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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行動緣起與問題盤點



高教深耕與大學社會責任

• 八年來，在科技部與教育部的支持下，藉由行動設計與課程導入，讓師生參
與水沙連區域公共議題之推動。



1.導覽腳本
2.接待家庭
3.蝶友捐款回饋方案
4.蝴蝶彩繪
5.手作步道

1.文化導覽遊程
2.老照片故事採集
3.傳統聚落興建記錄
4.部落遷移史
5.族語教學

1.眉友這麼老
2.老人地圖

1.綠生農場行銷
2.眉溪咖啡

1.蝴蝶棲地營造
2.蝴蝶分佈工作坊
3.蝶道植物調查
4.飲用水水質監測

1.攝影與編採技能
2.創新創業能力

1. 眉溪報導
2.眉溪部落數位典藏

• 大學協力下的地方治理

• 大學如何蹲點社區、如何盤點地方議題、如何營造學習據點、如何啟動行動方案、
如何銜接學校師生能量，乃至大學參與社區事務的優勢。

• 能自主建構一個社會欠缺但卻需要的場域嗎？要選擇何種議題作為場域的社會功
能呢？如何透過議題來串連各鄉鎮的社群組織呢？除了研究與倡議外，能藉由真
實行動來影響政府政策嗎？




1.導覽腳本

2.接待家庭

3.蝶友捐款回饋方案

4.蝴蝶彩繪

5.手作步道

1.文化導覽遊程

2.老照片故事採集

3.傳統聚落興建記錄

4.部落遷移史

5.族語教學



1.眉友這麼老

2.老人地圖



1.綠生農場行銷

2.眉溪咖啡

1.蝴蝶棲地營造

2.蝴蝶分佈工作坊

3.蝶道植物調查

4.飲用水水質監測

1.攝影與編採技能

2.創新創業能力

1. 眉溪報導

2.眉溪部落數位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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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政府食物銀行援助計畫

• 2014年5月南投縣政府為避免臨時發生變故或遭逢失業的家庭，
三餐無以為繼，啟動食物銀行計畫。作法含餐食券、食物援助、
物資援助。

• 有關食物援助部分，補助13鄉鎮市公所經費，提供服務。

• 礙於公所業務量龐雜、人力有限，且期待強化個案管理服務，於
2017年7月改為勞務委外，由兩個單位推動該計畫業務。

• 2017年7月，暨大承接「南投縣食（實）物銀行援助計畫」，成
立食物銀行烏溪線站，推動烏溪沿線六鄉鎮（仁愛鄉、魚池鄉、
埔里鎮、國姓鄉、草屯鎮、中寮鄉）的食物援助。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 「零飢餓」：消除飢餓，達成糧食安全，改善營養及促進永續農業

• 細項目標2.1：在2030年前，消除飢餓，確保所有的人，尤其是貧
窮與弱勢族群，能終年取得安全、營養且足夠的糧食。



• 行動前的資料分析：物資需求人口在哪裡？

• 根據暨大社工系黃彥宜
老師，蒐集65歲以上老
人、原住民、國中以下
學歷成年人、獨居老人、
身障、中低收入、急難
救助、弱勢兒少緊急生
活扶助等資料分析發現：
可能要優先關注仁愛鄉
與國姓鄉。



行動前的問題盤點：管理面與網絡面

1. 食物銀行是什麼？有哪些類型？該如何操作？
2. 烏溪線站食物銀行的宗旨為何？
3. 如何順利完成委託簽約程序？過程中可能遭遇哪些問題？
4. 如何建構食物銀行內控組織體系與管理文化？
5. 個案要評估什麼？誰來評估？如何評估？
6. 要採用單次服務或持續性服務？該如何追蹤與複評？
7. 物資採購是「一次全買再送」，還是「確認需求後再買」？
8. 如何達成績效並發展其他績效指標？
9. 個案端與物資端的協力夥伴可能有哪些？物流該如何送？該以何種

形式裝袋？
10.創新議題的行動拿捏與網絡可運作性？



貳、組織管理與協力網絡



食物銀行的概念

• 台灣每年約有275萬噸的食物浪費，若能夠妥善分配與處理，這
個數值幾乎是全台26萬低收入戶所需食物量的20倍。貧窮所衍生
的飢餓問題，不僅是個別弱勢家庭的社會救助問題，更是典型公
共治理失能所產生的結構問題。

• 食物銀行的操作模式相當多元，由政府部門、社福團體、企業與
家庭的協力，基於公益購買物資或募集剩餘瑕疵或即期物資，捐
贈或以低價的形式提供給有物資需求的人。



台灣食物銀行概況

• 政府方面
• 約20個縣市政府辦理實物給付相關方案，受益人次達60萬人次

• 南投縣草屯鎮公所結合鄰里系統的食物銀行

• 台北市忠勤里方荷生里長發起的南機場幸福食物銀行

• 非營利組織方面
• 台灣全民食物銀行以「資源不浪費 台灣無飢餓」為宗旨

• 1919食物銀行：親送型、實體食物銀行、惜食5環的台中園區

• 安得烈食物銀行：以兒少為服務對象

• 基督教芥菜種會的社區食物銀行

• 2016年，臺中市政府公布〈臺中市食物銀行自治條例〉



行動整備期

• 空間準備

• 宣傳與食物袋準備



組織管理面



烏溪線站的定位與宗旨

• 「結合社工專業」的食物銀行
• 烏溪線站藉由社工評估個案資格與需求，並依其狀況提供所需物資，或
其他社福資源。

• 「尊嚴服務，夠用就好」為服務宗旨
• 讓弱勢者有尊嚴，個案需求與接受方式

• 擷取菩提長青村的「老有所用、夠用就好、開源節流（開互助之源，節
浪費之流）、無老」的「夠用就好」，促進社會資源妥善分配。



 
圖 1  烏溪線站之管理流程 

個別化服務（Individual Service）的管理流程





協力網絡面：個案網絡、物資網絡、志工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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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7年烏溪線站個案來源網絡：33個單位及主動申請





服務類型化
• 1.自行申請：個案主動聯繫，由社工員進行評估。

• 2.單位轉介：由鄉（鎮）公所、村里辦公處、社區發展協會、社福團體
與學校單位轉介個案。

 
圖 2 烏溪線站個案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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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至109.12烏溪六鄉鎮之服務人次

仁愛鄉 魚池鄉 埔里鎮 國姓鄉 草屯鎮 中寮鄉

• 埔里鎮、仁愛鄉、國姓鄉之服務人次較多

• 社工系黃彥宜老師的分析發現：八成家中無6歲以下兒童；五成家中無65歲上

老人；五成無身障人口。四成表示因子女照顧和就學負擔沉重，申請食物援

助服務。彌補非老非殘非幼家庭的「福利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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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化的服務提供

 
  

物資網絡



106 年 7 月至 109 年 12 月烏溪線站物資發放總額 
年度 採購物資（佔年比例） 捐贈物資（佔年比例） 合計 
106 240,304 元（34%） 457,263 元（66%） 697,567 元 
107 520,346 元（30％） 1,236,885 元（70％） 1,757,231 元 
108 600,000 元（31％） 1,305,689 元（69％） 1,905,689 元 
109 660,000 元（40％） 1,012,247 元（60％） 1,672,247 元 
總計 2,020,650 元（33％） 4,012,084 元（67％） 6,032,734 元 
資料來源：烏溪線站。 
說明：捐贈物資金額以市價換算。 
 

106 年 7 月至 109 年 12 月烏溪線站物資捐贈單位數 
年度 物資捐贈單位數 
106 22 
107 16 
108 19 
109 14 

資料來源：烏溪線站。 
 

• 採購經費多用於尿布、奶粉、營養品等項目

• 近七成物資來自社會善心物資。


106年7月至109年12月烏溪線站物資發放總額

		年度

		採購物資（佔年比例）

		捐贈物資（佔年比例）

		合計



		106

		240,304元（34%）

		457,263元（66%）

		697,567元



		107

		520,346元（30％）

		1,236,885元（70％）

		1,757,231元



		108

		600,000元（31％）

		1,305,689元（69％）

		1,905,689元



		109

		660,000元（40％）

		1,012,247元（60％）

		1,672,247元



		總計

		2,020,650元（33％）

		4,012,084元（67％）

		6,032,734元





資料來源：烏溪線站。

說明：捐贈物資金額以市價換算。




106年7月至109年12月烏溪線站物資捐贈單位數

		年度

		物資捐贈單位數



		106

		22



		107

		16



		108

		19



		109

		14





資料來源：烏溪線站。





• 招募與運用志工來參與食物銀行運作，是烏溪線站的重要課題。

• 物資供給端志工：裝箱與物流

• 個案服務端志工

我體會到要好好珍惜每天所吃的食物，很幸運自
己出生在不用為下一餐煩惱的環境下，……我們
不該浪費糧食，吃飽就好，不要為了一時的貪而
多拿多買，導致吃不完，而去糟蹋浪費糧食，要
有惜物的精神。



零碼女鞋、即期食品



課程導入
• 社參課程

• 方案規劃

• 方案設計與評估
• 物資發送、邊緣戶生活樣態、服務需求評估



行動中的現象與問題

• 現象：
• 物資重複發放形成二次浪費
• 社會物資較多的的時間是普渡與冬令
• 物資捐贈已有長期合作對象，被捐贈的數量
與品項不一

• 機構間被捐贈的情況不一
• 機構囤積需求度低的物資

• 問題：
• 物資的營養與健康
• 績效蒐集困難，如服務效率
• 志工網絡難以建立
• 模式擴散，大學食物銀行



參、共享平台的倡議



• 物資共享的問題思考
• 個人/個人、個人/組織、組織/組織？

• 服務範圍？

• 網站功能？



107.06.08
「大埔里地區社會救助網絡平台」

建置討論會議」

107.09.15
確認社福單位參加意願，共七個單位參與
（埔里社福中心、埔里家扶、埔魚原家、
埔里社實、埔里世展、良顯堂、烏溪線站）

線上物資交換平台

107.11.16開始營運
以「試算表、群組」兩種方式成立平台

供各單位即時聯絡與交換紀錄

南投縣食(實)物銀行烏溪線服務站
大埔里地區物資線上平台歷程



物資交換紀錄（未列入烏溪線站回報縣府之紀錄）

轉出日期 轉出單位 品項 數量 轉出日期 轉入單位

107.12.12 良顯堂 泡麵 45箱 107.12.12 埔里世展15箱
埔里社實5箱
烏溪線站8箱

108.01.15 良顯堂 山藥 1.3箱 NA NA

108.12.17 良顯堂 泡麵 50箱 108.12.17 埔里世展30箱
埔里社福中心10箱
埔魚原家10箱

109.04.19 良顯堂 米粉炊粉 超多無法
細算

109.04.19 烏溪線站10箱
埔里社福中心10箱
埔里世展26箱

109.06.09 良顯堂 炊粉 6箱 109.06.09 埔里社福中心1箱

107年，菩提長青村轉入襪子禮盒、補體素、保溫
瓶、遊戲嬰兒床等至烏溪線站。



第一版物資共享平台
• 結合科技，促使資源合理與即時分配。

• 夠用就好，減少倉儲；讓愛流動，讓善循環。

• 尋求校內相關專業老師的參與意願

• 尋求學生團隊的參與，協助製作第一版網頁

• 問題：
• 網站運作和維護？

• 設置網站伺服器位址？

• 支付常態性經費(如網域費用)？

• 單位提升使用意願？



連結縣府，醞釀議題

• 科技部大地計畫—食物銀行循證論壇
• 食物銀行是救急還是救窮呢？

• 如何評估弱勢民眾物資需求以及結案？

• 如何讓物資能夠充分流通？

• 大地計畫內部團隊支援，團隊組成、
頁面功能、伺服器申請

• 8/7 辦理20個單位的聯繫會報：平台
名稱、庫存功能、共享功能



第二版物資共享平台
• 第二版物資共享平台網站以「夠用」的理念出發，期待社福機構
之間能此一精神，讓社會的慈善物資，得以流通共享。

• 網站名稱以GOODENOUGH進行登錄。
http://goodnuf.org:8080/inventory/。

• 倉儲管理、物資共享（供給、需求）



肆、烏溪線站與COVID-19



COVID-19 疫情因應

• 109.03.19 食物銀行聯繫會報，南投縣府社勞處的任務分工

• 協助烏溪沿線六鄉鎮之民生物資籌備與儲存

任務 主責單位

一、協助辦理居家隔離、檢疫者餐食無法自理時，代購發送餐食 福利科

二、協助收治場所及隔離處所之民生用品、盥洗用物提供 救助科

三、疫區所需民生物資之籌備及儲存 救助科

四、各界捐贈物資之接受與轉發 救助科

五、督導安養、長照、身障等人口密集機構疫災預防及應變處理 福利科、兒少科、婦女科

六、依規定辦理疑似及被感染個案傷亡慰助事宜 救助科

七、相關勞工法例釋疑教育宣導或講座 勞資科

八、協助勞資爭議處理 勞資科

九、業務所屬或相關單位之防疫政令宣導及衛教 勞青科、社行科



防疫期間加發生活補助



挑戰1：在案家戶穩定提供，超前儲備民生物資

• 儲存物資

• 創新的機會窗：物資共享、空間共享（米冷藏）



挑戰2：失業申請增加，衝擊社工個管承載量

• 維持社工穩定運作

• 創新的機會窗：彈性服務、個案轉介
• 評估長期服務戶能否從一月一袋，改為一月兩袋，兩個月送一次。

• 轉介個案至其他物資援助單位，如甘霖功德會、埔里鎮公所



伍、結語



烏溪線站的一些反思

• 對於協力：穩定的協力關係，共同目標、信任、溝通、資源

• 對於創新：創新應有脈絡意義，創新前應先檢視組織的承載力

• 對於行動：從「先走再想」到「邊走邊想」，才能「先想再走」

• 對於未來：烏溪線站轉型社會企業？



策略建議

• 建議增加服務宣傳與個案轉介成為食物銀行服務績效指標。

• 建議拓展奶粉與尿布的捐贈管道，嘉惠經濟困頓的弱勢家庭。

• 建議行銷物資共享理念，使各鄉鎮都能建置O2O共享平台。

• 建議連結食物銀行與防災避難物資管理。

• 建議發展跨單位合作，使生產過剩農產品能直接或加工，提供給
弱勢家庭。

• 建議縣府探討食物銀行法制化之可行性，以減稅與免責的方式鼓
勵企業投入，使南投縣食物援助得以永續發展。



• 行動產出不僅是政策績效、創新、建議，還有社會尊嚴
與互助價值的實踐。

• 大學協力下的地方治理，豐富了大學社會責任（USR）的
實踐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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