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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107年第 5次委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7年 10月 17日(星期三)上午 9時 30分 

貳、地點：本會 6-1會議室 

參、主席：柳主任委員嘉峰 

出席人員：(如附簽到表)                 記錄：林怡秀 

肆、主席致詞：(略) 

伍、本府社會局專題報告「志工首都希望臺中」（略）                                                                           

陸、各委員建議事項: 

葉顧問晉玉: 

一、 在花博志工培訓方面，因志工流動性高，難以掌握志工確實

出勤，建議廣招志工，並落實現場培訓或線上學習，操作上

應設想各種突發狀況，教導如何招待、指引、處置、安撫，

避免面對臨時事故措手不及。 

二、 志工團體反映不清楚志工時間銀行如何換取時數，請思考操

作細則，讓志工享有時間銀行的好處，進而有效推廣此政策。 

三、企業志工之推廣，鼓勵員工利用上班時間服務社會，一方面兼

顧社會企業形象，另一方面不具強迫性質，亦可領薪資，員

工樂於貢獻，呈現雙贏局面。 

 

賴委員靜嫻: 

一、小朋友或學生當志工的意義是重大的，在過程中可讓其體驗人

生，感受到弱勢者的辛苦，並獲得獎勵或推甄的加分，皆為

很好的回饋。 

二、志工來自不同社會群體、階層，精神層次高但價值觀可能不

同，難以管理，建議可預先測試，了解志工能做什麼事或不

能做什麼事，將對的人才，用在對的地方，能適得其所，讓

其身心靈滿足。 

三、志工的工作量需妥為分配，若太忙，可能無法負荷，若太閒，

則無法產生成就感，應重視其精神層面更勝於技術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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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委員長晏: 

一、臺中市政府推動「HOPE 125 志工首都」，為展現實際推動成

效，建議應以具體的數據或事蹟加以說明或展示，建立志工

服務人力資源管理平台或人才庫，以凸顯臺中市志工首都的

重要意義。例如：志工媒合平台是如何尋求志工的加入？志

工服務參與的管道，市民是否充分知悉？媒合成功率有多

高？從活動地區、活動類型、志工招募(短期、長期)、志工

培訓等項目來呈現臺中市志工媒合平台的成效。 

二、「志工首都」非口號，市府計畫以三步驟建立志工培力實驗專

區等發展中心，整合國內外志工資源，讓民間力量充分發揮，

逐步實現志工首都願景。其中志工首都第一步驟是將市立圖

書館精武分館改建為「NPO 培力實驗專區」，開放社會企業、

志工組織進駐。第二個步驟，則是將西區的聯勤招待所改建

為「非營利組織與志工發展中心」(NPO中心)，作為台灣志工

育成、媒合的重要基地。市府的第三個步驟，於霧峰光復新

村設置「國際非政府組織中心」(INGO 中心)，吸引國際非政

府組織進駐台灣。此三步驟之計畫進度為何?有無面臨困難或

有新的作為與創新想法？ 

三、從人力資源管理角度而言，志工服務人力必須關注其晉用、培

訓、激勵和維持，如何協調與運用志工和組織專職人員一起

完成組織的使命，並滿足志工的服務需求。因此需建立一套

志願服務人力資源的規劃、運用與管理的整體系統。 

四、 為讓志工人力永續運用，建議塑造志工服務信念，深入志工

心中，宛如宗教團體的團隊志工一樣，不需激勵，而有自發

性的奉獻精神。 

五、社會局在志工首都專案中，側重志工人力的開發與運用，建構

完善的志工管理制度，較輕忽志願服務團隊的培力，未落實

培力民間組織與志願工作團隊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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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委員瑞宏: 

一、社會局的「志工媒合平台」所欲達成的目標為何?臺中有 10萬

餘人志工，但從 2016 年上線至今，媒合人次為 3262 人，服

務時數為 1006小時，如何理解在此尋求服務的志工數量，是

否滿意如此結果，還是應檢討背後的問題，例如:並非所有欲

參與志工者都知道此平台，尤其年長者更不會使用此平台，

如何加強推廣？若平台不具效能，即應檢討存在之必要，或

尋求研考或資訊單位的協助。 

二、所運用策略要思索如何吸納不同性別、年齡者加入，甚至考量

結合宗教信仰與文化價值，並且依據不同志工類型來滿足其

差異性需求。此外，如何發掘有閒暇時間的市民，並鼓勵其

從事志願服務，尤其應重視高齡志工，且設計、提供可滿足

其需求的訓練，將已建立的志工檔案資訊化並善用，這是對

志工進行永續經營的層面，例如藉由「志工銀行」的建構。 

三、教育單位與民間團體相繼投入弱勢學童課業輔導的行列，推動

各種形式的課後輔導計畫。在偏鄉，師資的流動率高是極為

困擾的問題，導致有心推動課輔計畫的人力不易穩定，也使

參與者之間的信任關係難以建立。公私部門應可思考如何將

部分的「福利使用者」培育成「服務提供者」。例如，在偏鄉

的工作機會有限，多數婦女以家務照顧工作為主，或許可以

提供誘因以鼓勵婦女在閒餘時間擔任課輔志工，或藉由婦女

就業培力方案來雇用接受培力者擔任全職的課後輔導老師。 

四、 志工加入志願服務，其動機為自我成長、增進人際關係、滿

足期待、利他參與、打發時間及報酬獎賞等。因此，除了既

有的福利措施，如保險、交通補助、餐點、服務證明等，也

要針對不同類型的志工來研擬多元獎賞與激勵措施。 

五、公部門近年特別加強與社會部門的合作，並且倡議民間投入社

會福利工作。不過，志願服務工作的人與事應該要加強整合，

或許這將會面臨人事與財政上的困難，在政治的考量下，社

福經費逐年增加，已對市政其它預算產生排擠，因此，志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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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要思考如何來增加自主財源。「志願服務推廣中心」應有

建制專責人力，但面對全市所有非營利組織、社福團體、社

區組織等單位之各種問題與需求，應能夠完善地整合與運用。 

六、臺中市透過「授權賦能 (empowerment)」的方式交由民間單位

來協助推展志願服務。市府仍須持續建構體質良好的公共組

織來推動公民參與社會服務，須努力提升民眾的社區意識，

培養社區民眾相互關懷，激勵社區民眾關心在地事務，才能

集結服務力量。例如，社區中的發展協會或老人共餐，皆可

觀察到志工的人力不足，相關活動的辦理可能呈現無人協助

處理文書工作、不知如何核銷經費等問題。因此，公部門除

了辦理宣導，鼓勵社區住民投入志工，尚須對於志工提供學

習途徑，擬定輔導策略，促使增能，以強化社區服務量能。 

七、在臺灣時間銀行已推動十餘年，多數以志工結合時間銀行之方

式進行。但是「存」與「提」的落差太大，多是單向式的付

出，而失去互助的意涵，成效不如預期，其後續發展值得評

估。時間銀行的觀念超越傳統交換實體之財貨與貨幣的交

易，時間銀行讓每個人都有可以貢獻自己的地方。若時間銀

行的建構完善，我們可以藉此鼓勵不同世代者加入服務的行

列，把服務累積為時間，以留給未來的自己使用，或是轉讓

給需要被照顧的親屬使用，時間銀行的服務項目在當下應該

會與長照相結合，因此，可藉由時間銀行來充份運用志工的

專長，或紓解長照壓力。 

八、時間銀行的立意良善，但在臺灣始終成效不彰，其原因包括國

內多數志工只求付出、不求回報，其服務點數存了卻未用，

且未必每個人都認同幣值概念。時間銀行之技術與流程問題

應要面對，包括建構數位化的媒合平台、公平與永續的服務

交換機制、服務積點過程之記錄等。目前在公部門的主責單

位並無此技術的專業人才，若要轉由民間來辦理，須研擬相

關法令，包含不同單位發行虛擬貨幣要如何交易與換購、如

何繼承及財務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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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當時間銀行的概念被推廣，可能要面對社福的施予型態是否會

轉型，例如被食物銀行照顧的弱勢者，是否也須提供服務以

換取食物，像是擔任社區巡守隊志工，或送餐給獨居老人，

這都是可能會面對的情境。若以村里為中心單位，食物銀行

為物資分配據點，結合社區組織，包括社區發展協會、基金

會等單位，辦理關懷長者或弱勢者的服務，形成所謂的共生

網絡運作模式，讓互相支援的組織共同依存在社區，幫助社

區走出不同的樣貌。 

十、舉辦花博是要幫助臺中走向國際，對於花博志工除了適度滿足

其動機、需求，也要讓其藉由服務來對花博產生正向情感，

凝聚對於城市的認同，進而產生光榮感。成功的花博志工經

驗將會有助於城市在未來舉辦更多的大型活動，吸引更多志

工參加，也讓臺中成為名副其實的志工首都，更因志工而造

就盛會城市。 

 

柒、主席裁示: 

一、志工時間銀行為林副市長依瑩統籌推動，目前為試辦階段，可

另闢專題深入探討。 

二、志願服務多為地方政府推動，中央政府介入較少，社會局可思

考準備說帖，建議中央在法規面或跨縣市協調等議題，加以協

助。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  會(上午 11時 5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