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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第四屆傳善獎 

財團法人利伯他茲教育基金會報告書 2022/01/28 
1、 傳善獎補助前 

1-1、 機構當時狀況 

本會因為過去以來一直以監所教化為主要工作，服務對象也是以藥癮收容人和毒品犯罪

人為主。在協助每一位藥癮收容人穩步回歸於家庭和社會的過程中，過去的我們為了保

護服務個案免於藥頭或黑社會的覬覦與攻詰，我們一直低調以對，加上社會大眾對藥癮

者的刻板印象，讓原本就沒有財力支援的我們，年年都在捉襟見肘中度過。但近年來，

因鑒於新興毒品的不斷推陳出新與氾濫，傳統毒品防治工作已全然的失效，而嚴重危害

下一代青少年的身心康健，我們逐步將重點放在如何協助已經接觸到毒品的藥癮者復歸

工作上。加上，現在的藥癮者多數伴有重度的精神官能障礙與思覺上的統和失調，在個

案服務上所面對的風險也比過往為大，以至於很多原本在前線工作的兒少服務單位，陸

續退出戰場，很多公部門轉而向我們求助，在業務拓展上也日趨龐大。但藥癮者的身心

靈社修復工程不是短時間可看得出成效，它需要龐大的專業人力及全方位和多元化的處

遇配合，公部門的緩不濟急及囿限於法規的綑綁，讓原本募款就已經困難的我們，更是

腹背受敵。但由於我們一直秉持多年來「一個都不放棄」的堅定信念，加上藥癮工作近

20 年的經驗，讓許多成功案例逐漸露諸媒體，也讓一直默默站在反毒的最前線的我們，

逐漸為大眾所知，更因為跟各公部門多所合作，所以目前已被公部門推為目前國內為藥

癮者服務最多元及最完備的公益團體。 

1-2、 機構許下的願景 

1-2、1. 影響力部分 

期望能將 20 年在戒癮戒治上的服務經驗能公諸於世，讓社會大眾尤其是公部門得以

了解藥癮者除了懲罰性的監禁制度外，還可以用另一種司法、醫療及社區處遇相互結

合的類毒品法庭方式，協助藥癮者逐步重返社會，並讓我們多年來在藥癮戒治處遇上

的倡議，能為社會大眾及公部門所接受： 

1. 成立「種子教師養成中心」：透過本會種子教師為核心的藥癮者自助性團體（NA）

運作方式及專業訓練的導入，鼓勵更多有心想改變的優質過來人加入種子教師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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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計畫。影響力：除為毒品戒治工作培養更多的優質守門員外，也能以自身的典範

效應影響更多的藥癮更生人，改變大家對藥癮者的刻板印樣。 

2. 拓展社會企業：除了繼續原本的餐飲料理、糕點烘焙、咖啡飲料以及販賣監所及民

間各優良食品外，未來三年也將逐步成立第四家社會企業-「物業管理中心」，職

能培力項目也能由餐飲服務及銷售類，逐步拓展為照顧服務、臨時人力派遣、水電

工程維修、環境清潔打掃、保全維安…等不需要太高深的技術層面又不需要大額

硬體設備投資的產業作為社企延展方向，並逐步朝向庇護工廠與中繼職場的理念

邁進。 

3. 籌建「庇護工廠與中繼職場」：期結合公部門之法務、社政與勞政體系，成立庇護

工廠與中繼職場，成為藥癮者逐步重返社會的最佳途徑。影響力：除提供在監收容

人日間外出之作業機會，以儲備出獄後的部分生活津貼外，也能為藥癮者在出監

後、銜接社會前的一個職能培力與職能再造的中繼站，以減少再犯之可能。 

4. 讓我們的倡議能為公部門所接受：藉由承接公部門各項藥癮服務精進案之委託，

以及網絡間研討會、期刊發表、專題講座、單位邀請經驗分享等機會，讓倡議逐漸

為社會大眾尤其是公部門所接受。 

(1) 「慧德學校」理念：參自香港群育學校理念，結合教育、社政、司法、醫療

等單位，提供藥癮青少年或非行少年一個多元化的教育園地。影響力：一方

面可以代替現有的感化教育及安置體系所帶給青少年的不良影響，一方面因

透過即早及適切的關懷與輔導，屆時能挽救的不只是徬徨迷失的孩子，透過

「家庭復原力」更挽救他們整個的家庭；就長遠來看，更能達到減少社會成

本的龐大效益。 

(2) 「中介教育安置機構」理念：參自日本「渡船處遇條例」理念，協助即將出

獄的藥癮收容人或毒品犯罪人在出獄前能藉著中繼場所所提供的協助與訓

練，逐步與社區建立新的社會關係。影響力：一方面可以緩衝社會適應力的

不足，最重要的是減少再犯所衍生的社會治安問題及未來龐大的社會成本支

出。 

1-2、2. 行政管理部分（包含：人力資源管理、財務管理、資訊系統管理） 

1. 募款能力提升，讓資金來源能從目前政府方案補助與民間捐款比例的 8:2，提升為

6:4。待組織財務健全，並籌募足夠之基金後，期待將原屬於地方性的教育基金會

改隸為全國性的社會慈善基金會，以符合跨區域及多元化之服務。 

2. 邀請有社政、法律、教育、企業與醫療相關背景的專業人士加入本會的董監事團，

使董監事團更具多元與跨專業領域，俾益更全面性的扶持與監督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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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隨著業務擴展，以任務編組方式，增列副執行長為 3 人，逐層培植高階、中階主

管，另聘督察長職 1 人，扮演監督以及視組織發展需求，機動性成立跨部門編制

小組，進行業務研發與創新，俾利組織永續經營。 

4. 期許在進行藥癮者相關研究及政策倡導過程中，因著有效資料庫的建置，提供更

精確的統計數據或實證資料，並輔以分析軟體，協助研究工作之進行。 

1-2、3. 專業成長部分 

本會從事藥癮戒治工作已近 20 年，也一直很重視機構內的專業輔導知能，加上員工流

動率低、向心力強、輔導人力多元且專業化，所以自今（107）年起： 

1. 成立實證研究團隊：藉助承接政府的多項精進研究方案，找出本會過往服務經驗中

的成功因子，期透過研究結果，提供其他網絡單位參考。 

2. 建立本土化的社區處遇模式：期透過研究結果，提供其他網絡單位參考。 

3. 學術交流：期望透過期刊發表、研討會、諮詢會議等方式，提供毒品防治更有效的

處遇模式及評估方法。 

4. 多元化處遇：在協助藥癮更生人透過就業培力，從出監、戒毒、就業到社區自立自

養的過程中，讓服務品質與量化皆可被大眾具體檢視。 

5. 種子教師養成中心：培育出一批批的優質過來人，鼓勵並協助他們能站在反毒工作

的最前線，成為毒品戒治或防治上的最佳助手。 

2、 傳善獎補助中－利伯他茲的創新與變革 

2-1、 這三年機構將資源用到哪裡？執行了什麼？ 

2-1.1 利伯他茲在這三年中，將大部分資源投入在，「影響力策略」、「治理與控管」以及「共

育人才」、「服務模組」四大核心事項上，執行層面如下： 

1. 使命計劃與策略面：資源控管、資金募集、組織架構、人力發展、目標達成與領導、

TA 設定、高層支持，多元學習掌握創新方向，為組織創造機會，開創競爭力。 

2. 個案管理面：近兩年來，因著醫療專業的導入，及與醫療院所端簽訂合作備忘錄，讓

本會藉醫療專業及組織服務的優勢，在業界建立更多元且專業的團隊；另持續優化內

部協作的管理機制，針對各部門進行個案管理系統的整備，以提高服務效能。 

3. 資源連結面：因社資部門業務的開展，致力提升組織結構的整合程度（含組織內部與

外部資源），並建置多功能展場、連結企業辦理公益活動，行銷社企品牌以及各項自

製產品的曝光度，發展出新的互動與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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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服務提供面：建立都會型多元及專業化的貫穿式服務處遇模式，為藥癮界及公部門投

入新思維，成為政府首選的合作單位，參訪單位亦絡繹不絕。 

透過上述事項規劃執行，資源投入狀況（如下表一、表二），以達到捐款收入成長、服

務市場擴張與服務生產力提升的目標以增進組織的價值(如下表二)。 

表一：資源使用狀況 

年度 
類

型 

項

目 
執行狀況 比例 

2019 

  | 

2021 

人

事

費 

心
生
活
訓
練
中
心
專
案
1
名 

• 2018 年 12 月建置「心生活職前培力訓練中心」落實中繼喘息的理

念，社企場域人力補充，投入專案，進行為期一個月的職前培訓，

上午安排職前訓練通識課程（求職準備、財務管理、債務協商等）；

下午進行職場體驗，連結友善廠商，3 年服務計 114 案。 

• 理念推廣：由原開發之 63 家友善廠商至今已達 107 家，其中包括

保全業、清潔業、營造業、服務業等，將經由拜訪與合作過程，宣

傳庇護工廠和中繼職場理念，以為經驗與資源盤點，以利雛型的規

畫。 

81% 

種
子
教
師
督
導
1
名 

種子教師團隊成立，現任 10 位專職種子教師，鼓勵繼續進修、接受

專業訓練、報考專業執照，成為 NA 自助性團體帶領人，年培育新進

種子教師 5 名，由種子教師督導帶領每月定期聚會（班恩回家電影發

布、回家紀錄片發布、活動餐聚、NA 團體等），提供支持穩定其生

活，我們看到藥癮者對生命重啟了盼望和自信。3 年服務累計 21 名

種子教師，1 名成功創業、1 名屆齡退休、3 名另有生涯規劃，目前有

16 名仍於本會任職服務中。 

種子教師進修狀況 

台北大學犯罪研究所畢 1 人 符合社工師考試資格 6 人 

玄奘大學社工碩士班就讀中 1 人 正修習社工相關科系 3 人 

世新大學非營利與社會企業

就讀中 
2 人 

就業服務乙級證照 1 人 

東吳大學研究所一班生 1 人 

台北大學社工系就讀中 1 人 大學就讀其他科系中 1 人 
 

社

資

社

企

專

案

5

名 

• 投入專業培訓，增進與利害關係人對話之能力，安排多場內訓課程，

針對願景、核心價值與策略性思考的框架方向進行設計，對於未來

的工作規劃持續地優化，以及可增進組織成員對外與資助方或是外

部夥伴爭取經費或合作的機會。 

• 資源募集：新增各類型捐款通路、公益平台及募資專案（定期定額

捐款、手機小額支付、行動支付、公益平台、募資平台、公益園遊

會、活動等），新增計 10 類。 

• 建置多元宣導管道：校園、社區宣導、網絡專業分享、聯結企業及

媒體之毒品議題宣導、藥癮者陪伴實證研究與期刋發表，承接衛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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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毒品防制研究案，「成人藥癮者家庭支持服務經驗」研究發表。 

• 三年期間媒體採訪、公私單位參訪、學術單位訪談與研究合作等，

頻率次數愈來愈高，接受華視、北都數位電視、網路媒體、廣播電

台及平面媒體之訪問就毒品議題進行宣導，在對外單位合作上有著

顯著成長與突破並增加了許多公益性質市集、園遊會設攤、活動餐

敘等邀約，計 50 次。 

 －2019 產業局與全聯福利中心合辦的「台北光之饗宴」公益設攤 

  －2020 技嘉主辦的年度教育基金會年會指定餐食與伴手禮 

 －2021 頂新味全龍棒球賽公益設攤 

 －2021 社會創新實驗中心(快閃商店) 

 －2021 樟新里長邀約辦理母親節公益園遊會 

 －2021 明緯基金會淡水河路跑活動活動公益設攤 

 －連續三年承接社企流－星展銀行指定尾牙外燴 

設

施

設

備

費 

心

生

活

職

前

培

力

訓

練

中

心

裝

潢 

• 2018 年 11 月於木柵路二段 10 號,，建置「心生活職前培力訓練中

心」，整棟建築分層設置，辦公室(1F)、課程訓練室(2F)、青少年宿

舍(3F)及復發陪伴室(4F)，落實中繼喘息的理念，兼顧對所有服務對

象的責任，打造友善職前的體驗培訓場域，蓄積核心就業力。 

• 2019 年底成立治療性社區，並於木柵路二段 8-2 號設立治療性社區

辦公室，投入藥瘾治療性社區服務模式的建置，使本會成為台中以

北唯一的一家藥酒癮者治療性社區，並於 2020 及 2021 年辦理「藥

癮治療性社區服務模式多元發展研討暨成果發表會」，公開分享於

社群網絡，助益網絡與社會大眾，對於藥癮者復元概念的理解。 

- 陸續建置木柵路一段 306 號 1-2 樓的青少年治療性社區。 

- 木柵路一段 348 號 1-3 樓的第二棟成人藥癮治療性社區。 

- 青少年自立宿舍與成人自立宿舍遷移至本會附近。 

• 2021 年於木柵路二段 68 號承租整棟標的物，一樓規劃為多功能集

會中心，辦理各項活動、連結參訪及作為授課場域等；二樓為就業

輔導組與職前培力組的辦公室，提供職前培訓與就業輔導媒合；三、

四樓為成人中途之家，為剛出監、無家可歸、家庭支持系統薄弱的

更生人提供短、中期臨時居住的安置處所，為中介教育安置機構-「渡

船處遇條例」之倡議作準備，逐步與社區建立新的社會關係，一方

面可以緩衝社會適應力的不足，最重要的是減少再犯所衍生的社會

治安問題及未來龐大的社會成本支出。 

19% 

第
四
家
社
企
裝

• 2019 年成立第四間社會企業，五餅二魚古早味與十二籃黃金泡菜

烏龍麵：拉近與社區的距離，開啟在的店面經營的新思維，嘗試

辦理 DIY 小作所，體驗傳統古早味小吃的製作樂趣，讓服務的學員

可以參與教學的其中，增加互動與獲得自信，掌握關鍵營運要素

提升優質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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潢
及
技
術
轉
移 

• 2020 年為將十二籃黃金泡菜烏龍麵改為九菓烘焙坊：提供烘焙技

藝訓練場地。 

• 提供新店戒治所間外作業收容人工作機會 16 人。社會企業三年，

提供超過百人次的就業機會，組織留用逾 20 人。 

 

傳善獎三年計畫實際支出表 

資料期間(累加) 2019.01-2019.12 2019.01-2020.12 2019.01-2021.12 

會

計

別 

科目 自籌 傳善補助 自籌 傳善補助 自籌 傳善補助 

人事費 13,067,000 1,750,000 24,366,000 5,750,000 34,469,000 9,750,000 

業務費 848,000 0 2,849,000 0 5,001,000 0 

行政管理費 646,000 0 2,565,000 0 3,625,000 0 

廣宣費 68,000 0 122,000 0 167,000 0 

研究發展 180,000 0 180,000 0 180,000 0 

設備/租金 2,410,000 2,250,000 2,670,000 2,250,000 3,120,000 2,250,000 

小計 17,219,000 4,000,000 32,752,000 8,000,000 46,562,000 12,000,000 

方

案

別 

方案名稱  

社會企業的

拓展 

12,011,000 2,750,000 22,182,000 5,300,000 30,507,000 7,250,000 

種子教師養

成中心 

4,247,000 600,000 8,633,000 1,250,000 11,911,000 1,900,000 

理念的推展

資源募集 

961,000 650,000 1,937,000 1,450,000 4,144,000 2,850,000 

小計 17,219,000 4,000,000 32,752,000 8,000,000 46,562,000 12,000,000 

 

表二：增進組織的價值 

捐款收入成長 服務市場擴張 服務生產力提升 

財務

建構 

改善組織 

財務結構 

增加資源 

利用率 

增加通路 

擴張收入機會 

強化 

服務價值 

強化 

專業能力 

客戶

建構 

捐款者/服務使用者/服務資源提供者的主張 

捐款/服務品質 服務的可近性/可

得性/適切性 

服務的多元性/

開創性/選擇性 

合作夥伴 利伯他茲的品牌定位

與市場 

組 

織 

實 

際 

執 

組織營運 

管理流程 

服務使用 

管理流程 

創新流程 導入市場流程 

• 成立決策組 

• 成立核心組 

• 培植各級幹部 

• 建置心生活職前

培力訓練中心 

• 成立種子教師養

• 成立社資部門，投入對內

對外溝通與社會資源發展 

• 參與網絡訓練，開拓視野

• 擬定對外溝通的品

牌策略 

• 對內的品牌內化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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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的 

流 

程 

建 

構 

• 服務供應流程

重新檢核 

• 以組為單位的

個管系統建置 

• 導入人資薪資

系統(震旦雲) 

成中心 

• 拓展社會企業 

• 成立治療性社區 

• 捐款管理 

• 落實個督、團

督、研習、評鑑

等機制。 

與接軌的能力 

• 成立社企產品研發小組 

• 橫向結構連結加強，服務

整合並修正 

• 提升數位應用與數位化使

用率 

• 增加捐款通路與平台 

是完善品牌工程的

核心驅動力，加強

員工專業訓練 

• 整合組織對外的溝

通管道建 

• 設定可量化的關鍵

成果指標提升品牌

價值 

組 

織 

學 

習 

成 

長 

組織文化 強化領導 加強整合 團隊共識 

• 聘督察長職 1

人，扮演監督

以及視組織發

展需求，機動

性成立跨部門

編制專案小

組。 

• 建置內部管理

系統與資訊

化，導入震旦

雲系統。 

• 改進傳統直線式

組織型態，設督

察長一職，針對

專門任務成立跨

部門專案小組，

由相關部門派員

參與，完成階段

任務為目標。 

• 「種子教師養成

中心」培育優質

過來人。 

• 建置心生活職前

培力訓練中心以

及治療性社區運

作及處遇模式。 

• 各類專案小組在組織型態

上會有行列交叉之式，以

達各個部門間之有效結合

與良好且全面的溝通。 

• 進行產品分析、調查、企劃

等、學習介紹自己與產品/

服務、以及制訂行動方案

加強目標間的關聯。 

• 社企：開發自有產品以及

連結 OEM、以及合作廠商。 

• 社資：新增捐款通路、公益

平台及募資專案（定期定

額捐款、手機小額支付、行

動支付、公益平台、募資平

台、公益園遊會、活動等）。 

• 辦理創新策略共識

營、專業訓練課

程。 

• 定期召開各組會

議、幹部會議、年

度員工大會。 

• 歸納重組產出共識

(包括使命計畫與策

略、個案發掘與管

理、社會連結與機

構合作、活動舉

辦、服務提供等) 

2-2、 其中有那些失敗/不如預期的項目？從中學到什麼？改善了什麼？ 

項目 不如預期 學習 改善 

資源
市場 

募款能力提升，讓資金
來源能從目前政府方案
補助與民間捐款比例的
8:2，提升為 6:4。 

重新檢視組織既有資源提供
者的類型、型態、頻次等，
設定類型標籤，聚焦特定資
源提供者，規劃不同的計畫
進行測試。 

人事的穩定及組織使命目

標，培育藥癮者重返社會 

1. 影響政策毒防 2.0 補助款，
落在民間機構的人事費用
上。 

2. 學會分辨及拒絕不適合的
方案（例如：培力案） 

物業

中心 

1. 疫情的影響。 

2. 物業執行經驗較為薄
弱。 

3. 團隊的執行能量的不

足。 

1. 傳善修繕特攻隊的方式推
了我們一把，讓我們看到
了曙光找回了初衷。 

2. 於工班實習的過程中學員
的改變與自信心的提升

（志緯）。 

1. 開拓中途之家與治療性社
區職能培力的場所。 

2. 新增中繼職能培訓的職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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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其中有那些成功/超乎預期的項目，並說明關鍵原因。 

項目 成功/超乎預期 關鍵原因 

預期

市場

人才

培育 

在得知榮獲第四屆傳善獎的當下，本會

為擁有完整整棟的培訓基地，立即建置

整棟的「心生活職前培力訓練中心」；緊

接著次年底便獲得衛福部治療性社區計

畫的支持。 

擁有傳善如此堅強有力的後盾，讓我們無後

顧之憂向前邁進，勇於租下完整的培訓基地，

重新規劃空間、完備空間的多工性，使服務

能夠更緊密的整合與串聯。  

治療性社區內運用的「復元教練」概念，

讓本會一直以來戮力於種子教師的培訓

工作得以提升，成為治療型社區中學員

的陪伴與輔導者，將其自身的經驗加上

有系統的培訓，成為專業人力與住民間

的連結，並在服務過程中提升自信與自

身彈性，不僅同理了他人也接納了自己。 

種子教師的典範效應與類家人模式得以充分

展現於治療陪伴的專業多元性，依循多年種

子教師培育經驗，走訪國外的教練制度，整

合成為本會復元教練培訓機制，也由於種子

教師訓練的成功經驗，復元教練的轉化成效

尤為成功。 

拓展安置場域，利伯他茲一條街，落實

「中介教育安置機構」理念，完成可執行

之階段任務。 

本會對藥癮更生人的服務理念一直以來皆採

用一案到底、不同期程的設計與人力配置，

有效提升轉銜至中繼場所時的穩定性，逐步

與社區建立新的社會關係，可以有效緩衝社

會適應力的不足。 

控管

治理 

為健全董事會運作及管理機制，本會新

一屆的董監事團隊中，已邀請擁有社政、

法律、教育、企業與醫療相關背景的專業

人士加入本會的董監事團，使董監事團

更具多元與跨專業領域，俾益更全面性

的扶持與監督本會。 

深受傳善學苑的影響，在組織管理結構面上，

廣納多元專業的卓越先進加入本會董監事行

列，成為組織的後盾，貢獻所長（無論是知

識、經驗、創意、行動）、健全運作，共同承

擔社會責任與使命首先是每位成員所。 

3、 傳善獎補助後－利伯他茲的感恩與展望 

3-1、 相較三年前的願景，機構有哪些地方創新、成長、茁壯？ 

3-1、1. 利伯他茲第一成長曲線：利伯他茲十二成立滿十二年了，從初五、六個人一路披荊

斬棘的走到現在已逾百人團隊，經歷組織的快速成長，看著成長曲線到高點，組織

可能得面對成長遲緩以及內部不良問題產生等議題，當越來越無法因應環境的變化

時，組織變必須做改變，將組織內部層級、行政流程、服務流程、工作流程以及組

織文化與使命，進行必要的調整與改善管理，順利轉型。 

3-1、2. 利伯他茲第二成長曲線：經歷三年的變革，不斷檢視組織構成，逐步調整組織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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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持續鼓勵自我成長學習與接納彼此的不同，尊重不同的專業與存在，將組織原

有一條龍服務重塑整合，作為服務創新的基礎，開創出組織的第二曲線，打破盛而

後衰的定律，從過去獲得經驗，以第二曲線走出利伯他茲的第二個十年。 

3-2、 傳善獎對機構的影響。 

3-2、1. 利伯他茲的藍海策略：先救了再說，一個都不放棄，就像是利伯他茲的 DNA，深深

烙印在每位夥伴的心中，但在組織成長的需求上，是需要被看見、需要被認同，是

需要讓社會大眾都能知道我們在做什麼，轉而願意支持、參與、投入，這是傳善獎

注入的勇氣，利伯他茲決定投入資源成立社資部門，行銷能力從 0 到 1 的大邁步，

瞭解如何設計資源提供者的顧客旅程、開啟數位捐款的新能力、看懂世代差異與行

銷演變，在面對捐款者的紅海市場，找出利伯他茲的藍海策略。 

3-2、2. 共育人才的傳善：廣納專業人才、培育人才、留住關鍵人才及降低人事成本是組織

進步的關鍵，傳善站在企業的角度，看見了非營利組織長期的盲點，在陳永泰公益

信託設立傳善社福人才獎助學金，為扶持機構中高階主管的培育，投入了資源共育

人才，三年中補助高達 6 人/13 人次，讓利伯他茲能夠擁有能持續進修以領導機構

創新、成長、茁壯，造就低人員流動率也是我們相當自豪的一部分。 

3-2、3. 疫情間的善傳遞：COVID-19 匆匆來襲，三級警戒發布敲響警鐘，組織及內部各社企

場域正在苦惱如何因應及將傷害降到最低的時候，傳善待用餐出現了，不只提供前

線醫護警消人員，及經濟弱勢族群能飽餐一頓外，另一方面也幫助本會的中繼場域

–七品聚圓夢餐廳，在疫情期間不歇業，讓社企場域的員工能量，藉由助人的激勵，

成為堅守前線的支持與守護弱勢的力量。 

3-2、4. 傳善學苑對組織決策者的影響：社福機構是社會重要的支持網，為了提升社福團體

的服務效能，傳善開辦全台唯一社福界 EMBA「傳善學苑」培力社福 CEO，用企業

的方式陪伴利伯他茲，提升決策者的管理能力，培植社福高階人才創新視野，深度

的培力，走出了利伯他茲的另外一個高度。 

3-2、5. 傳善推了修繕工班一把：我們看見了物業中心的光影－弱與弱的相輔相扶，藉由培

力學員學習修繕技能，將所學無償地扶助獨居長者，唯有的避風港因此安穩了，在

這個過程中，一步一步地走出物業中心的培訓概念，讓我們堅信只要做下去，便可

以提供多元的職種學習，走入社區。每一次的出隊修繕，就是一次的改變，學員的

改變與成長，獨居長者的被尊重與笑容，這份美好經驗了我們，原來輔弱扶弱是另

一種合作的體現。 

3-3、 募款及穩定 

3-3、1. 現況說明：雖然大家都說我們在協助藥癮者復歸社會上做得最徹底，成效也最好，

但我們卻一直不受社會大眾捐款人的青睞，所以跟公部門申請方案補助就成了我們

經費來源的主力，政府購買利伯他茲的服務，再提供給社會困難群體，造成組織收

入來源單一化且總量不足且偏少，導致組織對政府的產生依賴，成為制約機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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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大瓶頸，需轉變為多元化經費籌集渠道。 

3-3、2. 資金分析：傳善獎獲獎當年因媒體曝光率的增加，大型活動合作案有明顯的成長；

但次年後，因疫情一波波的來襲，捐款人數不減但捐助金額下降。經由持續努力的

行銷組織與能見度，捐款者人數第三年成長近 2 倍，社會大眾開始認同本會的服務

對象，小額捐款成長尤其顯著。另一方面，因為政府意識到社會安全網建置的重要，

以及對毒品危害社會的嚴重性，所以公部門的挹注逐步到位，以致捐款比例仍維持

8：2，但經費來源與支出相繼成長。 

3-3、3. 未來方向：一方面仍積極發揮政府購買本會服務的主渠道之外，轉而投向企業、慈

善基金會申請資助（企業提案申請）、向社會普通大眾募捐（經營小額募款獲得社

會大眾認同）、新創組織資源連結（資源交換、串聯、聯名合作）等方式，解決資

金來源問題；另也爭取企業購買服務，以及使用者付費以解決經費困境，作為服務

對象身份特殊的非營利組織，朝向建立較為合理的費用籌集機制，實現社會工作服

務多元且常態化運行，有傳善獎的支持，讓我們在開創的過程中，得以無後顧之憂

的向前衝刺。 

3-4、 機構對社會的影響。 

3-4、1. 典範效應/去標籤化：拓展安置場域，利伯他茲一條街，落實「中介教育安置機

構」理念，對藥癮更生人的服務採一案到底，不同期程的設計與人力配置 

1. 從監所教化、釋後復歸轉銜因已有基礎故人力進用相對的穩定。 

2. 社企場域主為提供更生人喘息與培力的機會，因復發或個人因素，流動相對較高。 

3. 2018 年底「心生活職前培力訓練中心」的成立，得以儲備相關人力以隨時補充人

力，避免人力空窗影響社企營運。 

4. 2019 年底「治療性社區」的成立，有助於當培力員工復發時，有銜接的機制可針

對其狀態予以協助與戒治，藥癮者能藉著中繼場所，所提供的協助與訓練。 

3-4、2. 影響政策：建立都會型多元及專業化的貫穿式服務處遇模式，為藥癮界及公部門

投入新思維，成為政府首選的合作單位與同類機構參考的服務模式。綜上所述，

逐步與社區建立新的社會關係，一方面可以緩衝社會適應力的不足，最重要的是

減少再犯所衍生的社會治安問題及未來龐大的社會成本支出。 

3-5、 給後續機構的建議 

雖然今年我們依舊會卯足全力投入第八屆傳善獎的甄選活動，太多強勁對手的加入會

讓我們備感壓力；但這三年因著傳善所提供給我們在各種不同角度正能量的增加，讓

我們得以從巨人的肩膀上拓展我們的視野，為了共同守護我們的台灣，我們誠心的向

大家推薦#傳善獎#，讓善行永續循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