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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摘要 

「臺灣夢─兒少社區陪伴扎根計畫」由中信金控年度募款活動「點燃生命之

火」募款基金支持，延續保障弱勢孩子權利的理念，自 2015 年起開啟此計

畫，關注臺灣偏鄉及都市邊緣的孩子，以「社區的孩子，就是我們的孩子」為

概念，希望透過社區在地人的力量，讓社區中資源匱乏的隔代教養、外籍配

偶、單親等家庭的孩子，在放學之後也能獲得妥善的陪伴、豐富的課程和健康

的餐食。在計畫的 18 個社區中，「彰化縣埤頭鄉大湖社區」是臺灣夢計畫的第

一個據點，在村長的積極接洽、居民的投入及地方政府及企業的支持下，開展

出極富當地特色的課程、人數漸增的志工團隊及許許多多孩子的改變故事，相

當具有代表和指標性。 

  本報告書透過 SROI 的衡量，瞭解和分析大湖社區在臺灣夢計畫開辦後的影

響和改變，透過與社區居民和相關團體面對面的訪談及問卷普查，我們盤點出

許多豐富的成果，例如學童因為參與臺灣夢計畫而開始提升學習成效、增加社

區和自我的認同感；家長則分享孩子的改變帶來了家庭氣氛的改變、也有效分

擔了家裡的經濟和照顧負擔；志工們紛紛回覆在陪伴孩子的過程中獲得滿滿的

喜悅和成就感；而社區發展協會的村長和專案人員則欣慰的表示臺灣夢計畫讓

社區越來越凝聚、也吸引許多外部資源投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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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將這些成果進一步具象化和貨幣化後發現，在本計畫中每投入 1 元新台

幣將產生 4.26 元新台幣之社會價值，若將不確定因素進行敏感性分析，預測結

果將會介於 3.61~4.76 之間。我們也以此成果數據以及專案執行過程中的觀

察，研擬出如增加在地化課程、提升志工的參與深度、未來擴大範圍納入家庭

關懷等改善方案，以作為日後優化和進步的方向，期待透過本專案，達成公益

管理的目的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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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SROI 架構說明 

1.1 專案目的 

中國信託長期關注台灣社會貧窮問題與弱勢兒童，自 1985 年起，由中信

金控創辦人辜濓松先生發起「點燃生命之火」全民愛心募款運動，以「點一盞

燈，照亮一個生命」為主題，致力於保障弱勢孩子擁有基本幸福的權利。2004

年設立「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集中資源投入弱勢兒童及家庭的扶助與救援。

除了延續每年的「點燃生命之火」全民愛心募款運動外，基金會更與專業社福

單位及政府機關合作，發展包含協助經濟弱勢家庭自立脫貧方案的「信扶專

案」、扶助偏鄉棒球發展及人才培育的「愛接棒─偏鄉少棒資助計畫」以及本專

案所分析的扶植社區兒童課後照顧的「臺灣夢─兒少社區陪伴扎根計畫」等公

益專案，並透過國內首創的公益假、中國信託愛心志工日、理財志工等方式，

結合金融專業並導入企業資源，深耕企業志工文化，共同力抗臺灣社會貧富差

距、資源不平等造成的教育問題與家庭困境。 

如同企業的永續經營需仰賴績效的追蹤、研擬因應的改善策略以回應瞬息

萬變的市場及利害關係人的需求，社會問題往往包含更加複雜的範圍、多元的

群體及資訊的落差，因此，唯有透過有效的管理衡量機制及與服務對象及關係

人的充分溝通，才能確保公益活動所投入的資源切實回應社會需求、發揮最大

的效益及影響力。中國信託透過「臺灣夢─兒少社區陪伴扎根計畫」(以下簡稱



    

8 
 

「本計畫」)長期深耕臺灣的各個鄉鎮，共同孕育和見證許多感動和改變的發

生，但我們深信，「感動文化」不僅只是建立在抽象的情感和質化的成果上，

2017 年我們導入國際上常見的績效衡量方法學-社會投資報酬(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簡稱 SROI)，並由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PwC Taiwan），以公正

的外部第三人角度，期待透過 SROI 嚴實且縝密的衡量過程，重新檢視過去的

公益專案所產生的影響，並與利害關係人充分的溝通，秉持著誠信、扎實、謙

卑的態度，讓感動文化不僅有了管理衡量依據及改善策略，亦能以更有效、廣

闊的方式傳遞出去，期待能拋磚引玉，在臺灣社會發揮「善的循環」，共同創造

改變。 

1.2 分析架構 

在眾多衡量社會影響力與社會價值的方法學中，英國政府與蘇格蘭政府共

同發展及推廣的社會投資報酬（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簡稱 SROI），以

完整的六大步驟方法，具體描繪及衡量公益活動投入、產出與成果之間所造成

的改變關係（Theory of change），並以貨幣為統一衡量單位加以表達。SROI

的特點，在於其將傳統上認為無法訂價的事物，像是自信、獨立性、知足等抽

象觀感，定義出廣義及相對之金錢價值，另一方面，SROI 衡量過程將專案參

與的利害關係人納入考量，衡量其所感受到的改變和價值，而非僅著眼於經濟

報酬，以上特性在公益活動及政策推廣的成果鑑別上格外重要，是當今國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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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為認可及使用的成本效益分析工具之一1。 

本報告書的分析架構是依循英國官方所發表的『A Guide to 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2012 年修訂版本，後續簡稱為『SROI』指引)。本報告書為

評估型 SROI，以 2016 年 6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共十三個月間，彰化

縣埤頭鄉大湖社區所執行的臺灣夢兒少社區陪伴扎根計畫所投入及產出的成果

為範圍，衡量其所產生之社會投資報酬率，以作為計畫成果追蹤及績效管理的

目的。 

 

1.3 研究限制 

 在 SROI 的架構下，必須為信心、開心、家庭關係等抽象或敘事性非量化

指標加以定價，並且藉由假設之變因作為調整因子（如無謂因子、衰減因子

等），其價值的產生源自於利害關係人的感受，並非傳統的預測財務分析模型。

因此，本報告書所計算出社會投資報酬數字不應與不同專案的數值比較。畢

竟，受幫助對象的感受與助益有所不同。鑑於上述原因，除了 SROI 結果外，

我們必須負責的公開 SROI 報告書，以公開方式說明其結果及計算演繹過程，

並列示過程中的各項假設與敏感性分析，期待報告書的使用者能以完整的資訊

瞭解臺灣夢計畫及其社會價值，作為活動管理、極大化社會價值等決策判斷依

據。 

  

                                                        
1 2017 年的道瓊永續指數評估中已將 SROI 納入為評估外部性之參考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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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專案介紹 

2.1  臺灣夢 兒少社區陪伴扎根計畫 

臺灣 368 個鄉鎮中，便包含 75 個弱勢鄉鎮，近年來城鄉貧富差距加劇、

隔代教養或外籍配偶家庭增加、教育資源不平等議題不斷衝擊著臺灣社會，首

當其衝影響的即是這些弱勢地區的孩童。根據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與兒福聯盟

2016 年共同發表的調查報告2顯示，臺灣偏鄉學童面臨親職、學習及課後生活

資源的多重匱乏，其中有兩成的孩子來自隔代教養家庭、三成的孩子課後無人

指導功課、更有高達七成的孩子需忍耐飢餓入睡或僅以泡麵、罐頭、零食果

腹。在缺乏溫飽及基本照顧的情況下，能使孩子翻轉困境、脫離貧窮的直接管

道─教育，亦受到影響，2012 年的國際 PISA 評比3指出，台灣學生的成績與學

生家庭社經背景高度相關，其影響程度高於 OECD 各國平均，且學習成就表現

最好和最差的學生之間的學習落差相當於 7 年的程度。 

實際造訪偏鄉現場，我們發現臺灣有許多孩子，因父母在外地就職或照顧

者缺乏照護能力，下課後一直到就寢前處於無人看管的狀況，孩子只能在社區

四處遊蕩，除了安全、健康及課後學習情況堪憂外，也缺乏穩定的心理支持與

陪伴，增加日後行為偏差的風險及潛在社會成本。這些偏鄉社區中，許多設有

                                                        
2 兒童福利聯盟網站:http://www.children.org.tw/news/activity_detail/1692 
3 臺灣 PISA 2016 報

告:http://pisa.nutn.edu.tw/download/data/TaiwanPISA2012ShortReport.PDF 

http://www.children.org.tw/news/activity_detail/1692
http://pisa.nutn.edu.tw/download/data/TaiwanPISA2012Short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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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發展協會，卻因缺乏穩定經費來源，即使協會人員有心做事，仍面臨資源

不足、無法聘請專業師資及社工人員而使協會無法運作的窘境。 

因此，中國信託自 2015 年 11 月開始試辦「臺灣夢－兒少社區陪伴扎根計

畫」，透過與衛福部及地方政府社會局的介紹及配搭，與全臺社區發展協會合

作，由中國信託提供補助金、引入專業資源訓練、定期輔導訪視，扶助社區建

立課後築夢基地，期待發揮社區的力量，以「社區的孩子，就是我們的孩子」

為精神，號召社區居民共同承擔起教養和陪伴孩子的責任，建立社區自主兒童

社會安全網絡、發展社區志工培力、導入當地企業資源，讓這些孩子得以在安

全、資源豐富且充滿關愛的環境中安心學習和成長，減輕家長的照顧壓力及負

擔，進而提升社區整體凝聚力及資源穩定性。 

 

圖:臺灣夢計畫合作團隊架構與分工 

俗語說“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意指教養孩子除了是父母的責任

外，還需要社會乃致國家的共同努力。中國信託期待透過企業資源的挹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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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夢基地為出發點，喚起社區居民及地方企業的責任意識，共同守護臺灣的

下一代，並藉由在地社區的崛起，為臺灣社會注入一股由下而上的正向力量，

共同創造改變、扭轉台灣的困局。 

2.2 報告分析範疇：彰化縣埤頭鄉大湖

社區發展協會 

臺灣夢計畫自 2015 年 11 月開始，第一階段共選定 16 個社區，範圍遍布全

台灣各縣市，透過一縣市一試辦據點的模式，穩定並調整計畫基礎。第一年推

動期(2016.6-2017.6)則增加為 18 個社區築夢基地。 

圖:臺灣夢計畫社區分布圖 

  為確保資源投入的標的準確性及效果，這 18 個社區除了設立課後照顧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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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尚需符合既定條件如:扶助至少 15 位社區國小學童、學童來自弱勢或特殊

家庭、每週至少執行三天、需提供多元的課程及營養均衡的餐食、並致力於增

加孩子自信心及社區認同等，方能申請臺灣夢計畫。中信提供社區發展協會穩

定的經費支持，主要係支應專案人事費及執行費，並依各單位需求而調整費用

項目。另外，更導入培力團隊為專案人員及志工提供專業教育訓練，以使築夢

基地的運作及執行具有穩定的品質及效能。 

藉由學童憂鬱量表、BMI 值追蹤、照顧成效表等量表、專案人員的定期報

告以及不定期的訪視，我們參與並追蹤這些社區及學童的改變，以適時提供資

源與協助。經過一年的歷程，各個社區的努力慢慢扎根、茁壯並結出果實，並

依據當地的文化及背景發展出多樣的風采及特色，如同一株株大樹在臺灣各個

鄉鎮矗立著。例如嘉義縣水上鄉中庄社區結合在地殯葬產業納入國樂課程、宜

蘭縣南澳鄉東岳社區傳承泰雅文化的舞蹈表演及小小部落導覽員訓練、桃園市

龍潭區高原社區因應雙薪家庭照顧負擔而供應營養均衡的晚餐等。 

而其中，以彰化縣埤頭鄉大湖社區的改變為本專案分析案例。在村長的堅

持及熱情帶領下，不僅開展出結合在地客家文化、舞蹈、運動、農業體驗等豐

富的課程，也有越來越多居民及家長投入在基地的志工行列。而當地的公司、

醫療單位、社區大學及宗教團體也紛紛傾力相助，為社區的活動及營隊提供贊

助、場地、物資乃至專業知識課程，以基地為核心開展出欣欣向榮的在地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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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規劃導入績效衡量機制之決策時，我們即以彰化縣埤頭鄉大

湖社區發展協會臺灣夢築夢基地（以下簡稱「基地」或「築夢基地」）作為本報

告書分析範圍。除了因其回應並體現了臺灣夢透過社區培力支持孩童照護的初

衷與目標，更期望透過訪談了解計畫的成功因子，以複製更多的成功案例，並

從中進一步發掘計畫進步及改善的空間，我們相信透過優化臺灣夢計畫，將為

更多孩子的生命帶來正面的改變力量。本報告書以計畫第一期 2016 年 6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投入之活動產生之社會影響力作為影響力評估期間。我

們透過利害關係人議和程序作為本報告書中 SROI 比率衡量及計算的依據。我

們也將以敏感性分析調整投入的計算範圍、財務代理變數及影響力因子的數值

等，以降低因範圍的選取或不確定因子的假設對計算結果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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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利害關係人的參與 

3.1 參與流程  

SROI 最顯著的特色之一，在於它十分重視利害關係人的參與，以其主觀

的感受及客觀的改變為專案成果的績效評估及價值判斷依據。因此專案執行過

程中，需要透過 Workshop、訪談、量表測驗結果、問卷等方式與利害關係人

充分的溝通，往往也縮短了專案規劃者與受助對象及其關係人之間的距離，減

少資訊落差造成的溝通成本及過程中的資源耗損。在 SROI 分析架構的六大步

驟中，除了第五步驟的計算是依據前面階段所蒐集的資訊進行分析外，其他步

驟皆需仰賴利害關係人充分的參與，以完整了解其對專案的投入（Input）、產

出(Output)及成果(Outcome)之間產生的改變（Theory of change）。 

 

3.2 第一階段 界定 

  除了受幫助對象外，SROI 更進一步將其他受公益活動直接、間接影響的群

體納入考量， 因而得已完整辨識出計畫整體對於社會所帶來的影響性。然而由

於一個公益活動所能影響的範圍無遠弗屆，SROI 指南亦設立篩選原則，運用

重大性、不過度誇大等原則，篩選出真正產生成果及改變的利害關係人。 

  大湖地區的臺灣夢築夢基地集結了許多不同群體的參與及投入，透過

workshop 討論及初步的訪談，並與社區發展協會及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人員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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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及確認，我們歸納出十個較攸關且重要的利害關係人群體，並依其在計畫中

的角色分為三大類別: 

1. 計畫支持者： 

 中國信託：中國信託金融控股公司、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中國

信託慈善基金會。為築夢基地主要資金支持者及規劃單位。 

 主管機關及地方政府：衛福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彰化縣政

府家庭福利服務中心、文化局、埤頭鄉公所、埤頭鄉農會。主

要角色為協助辦理活動和提供服務經費，管理並扶植社區發展

協會。 

 贊助單位：地方公司行號、學術單位、醫療衛生單位、宗教慈

善團體、民意代表等。提供協會辦理活動之經費贊助及資源支

持。 

 培力團隊：台灣照顧管理協會。指導並協助社區幹部、志工及

專案人員、優化計畫體質。 

2. 計畫執行者： 

 社區發展協會：彰化縣埤頭鄉大湖社區發展協會，主要成員為

村長、理事長及臺灣夢計畫專案人員為計畫的主要執行者，負

責經營並維護築夢基地。 

 志工：社區居民組成的志工團隊，協助指導作業、課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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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活動、預備餐食。 

 外聘老師：基地課程外聘老師。教授美勞、籃球、書法、客家

舞蹈等多元課程。 

 學校人員：大湖國小校長及老師，與協會合作將基地課程延伸

擴大到學校，並提供其教育專業諮詢。部分老師也會加入志工

行列。 

3. 計畫受益者： 

 基地學童：參與築夢基地課後照顧課程。 

 家長：基地學童家長。部分也參與在志工的行列。 

 

3.3 第二階段 訪談 

 針對上述群體，我們參考計畫資訊、初步訪談內容、分工流程、專案人員

經驗、社區的回饋等因素，並參酌資訊可取得性，進一步進行深入訪談，以瞭

解各個利害關係人的投入狀況及可能的產出、成果及影響力因子，依據本活動

專案之目標及 SROI 指引所要求之重大性及不過度誇大原則，排除部分影響力

不顯著或較為間接的利害關係人。其訪談過程、人數及辨識結果如下:  

(訪談題目大綱請見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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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 總人數 群組 訪談人數 納入/排除 訪談過程及納入/排除原因 

中國信託 6 

中國信託慈善

基金會專案人

員 

6 V 

中國信託為臺灣夢計畫的主要資

金及規劃人力投入者，為本專案

重要利害關係人。經訪談 6 位專

案人員，其雖從中獲得工作的熱

忱及成就感，但改變成果並不顯

著且非本計畫之目標，故僅納入

投入，不納入成果議和分析。 

學童 39 

一般生、新住

民、身心障礙

/專注力稍嫌

不足、中低收

入戶、單親家

庭、隔代教養

家庭 

11 V 

參與基地活動的學童為本計畫主

要受益人，為完整辨識成果，我

們自每個子群組中各擇 1 至 2 位

學童進行訪談，發現不論哪個子

群組皆具有相似的成果，故不再

區分子群組，直接將學童整體納

入分析。 

家長 

6 未擔任志工 4 V 
家長為本計畫的受益人，依其是

否擔任志工分為兩個子群組，經

訪談得知其除了照顧及經濟負擔

15 擔任志工 4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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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 總人數 群組 訪談人數 納入/排除 訪談過程及納入/排除原因 

減輕，尚有因學童的改變而間接

獲得的成果。故納入分析。 

志工 18 志工 3 V 

志工為本計畫執行者，經訪談得

知其獲得如教育知識及語言技

能、心理滿足感等顯著成果。故

納入分析。訪談對象包含一位曾

參與基地活動、畢業後回來幫忙

的回任志工。其成果與其他志工

相似，部分與學童重疊，故不另

做區分。 

基地外聘老

師 

10 

動態課程:繪

畫、客家舞

蹈、農業輔

導、籃球、生

態解說老師 

靜態課程: 

2 V 

外聘老師為本計畫執行者，經訪

談籃球及書法兩位老師，得知其

在授課過程中獲得如教學技能提

升等顯著成果。故納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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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 總人數 群組 訪談人數 納入/排除 訪談過程及納入/排除原因 

生活美語、書

法、藝術、客

家語 

社區發展協

會 

3 

理事長、村

長、專案人員 

3 V 

社區發展協會為本計畫執行者，

經訪談協會人員及其他利害關係

人，得知有社區凝聚力提升、外

部資源增加等顯著成果。故納入

分析。 

學校人員 3 校長、老師 2 X 

大湖國小為本計畫協助執行及間

接受益者，校長和老師給予基地

專業和時間上的支持，基地學童

的行為改變也減輕其教學過程中

的壓力。但訪談過程中判斷此成

果較為間接，且範圍難以界定。

故以不過分誇大原則予以排除。 

培力團隊 22 

照顧管理協會

工作人員 

1 X 

培力團隊協助本計畫志工的培

訓，經訪談得知其因看見計畫能

在社區落實而獲得成就感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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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 總人數 群組 訪談人數 納入/排除 訪談過程及納入/排除原因 

果，但因培力團隊亦同時輔導其

他社區，影響範圍難以界定，故

以不過分誇大原則予以排除。 

主管機關及

地方政府 

5 

(單位) 

衛福部(社會

及社工司)、

彰化縣政府家

庭福利服務中

心、文化局、

埤頭鄉公所、

埤頭鄉農會。 

na V 

考慮資訊可取得性及大湖社區之

於該機關之影響顯著性，經與實

際與主管機關接洽的基金會及社

區發展協會專案人員討論，僅納

入投入，不納入成果議和分析。 

活動贊助單

位 

22 

(單位) 

地方公司行

號、學術單

位、醫療衛生

單位、宗教慈

善團體、民意

代表 

na V 

考慮資訊可取得性及大湖社區之

於該單位之影響顯著性，經與實

際與活動贊助單位接洽的社區發

展協會專案人員討論，僅納入投

入，不納入成果議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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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 總人數 群組 訪談人數 納入/排除 訪談過程及納入/排除原因 

非基地學童 - 

未參與基地活

動的大湖國小

學童 

na X 

於訪談大湖國小校長及老師過程

中得知，由於基地的資源，使學

有機會將多元的內容融入在學校

課程中，使未參與基地的學童也

有多元學習機會。且由於基地負

擔課後照顧責任，使學校可以集

中資源在補救教學課程，也使課

業較落後的學童因而受益。 

但由於其範圍廣泛、影響力較間

接，故以不過分誇大原則予以排

除。 

 

3.4 第三階段 問卷 

經過第一及第二階段的訪談，我們將訪談得到的回饋、事件鏈的成果及四大

影響力因子，設計成學童、家長、志工及外聘老師四份問卷，由基金會及協會

專案人員協助確認內容的正確性及完整性後，發放問卷。問卷發放份數如下: 

發放對象 收取份數/總人數 

學童 3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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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 

擔任志工 15/15 

未擔任志工 10/10 

志工 17/18 

外聘老師 10/10 

透過問卷我們預期達成以下目的： 

1. 確認所描繪的成果。 

2. 符合不過度誇大原則，以普查的方式衡量每個成果在不同的利害關係人間

所造成的影響程度，並以此作為計算成果之依據。而對於沒有填答問卷或

問卷填答結果顯示極端的個案，也透過協會專案人員進行訪視及瞭解，確

認是否有未辨識的群體及成果。 

3. 作為無謂因子(deadweight)、歸因因子(attribution)、移轉因子

(displacement)及衰減因子(drop-off)四大影響力因子之分析參考依據。 

4. 確認在問卷中設計的衡量指標有足夠的代表性可以衡量成果。 

5. 透過問卷設計確認訪談過程中辨識的負面成果。 

3.5 第四階段 驗證 

在本階段中，我們依據前述三階段所決定的成果、指標找出適合的財務代理

變數。並且將該結果與前述經過訪談的各不同族群的利害關係人加以討論，確

認我們所盤點出的成果、指標與財務代理變數並無偏離或有重大的差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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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我們並將報告所得到的結論與利害關係人討論，其中，由於學童的成果佔

總成果 59%，且考量到部分訪談問題對於孩子來說較難以理解和判斷，另有 5

位學童並未回覆第一次問卷調查，故發放第二次問卷，由學童家長針對其觀察

孩子的改變成果及影響力因子進行確認，44 位學童家長皆填答，因其中有包含

兄弟姊妹一同參與基地者，故共回收 25 份問卷。 

並透過訪談家長、大湖社區專案人員及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專案人員，協助

確認影響力地圖中的投入、成果、指標、財務代理變數、影響力因子、SROI

數值及整體成果價值分布符合實際情況，並參考其意見設計後續的敏感性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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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投入與產出 

4.1 投入 

  在利害關係人議和過程中，我們首先辨識不同利害關係人對於臺灣夢計畫乃

至後續改變的發生所投入的資源形態，並依照過往經驗及客觀因子計算活動投

入的價值以及直接的產出。本專案投入性質共有三類，包含資金投入、資源投

入及時間投入，總投入價值為新台幣 2,140,779 元。依據鑑別出的利害關係人分

類可歸納如下: 

1. 資金及資源投入 

中國信託攜手主管機關、企業和地方慈善和宗教團體等共 31 個單位，除

以資金支持外，也投入物資(如: 牙刷、毛筆、異國料理食材、水杯、活

動禮品等)、專業課程及講師(如:築夢講座、志工訓練、才藝課程)，換算

為貨幣價值如下。 

利害關係人類別 投入貨幣價值(NTD) 

中國信託 1,000,000 

主管機關(彰化縣政府、埤頭鄉公所) 
245,400 

活動贊助單位 
214,700  

合計 
1,46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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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資係依據買價做為其貨幣價值。課程及講師費則依據公部門講師鐘點

費換算貨幣價值。 

 

2. 時間投入 

除了外部豐富的資源投入，基地的運作更需要許多人投注時間和心血，

透過志工、基地老師、社區發展協會的努力以及中信慈善基金會工作人

員的協助，共同打造出屬於孩子的夢想園地。值得注意的是，投入時間

中以志工投入時數最多，共達 3,854 小時，其次為社區發展協會，相較

於許多偏鄉課後照顧體系，需仰賴外部捐款以支持辦理組織聘請照顧工

作的人力成本，臺灣夢希望建立在地、獨立的支持照顧體系，以避免外

部資源的不確定性和流動性帶來的影響，這樣的初衷於大湖地區被充分

的落實和展現。 

利害關係人類別 2016 年參與人次 總人時數 投入貨幣價值(NTD) 

志工 

家長志工 15 2556 427,427 

非家長志工 18 1298 175,252 

基地老師 10 1068 - 

社區展協會 

村長 1 375 - 

理事長 1 375 - 

專案人員 1 12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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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慈善基金會工作人員 6 234 78,000 

合計 106 7109 680,679 

*志工投入價值的換算單位為 2016 年臺灣安親班老師平均時薪。 

*中信慈善基金會工作人員投入價值的換算單位為中信公益假時薪。 

*學童尚無生產力，其時間投入並無其他外部或機會成本的產生，故不納

入計算。 

*基地老師及社區發展協會工作人員薪資已納入資金投入，為避免重複計

算，不另計算其時間投入價值。 

 

4.2 產出 

   透過利害關係人的投入，築夢基地凝聚來自各方資源的挹注，發展出健全的

課後照顧體系，包含多元的課後陪伴方案、豐富的講座活動、專業的志工訓練

等。 

1. 多元的課後陪伴方案: 

結合現有社區資源及當地特色發展出在地化且能培養社區認同感的多樣化課

程內容，專案期間共計 1063 堂、1068 小時。課程內容說明如下： 

（1） 在地化課程： 

• 生態解說課程：由社區內具有生態專長的老師帶領孩子認識植物

並學習解說生態及植物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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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文化課程：大湖社區為一客家聚落，邀請社區志工擔任講師教導

孩子學習客語、客家花鼓、客家舞蹈、客家傳統手工藝及食品製

作，具有文化傳承意義。 

• 開心農場：大湖社區居民務農為生，培養孩子學習農耕技術，種

植蔬菜、水稻，孩子能夠了解家長平時工作的辛勞也在過程中學

習負責任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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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語時間：考量社區內美語學習資源不足，邀請國小美語老師依照學

生程度分班授課，透過生動的教學累積孩子學習興趣。 

 

（3） 閱讀時間：邀請社區志工結合佛光山雲水書車，讓孩子有更多的書籍

可以選擇，也透過志工帶領，培養閱讀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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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綜合課程：包含桌遊、美術、書法、烹飪、代間交流活動。希望讓孩

子們能夠發揮創意、培養專注力、腦力激盪、培養自我探索及生活自

理的能力。代間交流活動則能在和長輩的互動中，能夠陪伴並且尊敬

長輩，增進情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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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籃球：利用學校的籃球場，讓孩子能有運動的時間，也經常辦理籃球

賽，孩子們學習團結合作及運動家精神，身心都能健全發展。 

 

2. 講座及活動:  

（1） 連結社區內各單位提供才藝表演表演的舞台，讓孩子能展現平日練習

的成果，增加舞台經驗、累積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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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機器人營隊:希望透過此營隊，結合科學、技術、工程、數學於課程

設計之中，孩子可以自己規劃關卡，把所學跟創意相互連結。  

（3） 築夢講座：社區裡的孩子缺乏對於未來跟夢想的想像，邀請社區內不

同職業的居民介紹各種職業給孩子，讓他們知道自己還有很多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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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志工訓練:由中信為基地的專案人員、計畫主要幹部辦理為期兩日的志工培

力訓練，共計 20 小時，以增進兒童照顧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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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專案成果 

5.1 改變成果 

透過前述與利害關係人議和的過程中，我們掌握了利害關係人的改變，我們將藉由改變理論(Theory of Change)，描繪專案

利害關係人投入、產出與實際成果間的因果關係，並以成果事件鏈(Chain of Event)定義最終成果。其中家長雖在訪談及問卷過程

中分為志工及非志工兩個群組，但其改變成果相似，若為家長但同時擔任志工者，其人數和改變成果將同時計入兩個群組。學童

則是於訪談階段便發現不同家庭背景或健康狀況的子群組間成果並無顯著差異，故擬以單一群組進行成果調查及統計。 

針對訪談或問卷中回覆並未有該改變成果發生的利害關係人，亦由社區發展協會專案人員進一步做個別訪視，瞭解其成果未

發生或不顯著的原因。例如，學童有一份問卷結果顯示所有成果皆未發生，透過協會專案人員瞭解，該名學童過往在基地表現良

好，也展現出多樣的改變成果，但因問卷調查時適逢家庭成員間有衝突，導致學童整體狀況受影響甚至有憂鬱的傾向，但隨著家

庭問題的緩解以及其持續參與在基地中，逐漸恢復正常，並沒有辨識其他額外或負面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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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童 

成果 成果事件鏈 納入或排除原因 

個人層面 

提升學習成效 

1.學童在基地志工叮嚀下完成作業，且遇到問題可

以直接詢問志工或與同學討論，使其縮短寫作業的

時間、且內容確實完成，使學習效果提升。 

2.志工及老師給予學童鼓勵及陪伴，使學童不再害

怕面對學習困難，學習動機增加，進而提升學習過

程的效率。 

納入。 

提升自我認同 

1.學童在基地中有機會學習學科以外的課程(如:機

器人、舞蹈)，並有機會參與比賽或社區表演活

動，因此獲得其他同學或村民的肯定，增加他們對

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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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成果事件鏈 納入或排除原因 

於自己的能力和潛能的信心，提升了學童的自我認

同。(如:他們更願意學習新的課程) 

 

2.學童在參與在地化課程(如客家語、客家舞蹈、農

業體驗等)過程中，更加認識社區、客家文化及當

地產業，開始學習欣賞祖先及當地人民的智慧和文

化之美，因此改變了以往對於成長環境的自卑，開

始以自己的身分為榮。 

正面心情改變 

學童在基地有志工的照顧、課程老師的引導及同學

的陪伴，減少因為課後獨自在家或沒有同伴可能造

排除。雖然在訪談過程中家長及學童皆

表示有此改變成果，問卷調查持肯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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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成果事件鏈 納入或排除原因 

成的孤單和疏離感，使得情緒變得更加正面且穩

定。 

見者更達 91%，但因正面心情改變可

能為增強其他成果的事件鏈。故以不誇

大原則加以排除。 

社會層面 

增進人際相處能力 

學童在基地中，除了增加團體活動經驗，也學習與

不同年級的學童互動、合作，提升交朋友及人際相

處能力。 

納入。 

增進家庭關係 

學童因為和兄弟姊妹或家長一同參加基地的課程或

活動，增加共同話題及興趣，因而減少與兄弟姊妹

或家長衝突的頻率、家庭關係更加緊密及和樂。 

納入。 

健康層面 增加體能 學童參與基地的籃球課或跳舞課等動態課程，開始 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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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成果事件鏈 納入或排除原因 

培養運動的習慣和興趣、增加運動時間，且基地提

供營養的餐食，避免學童攝取零食當點心，影響健

康。 

維持視力 

學童因為參與基地活動，減少回家使用 3C 產品的

時間，因而避免近視等視力的惡化。 

納入。 

 

2. 家長 

成果 成果事件鏈 納入或排除原因 

降低家庭負擔 

降低經濟負擔 

1.學童參與基地課程或活動，下課後不需到安親班

或才藝班，因而節省安親班或才藝班費用。 

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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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成果事件鏈 納入或排除原因 

2.家庭家長不須犧牲工作在家照顧小孩，因此能增

加家庭的收入，減輕家庭經濟負擔。 

降低照顧負擔 

基地的活動與課程重視品格教育(如:集點卡獎勵學

童的優良行為表現)，且志工和老師會要求和鼓勵

學童協助清掃工作、為自己的東西負責任、作其他

低年級學童的榜樣(如:老師會不時提醒學童或花時

間和學童解釋規定背後的意義，而非僅只是命

令)，學童因此對於自己的行為和東西更加負責任

(如:在家中開始主動協助做家事)，降低父母需費心

照顧他們的時間和心力。  

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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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成果事件鏈 納入或排除原因 

提升人際關係及信心 拓展交友圈 家長到基地接小孩，因而有機會認識其他家長並互

相交流互動、甚至成為朋友，拓展家長的人際交友

圈。 

納入。 

提升教養信心 孩子參與基地課程或活動後在言行、心情皆產生正

向改變、也矯正了過往的行為問題，使家長在教育

孩子的過程中更順利，孩子的改變也獲得其他親戚

朋友肯定，因此提升了家長的教養信心。 

納入。 

增進親子關係 孩子參與基地活動後，回到家中更樂於主動分享在

基地的心得和經驗，甚至會擔任小老師教導家長基

地所學課程如客家語等，這些互動過程皆使親子關

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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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成果事件鏈 納入或排除原因 

係更加緊密。 

3. 志工 

成果 成果事件鏈 納入或排除原因 

增進心理滿足及專業

技能 獲得喜悅和成就感 

在基地參與學童的學習課程及活動，看見學童的進

步、並建立信任關係，在陪伴學童的過程中獲得喜

悅和成就感。 

納入。 

學習新技能及知識 

協助並參與基地的課程進行，過程中也同時學習到

新的技能(如:客家話)。 

納入。 

增進教育及服務知識或經

驗 

參與志工訓練及會議，增加服務及教育知識，並在

擔任志工過程中累積實戰經驗，對於志工服務及教

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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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成果事件鏈 納入或排除原因 

養陪伴技巧和觀念皆更加純熟。  

4. 基地老師 

成果 成果事件鏈 納入或排除原因 

增加教學經驗及成就

感 

獲得成就感和滿足感 

在基地授課的過程中，看見學童的進步和與對於學

習的熱忱，因而獲得教學的成就感及滿足感。 

納入。 

提升教學技能及經驗 

在基地授課的過程中，看因應基地需求而嘗試新的

教學方法或工具(例如:書法老師為避免學童有挫折

感，改教較簡單的書體)，教學技能及經驗因此提

升。 

納入。 

5. 社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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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成果事件鏈 納入或排除原因 

增強社區凝聚力及資

源 

社區凝聚力提升 

基地做為學童學習活動空間，在志工及家長的投入

下，孩子的成績及行為開始進步，吸引越來越多人

願意投入基地及社區活動，而基地開辦的在地化課

程，也聚集大小朋友一同瞭解社區產業及文化，使

得社區向心力增加，基地更提供了社區居民交流互

動的空間，整體氛圍因此更加凝聚。 

納入。 

外部資源增加 

有了中信的資金及支援，社區發展協會得以開辦築

夢基地及許多其他活動，社區因而變得熱絡、且學

童表現成效卓越，獲得政府機關及在地企業的肯

定，因而願意投入資源在社區中(如:經費、講座課

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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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成果事件鏈 納入或排除原因 

程等)。 

 

利害關係人的未預期與負面成果 

成果 成果事件鏈 納入或排除原因 

未預期成果 學習助人的精神及熱忱 

學童在基地中看見志工及志工家長以身作則，學習

助人的意義及重要性，因而開始願意主動幫助他

人，且增加未來擔任志工的意願。 

納入。 

負面成果 影響腸胃健康 

學童因為吃基地準備的點心，回到家後晚餐吃不

下、晚上肚子餓才吃宵夜，上述狀況時常發生，長

期而言對腸胃健康造成影響。 

納入。雖約僅有 17％的學童產生此負

面影響，但在考量不誇大與重大性原則

下，我們仍決定將該負面影響予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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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成果事件鏈 納入或排除原因 

入。 

 

5.2 指標選擇(Indicators) 

  透過第二階段訪談，我們得知利害關係人在參與築夢基地活動後發生行為、心境以及價值觀的改變，這些改變因利害關係

人群體及訪談者的個別狀況而有程度和頻率上的差異，為了能確保所納入的成果皆確實發生，避免過度誇大的情形，我們由利害

關係人的訪談過程中辨識出不同的指標，並納入第三階段的問卷議和題目中，以做為衡量成果發生的依據。 

為避免指標的設計具誘導性導致結果偏頗，我們同時參考主觀及客觀的衡量指標，互相參照和佐證。且指標的選擇及合適性

的評估皆經過對於社區較瞭解的專案人員及中信基金會工作人員的充分討論。例如，部分學童年紀較小，故除了訪談其改變外，

亦參考家長及志工的觀察結果、以及憂鬱量表、學童學業成績等專業測驗及數據分析。而對於指標調查結果，我們以加權平均4方

                                                        
4 我們係依全時等量(Full-time Equivalent，簡稱 FTE)的概念計算加權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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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將未發生成果或成果不顯著的利害關係人一併納入分析，以期達到完整的專案管理目的。我們將指標調查結果中問卷人數比

例達 50%以上者視為成果確實發生5，除了問卷之外，亦參考其他資料來源及訪談結果做為判斷成果發生及成果數量計算依據，

選擇指標做為成果數量計算依據的邏輯如下:利害關係人主觀判斷→其他利害關係人客觀判斷→其他資料來源(如:量表、金額等) 

1.學童 

 

成果 指標 

提升學習成效 

[問卷] 

回覆孩子學習成效提升的家長人數 

[量表] 

段考成績等第(國文、英文、數學)進步人數 

                                                        
5 除家長成果中「增進親子關係」，同時採用孩子更樂於分享以及減少與家人衝突兩個指標，從正負層面進行雙向評估，結果分別為 44.74%及 83%，依不

過度誇大原則擬選擇正面指標結果計算成果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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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指標 

提升自我認同 

[問卷] 

1. 回覆變得更有自信的學童人數 

2.回覆孩子變得更有自信的家長/志工人數  

[量表] 

學童憂鬱量表進步人數 

增進人際相處能力 

[問卷] 

1.回覆在基地交到新朋友或和同學感情變好的學童人數 

2.回覆孩子在交朋友及與人相處的經驗及能力提升的家長人數 

增進家庭關係 

[問卷] 

1.回覆和兄弟姊妹感情變好的學童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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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指標 

學習助人的精神及熱忱 

[問卷] 

1.回覆開始主動幫助別人的學童人數 

2.回覆以後也想像志工叔叔阿姨一樣助人的學童人數 

增加體能 

[問卷] 

1.回覆來到基地後變得更喜歡也更常運動的學童人數 

2.回覆孩子有體能增強的家長人數 

[量表] 

BMI 檢測值改善的人數 

維持視力 

[問卷] 

1.回覆減少滑手機或看電視的學童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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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指標 

2.回覆孩子因減少使用 3C 產品而避免視力惡化的家長人數 

[量表] 

視力檢查結果進步人數 

影響腸胃健康 

[問卷] 

1.回覆因為點心吃太飽而吃不下晚餐的學童人數 

2.回覆孩子腸胃健康受影響的家長人數比例 

 

2.家長 

成果 指標 

降低經濟負擔 [問卷] 回覆基地減輕家庭經濟負擔的家長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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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指標 

降低照顧負擔 

[問卷] 

1.回覆孩子變得更守規矩的家長人數 

2.回覆會主動幫忙做家事的學童人數 

拓展交友圈 

[問卷]  

回覆拓展人際關係的家長人數 

提升教養信心 

[問卷] 

回覆提升教養信心的家長人數 

增進親子關係 

[問卷] 

回覆孩子變得更樂於分享或減少與家人衝突的家長人數比例 

3. 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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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指標 

獲得喜悅和成就感 

[問卷] 

回覆得到成就感和滿足感的志工人數 

學習新技能及知識 

[問卷] 

回覆學習到新技能的志工人數 

增進教育及服務知識或經驗 

[問卷] 

回覆增進教育或服務知識及經驗的志工人數 

4. 基地老師 

成果 指標 

獲得成就感和滿足感 

[問卷] 

回覆在授課的過程中得到成就感和滿足感的老師人數 



     

52 
 

成果 指標 

提升教學技能及經驗 

[問卷] 

回覆在授課的過程中有教學技能及經驗的提升的老師人數 

5. 社區發展協會 

成果 指標 

社區凝聚力提升 

[問卷] 

1. 回覆以身為大湖的一份子為驕傲的學童人數 

2.回覆更樂意投入社區活動的家長人數 

3.回覆增加投入社區的服務及意願的志工人數 

外部資源增加 

[統計] 

1.外部單位贊助金額(含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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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指標 

2.外部贊助單位數 

 

5.3 財務代理變數（Financial Proxy） 

除透過指標衡量成果的發生程度外，我們進一步以財務代理變數試圖定義成果的財務價值。由於本報告的主要利害關係人包含年

紀較小的學童及年紀較長的長輩，考量到其理解能力及溝通成本，較難直接給予發生成果貨幣化價值(意願調查法)，我們乃參考

社區現有成果數據、當地物價水準及可能達成同樣效果的替代物價值做為定價，透過協會專案人員的專業判斷及與利害關係人訪

談驗證，避免成果價值的失真。例如，社區「外部資源增加」成果即以社區發展協會在臺灣夢計畫後募得的贊助金額做為財務代

理變數；志工「學習新技能及知識」成果則以其參與的基地課程的授課老師實際鐘點費做為財務代變數。財務代理變數選擇邏輯

如下: 

# Financial Proxy Rationale Discussion with Stakeho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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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家事清潔費用 埤頭鄉行情 

我們使用家事清潔服務線上平台搜尋埤頭鄉地區的公司，並蒐集相關服務的平均成

本。同時我們也和專案人員確認所蒐集的平均費用與服務頻率是否符合當地真實情

況，以確保資料的適用性。 

2 安親班、才藝班費用 依彰化或台中當地行情 

依據家長的回饋，埤頭鄉並沒有安親班或才藝教室，如果沒有臺灣夢計畫，學童需

要到彰化甚至台中市區才有可能上到相關課程、進而獲得如提升學習成效等成果，

因此我們透過電話及網路調查蒐集彰化及台中地區的相關機構費用作為財務代理變

數參考。 

3 營隊或講座費用 依全國坊間行情 

台灣由於國土範圍狹小，大部分的專業課程或營隊係針對全國民眾開放招募，且經

詢問專案人員，埤頭鄉當地較缺乏相關資源，故依全國行情評價，並透過專案人員

與家長確認此費用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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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平均薪資費用 

全國平均薪資(依行政院主計處、教

育部及聯合新聞網等統計資料) 

由於志工及基地老師來自不同的職業及專長背景，我們使用全國平均費用作為志工

投入的時間成本的財務代理變數。 

 

值得注意的是，財務代理變數的選擇會依利害關係人的主觀判斷而可能有所不同，即使是相似的成果，也會因為不同的利害

關係人在感受和效果上的差異而有不同的訂價選擇。 

1.學童 

成果 財務代理變數 計算價值(NTD) 資料來源 

提升學習成效 

安親班費用(月)-學期間 
4,600 元/月 

(10 個月) 彰化地區安親班平均每月費用，分

為學期間及暑期班兩種 

安親班費用(月)-暑期班 
6,800 元/月 

(3 個月) 

提升自我認同 才藝課程費用 
9,590 元/月 

(10 個月) 

網路資料(坊間舞蹈、繪畫、機器

人等才藝課程平均費用)(一年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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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財務代理變數 計算價值(NTD) 資料來源 

個月) 

-舞蹈 2000/月 

-繪畫 3400/月 

-書法 750/月 

-籃球 1440/月 

-機器人 2000/月 

增進人際相處能力 品格訓練營隊費用 
3,000 元/次 

(2 次) 

台中品格訓練營隊費用(寒暑假各

一次、一年共 2 次) 

增進家庭關係 團體課程費用 
1,440 元/月 

(10 個月) 

與手足一起參與坊間籃球課程費用

(一個月 1440 元，一年約 10 個月) 

學習助人的精神及熱

忱 
國人平均捐獻金額 21,663 元/年 

台灣每人每年平均捐贈之公益支出

(2016 年台灣平均總薪資 

48,790X12 個月 X 台灣平均公益

支出比率 0.37%=21,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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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財務代理變數 計算價值(NTD) 資料來源 

增加體能 小兒科就醫成本 
150 元/次 

(13 個月) 

經訪談得知部分學童參與基地後感

冒頻率由 2~4 次/月減少到 1 次/

月。(單次就醫費用以小兒科掛號

費法定上限 150 元、一個月看ㄧ次

計算) 

維持視力 矯正視力醫療成本 
400 元/次 

(12 個月) 

兒童弱視/近視矯正門診平均單次

費用*定期檢查(400 元/次，一個

月一次，矯正期間約持續一年) 

影響腸胃健康 小兒科就醫成本 
150 元/次 

(13 個月) 

單次就醫費用以小兒科掛號費法定

上限 150 元、一個月看ㄧ次計算 

2.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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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財務代理變數 計算價值(NTD) 資料來源 

降低經濟負擔 

安親班費用(月)-學期間 
4,600 元/月 

(10 個月) 彰化地區安親班平均每月費用，分

為學期間及暑期班兩種 
安親班費用(月)-暑期班 

6,800 元/月 

(3 個月) 

降低照顧負擔 家事清潔成本/月 
1,680 元/月 

(13 個月) 

埤頭鄉家事清潔服務費用(每小時 

280 元，一次 1.5 小時，一周一

次) 

拓展交友圈 朋友聚餐費用 
200 元/次 

(13 個月) 

與朋友聚餐費用(每次平均 200

元，一個月一次，共 13 個月) 

提升教養信心 親職講座課程費用 
9,600 元/期 

(2 期) 

網路資料(坊間親職講座單堂 1200

元，一期 8 堂、一年 2 期) 

增進親子關係 親子活動費用 
4,800 元/期 

(2 期) 

坊間親子室內活動平均費用(單堂

600 元，一期 8 堂、一年 2 期) 

3.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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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財務代理變數 計算價值(NTD) 資料來源 

獲得喜悅和成就感 工作績效獎金 
39,238 元/年 

(1.58 個月) 

2016 年每年每月經常性薪資平均

39,238 元*平均年終獎金 1.58 個月

=61,996 

學習新技能及知識 技能課程費用 
492.31 元/月 

(9 個月) 

客語薪傳師課程單堂費用 1600 元

(ㄧ堂課約 13 個小朋友，每人平均

需支付 123 元)，ㄧ個月ㄧ堂，共 9

個月。 

增進教育及服務知識

或經驗 
志工訓練課程費用 211,200 元/年 基地志工訓練費用(一年) 

4.基地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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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財務代理變數 計算價值(NTD) 資料來源 

獲得成就感和滿足感 教師評鑑績效獎金 41,905 元/年 
教育部依考核辦法核發之一個月份

績效獎金 

提升教學技能及經驗 教師研習課程費用 
3,000 元/次 

(3 次/年) 
教師研習一天費用，一年約三次。 

5.社區發展協會 

成果 財務代理變數 計算價值(NTD) 資料來源 

社區凝聚力提升 聘請協會工作人員成本 
30,000 元/月 

(13 個月) 
協會工作人員平均薪資(月) 

外部資源增加 外部贊助金額/單位數量 876,880 元/年 協會於報告期間外部單位贊助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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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SROI 模型建立 

6.1 影響力因子 

SROI 模型中，在將定價成果轉變為影響力之前，尚需考量四種會對成果的價值產生折抵的因素，稱為影響力因子，包含原

本便會發生的改變(無謂因子)、其他人或群體的貢獻(歸因因子) 、成果的發生是否將問題轉嫁到其他範圍外社群(移轉因子)、成

果是否隨時間而遞減(衰減因子)，透過了解專案中以上四種層面的影響，並將成果價值予以適當的折扣，避免成果遭過分誇大，

以求社會影響力的忠實呈現，並辨識專案的不可控制因素，以做為專案規劃及標的選擇時的決策參考依據。 

在本專案的利害關係人議和過程中，我們亦將影響力因子納入訪談及問卷中，詢問並統計對於利害關係人而言，其改變成果

中究竟有多少是由臺灣夢計畫所造成的，以及預期該成果將持續的時間。說明如下: 

（1） 無謂因子(Deadweight)：係指不論是否有專案，某項成果亦會發生之機會。本專案之無謂因子係依據訪談及問卷，由利害

關係人針對個別成果做評估。其評估結果及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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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

係人 

成果 因子 說明 

學童 個人層面 

提升學習成效 10% 

學童成果 Deadweight 的了解，主要透過家長及學童直接的訪談，在訪談

的過程中，大部份的受訪者表示若沒有臺灣夢計畫，並不會額外再去報名

課後輔導的課程，而只是在家裡或是家附近自行活動。但由於學童仍在求

學成長階段，可能會因為學習經驗的累積而增加學習成效，因此訪談後家

長回覆 Deadweight 為 10%。 

提升自我認同 0% 

透過家長的訪談我們了解，基地課程設計活潑多元，並考量到兒少心理，

學童因此在過程中更加認識社區和自己，而變得更活潑並更有信心，如果

沒有臺灣夢計畫，學童並沒有其他機會接觸多元課程或刺激，而產生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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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

係人 

成果 因子 說明 

的改變。因此 Deadweight 依訪談結果設為 0%，並納入後續的敏感性分

析中。 

社會層面 

增進人際相處

能力 

30% 

透過家長的訪談我們了解，學童在基地中因團體生活，增加與不同年齡學

童互動的機會，但由於在學校的日常生活中仍有可能展現類似的成果，因

此訪談後家長回覆 Deadweight 為 30%。  

增進家庭關係 40% 

有部份家長在訪談時表示，若沒有臺灣夢計畫，學童隨著同理心的提升，

亦有可能得到家庭關係變融洽的成果，因此訪談後家長回覆 Deadweight

為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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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

係人 

成果 因子 說明 

學習助人的精

神及熱忱 

10% 

透過家長的訪談我們了解，學童在基地中看到志工以身作則，因而產生助

人的精神及熱忱，但訪談中有一名家長本身即有擔任志工的經驗，因此回

覆該學童有可能仍展現類似成果，因此將訪談後家長回覆的 Deadweight

設為 10%。 

健康層面 

增加體能 60% 

透過家長的訪談我們了解，由於學童仍在成長階段、或本身較為好動，可

能因此而持續的增加體能，因此訪談後家長回覆 Deadweight 為 60%。 

維持視力 13% 

透過學童的訪談我們了解，有部份學童回覆家長在家中本來就會管制 3C

產品的使用時間，因此就學童回覆比率將 Deadweight 設為 13% 

影響腸胃健康 0% 此為負面指標，為了不誇大成果，因此假設 Deadweight 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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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

係人 

成果 因子 說明 

家長 降低家庭負

擔 降低經濟負擔 0% 

透過家長的訪談我們了解，如果沒有臺灣夢計畫，將會直接增加其經濟及

照顧負擔，因此 Deadweight 依訪談結果設為 0%，並納入後續的敏感性

分析中。 

降低照顧負擔 10% 

透過家長的訪談我們了解，由於學童可能會隨著成長和求學的經驗累積，

而增加獨立性及責任感，因此依家長回覆比率設為 10%。 

提升人際關

係及信心 

拓展交友圈 21% 

有部份家長表示若沒有臺灣夢計畫，仍有可能與街坊鄰里認識而拓展交友

圈，但是過程會比較不容易且緩慢，因此依家長回覆比率設為 21%。 

提升教養信心 21% 

有部份家長表示若沒有臺灣夢計畫，仍有可能因學童的成熟而增加教養的

信心，但是過程會比較不容易且緩慢，因此依家長回覆比率設為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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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

係人 

成果 因子 說明 

增進親子關係 25% 

有部份家長表示若沒有臺灣夢計畫，仍有可能因學童日漸成熟、更加懂

事，而增進親子關係，因此依家長回覆比率設為 25%。 

志工 增進心理滿

足及專業技

能 

獲得喜悅和成

就感 

40% 

透過問卷我們了解，有近 4 成的志工在臺灣夢之前，亦參與過其他的服務

性質活動，可能展現類似成果，因此我們將 deadweight 設為 40%。 

 
學習新技能及

知識 

20% 

有部份志工表示若沒有臺灣夢計畫，仍有可能在生活中學習到類似的新技

能及知識，因此依志工回覆比率設為 20%。 

 

增進教育及服

務知識或經驗 

20% 

成為臺灣夢的志工需要參與兒少教育之志工訓練，除了自己平常對於教育

議題有興趣或有相關志工經驗之外，並不預期沒有臺灣夢的情況下，仍會

產生類似的改變，因此我們將 deadweight 設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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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

係人 

成果 因子 說明 

老師 增加教學經

驗及成就感 

獲得成就感和

滿足感 

72% 

老師除了臺灣夢外，亦持續有其他單位的授課機會，就算沒有臺灣夢，亦

有可能展現類似的成果，因此依問卷結果將 Deadweight 設為 72%。 

提升教學技能

及經驗 

72% 

老師除了臺灣夢外，亦持續有其他單位的授課機會，就算沒有臺灣夢，亦

有可能展現類似的成果，因此依問卷結果將 Deadweight 設為 72%。 

社區發

展協會 

增強社區凝

聚力及資源 

社區凝聚力提

升 

0% 

透過村長的訪談我們瞭解，在參與臺灣夢計畫之前，社區居民缺乏共同投

入努力、交流互動的動機及基礎，社區力量難以凝聚核發揮。因此依村長

回覆將 Deadweight 設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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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

係人 

成果 因子 說明 

外部資源增加 23% 

在參與臺灣夢之前，社區發展協會的經費來源皆為鄉公所，因此將前年度

自鄉公所所取得之經費補助佔本年度所募得全部經費之比率 23%為

Deadweight。 

 

 

（2） 移轉因子(Displacement)：該因子係代表目標專案的效果影響其他專案內或專案外利害關係人的因子。在 SROI 指引

中，以在 A 區增設路燈降低 A 區犯罪率，但犯罪行為卻轉移到 B 區的轉移負面效果作為舉例。SROI 指引也說明並非每個專

案都會有此因子。本專案中，由於臺灣夢計畫是以社區為發展單位，並期待號召社區周圍的企業和組織一同投入培育學童的

行列，無明顯的移轉因子，故擬以敏感性分析做討論，不納入成果計算考量。 

 學童、家長、志工：雖然臺灣夢的計畫初衷是以扶植當地弱視兒童為目標，但大湖社區發展協會不希望因此讓弱勢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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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貼標籤，且基地在試辦過程即獲得好評而吸引越來越多人想要參與，基地也敞開大門歡迎每一位學童、家長及志工的

加入，並無門檻或名額限制，經訪談並由社區發展協會專案人員觀察，各成果皆未產生明顯的移轉因子。 

 基地老師：大湖社區位置較偏遠，鮮少有在地的安親班或才藝班，反而是大部分的老師被村長的熱情及孩子的故事感動

而願意特別到社區中授課，故老師之間以及對於其他老師產生明顯的移轉因子。 

 社區發展協會：地方政府及企業單位願意投入資源，主要係針對學童課後照顧計畫，據訪談瞭解，附近雖有其他鄉鎮的

社區發展協會，但並未有如大湖主力開辦課後照顧專案者，因此並未產生明顯的移轉因子。 

（3） 歸因因子(Attribution)： 

係指利害關係人即便沒有本專案，亦會有機會讓其他因素介入而產生相同的結果之機率。與無謂因子不同的是，歸因因

子考慮其他專案的介入，而無謂因子則是成果自然會發生的機率。本專案中，學童的歸因因子是由家長協助回覆，而家

長、志工、老師，則是依其本身問卷回覆的結果進行統計。社區發展協會的歸因因子是透過訪談直接進行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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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

係人 

成果 因子 說明 

學童 個人層面 提升學習成效 26.67% 

依據家長對於學童改變的觀察問卷回覆結果決定。 

提升自我認同 30.91% 

社會層面 增進人際相處

能力 

26.36% 

依據家長對於學童改變的觀察問卷回覆結果決定。 增進家庭關係 36.84% 

學習助人的精

神及熱忱 

35.83% 

健康層面 增加體能 28.18% 

依據家長對於學童改變的觀察問卷回覆結果決定。 

維持視力 3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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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

係人 

成果 因子 說明 

影響腸胃健康 30% 依據家長對於學童改變的觀察問卷回覆結果決定。 

家長 降低家庭負

擔 

降低負擔 0.00% 透過訪談及問卷調查結果決定。 

降低照顧負擔 33.64% 依據家長對於學童改變的觀察問卷回覆結果決定。 

提升人際關

係及信心 

拓展交友圈 46.19% 

透過訪談及問卷調查結果決定。 提升教養信心 46.19% 

增進親子關係 35.53% 

志工 獲得喜悅和成

就感 

41.13% 透過訪談及問卷調查結果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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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

係人 

成果 因子 說明 

 
增進心理滿

足及專業技

能 

學習新技能及

知識 

41.13% 

 
增進教育及服

務知識或經驗 

41.13% 

老師 增加教學經

驗及成就感 

獲得成就感和

滿足感 

40.00% 

透過訪談及問卷調查結果決定。 

提升教學技能

及經驗 

45.00% 



     

73 
 

利害關

係人 

成果 因子 說明 

社區發

展協會 

增強社區凝

聚力及資源 

社區凝聚力提

升 

10.00% 

透過訪談及問卷調查結果決定。 

外部資源增加 0.00% 

 

（4） 衰減因子(Drop-off)： 

  係指成果隨時間遞減之效果，依經驗而言，成果往往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慢慢的降低其效益，故在評估成果在未來展現

的效益時，必須針對衰減因子加以估列。本專案中，由訪談和問卷結果得知利害關係人的改變成果在報告範圍的 13 個月中

強度並未減少，甚至隨著習慣的養成及社區氛圍的改變而更加顯著，但考慮到本專案為第一年實行，尚無法追蹤後續的發

展，故僅以持續期 1 年為保守估計。綜合上述原因故將本專案衰減因子設為 0。其評估過程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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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

係人 

成果 因子 說明 

學童 個人層面 提升學習成效 0% 基地整年度持續提供課後輔導及多元課程，寒暑假也會籌辦營隊，讓學童

不間斷接觸到多元的學習資源，學童也因為基地資源而開始願意嘗試不同

的課程，且持續參與其中。上述改變在基地一年中的活動過程間皆持續發

生甚至增加，未有效果遞減之情形。 

提升自我認同 0% 

社會層面 增進人際相處

能力 

0% 

學童在基地獲得來自志工及同儕的陪伴，獲得正面的心情改變。而在活動

中結交不同年級的朋友、增近與手足的情感，透過由志工的榜樣更增加學

童對於服務的嚮往和意願，願意主動幫助人。上述改變在基地一年中的活

動過程間皆持續發生甚至增加，未有效果遞減之情形。 

增進家庭關係 0% 

學習助人的精

神及熱忱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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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

係人 

成果 因子 說明 

健康層面 增加體能 0% 基地整年度持續提供體育課程，寒暑假也會籌辦營隊，讓學童減少在家滑

手機時間並增加運動機會。甚至養成運動習慣後，學童開始主動用休閒時

間持續進行體育活動。 

維持視力 0% 

影響腸胃健康 0% 基地活動期間皆有提供點心，可能持續產生影響腸胃健康之情形。 

家長 降低家庭負

擔 

降低經濟負擔 0% 

基地活動皆為免費。上述改變在基地一年中的活動過程間皆持續發生，未

有效果遞減之情形。 

降低照顧負擔 0% 

學童在基地學習協助打掃活動、為自己的東西負責、為低年級學生設立榜

樣，因此更加負責任獨立的改變在家中也持續發生。上述改變未有效果遞

減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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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

係人 

成果 因子 說明 

提升人際關

係及信心 

拓展交友圈 0% 家長持續透過基地活動而接觸其他家長或志工，隨著相處經驗增加而拓展

交友圈，同時，孩子的正向改變也增加了家長的教養信心、改善親子間的

關係，上述改變程度僅會隨經驗累積而增加。 

提升教養信心 0% 

增進親子關係 0% 

志工 增進心理滿

足及專業技

能 

獲得喜悅和成

就感 

0% 

透過基地志工經驗獲得喜悅及成就感，且效果隨著與孩子建立越來越深的

連結而增加。而在擔任志工的過程中，也學習到不同的技能和志工服務及

教育專業，上述技能及專業隨著擔任志工的經驗增加而更加熟練，其效果

不因時間而遞減。 

 
學習新技能及

知識 

0% 

 
增進教育及服

務知識或經驗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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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

係人 

成果 因子 說明 

老師 增加教學經

驗及成就感 

獲得成就感和

滿足感 

0% 

透過訪談得知，老師的教學技能及經驗將會因時間的累積而增加，而隨著

與學童相處更密切、觀察其持續的進步和對課程的回饋，成就感和滿足感

亦會逐漸增加，其效果不因時間而遞減。 提升教學技能

及經驗 

0% 

社區發

展協會 

增強社區凝

聚力及資源 

社區凝聚力提

升 

0% 

透過訪談得知，築夢基地成功凝聚了社區在地力量，成立至今有越來越多

居民和家長願意投入其中，貢獻己力，顯示其凝聚程度僅隨時間增加而越

發蓬勃。而基地的努力也開始被看見，吸引更多外部團體願意提供資金和

資源的支持。其改變效果不因時間而遞減。 

外部資源增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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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成果價值的計算 

在前文中，我們辨識及確認利害關係人的改變及成果，並尋找作為衡量成果的指標（Indictor）、財務代理變數（Financial 

Proxy）及影響力因子，總成果價值為新台幣 9,114,019 元。我們擬將 2017 年大湖社區築夢基地的 SROI 分析彙整如下： 

利害關係

人(人數#) 

預期/非預期

改變 

成果描述 
改變數量 

(A) 

財務代理變數 成果定價 
無謂因子% 

(c) 

歸因因子% 

(d) 

影響 

= A*(1-c)*(1-d) 

學童 

(44 人) 

個人層面 提升學習成效 40 

安親班費用(月)-學期

間 

46,000.00 10.00% 26.67% 1,219,680.00 

安親班費用(月)-暑期

班 

20,400.00 10.00% 26.67% 540,90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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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

人(人數#) 

預期/非預期

改變 

成果描述 
改變數量 

(A) 

財務代理變數 成果定價 
無謂因子% 

(c) 

歸因因子% 

(d) 

影響 

= A*(1-c)*(1-d) 

提升自我認同 39 才藝課程費用 95,900.00 0.00% 30.91% 2,616, 348.72 

社會層面 增進人際相處能力 44 品格訓練營隊費用 6,000.00 30.00% 26.36% 136,0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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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

人(人數#) 

預期/非預期

改變 

成果描述 
改變數量 

(A) 

財務代理變數 成果定價 
無謂因子% 

(c) 

歸因因子% 

(d) 

影響 

= A*(1-c)*(1-d) 

增進家庭關係 44 團體課程費用 14,400.00 40.00% 36.84% 240,101.05 

學習助人的精神及熱忱 41 國人平均捐獻金額 21,663.00 10.00% 35.83% 508,108.37 

健康層面 

增加體能 42 小兒科就醫成本 1,950.00 60.00% 28.18% 23,576.35 

維持視力 37 矯正視力醫療成本 4,800.00 13.00% 37.78% 96,27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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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

人(人數#) 

預期/非預期

改變 

成果描述 
改變數量 

(A) 

財務代理變數 成果定價 
無謂因子% 

(c) 

歸因因子% 

(d) 

影響 

= A*(1-c)*(1-d) 

影響腸胃健康 8 小兒科就醫成本 1,950.00 0.00% 30.00% -10,445.22 

家長 

(25 人) 

降低家庭負

擔 

降低經濟負擔 23 

安親班費用(月)-學期

間 

46,000.00 

0.00% 0.00% 

1,040,476.19 

安親班費用(月)-暑期

班 

20,400.00 461,428.57 

降低照顧負擔 24 家事清潔費用(月) 21,840.00 10.00% 33.64% 311,932.17 

提升人際關

係及信心 

拓展交友圈 21 朋友聚餐費用 2,600 21.00% 46.19% 23,55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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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

人(人數#) 

預期/非預期

改變 

成果描述 
改變數量 

(A) 

財務代理變數 成果定價 
無謂因子% 

(c) 

歸因因子% 

(d) 

影響 

= A*(1-c)*(1-d) 

提升教養信心 18 親職講座課程費用 19,200 21.00% 46.19% 150,886.44 

增進親子關係 11 親子活動費用 9,600 25.00% 35.53% 51,918.28 

志工 

(33 人) 

增進心理滿

足及專業技

能 

獲得喜悅和成就感 25 工作績效獎金 61,996.04 40.00% 41.13% 557,14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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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

人(人數#) 

預期/非預期

改變 

成果描述 
改變數量 

(A) 

財務代理變數 成果定價 
無謂因子% 

(c) 

歸因因子% 

(d) 

影響 

= A*(1-c)*(1-d) 

學習新技能及知識 18 技能課程費用 4,430.77 20.00% 41.13% 37,097.02 

增進教育及服務知識或經

驗 

25 志工訓練課程費用 211,200 20.00% 41.13% 75,082.59 

基地老師 

(10 人) 

增加教學經

驗及成就感 

獲得成就感和滿足感 7 教師評鑑績效獎金 41,905 72.00% 40.00% 46,46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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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

人(人數#) 

預期/非預期

改變 

成果描述 
改變數量 

(A) 

財務代理變數 成果定價 
無謂因子% 

(c) 

歸因因子% 

(d) 

影響 

= A*(1-c)*(1-d) 

提升教學技能及經驗 7 教師研習課程費用 9,000 72.00% 45.00% 9,563.40 

社區發展

協會 

 

增強社區凝

聚力及資源 

社區凝聚力提升 88 

聘請協會工作人員成

本 

390,000 0.00% 10.00% 302,64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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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

人(人數#) 

預期/非預期

改變 

成果描述 
改變數量 

(A) 

財務代理變數 成果定價 
無謂因子% 

(c) 

歸因因子% 

(d) 

影響 

= A*(1-c)*(1-d) 

外部資源增加 1 

外部贊助金額/單位數

量 

876,880 23.00% 0.00% 675,197.60 

錯誤! 連結無效。我們以成果價值除以投入總價值後，計算出本專案的 SROI 比率為： $9,114,019 / $2,140,779 = 4.26。 

6.3 敏感性分析 

SROI 因為係將質性、敘事性等非量化資訊加以貨幣化衡量，因此其中不免牽涉到許多之假設與估計。為求結果之客觀與可

驗證，SROI 指引要求必須在每次的分析報告中加入敏感性分析及揭露相關資訊。為此，本報告為求嚴謹、客觀，我們依序調整

以下之情狀，作為本報告之敏感性分析測試，並得出本專案的 SROI 敏感性分析範圍界於 3.61~4.76 之間。 

 財務代理變數：在衡量學童成果「增進人際相處能力」時，原是使用品格訓練營隊的費用，但若使用卡內基青少年先修

班學費 (為 29000 元/期)，SROI 將會增加至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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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的數量：學童的改變數量主要是由家長的觀察來決定，若成果數量分別上升或下降 20%，SROI 將會分別變動為

4.76 及 3.75。 

 投入的價值，分析一：原投入包含了因參與臺灣夢計畫後，而增加募得的經費，及中國信託基金會人員所投入之人力，

若假設增加募得之經費並未直接立即投入在同專案中，而是使用鄉公所歷年補助之平均 20 萬元做為活動贊助單位之投

入，且假設基金會人力就算沒有臺灣夢計畫，亦會有其他從事的業務 (即投入價值為 0)，則 SROI 變化為 4.42。 

 投入的價值，分析二：因志工主要是進行陪讀及兒童照顧，故使用與其服務項目較為相關的安親班老師平均月薪做為投

入的財務代理變數，但若志工投入之時數以 2016 台灣平均時薪 245 元，及台灣最低時薪 126 元進行計算，則 SROI 將

會變化為 3.76 及 4.57。 

 無謂因子：在進行訪談及問卷了解後，發現若沒有臺灣夢之計畫，有部份之成果將無法展現，而將其無謂因子設為 0，

若將原為 0 的無謂因子設為 10%及 30%，將會使 SROI 變動成為 4.05 及 3.63。 

 歸因因子：在進行訪談及問卷了解後，有部份之成果完全是歸因於臺灣夢計畫之進行，因而將其歸因因子設為 0，若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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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為 0 的歸因因子設為 10%及 30%，將會使 SROI 變動成為 4.16 及 3.95。 

 衰減因子：在進行訪談及問卷了解後，由於基地活動的持續性，利害關係人持續參與其中，因此未辨識出顯著之衰減因

子。若將原為 0 的衰減因子設為 10%及 30%，將會使 SROI 變動成為 4.65 及 3.61。 

 替代因子：不論是在訪談或是問卷的了解，皆未辨識出顯著之替代因子，若將原為 0 的替代因子設為 10%及 30%，將會

使 SROI 變動成為 4.65 及 3.61。 

 SROI 數值直接調整：為了務求結果的公正客觀，若分別將計算出的 SROI 數值加減 10%，將會使 SROI 變動為 4.68 及

3.83。 

 SROI  調整項目 調整內容 

4.50 Financial proxies 
學童成果:“增進人際相處能力”財務代理
變數改用“卡內基青少年先修班學費
“(29000 元/期) 

4.76 
Quantity of the 
outcome 

學童改變數量上升 20% 

3.75 
Quantity of the 
outcome 

學童改變數量下降 20% 

4.42 Value of inputs 僅計算鄉公所之補助，且不計入基金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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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ROI  調整項目 調整內容 

員的薪資 

3.76 Value of inputs 
志工投入時數以 2016 臺灣平均時薪換算
(245 元) 

4.57 Value of inputs 
志工投入時數以 2016 臺灣最低時薪換算
(126 元) 

4.05 Deadweight 0% to be 10% 

3.63 Deadweight 0% to be 30% 

4.16 Attribution 0% to be 10% 

3.95 Attribution 0% to be 30% 

4.65 Drop-off 0% to be 10% 

3.61 Drop-off 0% to be 30% 

4.65 Displacement 0% to be 10% 

3.61 Displacement 0% to be 30% 

4.68 SROI 上升 10% 

3.83 SROI 下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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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份 結論 

7.1 專案價值分析 

1.計畫整體成果分布 

 

成果分布前三名: 

1.學童:學童做為臺灣夢計畫的核心服務對象，其成果集結所

有利害關係人的投入和努力，展現出最高的成果價值。 

2.家長:家長為計畫的間接受益者，不論是否有進一步擔任志

工，都享有減少家庭開銷及照顧壓力、親子關係的提升等成

果，其成果價值相當高且難以取代。為本計畫第二大受益

人。 

學童

59%
家長

22%

志工

7%

老師

1%

社區

11%

成果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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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區:扶助社區為臺灣夢計畫的核心目標之一。社區的兩項

成果合計佔計畫總成果 11%，為繼學童及家長之後成果分布

比例第三大的利害關係人。值得注意的是，社區所展生的兩

項成果與其他利害關係人的成果呈正相關，彼此相互連結及

影響。例如家長拓展交友圈，除了自身獲得友誼和增加視

野，與其他家長建立的關係也將使社區更加緊密，而社區越

凝聚，將提供更多機會和氛圍使居民增進感情。 

2.個別利害關係人成果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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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分布: 

成果分類 分布比例 

個人層面 81% 

社會層面 16% 

健康層面 2% 

 

學童為本計畫最大受益者。其成果中以

「個人層面」改變價值最為顯著，其中

增加自我認同(49%)所有成果中價值最

高，佔計畫總體成果 29%，顯示基地的

課輔及才藝課程活動直接的影響和效

 $(10,700.00)  $489,300.00  $989,300.00  $1,489,300.00  $1,989,300.00  $2,489,300.00

提升學習成效

增加自我認同

增進人際相處能力

增進家庭關係

培養助人的精神與熱忱

增加體能

維持視力

影響腸胃健康

成果分布: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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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值得注意的是學習助人的精神及熱

忱佔學童成果的第三名，雖非計畫預期

目標但效果顯著。 

 

比例分布: 

成果分類 分布比例 

降低家庭負擔 89% 

提升人際關係及

信心 

11% 

家長為本計畫第二大受益者。降低經濟

及照顧負擔為基地為家長帶來的直接成

0.00 200,000.00 400,000.00 600,000.00 800,000.00 1,000,000.001,200,000.001,400,000.001,600,000.00

降低經濟負擔

降低照顧負擔

拓展交友圈

提升教養信心

增進親子關係

成果分布: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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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在透過問卷和訪談與家長溝通的過

程中亦皆觀察出顯著的影響，其成果佔

計畫總體成果 11%。而其他成果因多為學

童的改變產生的間接影響，家長本身的

參與程度並不多，故相對效果不顯著。 

 

志工成果中以服務過程中獲得的喜悅和

成就感價值最高，佔志工成果 83%、計

畫總成果 6%。回應了志工服務的初衷，

而另外兩者雖然因為志工過往或其他服

務經驗的影響而使價值不顯著，仍使服

務過程中的收穫更加多元及豐富。 

0.00 100,000.00 200,000.00 300,000.00 400,000.00 500,000.00 600,000.00

獲得喜悅和成就感

學習新技能及知識

增進教育及服務知識或經驗

成果分布: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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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為本計畫的協助執行者，整體成果

相較於其他利害關係人較不顯著，主要

係因老師在教學過程中展現的成果多導

致課堂品質及成效的提升，而回饋到學

童的成果中。於訪談過程中，老師分享

基地由於學童的純樸熱情、志工的協助

和家長的支持，使其相當享受在授課過

程中，也提升持續投入在築夢基地的意

願。「獲得成就感和滿足感」佔老師總成

果 83%。 

8,000.00 13,000.00 18,000.00 23,000.00 28,000.00 33,000.00 38,000.00 43,000.00

獲得成就感和滿足感

提升教學技能及經驗

成果分布: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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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辨識出的兩個成果亦回應了臺灣夢

計畫強化社區能量的目標，外部資源增

加的部分，臺灣夢計畫投入後基地募得

外部資金較前一年增加 4.4 倍，贊助單位

更由原本的地方政府增加為包含企業及

地方團體共 31 個單位，此成果佔社區發

展協會成果的 69%、計畫總成果的 7%而

社區凝聚力透過其他利害關係人的問卷

及越來越多投入人次可以展現。 

 

 

200,000.00 220,000.00 240,000.00 260,000.00 280,000.00 300,000.00 320,000.00 340,000.00 360,000.00 380,000.00 400,000.00

增加社區凝聚力

增加外部資源

成果分布:社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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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後續管理 

 

發現 利害關係人 說明 後續管理 

未預期的成果：

服務熱忱的展現 

學童 

• 學童在基地中看見志工家長以身作則，學習助人的

意義及重要性，因而開始願意主動幫助他人，且增

加未來擔任志工的意願。 

• 回任志工的訪談亦可驗證，但較可惜的是此意願需

等學童畢業才較有機會落實，且可能因屆時已離開

基地而難以將價值貢獻回社區(共 2 名，六年級生約

6~8 名上下)。 

 

• 擬於課程或活動中納入志工服

務活動，以增強孩子的服務熱

忱 

• 給予其落實服務行動並回饋社

區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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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可能方向:家

庭影響大 

學童 

• 進行問卷訪談時，有幾位學童因為家庭因素（如

家庭失和等），導致問卷回覆結果受到強烈而負

面的影響，使得成果數量減少。 

• 透過敏感性分析，學童數量下降 20%， SROI 將

減至 3.75，影響甚大。 

• 基地的成功，會受家庭因素強烈的影響。 

• 在基地資金及人力越來越穩定

的前提下，進一步由課輔工作

擴及到家庭的關懷。 

 

未預期的成果：

志工實際參與陪

伴孩子的過程，

獲得更多的價值 

志工 

• 問卷發現近 40%志工本身即有擔任志工的經驗，

故學習新技能(6%)或增進教育/服務知識(11%)價

值不顯著。 

• 反而是實際參與陪伴孩子的過程使其獲得許多成

就感和滿足感(83%)。 

• 增加志工的角色及參與程度。

例如，築夢講座或特殊課程，

可由志工來分享生命經驗、或

擔任料理、攝影課程老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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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規劃：家長

與志工身份的結

果，才是價值極

大化。 

家長&志工 

• 同時擔任志工之家長，其成果會累積成為家長加

上志工的成果。 

• 鼓勵更多的家長投入長期或短

期志工行列。將使家長獲得喜

悅及成就感、新技能及知識學

習、教育及服務知識等志工成

果。 

• 因工作或家務繁忙而無法參與

的家長，設計機制有機會一同

看見孩子的改變。例如：定期

成果報告或活動花絮等也可以

讓孩子帶回家、基地連絡簿等

機制讓志工或老師可以與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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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等。以增強其提升教養信

心及增進親子關係的成果價

值。 

 

課程規劃：在地

化課程促成許多

成果 

學童&社區 

• 在補捉成果事件鏈時，發現參與在地化課程(如客

家語及舞蹈、農業體驗)促成許多成果。包含: 

1.學童: 

→增進學童多元發展能力，進而提升孩子的自我

認同。 

→加強其在地認同，而提升孩子的自信心，不再

對自己的背景和成長環境感到自卑。 

• 增加在地化課程的頻率和內容

豐富度，加強與在地產業的連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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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區: 

→社區凝聚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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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結論 

 

  彰化縣埤頭鄉大湖社區築夢基地為中國信託臺灣夢計畫的第一個據點，2016 年 7 月正式開辦至今，在社區發展協會和當地居民

的努力以及中信、地方政府、學校及企業團體等公私部門的支持下，創造了許多動人的篇章，孩子們的正向改變與社區的在地力

量互相激盪，越來越多人願意投入在照顧孩子和關懷社區的行列中，串連成一張以愛和溫暖編織的大網，支撐起家庭的困境和偏

鄉資源不平等的重量，孕育出社區蓬勃的生命力和堅毅的韌性。這些令我們開始相信臺灣夢計畫「給予孩子一個孕育夢想的家

園」這樣的初衷，是可以實現的。 

  而透過 SROI，我們試圖以更全面的角度，捕捉計畫開辦前後，對於當地以及所有可能受影響的族群所產生正面、負面及未預

期的影響。在訪談及問卷發放的過程中，我們由孩童、家長、志工等人的雙眼，實際檢視和盤點臺灣夢計畫的意義和成效，並藉

由貨幣單位的轉換，將改變具象化。我們將本次專案成果與臺灣夢計畫的計畫目標相互驗證，確保所投入的資源並未偏離目標，

甚至因著當地居民的積極努力，展現出超乎期待的改變成效，也令我們確認計畫目標的設定確實能夠回應當地的需求、改善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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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社會問題。 

 

圖:臺灣夢計畫目標與 SROI 盤點成果對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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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除了預期達成的目標，我們也驚喜的發現許多意料之外的成果並辨識出少數的負面成果。並經過與利害關係人的確認、和中

信慈善基金會及社區發展協會專案人員的討論與研究，研擬出五大改善方向及建議，期待透過更積極的管理，極大化每一份資源

的投入所能產生的社會價值，在大湖社區創造更多的改變故事外，更成為其他社區的營運參考和管理依據。 

  我們相信，本專案只是中國信託對於公益管理的承諾的開始，未來我們除了持續追蹤並優化臺灣夢計畫的發展，也擬將此概念

擴大至其他專案中，期待透過有效的管理，回應需求、創造改變，讓善的力量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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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利害關係人訪談大鋼 

一、計劃參與 

1. 您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參加臺灣夢計劃?持續了多久? 

2. 您在這個計劃中扮演什麼角色或做了什麼事? 

3. 您從何得知臺灣夢計劃?是否還有參加其他類似的計劃或活動? 

4. 您為什麼想要參與臺灣夢計劃? 

二、改變成果 

1. 參加臺灣夢計劃後，是否對您個人(想法、行為、身體狀況、心情等)或是周遭人事物帶來改變或影響？ 

2. 這些改變持續了多久? 

3. 若沒有參與臺灣夢計劃，您認為您還會有相同的改變嗎? 

4. 除了臺灣夢計劃外，是否有透過其他方式獲得相同或類似的資源或機會？ 

5. 臺灣夢計劃是否對於您個人或周遭人事物造成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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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影響力地圖 
無謂因子%

(c)

移轉因子%

(f)

歸因因子%

(d)

衰減因子%

(e)

影響

(G)
計算社會投資報酬

指標 資料來源 持續期間 財務代理變數 單位定價 頻率 成果定價 資料來源

活動所產生的成

果是將問題轉移

到其他地方的比

改變的發生要歸

因於其他因素的

貢獻的比例

活動所帶來的成

果隨著時間而遞

減的幅度比例

G=A*B*(1-c)*(1-

d)*(1-e)*(1-f)
% of total outcome

如何衡量並佐證成果的發生? 如何取得資料

及取得管道?

發生百分比

(%)

成果數量

(#)

成果於專案結束

後持續了多久?

使用何種財務代理數來為

成果定價?

成果價值(NT$) 涵蓋期間內頻率次數 如何取得資料及取得管道?

安親班費用(月)-學期間  $                          4,600.00 10.00  $                        46,000.00 10.00% 0.00% 26.67% 0.00%  $                          1,219,680.00

安親班費用(月)-暑期班 6,800.00 3.00 20,400.00 10.00% 0.00% 26.67% 0.00% 540,901.57

提升自我認同

[問卷]

1.回覆變得更有自信的學童人數

2.回覆變得越來越喜歡學習的學童人數

3.回覆孩子變得更有自信的家長人數

問卷 89.74% 39 1 才藝課程費用/月 9,590.00 10.00 95,900.00

網路資料(坊間舞蹈、繪畫、機器人等才藝課程平均

費用)(一年約9個月)

-舞蹈 2000/月

-繪畫 3400/月

-書法 750/月

-籃球 1440/月

-機器人 2000/月

0.00% 0.00% 30.91% 0.00% 2,616,348.72

增進人際相處能力

[問卷]

1.回覆在基地交到新朋友或和同學感情變好的學童人數

2.回覆孩子在交朋友及與人相處的經驗及能力提升的家長人數

問卷 100.00% 44 1 品格訓練營隊費用 3,000.00 2.00 6,000.00 台中品格訓練營隊費用(寒暑假各一次、一年共2次) 30.00% 0.00% 26.36% 0.00% 136,080.00

增進家庭關係
[問卷]

1.回覆和兄弟姊妹感情變好的學童人數
問卷 100.00% 44 1 團體課程費用 1,440.00 10.00 14,400.00

與手足一起參與坊間籃球課程費用(一個月1440元，

一年約10個月)
40.00% 0.00% 36.84% 0.00% 240,101.05

學習助人的精神及熱忱

[問卷]

1.回覆開始主動幫助別人的學童人數

2.回覆以後也想像志工叔叔阿姨一樣助人的學童人數

問卷 92.31% 41 1 國人平均捐獻金額 21,663 1.00 21,662.76

台灣每人每年平均捐贈之公益支出(2016年台灣平均

總薪資 48,790X12個月X台灣平均公益支出比率

0.37%=21,662)

10.00% 0.00% 35.83% 0.00% 508,108.37

增加體能

[問卷]

1.回覆來到基地後變得更喜歡也更常運動的學童人數

2.回覆孩子有體能增強的家長人數

[量表]

BMI檢測值改善的人數

問卷及量表 95.65% 42 1 小兒科就醫成本 150.00 13.00 1,950.00

經訪談得知部分學童參與基地後感冒頻率由2~4次/

月減少到1次/月。(單次就醫費用以小兒科掛號費法

定上限150元、一個月看ㄧ次計算)

60.00% 0.00% 28.18% 0.00% 23,576.35

維持視力

[問卷]

1.回覆減少滑手機或看電視的學童人數

2.回覆孩子因減少使用3C產品而避免視力惡化的家長人數

[量表]

視力檢查結果進步人數

問卷及量表 84.21% 37 1 矯正視力醫療成本 400.00 12.00 4,800.00
兒童弱視/近視門診平均單次費用*定期檢查(400/次

，一個月一次，持續一年)
13.00% 0.00% 37.78% 0.00% 96,277.56

影響腸胃健康

[問卷]

1.回覆因為點心吃太飽而吃不下晚餐的學童人數

2.回覆孩子腸胃健康受影響的家長人數比例

問卷 17.39% 8 1 小兒科就醫成本 150.00 13.00 1,950.00
單次就醫費用以小兒科掛號費法定上限150元、一個

月看ㄧ次計算
0.00% 0.00% 30.00% 0.00% -10,445.22

安親班費用(月)-學期間  $                          4,600.00 10.00  $                        46,000.00 0.00% 0.00% 0.00% 0.00% 1,040,476.19

安親班費用(月)-暑期班 6,800.00 3.00 20,400.00 0.00% 0.00% 0.00% 0.00% 461,428.57

降低照顧負擔

[問卷]

1.回覆孩子變得更守規矩的家長人數

2.回覆會主動幫忙做家事的學童人數

問卷 95.65% 24 1 家事清潔成本/月 1,680.00 13.00 21,840.00
埤頭鄉家事清潔服務費用(每小時 280元，一次1.5 小

時，一周一次)
10.00% 0.00% 33.64% 0.00% 311,932.17

拓展交友圈
[問卷]

回覆拓展人際關係的家長人數
問卷 85.24% 21 1 朋友聚餐費用 200.00 13.00 2,600.00

與朋友聚餐費用(每次平均200元，一個月一次，共

13個月)
21.00% 0.00% 46.19% 0.00% 23,552.30

提升教養信心
[問卷]

回覆提升教養信心的家長/志工人數
問卷 73.95% 18 1 親職講座課程費用 9,600.00 2.00 19,200.00

網路資料(坊間親職講座單堂1200元，一期8堂、一

年2期)
21.00% 0.00% 46.19% 0.00% 150,886.44

增進親子關係
[問卷]

回覆孩子變得更樂於分享的家長/志工人數
問卷 44.74% 11 1 親子活動費用 4,800.00 2.00 9,600.00

坊間親子室內活動平均費用(單堂600元，一期8堂、

一年2期)
25.00% 0.00% 35.53% 0.00% 51,918.28

獲得喜悅和成就感
[問卷]

回覆得到成就感和滿足感(c4)的志工人數
問卷 77.10% 25 1 工作績效獎金 39,238.00 1.58 61,996.04

2016年每年每月經常性薪資平均39,238元*平均年終

獎金1.58個月=61,996
40.00% 0.00% 41.13% 0.00% 557,142.80

學習新技能及知識
[問卷]

回覆學習到新技能(c5)的志工人數
問卷 53.87% 18 1 技能課程費用 492.31 9.00 4,430.77

客語薪傳師課程單堂1600元，ㄧ個月ㄧ堂，共9個

月。ㄧ堂課約13個小朋友。
20.00% 0.00% 41.13% 0.00% 37,097.02

增進教育及服務知識或經驗
[問卷]

回覆增進教育或服務知識及經驗(c6)的志工人數
問卷 75.48% 25 1 志工訓練課程費用 211,200.00 1.00 211,200.00 基地志工訓練費用(一年) 20.00% 0.00% 41.13% 0.00% 75,082.59

獲得成就感和滿足感
[問卷]

回覆在授課的過程中得到成就感和滿足感的老師人數
問卷 66.00% 7 1 教師評鑑績效獎金 41,905.00 1.00 41,905.00 教育部依考核辦法核發之一個月份績效獎金 72.0% 0.00% 40.00% 0.00% 46,464.26

提升教學技能及經驗
[問卷]

回覆在授課的過程中有教學技能及經驗的提升的老師人數
問卷 69.00% 7 1 教師研習課程費用 3,000.00 3.00 9,000.00 小學教師單日研習平均費用，一年約三次 72.0% 0.00% 45.00% 0.00% 9,563.40

增強社區凝聚力及認同感 社區凝聚力提升

[問卷]

1. 回覆以身為大湖的一份子為驕傲的學童人數

2.回覆更樂意投入社區活動的家長人數

3.回覆增加投入社區的服務及意願的志工人數

問卷 90.17% 88 1 聘請協會工作人員成本 30,000.00 13.00 390,000.00 協會工作人員平均薪資(月) 0.00% 0.00% 10.00% 0.00% 302,649.41

外部資源增加 外部資源增加 外部單位贊助金額(含物資)
社區發展協會提

供
100% 1 1 外部贊助金額/單位數量 876,880.00 1 876,880.00 協會於報告期間外部單位贊助金額 23.00% 0.00% 0.00% 0.00% 675,197.60

中信金控
1

(unit)

資金與物資 1000000

活動贊助單位
30

(unit)

資金與物資 460100

中信慈善基金會 6

時間 78000

 $    2,140,778.90  $                          9,114,019.42  $                                           4.26

增進心理滿足及專業技能

增加教學經驗及成就感

個人層面

社會層面

健康層面

提升人際關係及信心

降低家庭負擔

志工

時間 602678.9

社區發展協會

時間(村長,行政

人員)

0

老師

時間 0

1

(unit)

33

10

[問卷]

回覆基地減輕家庭經濟負擔的家長人數
問卷 90.48% 1

彰化地區安親班平均每月費用，分為學期間及暑期

班兩種
23

44

降低經濟負擔

家長

無 0

學童

時間  $                     -

25

1
彰化地區安親班平均每月費用，分為學期間及暑期

班兩種。
提升學習成效

[問卷]

回覆孩子學習成效提升的家長人數

[量表]

段考成績等第(國文、英文、數學)進步人數

問卷 91% 40

投入 改變成果

專案活動影響

了誰?受誰影

響?

利害關係人投

入了什麼?

投入價值

(NT$)

即使沒有執行這

項活動，改變也

會發生的比例

利害關係人

利害關係

人總人數

數量成果描述

利害關係人如何描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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