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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分享會報告書 – 中華民國自閉症基金會 

壹、 補助前 

1-1 機構當時概況、創新計畫起源 

由於教育程度、經濟能力及社會文化差異等因素，台灣仍有許多偏鄉及城

鄉地區之發展遲緩兒童家長在爭取早期療育資源方面之能力或重視程度不一，

對自身在日常家庭生活中進行療育之關鍵角色認知有限，一些主要照顧者困於

家庭生態、家庭結構改變、需要工作謀生等艱難情境，難以持續接受專業早療

資源之協助。因此，許多發展遲緩兒童因無法在早期療育的「黃金治療期」接

受適足之療育介入，以致其成長與家庭生活品質狀況不佳。 

2018 年衛生福利部(2018)之調查報告顯示，全台灣尚有 13 個縣市之 37 個

鄉鎮區衛生、社福、教育及早期療育資源較為不足。屬於早期療育需求高速成

長的自閉症及其他心智障礙族群急需要社會積極重視與理解，特別是偏鄉、資

源不足地區，在早期療育資源上明顯有實際需求面的差距。 

2016 年起，由宋維村醫師主持，帶領本會與臺大醫院精神醫學部合作，引

進 WHO 全台唯一授權之「世衛組織發展遲緩兒童親職技巧訓練計畫(簡稱 CST)」

課程，免費提供以家庭為中心之早期療育服務模式，深入全台各地，期待能提

昇主要照顧者的親職教養技巧、知識及韌性，訓練照顧者在日常生活中運用有

效的策略促進發展遲緩兒童之互動、溝通、情緒行為調節與生活適應，彌補偏

鄉及其他地區早期療育專業人力資源不足與分配不均的現況。 

歷經 2017年與 2018年之 CST先導及試辦計畫，共訓練 15位訓練者，2019

年推廣元年，增加 80%訓練者至 27人，是推廣 CST計畫的儲備人才庫。2019年

我們從澎湖、宜蘭、新竹、高雄、台北等地區開始逐年向全台推展以家庭為中

心的親職教育計畫 CST，2020 年獲得傳善獎，期待能藉著 CST 的推展，可為台

灣之早期療育注入更完整的家庭參與模式及呈現多樣性發展，嘉惠特殊需求家

庭以提升家庭親職功能，促進社會參與，並使國民能夠正式使用 WHO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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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機構許下的三年願景 

年度 影響力 行政管理 專業成長 

2020 

召開全台 CST研討會與同道互相

交流，推廣深耕至台灣、離島各

相關專業領域。 

持續推廣 WHO-CST 以每年增加

2-4個縣市為目標。 

2020 年全台至少 7 縣市有 CST

服務。 

CST 團隊結合政府、民間資源跨

專業合作，一起推廣 CST 工作計

畫。擬延聘 3位專職訓練者，延

續 2019 年有 4MT 及今年加總共

約 40 位訓練者等專業人力。 

蒐集、分析本計畫之成效，形成

政策性之建議，提交政府主管機

關參考。 

年度募款成長率預估 40%。 

延續 2019 年 CST 團隊偕同花東

地區可增加 4 個團體訓練 8-12

位訓練者，全台可提供 80 個發

展遲緩兒童的主要照顧者專業

訓練。 

全台早療相關人員約 200人參加

CST 以家庭為中心國內研討會互

相交流。 

2021 

在台灣召開 CST 國際會議，透過

國際交流，促進本計畫之推動，

並發揮台灣 CST 專業影響力。 

持續推廣 WHO-CST 以每年增加

2-4 個縣市為目標。全台至少 7

縣市有 CST服務。 

召開全台 CST工作坊，將 CST 推

廣至各相關專業領域深耕台灣。 

持續推廣至全台各縣市均獲得

WHO-CST 資源。全台至少 9 縣市

有 CST服務。 

CST 團隊結合政府、民間資源跨

專業合作，一起推廣 CST 工作計

畫。擬增加延聘一名專職社工，

延續 2020 年有 4MT 及今年加總

共約 52位訓練者等專業人力。 

蒐集、分析本計畫之成效，形成

政策性之建議，提交政府主管機

關參考。奠定推廣師資及統整資

源之基礎。 

年度募款成長率預估 50%。 

延續 2020 年 CST 團隊偕同桃

園、雲林地區可增加 4個團體訓

練 8-12 位訓練者，全台提供 96

個發展遲緩兒童的主要照顧者

專業訓練。 

參加 WHO 舉辦 CST 技術會議，互

相觀摩學習。 

全台早療相關人員約 300人參加

CST 以家庭為中心國際研討會與

國際交流。 

2022 

 

全台至少 10 縣市有 CST 服務。

未來，全力推展 CST 早期療育新

模式於全台各縣市及偏遠鄉鎮。 

CST 形成政府政策，推廣普及於

迫切需要之發展遲緩兒童及其

家庭。 

CST 團隊其中專職 7 人全力推廣

CST 工作計畫。延續去年有 4MT

及今年加總共約 64 位訓練者等

專業人力。 

蒐集、分析本計畫之成效，形成

政策性之建議，提交政府主管機

關參考。 

奠定推廣師資及統整資源之基

礎，並以服務弱勢家庭為優先。 

年度募款成長率預估 60%。 

延續 2021 年 CST 團隊偕同台

中、彰化地區可增加 4個團體訓

練 8-12 位訓練者，全台提供 96

個發展遲緩兒童的主要照顧者

專業訓練。 

機構三年的願景專業成長中除了募款收入沒有達成目標，其他社會影響力及專

業成長均 100%達標。包含全台有 10 個縣市 16 家合作單位，60 位訓練者及 298

位主要照顧者參加完整 CST訓練，比計畫初期預估 112位主要照顧者超過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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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補助中 

2-1 機構三年將資源用到哪? 按項目、年度、比例，執行了什麼? 

 

傳善獎補助我們本著專款專用的原則，妥善運用社會有限資源，期待能創

造更多無限可能。以上經費以每年人事費支出約佔總經費 63%最多，其次是機構

補助業務費佔 28%次之。 

歷年主要服務項目如下： 

2020年增加花蓮、台東兩縣市加入，共有 6個縣市 10個醫療院所、社福機構參

加 CST 推廣合作單位，其中突破交通、人力及環境氣候的限制，將早療資源送

抵澎湖與蘭嶼等外島；同年亦舉辦國內研討會將近 200人出席參加。 

2021年增加桃園、雲林兩縣市加入，共有 8個縣市 13個醫療院所、社福機構參

加 CST推廣合作單位；同時舉辦 CST 國際線上研討會有 21 國 429 人出席參加。 

2022 年增加台中、彰化兩縣市加入，共有 10 個縣市 16 個醫療院所、社福機構

參加 CST推廣合作單位。 

  

科目 支出比例 支出比例 支出比例

人事費 2,500,000 62.5% 5,000,000 62.5% 7,500,000 62.5%

業務費 1,068,000 26.7% 2,118,000 26.5% 3,407,367 28.4%

行政管理費 95,000 2.4% 191,000 2.4% 272,049 2.3%

廣宣費 192,000 4.8% 364,575 4.6% 446,604 3.7%

研究發展 0 0.0% 0 0.0% 14,255 0.1%

設備/租金 145,000 3.6% 268,240 3.4% 301,540 2.5%

其他 0 0.0% 58,185 0.7% 58,185 0.5%

小計 4,000,000 8,000,000 12,000,000

方案名稱

WHO CST 台灣推廣計畫 4,000,000 4,000,000 4,000,000

小計 4,000,000 4,000,000 4,000,000

傳善獎三年計畫實際支出表

2021.01-2021.12 2022.01-2022.12資料期間(累加)

會計別

方案別

2020.01-2020.12



4 

2-2 其中有哪些失敗/不如預期項目? 從中學到什麼、改善了什麼 

(一)合作機構招募： 

初步推廣時，期待能與縣市地方政府合作，但在與宜蘭縣政府社會處聯繫

時，辦事人員評估每期服務太少，因此委婉拒絕；而 2022年拜訪彰化縣政府兒

少科說明，科長雖然支持，但社福單位皆因承辦縣府方案，因人力不足而無法

執行。 

在地方機構推廣上，2020 年花蓮某醫院因參加執行 CST，需佔用每週約 4

小時的時間，因而產生人力不足及排擠效應，所以僅執行一年就因上述原因而

暫停執行，2020年新竹某機構與 2021年桃園某機構也有相同的情形產生；2021

年雲林縣某機構因未能認同招募原則因而退出，實屬可惜。 

在醫療院所的治療師，對於 CST 的認同度很高，但常因為需要額外抽出專

業執行人力，所以治療師若非所屬為精神科體系，則容易被上級否決。 

(二)參與者（照顧者）招募： 

本方案主要對象為偏鄉及低收入地區之家庭，而在這些家庭中，主要照顧

者面對經濟及教養上，常會有需要取捨，例如懷孕、工作調職、三代同堂、隔

代教養觀念差異、家族親人介入、外籍配偶、個人特質等諸多問題，均需一一

克服。 

 

面對上述狀況，CST核心小組對執行單位的決定抱持尊重的態度，但也作了

以下的調整： 

(一)主動聯繫：提前籌備推廣縣市及預訂合作之區域對象，先以電話連繫

後，寄送 CST 現況、成效與現有合作單位等相關資料提供參考，並安排現場說

明會，將合作方式、培訓流程及服務成效等詳細介紹及說明，讓執行單位主管

及執行者對 CST有初步的認識，以期能加入推廣的行列中。 

(二)調整招募方式：廣發公文及訊息，邀請早療相關社工提供資訊，在參

與者報名後，先以電話聯繫、確認目的及意願後予以錄取，參與者流失率因此

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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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其中有哪些成功/超乎預期的項目，並說明關鍵原因。 

(一)分享與推廣： 

1. 2019 年核心小組丘彥南醫師受邀到衛福部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推動

小組針對 CST作內容與成效專案報告，從中央到地方普遍推廣 CST的內容與

成效。 

2. 2020年舉辦國內研討會，共有 207人參加；2021年國際研討會共有 21國，

429人參加。 

3. 2022年劉增榮執行長受邀到台南市政府「111年第二次早期療育工作協調會」

針對 CST 作專題報告；台南社會局亦推薦劉執行長到屏東縣政府作專題報

告。 

(二)與國際接軌、資訊同步： 

1. 計畫主持人宋維村醫師與 4 位主訓導師，每年定期參與 2 次 CST MT 世界會

議，與目前正在執行 CST之 40餘國共同討論推廣方式與成效，互相學習。 

2. 與 WHO CST團隊保持密切聯繫，了解最新發展方向與策略。 

(三)參與國際發表： 

1. 2022年，主訓導師蕭媺妮在世界女醫大會上，發表 CST於台灣質性成效。 

2. 2022 年，主訓導師諶冠潔與宋維村醫師，於國際期刊發表 CST 於台灣執行

的可行性與成效。 

3. 2023 年，核心小組宋維村醫師及丘彥南醫師，將帶領主訓導師蕭媺妮、諶

冠潔、陳姮縵等人參與亞洲區青少年兒童精神醫學會，舉辦兩場討論會。 

(四)培訓主訓導師助理： 

2020 年起增加主訓導師助理之培訓，以期協助機構內部 CST 培訓與推廣，

或該縣市 CST推廣單位輔導。截至 2022年共有 4位訓練者接受培訓中。 

(五)期末檢討會共同討論： 

1. 年度執行完畢後，由主訓導師提供該年度觀察後設定主題，以現場或線上的

方式，邀請該年度執行之訓練者發表，共同分享 CST執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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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邀請 CST指導委員、執行單位主管、臺大醫院副院長及基金會董事長等，共

同參與指導。 

(六)照顧者滿滿感謝： 

每期課程結束，均會發給參與家庭結訓證明，並邀請照顧者發表參與的感想，

皆有許多正向的回饋及滿滿的感謝。 

以上成效，主要原因： 

1. CST 經過量化研究，能促進照顧者的親職知識技能、信心和家庭處理壓力的

能力；促進自閉症者概念認知、社會知能和實用技巧等能力及綜合能力的發

展。 

2. CST 經對照實驗後，發現能降低親職壓力，照顧者能藉由課程了解孩子的困

難、互動壓力減輕，且親子關係變好；CST 亦可提升照顧者之親職技巧、親

職信心及家庭充權，面對孩子的挑戰行為時，能作適當的陪伴及處理，及與

老師或家人平行討論孩子目前的需要。 

3. 2016年 CST核心小組成立以來，堅定持續每月有 1-2次會議召開討論執行步

驟及應變策略；每年終召開年度檢討會議，修正下一年度執行策略。 

 

參、 補助後 

3-1 相較三年前的願景，機構有哪些地方創新、成長、茁壯? 

自閉症基金會依據 SDGs 永續發展目標「有限資源創造無限可能」之理念，

推動以家庭為中心服務模式，深入全台各地永續經營發展。 

本會永續發展目標 SDG 1｜身心障礙者全人服務-提供身心障礙者社區全人

服務，訓練其獨立生活與社區參與能力。除了優質化現有成人社區服務，2021

年現有一戶再增加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辦理松德及湖元社區居住家園全部共計五

戶，服務 30位身障者社區獨立生活。 

本會永續發展目標 SDG 3｜早期療育資源普及化，深入全台各地，以免費服

務方式，每年提供給資源不足地區，推廣普及於迫切需要之發展遲緩兒童及其

家庭，服務人數統計至 2022年底累計服務 298位家長，未來將逐年倍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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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目標 SDG 4｜特殊教育優質化-2020年迄今新北市政府教育局邀請

本會舉辦自閉症兒童幼小轉銜準備班，將政府資源挹注轉銜服務項目，幫助自

閉症兒童適應學校作息順利融入國小生活。 

永續發展目標 SDG 17｜促進夥伴合作關係-榮獲 2021 年教育部社會教育貢

獻獎殊榮；賡續辦理 402世界關懷自閉症日活動，2022年邀集 50家社福單位及

廠商擴大辦理自閉症日活動；獲得桃園朝陽扶輪社推薦爭取到扶輪社全球獎助

金四萬美元的補助經費：捷運市府連通道及松江路某工業股份公司提供外牆免

費刊登愛心發票 402 大型廣告；志玲姊姊基金會與本會共同設計製作台北市捷

運燈箱廣告；基金會官網及公文電子交換系統更新與社會大眾溝通更順暢。 

3-2 傳善獎對機構的影響 

自閉症基金會榮獲傳善獎後產生的磁吸效應有： 

2017年起迄今獲得衛生福利部社家署每年 50萬元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 

2020年起志玲姊姊慈善基金會贊助台北市捷運燈箱廣告合作推廣 CST。 

2021年榮獲教育部社會教育貢獻獎殊榮與台積電基金會等同台領獎。 

2022年獲得桃園朝陽扶輪社推薦爭取扶輪社全球獎助金四萬美元補助經費。 

2022年藍鐘企業合作~星兒繪畫體驗課程。 

2022年星澤國際有限公司製作「讓世界都看見台灣好品牌~中華民國自閉症基金

會」有限、無線電視公益短片。 

2022年市議員黃瀞瑩 YouTube 頻道專訪「非常律師非常自閉」公益短片。 

2022年壹蘋新聞網 nextapple.com 專訪連續三篇自閉症就業動新聞報導。 

2022年華視新聞網自閉症者潛力無限，因材施教開發特長專題報導。 

2022年凱擘寬頻有線電視「追夢英雄-十大傑出青年鍾華瑄」專題報導。 

2022年本會與中華華美傳播協會續約共同製作主持「星蹤有愛」廣播塊狀節目

2.0版，包含特教、社福及家長經驗等，向全球華人廣播。 

2023年市府連通道及松江路某公司提供外牆免費刊登愛心發票 402大型廣告。 

獲獎後基金會責任重大，決定聘用十大傑出自閉症青年畫家鍾華瑄擔任網站管

理、美編行政正職工作，期待拋磚引玉使社會企業聘用更多自閉症者順利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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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本會也獲聘擔任敦煌書局自閉症者就業督導及顧問。 

2019年起增加 ibon Line Pay、街口支付等電商募款平台，使捐款收入統計至

2022年底增加 112%，基金會工坊星藝商品也穩定成長。 

3-3 募款及穩定 

項目\年度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捐贈收入 13,434,539 8,113,999 11,359,937 13,787,956 13,291,042 14,865,617 

業務收入 2,780,060 3,679,616 3,108,240 2,741,345 1,995,218 2,358,157 

補助收入 6,262,928 10,042,155 6,534,050 8,734,888 6,745,920 6,834,712 

股、利息收入 174,812 204,251 148,155 172,124 138,455 354,385 

其他收入 502,320 590,801 853,576 966,376 611,238 953,412 

投資收入 393,737           

收入合計 23,548,396 22,630,822 22,003,958 26,402,689 22,781,873 25,366,283 

捐贈百分比 57% 36% 52% 52% 58% 59% 

本會得到傳善獎補助後，從新調整步調，積極開拓電商平台等募款財源。

從近六年捐款金額來看本會捐款金額仍然呈現成長趨勢，特別是近三年社會福

利機構由於受到國內外政治、經濟及疫情等因素影響，造成政府補助經費減半、

企業捐款縮水、小額贊助大量減少的情況下，仍能維持穩定並微服為幅增長的

趨勢。 

基金會現有員工 22位，其中碩士 7位，學士 15位，內含社工、特殊教育、

心理等相關專業人士，平均年資將近 10年；近年來流動率始終維持在 10%左右。

並有工作人員專業培訓與在職訓練及留任與晉升誘因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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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計劃持續性 

依據自閉症基金會永續發展目標「有限資源創造無限可能」之理念，將持

續與臺大醫院精神醫學部合作推廣「世衛組織發展遲緩兒童親職技巧訓練計畫」

深入全台各地，以免費服務方式提供給資源不足地區或是社經地位較低的主要

照顧者；未來分短、中、長期目標進行如下： 

短期目標依規劃循序漸進 2023 至 2025 年推廣縣市次序為：2023 年―台南

市、苗栗縣、花蓮縣，2024年―新北市、屏東縣，2025年―嘉義縣市、南投縣。 

中期目標深化主訓導師助理(MTA)之培訓，以培訓更多訓練者加速推廣 CST

至全台及離島地區。 

長期目標為將 CST 之服務模式引入政府早療政策中，使成為永續之社區服

務項目為全體國民所共享，並永續發展經營。合作雙方基金會主要負責財務募

款、行政作業等工作，擬全面布局電子商務募款平台、臺大醫院負責專業精進

優質化及 WHO及國際相關資訊取得聯繫等事宜。 

3-5 機構對社會的影響 

(一)台北市政府委託方案：2021年現有一戶，2022年增加市政府委託辦理松德

及湖元社區居住家園全部共計五戶，提供 30 位身障者夜間社區獨立生活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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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早期療育資源普及化 

以免費服務方式，提供給資源不足地區之發展遲緩兒童及其家庭，服務人數 2022

年底累計服務 298位家長，後續將持續推廣，造福更多發展遲緩家庭。 

(三)轉銜服務是新北市教育局首選單位 

政府教育局首選本會舉辦幼小轉銜準備班，將政府資源挹注轉銜服務項目，每

年幫助至少 40位自閉症兒童及 100位家長接受轉銜知能幫孩子適應校園團體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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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榮耀事蹟、同業楷模 

1. WHO全台獨一授權辦理 CST早療服務 

2. 榮獲 2021年教育部社會教育貢獻獎殊榮 

3. 獨家和 101大樓舉辦世界關懷自閉症日活動，2022年獲得扶輪社全球獎助

金補助 

4. 製作星蹤有愛廣播塊狀節目向全球華人廣播。 

5. 經由無線、有線電視等媒體連續報導 

3-6 給後續機構的建議 

日本航空執行長稻盛和夫說「與其追求自己喜歡的工作，不如從喜歡上人

家交付的工作開始做起！」 

我們能夠執行 CST 方案就是接受美國自閉症之聲 WHO-CST 資深副總裁 Dr. 

Andy Shih建議宋維村醫師找中華民國自閉症基金會和台大醫院精神醫學部異業

結盟一起合作全台推廣之工作。 

CST的工作是台灣首例以家庭為中心訓練主要照顧者的早療服務模式；萬事

起頭難，CST從工作開始缺人、缺錢、缺方向，膽戰心驚慢慢摸索開始至今四年，

從台灣有 21 個縣市已經有 11 縣市 16 家合作單位一起推廣，達成率超過 50%。

CST團隊發展歷程就是從社會福利犧牲奉獻為台灣貢獻一己之力的態度，從基本

需求進展到自我實現，並且邁向自我超越實踐層面。 

CST方案面對傳善獎的選拔也是歷經兩次才入圍前八名，獲得 1,200萬元的

經費補助。所以面對社會福利工作，我們沒有選擇的權利，面對艱難的挑戰，

我們更沒有放棄的權利，堅持下去機會就是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