，將種子種在好土裡，結出好果子，我們計畫將種子種在這幾塊

田地，包括： 

1.回應司法更生少年服務量的擴增。 

2.以及－今年少事法修法後，曝險少年在教輔先行上對服務的專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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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少年毒品及藥物濫用的在社區預防工作的迫切需要。 

4.更生少年除了輔導，社會融合與復歸才是關鍵。 

5.社會安全網政策，需要對脆弱家庭提供大量支持服務的需求。 

6.少年培力發展、職培就業等服務趨勢以及組織的永續及創新發展（孵化各種創

新服務）。 

在資金的分配方面，20％會用以「提升栽種的土質」、75％分別用於三大區

塊服務、5％雜支則為各項服務工作的「邊際成本」（雞蛋不放在同一個籃子）。

我們有積極的行動力，107年提案後，已經開始著手三項計畫工程，包括： 

1.建置社區幸福廚房與試辦。  

2.胖卡雞蛋糕餐車，已定點營運三個多月。 

3.媒體攝影棚。 

我們在獲獎後的工作及對應的服務議題與區塊如投影片所示：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近年國內推動 CRC 國際

兒童權利公約，先是兒少權法修法，接續少

年事件處理法修法，加上因應社會暴力傷害

事件，政府推動社會安全網。未來兒少工作

在：服務量、專業性、多元性、跨界整合的

種種議題與困難性都將大幅增加，且面臨專

業資源與燜經濟下募款不易，許多政策變動，

亦影響補助款的穩定與規模。 

而組織內部，我們具備相當完整的服務

經驗、能力與專業，唯獨缺乏資源，對各項

服務，有投入的強烈動機，面對當前的挑戰，我們做了內外部分析，我們必須有

所突破，且由小型組織轉型為中型機構，使服務更具效能與社會影響力。這需要

有一筆資金，因爲，我們相信我們是好土，若撒下好種，會結出好果子。 

在預期效益方面，「質」的部分；從過往以輔導的 output 到社會復歸的

outcome效果，以及從個案服務的 output到培力發展的 outcome，將有許多更積

極的成果呈現；在「量」的部分：我們將就管理、服務、財務、學習成長四個構

面進行成效評量。 

面對當前社會兒少的需求，以及組織「責無旁貸」提供永續的服務與創新發

展的使命，我們非常期待在獲得傳善獎的青睞與支持後，未來三年能陪伴我們機

構成長，一如我們陪伴這群少年走過艱辛的青春歲月，特別是優質的小型組織在

有資源的挹注下，將比大型組織，更能產生關鍵性的轉化與成長』，獲得永續發

展的能力。我們期待過往的「盆栽」，變為今日的「花圃」、發展成為明日的「花

園」。 

《報告人：江元凱秘書長》 

現今回看簡報告所陳述的內容，還是很有感觸，並且三年來組織就是回應

這些工作項目與目標、願景，持續不斷在推展，也有具體的成果，感謝傳善獎

的支持，幫助我們在關鍵時期，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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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獲獎前提案動機 

一、機構概況 

組織提案的概況與動機如前言所陳述，108年組織的發展正走到一個

艱難的路口，分別是： 

(一)組織內部： 

從更生少年服務發展到三級預防(司法與更生少年、保護性與高風

險少年、高關懷與弱勢兒少)服務以及兒少培力發展服務，並成立少年

職培中繼職場，並有創新的子項目待開發，然而組織多年來財務收入

以政府補助為主，人事組成以社工專業人員為主，難同時兼顧服務與

募資，即使有想推展的服務或創新方案，沒有足夠資金可以投入運作

與擔險，人力資源有限也是難大幅動員，並且隨著組織服務項目的擴

增，組織管理上靠秘書長及一名主辦會計，難以負荷接下來的深化與

規模發展。 

(二）外部環境： 

臺灣的兒少社會議題，隨著社會環境的改變(如少子化，教育改

革，資訊科技，經濟狀況、健康醫療與社會福利…等)，以及兒少相關

法規及政策的推動(包括：少年事件處理法修法將「虞犯」去除轉為

「曝險」兒少、透過兒童權利公約指導兒童及少年福利及權益保障法

的實施、社會安全網的建構、毒品及藥物入侵校園與濫用的防治…)，

加上政府依賴與委託民間辦理責任已是常態，標準的規格常致創新性

不足，也影響組織內部的工作文化，可能偏離組織珍貴的核心信念或

價值。近年來的 CRC(兒童權利公約)以及社會安全網政策，更側重家

庭功能與重視推動開發家庭工作，但落第服務的資源卻極為匱乏。 

二、創新計劃起源 

(一）兒少培力發展服務需導入多元專業： 

兒少服務從早期的保護性、輔導性發展至今，更重視培力發展服

務，然而培力行服務的多元特性，難以單由社工進行，過往採外部師

資，但角色與功能有限，當組織過度依賴政府資源，在人力資源上，

政府只認可與補助社工人力，組織募款能力不足下，難以導入多元專

業人才。 

(二）突破服務發展(深化及擴充)的瓶頸： 

當組織的規模與財務條件不足，服務深化與擴張困難；深化需要

投入額外資源，擴張則需要期初資本與冒險資金，過程中也需要有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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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專業或技術資源，否則將加大失誤或失敗的風險。面對組織當前所

服務兒少的實作與推展需求，深化服務的部分包括二大項目： 

1.更生少年社會復歸(從輔導、追蹤到職培、就業、自立、回饋社

會)。 

2.弱勢兒少培力發展(從輔導、探索、服務學習到社會參與及職能培

力)。 

擴充服務的部分包括： 

1.發展家庭服務（從社區幸福廚房開始，由共食、共享到共學、共

創）。 

2.開發其他創新服務方案(包括：貓胖卡少年微型創業實驗行動餐車、

少年創意培力基地、類家庭安置服務…等)。 

(三）回應當前環境的挑戰，抓住先行服務的學習成長機會： 

1.社會環境：現今的社會人口結構邁入少子化與高齡化，經濟環境方

面，低利、通膨，人均所得高卻貧富懸殊，資訊科技與網路通訊進

步，教育與職能失衡，在兒少議題方面，過往失親、貧苦議題的迫

切性下降，疏忽、虐待等保護性議題及身心健康問題的迫切性增

加，服務的複雜性與難度提升，需多元的服務模式與策略，且須跨

界合作。此外，在 M型社會中，組織發展至中小型規模時，面臨的

挑戰是最為困難的階段，若要永續發展，勢必要有積極的策略與作

為。在永續發展的途徑中，必須除了聚焦服務對象，也要將利害關

係人的利益納入，並且重視知識管理與傳承，培養永續人才，包括

服務、管理與領導人力資源。 

2.法規與政策：因應當前的政策與法規有諸多挑戰，首先，非營利組

織已全面適用勞動基準法，組織八成人員完全卸下社會志願服務的

角色，而為專業勞動者身分，按職按時計酬，原本民間機構從事福

利服務，承載異於企業的失靈社會系統，必須投入更多的工時與技

術，因勞動法規的適用，部分服務已無法實施，成本也大幅增加，

在低利時代，必須提升募款能力，甚或發展獲利服務模式，排除有

需要但會長期虧損的服務項目，組織內部也需考量制度與文化的調

整與轉型。此外，兒少相關法規的修訂，許多內容過度理想，以當

前整體環境與資源，短期內難以落實，既是挑戰與風險，也是擴張

與創新發展的機會。 

(四）提升組織管理的量能，發展管理中心： 

隨著組織的發展、部門的增加與服務多元化，過往 CEO親自建立制

度、服務與工作流程，並帶頭服務、管理、募資，同時督導的萬能模式

已經過度分身乏術，難以持續，掌握過多隱性知識、決策標準與權力，

將阻礙組織發展，並且傳承困難，若繼續管理與服務兩頭燒，組織將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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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疲軟與混亂，因此更完整的管理專業分工，是為必要，在臺灣社會，

無論政府補助或民間捐款，都認為組織管理項目不需要資金，是理所當

然的無償責任，以致組織管理難以健全。 

(五）定位模糊與影響力不足，透過傳善資源整理與調整組織結構： 

組織從服務更生少年開始，更生已發展出三級預防、培力服務，並

計畫推展家庭工作，如同企業進行多角化的經營，基於各服務的平衡發

展，逐漸使組織的定位模糊，有需要重新梳理脈絡，清晰與簡化結構，

找出與社會對話的重心，目前可能因過多焦點，反而展現的社會影響力

不足。 

三、機構許下的三年願景 

由於傳善獎可以提供三年的支持，每年 400萬約占組織財務規模的八

分之一，倘若有此資金，組織可以嘗試許多發展項目，基於前述議題，整

理後的三年願景如下： 

(一)服務深化，包括：更生少年社會復歸、兒少培力發展，以及運用多元

專業。 

(二)服務擴張，包括：增加服務項目、擴大服務規模。 

(三)組織優化與永續發展，包括：加強財務與募款能力，擬訂永續策略、

設立管理暨發展中心。 

 

貳、獲獎後執行階段 

一、計畫實施 

有幸獲得傳善獎的親睞，在得獎後，我們開始實施計畫，分述如下: 

(一)服務發展(服務深化與擴充)： 

包括：兒少培力發展、更生少年社會復歸，進行服務的深化與擴充。 

109年：從社區幸福廚房、貓胖卡微型創業實驗行動餐車、創意培力

基地以及未來咖啡與創夢學園、志工管理開始，除增加自籌人

員外，也承辦新北、臺北、法務部三個防治專案，以及一個就

業輔導與職培專案，期間受到 COVID疫情影響服務計畫，開始

調整服務模式。胖卡及未來咖啡分別有挺醫護送餐行動及代用

餐行動，陳永泰公益信託也有贊助胖卡買一捐一活動。年末籌

辦類家庭安置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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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開辦類家庭安置服務，開辦公益連鎖早餐店，年末於汐止區

籌辦少年外展服務中心。 

111年：汐止少年服務中心開始實施，6月份辦理家庭支持服務，於臺

北大安區設立一處服務中心，並調整組織架構，原部門主管不

再只負責一個部門，而是負責一個服務群組，包括： 

1.輔導資源中心，計有：社工室（含:司法組、毒防組、逆境

曝險組）少年）、616少年夢工廠（含：職培就輔組、未來

咖啡中繼職場）、汐止外展少年服務中心、社資處籌備小組

（暫為整合行銷組）。 

2.培力發展中心，計有：少年培力園（含：培力發展服務、創

意培力基地＝貓培你飛工坊＋公益連鎖早餐店＋胖卡行動餐

車）、616幸福工作站（含：兒少關懷據點、社區幸福廚

房）。 

3.家庭支持中心，計有：大安家庭支持中心、文山家庭資源佈

建中心、類家庭安置服務（永和及新店站）。 

4.安置保護中心，計有，少年保護安置中心、少年自立宿舍。 

(三)組織優化： 

109年：開始構思與籌備，參考 B型企業指標，進行檢視，另年末訪

自律聯盟，探究非營利組織的永續發展趨勢，於學術研討會發

表一篇論文。年初進用募資行銷專員，籌組行銷募資小組。 

110年：辦理兩梯共識營(元月安排三分之二同工參加，九月為核心主

管參加)，導入策略管理相關訓練，上半年對全會同仁進行

Gallup評測，並建立組織優勢地圖，9 月進行田野調查，找出

同工對組織的認識與期許，建立戰略目標項目，共五大項（含

人才、專業提升、服務深化、創新營運、品牌等五項戰略），

每項 3個子項目，於 12月全會跨部門編組進行戰略落地計

劃。年底導入人資管理系統，適用三個月後正式運作。 

111年：戰略落地計劃因故難以實施，4月再辦共識營(約 8成同工與

會)，採敘畫與設計思維討論組織的北極星。5月起籌設會務

管理暨發展中心，8月場地完工啟用，先調整組織作業流程，

並開始啟動管理中心機能，與各部門討論發展策略。年底調任

一員同工擔任 HR，輪流協助各部門完成人事制度，再做全會

制度整合，產出新的管理手冊，同時完成績效考核與獎勵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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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傳善資源分配 

本會實施傳善獎三年計畫實際支出如下表： 

資料期間 

(累加) 
2020.1 

至 2020.12 

2020.1 

至 2021.6 

2020.1至

2021.12 

2020.1至

2022.06 

2020.1至

2022.12 

會

計

別 

科目      

人事費 1,374,806  2,383,310  2,738,217  3,654,096  5,111,779  

業務費 246,077  433,485  578,088  864,120  1,849,740  

行政管理費 260,047  336,477  471,794  560,398  680,003  

廣宣費 11,383  20,345  152,722  183,638  413,393  

研究發展 28,384  169,563  213,648  373,261  393,186  

設備/租金 1,617,820  2,217,484  2,853,235  3,031,563  3,545,499  

其他 6,400  6,400  6,400  6,400  6,400  

小計 3,544,917  5,567,064  7,014,104  8,673,476  12,000,000  

方

案

別 

方案名稱      

組織優化 921,463  1,555,722  2,026,856  2,379,135  3,291,600  

更生少年社會復歸 651,943  1,094,001  1,343,970  1,654,032  2,288,400  

弱勢兒少培力服務 1,721,310  2,495,900  3,126,270  4,033,166  5,580,000  

更生少年關懷服務 250,201  421,441  517,008  607,143  840,000  

小計 3,544,917  5,567,064  7,014,104  8,673,476  12,000,000  

補充

說明 

以上是以傳善贊助的 1200萬分配到各項的金額來做統計，實際各項目組織

仍需自籌相當資金投入建置與運作。 

三、有哪些成功或超乎預期的項目，關鍵因素為何? 

本會獲獎後，即面對 COVID-19疫情對社會總體環境的的衝擊，初期運

作確實感到困難，許多原本預定的計畫可能必須暫緩或大幅調整，然而困

境也迫使我們更積極地採取必要的行動，回看三年來組織的服務仍然持續

推進與成長。 

43%

15%
6%

3%3%

30%
0%

傳善獎三年計畫實際支出表

人事費

業務費

行政管理費

廣宣費

研究發展

設備/租金

其他

27%

19%
47%

7%

傳善獎三年計畫實際支出表

組織優化

更生少年社

會復歸
弱勢兒少培

力服務
更生少年關

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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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總體的角度，組織在服務單位數、人事員額、財務規模與募款成

果，皆幾近倍增的成長；從中介角度，在服務的項目、範圍以及延續既有

服務深入運行與新增項目的起步與推動，亦更為活躍；從微視角度，具體

的成果分列如下： 

(一)服務深化與擴充： 

1.深化更生少年服務，依需求從 1組 4人增至 4 組 16人(司法、就

輔、外展、毒防)，另陸續增加多名多元專業人員投入服務。 

2.家庭支持服務從社區幸福廚房案發展為家庭支持服務中心。 

3.中繼職場未來咖啡轉虧為盈。 

4.關鍵因素包括：1.長期耕耘服務，政府依政策主動邀請服務合作。 

                2.有共識的經營團隊。 

(二)服務發展： 

1.新增三個部門：類家庭（永和、新店站）、汐止少年服務中心、家庭

支持中心。 

2.新增三個專案或子單位：就業輔導組、社資組、自立宿舍。 

3.新增四個培力微型創業案：貓胖卡 1(雞蛋糕)、貓胖卡 2(布朗尼)、

培力咖啡吧、公益連鎖朝食。 

4.關鍵因素包括：組織能回應兒少需求與政策，有專業的團隊、具備

技術與協力夥伴，有傳善資金做為期初資本。 

(三)組織優化： 

1.跨部門訓練或方案合作。 

2.成立會務管理暨發展中心，成立前帶動組織各層級進行創新策略與

發展相關的共識活動。 

3.組織結構進行調整，啟動新階段的發展。 

4.關鍵因素包括：組織資源共享、管理日趨複雜，需化繁為簡，現階

段管理議題需建立管理單位，CEO從管理庶務，轉投入組織發展的

推動。 

四、有哪些失敗或不如預期的項目?  

整體而言，這三年除了疫情帶來的挑戰，也包括服務發展、擴充以及

組織優化過程，實際遭遇的困境，分數如下： 

(一)在服務方面： 

在服務深化及擴充的過程所遭遇到的阻力或困難包括： 

(1)創新專案成效不如預期，例如：社區幸福廚房，運營概念轉化至實

體，模糊空間大，除了執行人手不足、策略方向缺乏共識，以致大



9 
 

多是一次性或短期的活動，實際執行的長期活動，多數參與服務的

成員持續有變動，尚未走出成熟穩定的模式。111年 6月負責的主

管調至新開發的家庭支持中心，該方案已於年底由新的主管接管，

並確認會增員投入。 

(2)人力資源：服務發展與擴充過程，人才取的不易，仍有人事缺口，

近年來臺灣的人力市場有顯著的變化，人力資源短缺，目前組織將

透過發展實習儲備人才，這僅是指社工專業人才的部分，至於培力

服務則需進用多元專業人力，在服務型組織，非社工專業人員融入

需較多磨合，並且在項目經營上，培力發展方案多屬試驗性，由於

對創新方案行動不熟悉，以致較為保守或多為短跑計畫，缺乏經驗

下難過損平門檻，加上少年變動的難測性多數微型專案走走停停

(胖卡、咖啡吧、禮盒、布朗尼…)，挫敗感較大。 

(3)執行期間遭遇 COVID-19疫情，在防疫規範下部分服務無法執行，

少年監院所停止會談、課程、營隊、懇親，少年法庭停止實體開庭

與報到，社會局停止實體訪視與服務，這對於服務的影響包括：舊

案追蹤與服務困難、新案開發困難、服務招生困難，更因志工能參

與的服務減少或短暫、不穩定，導致志工流失，在服務支出上，服

務轉為每場次的服務個案數少而需增加場次，活動招生也較疫情前

困難，需投入更多人力，加上許多服務轉為線上實施，線上服務功

能與效果不如實體，特別是培力服務著重行動，然而行動受限。在

中繼職場部分，公益連鎖朝食店剛開幕就進入三級防疫，連同未來

咖啡、胖卡餐車，營業額在防疫期間慘澹。 

(4)創意培力基地嘗試自行產製節期禮盒義賣，但手工產線生產力不

足，未來將採部份外包，少年除學習製程技術外，銷貨商模的學習

才是重點。 

(5)擴張過程：服務擴充過成逐年加速，具備發展服務、管理能力的同

工不足，目前急需培養具管理與領導能力的同工。 

(二)在組織優化方面： 

1.戰略落地計畫難啟動，原因有三： 

(1)組織在短期內服務擴張快速，要優先處理服務的質與量，以及人事

的調整，有多處服務與人事結構因此重組，原本的戰略落地計畫趕

不上組織的變化，才剛戰略分組完成，尚未站定又必須重組，且人

員已忙於新開發業務，自顧不遐。 

(2)北極星不夠清晰：組織經過多年，從更生到保護、培力等服務多角

發展，北極星已不夠清晰，原本「關懷更生少年」的目標引導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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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不足，為了校正發展至目前的定位，2022 年 4月 18辦了一梯共

識營，但共同尋找所得到的結果，生命力、說服力與獨特不足，句

子也過於複雜，北極星須不僅能傳達較崇高的理念、動機與使命，

反應出為了孩子與理念做到最好，而不是只是陳述要做什麼。 

(3)隨著服務成長，因應政策，分為司法、曝險、毒防、逆境等，分流

進行服務，專業擴充、分組與組織員額增加，擴張快速下，服務場

地空間及會務管理的作業空間均不足，2022 年 2月定將行政辦公

室遷出，致原擬的組織架構調整需再做異動，4月找到合適場地，

5 月規劃，6月施作，8月完工，正式成立「會務管理暨發展中

心」，先用 2個多月調整組織的管理作業習慣，並讓大家慢慢了解

管理中心的功能角色。因組織的核心是「人」，擬於戰略計畫再度

開始前，先著手處理組織結構與相關工作制度之建立以合於現行勞

動相關法規，以及新世代的工作環境；制度建構的部分看似簡單，

但因組織的擴充，各部門服務樣態不同，要統一管理制度有其難

度，期間初編新的管理手冊多項內容待議，亦未完成校修。 

現階段會先調整組織架構，各部門主管(主任)已經調整為服務類

別區塊的主管，包括：司法及三級預防，兒少培力發展服務，家庭支

持服務，安置與自立服務，每位主任負責 2至 3 個部門，為建立接班

團隊做準備，同時制度的建立擬分段進行，先分各部部門制定，最後

再做整合。 

在績效考核制度的設計方面，組織過往的考核制度僅主觀評估出

席狀況、工作態度、專業能力與行政作業能力，對於，人員的工作動

機與目標，各個工作構面是否平衡?是否貼近組織的願景、工作目標與

發展方向?則難以了解，甚至透過考核，影響工作者的內在工作思維、

價值觀與外在的行動、舉止與作為，並建立組織工作文化。獎懲如何

實施，以增進動機，落實目標管理，避免劣幣驅逐良幣，此制度仍有

待進一步建構。特別是面對新世代的工作文化，在制定新的考核制度

也有瓶頸，目前僅有初步方案，仍待進一步研議、建構與確認適用

性。 

 

參、補助後 

一、相較三年前的願景，機構有哪些地方創新、成長、茁壯? 

本會期待透過傳善獎的協助，提升組織的服務規模，以及健全組織的

管理機能與效能，除樂深化現有服務，更進一步擴充服務以因應當前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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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工作需求。 

走過三年，我們確實貼著願景目標邁進，無論在人事、組織項目、財

務方面，都有將近倍增的成果。 

二、傳善獎對機構的影響。 

(如:補助方式、媒體、輔導等，對機構影響) 

傳善獎促使我們更有嘗試創新的勇氣與資本，並可以回到組織早期(服

務不是非社工不可，更有行動力與創意的年代)，能導入多元的專業，同時

可以改善硬體，增加場地空間，進行組織調整，並有開發新案的期初資

金，逐步擴大服務規模，並編置專人負責社會行銷、對話、公關與募資的

工作，已充份職員專業服務的推動與發展。 

三、募款及穩定 

(一)近六年的收支變化情形如下: 

年度 收入金額 支出金額 餘額 執行率 
收入 

成長率 

支出 

成長率 
備註 

106 25,717,010 26,852,323 -1,135,313 104.41% 9.75% -4.25%  

107 33,705,308 32,241,065 1,464,243 95.66% 31.06% 20.07%   

108 37,205,748 31,810,732 5,395,016 85.50% 10.39% -1.33%   

109 38,324,318 31,799,586 6,524,732 82.97% 3.01% -0.04% 獲獎第一年 

110 44,289,745 37,046,103 7,243,642 83.64% 15.57% 16.50% 5-8月防疫三級 

111 62,852,678 55,789,966 7,062,712 88.76% 41.91% 50.60%  

較 108 增加 69% 增加 75%     111年度=108年度-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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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捐款比例的變化如下： 

 
 

（三）近六年組織員額的變化如下： 

年度 
12 月底員額 備註 

專業人員 職培生 總計  

106 28 6 34  

107 29 6 35  

108 31 4 35  

109 獲獎 32 7 39  

110 44 6 50  

111 48 9 57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民間單位及個人捐款 4,902,949 7,220,102 11,259,096 9,842,544 13,336,242 19,586,231

政府補助 5,869,737 6,638,023 4,713,826 9,887,525 11,250,589 11,332,565

政府委辦服務 17,661,554 15,231,649 17,723,841 18,564,131 19,680,689 31,836,789

其他收入 1,956 4,615,534 3,508,985 19,152 22,225 97,093

0

5,000,000

10,000,000

15,000,000

20,000,000

25,000,000

30,000,000

35,000,000

近六年捐款收入佔比

0

10

20

30

40

50

60

近六年員額增長情形

專業人員 職培生

0

2

4

6

8

10

12

14

16

107 108 109獲獎 110 111

近五年單位成長情形

服務單位 專案任務單位



13 
 

(四）組織服務規模的成長如下： 

年度 

組織單位成長情形 

服務單位 
專案 

任務單位 
總計 

107 5 0 5 

108 5 1 6 

109獲獎 5 2 7 

110 6 4 10 

111 9 5 14 

 

 

(五)組織結構的變化（如下兩圖) 

比較組織架構在獲獎前與獲獎後歷經三年的改變如下兩圖： 

 

獲獎前組織架構圖(2019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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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三年後組織架構圖(2023年元月) 

從組織架構的改變，除了新增服務單位外，在非直接服務部分，增設管理

暨發展中心以及社資處籌備組，此外，以往主任只負責一業務單位，調整後，

主任需負責二至三個業務單位，以培養領導組織能力。 

四、計劃的持續性 

我們接續將就目前已有的成果，持續向前推展，包括： 

(一)服務方面： 

在規模倍增後，對於新增服務的管理以及組織的管理上，需要用

一些時間使穩定運作。 

(二)組織優化方面： 

管理暨發展中心剛成立，需先從人力資源管理工作著手，並研擬

建立良好的制度與文化的服務工作環境，以持續推動組織的服務與發

展。 

五、 組織的對社會影響力的改變 

組織過往是以專注服務對象最大利益進行運作，然而實際上，除了服

務對象，組織得以穩健提供服務，不僅有賴工作人員的執行，還包括合作

夥伴以及社會大眾的協助、參與及支持，因此，組織在運作的同時，亦需

考量各利害關係人的利益，盤點組織在社會影響力的作為與成果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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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 關注議題 作為 改變與影響 

 1.服務對象及其

家屬與學校或

職場 

1.服務便利、友善、選

擇、適用性。 

2.服務品質。 

3.困境改善。 

1.提供三級預防服務。 

2.提供培力發展服務。 

3.提供家庭支持服務。 

4.重視案主意願。 

5.開發案主優勢與增

進成功經驗。 

6.個案回饋社會行動。 

7.修復親子關係。 

1.服務項目及服務量均有增

加，服務成效良好。 

2.少年參加社會回饋行動或

任志工，創造善循環。 

3.受助者就讀心輔或社工，

成為專業助人者。 

4.受助者成為組織員工。 

 2.政府單位，包括

權責單位、委託

服務單位以及

合作單位 

1.政策制定。 

2.政策推展。 

3.施政績效。 

4.機構服務及溝通品

質、成效與責信。 

1.接受政府委辦服務，

含試驗性方案。 

2.試辦創新方案接受

政府補助。 

3.參與政策相關委員

會與諮詢焦點團體。 

1.政府委辦單位增加，組織

服務量能持續提升。 

2.政府補助項目增加，服務

內容更為多元，滿足服務

對象多元議題需求。 

3.參與多個中央及地方政府

委員會，推動及改善兒少

福利及保護政策，落實兒

權，亦有助組織服務發

展。 

 3.民間單位，包括

提供補助、捐

款、贊助或志工

參與、服務合作

的基金會或企

業，以及相關公

益團體 

1.贊助型法人選案。 

2.企業社會責任。 

3.回饋社會。 

4.企業志工。 

5.公益組織互補與合

作。 

6.機構責信。 

1.創新提案與實施。 

2.企業一日志工。 

3.機構間合作：交互參

訪、訓練資源、專案

合作。 

1.企業及基金會捐款、贊助

增加。包括主動提出。 

2.合作單位增加。 

3.透過合作擴大服務效果。 

4.透過合作協助組織改善服

務空間與環境。 

5.增加與其他兒少團體之互

動與交流，促專業成長。 

 4.工作人員，含全

職與兼職人員，

包括行政、專

業、營運人員，

有中、高階主管

及基層人員 

1.服務執行。 

2.制度、待遇與福利。 

3.專業成長與發展。 

4.適任與成就感。 

5.環境與友伴。 

6.良好領導。 

1.提高福利與待遇。 

2.改善專業訓練實施

方式。 

3.辦理共識營隊與工

作坊。 

4.跨部門協力。 

5.充實直接服務與後

勤人力。 

6.設立管理暨發展中

心以優化制度、提供

支持與支援。 

7.改善工作硬體環境。 

8.差勤管理資訊化。 

1.員額增加。 

2.跨部門關係、互動與內部

合作。 

3.專業成長。 

4.管理能力增加。 

5.調和與改善組織文化。 

6.增加穩定度。 

7.彈性運用與利於服務及討

論的工作場域。 

8.工作效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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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教育單位，相關

高等教育機構 

1.教學成果。 

2.相關研究成果。 

1.提供實習教育。 

2.提供服務學習。 

3.運用專業督導資源。 

4.專案研究之合作。 

1.每年百位實習生至組織各

部門實習。 

2.經常有社心相關科系包場

參訪，認識更生服務及相

關社會議題。 

3.參與多項研究案之訪談。 

4.論文發表。 

 6.師資，含提供專

業師資及專業

顧問 

1.執業與服務。 

2.專業成長。 

3.累積專業資歷。 

1.聘用專業師資。 

2.提供具差異性之教

學情境。 

1.長期合作師資持續累積。 

2.降低專業支持成本、提高

支持延續效果。 

3.增加法律、組織管理顧問，

提供協助，包括導入設計

思考、Gallup測評，標章

權保護…等。 

 7.供應商，包括提

供中繼職場物

料之廠商、提供

硬體工程或設

備之廠商 

1.銷售獲益。 

2.好顧客。 

1.開發長期合作廠商。 

2.穩定良好的交易過

程與經驗。 

3.增加交易機會。 

4.轉介客戶。 

1.獲得特惠良好、高規格的

服務。 

2.降低成本。 

3.售後服務積極。 

4.樂於提供專業合作與諮

詢。 

5.降低獲利回饋組織。 

 8.志工，含志願服

務之學生或民

眾 

1.社會參與。 

2.學習成長。 

3.擴增社會關係。 

4.貢獻職能。 

5.善行或回饋社會。 

6.價值感或還願。 

7.成就感。 

1.透過網路招募，有便

捷界面。 

2.辦理志工招募、訓

練，投入長期服務。 

3.編訂志工管理手冊。 

4.辦理志工在職專業

督導與訓練。 

5.辦理志工分享會。 

6.辦理志工感恩餐會。 

1.主動申請加入志工民眾增

加。 

2.每年百位志工投入，學習

或參與組織服務。 

3.志工穩定度與投入度的提

升。 

4.主動招募效果佳，短時間

內額滿。 

5.社會參與及關注度增加。 

 9捐款人 

1.認同與關聯。 

2.行善或回饋社會。 

3.還願。 

4.抵稅。 

5.附加誘因。 

6.機構責信。 

1.經營多元捐款管道

與議題需求宣傳露

出。 

2.便利捐款界面。 

3.辦理捐款人茶會。 

4.大額捐款感謝狀。 

5.收據限期寄發。 

6.提醒詐騙訊息。 

7.公開徵信。 

8.暨發電子賀卡與會

刊。 

1.捐款增加。 

2.定期定額增加。 

3.捐款人茶會，參與及關注

者約 5千多人。 

4.策展募款成果超出預期。 

5.有自籌資金以進行管理與

環境優化，增聘自籌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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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媒體、社群與透

過媒體關注組

織之社眾 

1.新聞素材。 

2.話題及點閱率。 

3.社會關注。 

1.媒體單一窗口，維持

關係。 

2.成立社資組。 

3.經常提供新聞素材 

4.經營 FB 粉專、IG、

LINE@，高頻率更新。 

5.自媒體。 

6.經營廣播節目。 

7.2022辦理策展。 

1.媒體報導及主動專訪大幅

增加。 

2.與記者關係穩定良好。 

3.社會關注與回應提升，策

展講座含線上超過 5000

人參與追蹤。 

4.組織知名度增加，有利社

會認同。 

11.理監事及會員 

1.認同與落實理念或

信仰。 

2.會務責信良好運

作。 

3.避險。 

4.支持發展。 

1.會議按時召開。 

2.資訊主動、完整公

開。 

3.有專屬群組，可直接

溝通。 

4.關係維繫。 

1.信任、持續支持與捐款。 

2.至中繼職場消費。 

3.主動邀請友人加入會員。 

4.在組織發展過程貢獻可用

資源。 

組織現階段的影響力展現以較獲獎前大幅提升，但仍有相當可以推展

的空間，有待持續努力管理與經營。 

六、 給後續機構的建議 

如右圖，包括： 

(一)永續發展：除了組織的使命宗旨

任務外，須以具

永續與傳承的發

展目標為核心。 

(二)願景要明確：願景要能具體

描述，越明確越

能聚焦，越能具

體達成。 

(三)由 CEO 帶動：由組織領導人帶動，促

全員參與。 

(五)考量利害關係人：助人型的非營利組織往往以服務對象為利益軸心，

若要擴大影響力，需考量各相關利害關係人的利

益。 

(六)勇於創新：傳善不怕犯錯，鼓勵勇於創新，不行動才是最浪費資源的

選項。 

(七)錯誤中學經驗：雖然不要怕犯錯，但要從錯誤中學習經驗，就能進步

永續與

傳承

願景明確

CEO帶動

全員參與

考量利害

關係人

勇於創新
錯誤中學

經驗

尋求夥伴

合作互助

善要能分

享與循環

創造社會

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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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成長。 

(八)尋求夥伴合作與互助：沒有組織是全能的，可以尋求合作與互助，可

以更好的控制成本、提升品質，也可以擴大公

益參與，增加社會影響力。 

(九)善要能分享與循環：服務不是目的，而是過程，要幫助受助者成長與

回饋社會，才能創造善的循環，提升與創造社會

影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