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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社會福利協會中華民國總會 

第八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30 日 (星期日) 上午 11 時 

會議地點：103 台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 43 號 4 樓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會議室) 

出席人員：應出席理事 27 人：實際出席 14 人；應出席監事 9 人，實際出席 5 人。 

列席人員：本會秘書處行政人員 

指導單位：內政部 

主席：馮燕理事長 

 

一、 主席致詞 

1. 本會第一次於參加國際會議後舉辦成果發表會，反應良好，往後將考慮提前

申請積分認證、透過各地方政府傳播活動資訊，以期參與人數進一步增加。 

2. 衛福部正籌備平台建置、推廣活動與課程資訊，本會將考慮爭取成為平台，

作為國內學院與單位、國外社福相關團體之鏈結樞紐。 

 

二、上次會議決議執行及工作報告 

1. 第八屆第五次理監事會共識營決議事項進度報告 

1.1 擴展會員數：本會於前次共識營後，至今已增加團體會員 1 名及個人會

員 5 名。本次會議亦有待審核之個人會員 2 名及團體會員 1 名。近期將

持續爭取國內良好形象之團體與企業參與，希望能夠持續在會員數上有

所增長。 

1.2  建立訊息交流管道： 

(1)  成立臉書帳號，增加組織內外交流管道，可於臉書搜尋｢國際社會福

利協會中華民國總會（https://www.facebook.com/icsw.tw）｣加入。 

(2)  歷次舉辦活動皆創建 Line 群組作為聯繫互動平台。 

    1.3 調整內部組織章程：前次理監事會及會員大會決議之章程修改，已送內

政部並完成備查，回函字號：內台團字第 1050032808 號。 

1.4 國際發展與經營：本會持續參與國際會務與交流，並固守會籍、積極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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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分會職務。 

(1) 本會於 105 年 6 月 26-30 日間組團參與首爾全球會議與台日韓三國

會議，並於 9 月 30 日上午舉行成果發表會 (詳見附件一，第 4 頁)。 

(2) 本年度東北亞分會會議於 6 月 29 日在首爾舉行，本屆東北亞分會

由香港社聯蔡海偉總裁當選會長，本會蔡培元秘書長擔任副會長，

日本 JNCSW 高井康行 (Yasuyuki Takai) 理事長擔任財務長。 

(3) 本會於2016年東北亞 newsletter 及2016年7月的Global cooperation 

newsletter 發表文章，介紹台灣社會福利發展經驗與狀況，提升能見

度。 

(4) 本會將於 105 年 10 月 26-28 日組團赴香港參訪老人實務機構，參訪

進度及計畫報告詳見附件二 (第 14 頁)。 

2. 協會財務報告 (詳見附件三，第 17 頁)。 

 

三、 討論提案 

1. [案一] 擬定 2017 年度工作計畫，提請  討論。 

說明：2017 年度工作計畫，詳見附件四 (第 18 頁)。 

決議：會籍管理擴大成為會務管理，並增加工作項目｢籌備本會五十周年相

關紀念活動｣。 
 

2. [案二] 有關本會未來相關會議及活動通知方式，提請  討論。 

說明：因考量行政成本，未來相關會議及活動之通知，擬改以電子郵件通知

為原則，若有特殊需求再以掛號郵件通知。 

決議：以電子郵件通知為原則，如有需要可登記以郵件平信寄送，如有特殊

需求再以掛號通知。 
 

3. [案三] 有關新會員申請入會事宜，提請  討論。 

說明：收到沈瓊桃教授、孫彰良助理教授申請以個人會員身分；兒童福利聯

盟申請以團體會員身分入會之申請書，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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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案四] 有關本會英文名稱事宜，提請  討論。 

說明：本會於加入 ICSW 時，登記之正式名稱為 The Council of Social Welfare, 

Taiwan，而目前 ICSW 國際總會網站上登錄之本會英文名稱為 National 

Council of Social Welfare, Taiwan (TCSW)，為避免混淆，提請討論確認本

會適當之國際英文名稱及縮寫。 

決議：決議續用登記名稱 The Council of Social Welfare, Taiwan 作為本會正式

國際英文名稱。 
 

5. [案五] 關於國內社會議題與相關團體活動參與原則，提請  討論。 

說明：第八屆第五次理監事會共識營決議之國內發展策略包括「促進國內 NGO

實質合作」及「參與國內熱門社工社福議題」。為執行共識營之決議，規劃

將積極參與國內 NGO 社會議題及策略聯盟，並舉辦及參與相關研討會、

參訪活動。 

決議：照案通過。另決議參與公益團體自律聯盟，參與 CSR 平台連結；並

加入長照推動聯盟，協助媒合國內外學者專家進行交流。 
 

四、 臨時動議 
 
1. [案一] 關於協會歷史會產與相關文獻處置整理辦法，提請  討論。 

決議：成立會史編纂專案小組，由馮燕理事長任召集人，邀請張正中副理事長、

詹火生常務監事擔任副召集人。小組以準備協會 50 周年活動為目標，整

理年度大事紀、創會以及歷任理監事名單、相片活動等。 
 

五、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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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第 21屆臺日韓三國非政府社會福利組織會議」及 

「2016社會工作、教育與社會發展國際會議」與會報告 

 

會議概覽 

 

本次「第 21 屆臺日韓三國非政府社會福利組織會議」（The 21st Tri-Lateral 

Conference of Non-Governmental Social Welfare Organizations，簡稱 Tri-Lateral 

Conference）與「2016 社會工作、教育與社會發展國際會議」（Joint World 

Conference on Social Work, Educa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2016，簡稱 SWSD）

於韓國召開。藉由我協會組團參與，緊湊行程不僅提供與會人員多元且豐富之

學習機會，也搭建了我國與國際社會交流學術以及實務經驗的良好舞台。 

 

會議參與國家共計 81 國，與會人員 2,581 位，期間不同場次之座談、工作

坊及口頭發表場數眾多，整理如下表。而我國做為主要參與國之一，表現活躍，

無論擔任主持人、講者，或者參與國際組織會議等，多方面參與各項議題討論，

也針對國內政策法規執行現況與國外學者進行交流、分享。 

 

會議相關資訊統整： 

Category 臺日韓三國非政府社

會福利組織會議 

2016社會工作、教育

與社會發展國際會議 

參與國家 3 83 

參與人數 71 2,581 

Plenary 大型演講 0 6 

Symposium 座談會 1 241 

Workshop 工作坊 0 199 

Oral 口頭發表 6 774 

Poster 海報展覽 0 320 

 

積極進行研究成果與經驗發表 

 

本次參加會議，我國之學者專家以及實務工作者擔綱了多場研討會之講者、

主持人角色，一方面將臺灣經驗與國際不同國籍之工作者進行交流，一方面也

加強臺灣在社會工作以及社會福利政策領域之國際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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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日韓三國會議全場共六場發表，我國有兩名代表分享經驗與發表研究成

果：兒盟陳麗如執行長以「台灣非營利組織的募款為題」，分享兒盟募款之策

略、經驗與心得，原住民深耕德瑪汶協會黃盈豪秘書長則以大安溪部落共同廚

房的社區發展歷程為主題，發表「原住民社會工作的在地實踐：從台灣大安溪

部落共同廚房的經驗談起」。除台灣講者外，韓國崇實網上大學鄭茂晟副校長，

於會中發表「亞洲的地區社會福利與民間資源動員方案」，首爾大學社會福利

系韓東希教授則發表「通過民官合作體系建立符合地區特性的福利服務的方

案」，皆以不同面向分享社區發展與福利的發展面向。同樣以社區福利服務為

主題，日本則由全國社會福利協會澀谷篤男常務理事，發表「地區福利・福利

政策新動向」做日本地區福利走向的觀察，社會福利法人大阪府社會福利協議

會菊池繁信代表則以大阪經驗為題，分享「有關“大阪幸福網絡”：ALL OSAKA 

社會福利法人執行的社會貢獻事業」。 

 

SWSD 會議中，規模更大，我國代表參會人數以及發表、主持之表現更多，

共計我國代表一共參與 30 個場次的主持、發表與討論工作坊，以及 4 篇海報

發表。此數量遠高於國際平均，且發表人包含學者與實務工作者，不僅有效且

傑出地向國際展現臺灣在社福領域的重要性，也針對不同議題與國際社會進行

深度且廣泛的交流探討。 

 

以本會理事王永慈教授為例，在災害與環境變遷的主題中，主持同時發表

「Social Impacts of Heat Wave and Cold Surge on Vulnerable Groups and Related 

Adaptation Strategies in Taiwan」，向國際分享台灣應變此議題之研究；理事陳

琇惠教授亦在社會保障的議題討論中，發表「Which Type of Old-Age Welfare 

Benefits System Do Taiwan Farmers Need?」一文，探討台灣農民老年所得保障

制度，陳教授亦擔任社會保障第三組討論會主持人，主持三位來自不同國家之

與談人進行各自區域與研究的分享。 

 

在實務工作者方面，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之代表，發表了包

含「An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Group Psychological Therapy On Youths 

Who Have Witnessed Domestic Abuse In Their Childhoods」、「If I Really Had a 

Choice: An Examination of the Experiences of Sexually Exploited Children and 

Youths」、「Dances with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Cooperative Models in Services 

for Women Survivors of Domestic Violence and Child Witnesses to Domestic 

Violence」等多方面從實務經驗之觀察與研究，積極參與不同場次之討論與分

享交流；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之代表，也在 The Global Challenge of Ki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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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 New Directions for Children Welfare 場次中，以台灣經驗為題，發表「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Kinship Care in Rural Taiwan」。 

 

無論學者或實務工作者，在會中參與場次繁多。綜合而言，台灣團員之參

與多元且積極，不僅透過不同場次與他國代表進行交流學習，台灣經驗的輸出，

也同時在國際社會展現了我國在社會福利領域，包含學術以及實務經驗方面之

重要性。 

 

主辦工作坊與論壇 

 

除個別團員積極參與發表以外，國際社會福利協會中華民國總會亦於國際

大會中，各主辦一場工作坊與論壇，一方面分享我國之經驗，另一方面也協助

促進在災害管理以及長期照顧方面之討論與國際交流。 

 

第一場主辦的工作坊主題為「變遷中的亞洲災害管理」 (Disaster 

Management in Changing Asia)，由本會張正中副理事長主持，邀請臺灣講者分

享我國豐富之災害應變經驗，包括慈濟國際救災經驗、紅十字會在莫拉克風災

後之經驗，並邀請日本講者分享以社區為單元的災害處置管理，進行經驗的交

流。第二場論壇的主題為「變遷中的亞洲長期照顧政策」(Long Term Care Policy 

in Changing Asia)，由本會理事長馮燕教授擔任主持人，分別邀請日本、臺灣、

香港講者，分享日本長照保險系統現存問題、臺灣東部偏遠地區之長期健康照

顧模式，以及香港長期照顧的挑戰與未來。兩場會議皆有許多參與者，結束後

反應熱烈，成功為臺灣創造國際交流的舞台。 

 

參與國際社會福利協會全球會議與東北亞會議 

 

國際社會福利協會中華民國總會身為國際社會福利協會(ICSW)正式會員

國之一，屬於 A 類會員(國家會員組織)，於本次會議期間亦以正式國家會員的

身分，代表我國參與全球會員大會及東北亞區域會議。 

 

本次 ICSW 全球會議，主要討論 2016-2020 年全球社會福利推動計劃之目

標及執行方式、並針對 2015 年度之工作進行檢討，本會除參與全球計畫之制

定與倡議外，亦與他國代表進行多方交流；此外，本會在東北亞區域中，亦有

重要之地位，並積極參與區域性事務，於本屆東北亞分會爭取獲選副會長一職。

未來也將持續與國際與東北亞區其他國家加強合作，在社會福利領域中的國際

交流身分上貢獻更多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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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 NGO參訪 

 

除了會議安排以外，本會亦尋求參訪首爾當地 NGO 團體之機會，建立跨

國間之組織連結。本次成功安排參訪仁川伊甸基金會建立的庇護工廠，除了該

工廠之規模與運作模式能夠做為我國發展之借鏡以外，深層的認識也替我國創

造良好基礎，擴展未來的合作機會。 

 

庇護工場在運作模式方面，乃由政府與伊甸基金會合作，由政府提供場地、

委交伊甸基金會經營。工廠運作之生產產品線多元（包含洗手乳、洗碗精、洗

衣精、塑膠袋…等），且產品數量頗具規模，據了解，運營之所以得以規模化，

主要源於政府機關明文規定，公營事業每年度之採購必得有保障額度向庇護工

廠進行產品收購。以仁川機場為例，本年度之洗手間洗手乳便全數由仁川庇護

工場提供。也因此，近幾年在韓國，庇護工場規模得以持續擴大，且在各地經

營越來越多之實體銷售店面。足額的銷售量與穩定收入，創造良好的就業機會，

也讓各地庇護工場能夠提供員工完整的住宿以及薪資保障福利。 

 

國際交流與民間外交 

 

本會此次向觀光局申請，並攜帶該單位提供之臺灣紀念徽章以及臺灣觀光

簡介，於台日韓三國會議餐會交流場合、以及 SWSD 會議過程中，透過臺灣

團員於適當時機之廣泛發放，除建立團員與他國代表之友善關係，過程中也成

功行銷臺灣，增加我國在國際場合之曝光度，擴展國民外交。 

 

因參會成員眾多，包含許多已開發以及開發中之國家。透過國際交流場合，

無論是會議之正式管道，或者議程期間休息、用餐之機會，我國團員們不單分

享台灣成就與經驗，也讓國際看見在社會福利領域方面，台灣在學術研究以及

實務工作之重要性及不可取代性。在台灣國際空間受限，參與國際組織遭遇打

壓之際，本次會議中我國代表積極參與、踴躍發聲、爭取表現機會，也替我國

在非正式管道之國民外交上盡了極大心力。 

 

小結 

 

本次我國與會人員共計 52 人，其中包含實務工作者（慈濟慈善事業基金

會、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財團法人

漢慈公益基金會、大林慈濟醫院、財團法人介惠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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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專家（臺灣大學、政治大學、台灣師範大學、輔仁大學、東華大學、銘傳

大學、靜宜大學、亞洲大學…等教授）以及公部門人員（台北市社會局社會工

作科、台北市社會局綜合企劃科、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等），涵蓋產、官、學

三方面，參與團員面向多元。 

 

又，與會者擔綱多場次講者與主持人之職務，兩個會議中共計 36 個場次

之發表、主持、討論會以及進行海報發表，不僅團員各自從不同角度與國外工

作者進行交流、互相學習，亦同時廣泛提升我國在社會工作與福利政策領域的

國際能見度、創造社福領域的不可取代性。 

 

本會馮燕理事長也與 ICSW 國際總會長 Eva Holmberg-Herrstrom、執行長

Sergei Zelenev 等人多所交流，積極參與國際總會之事務；本會蔡培元秘書長

同時獲選本屆東北亞分會副會長職務，對往後持續提升我國在國際組織之參與

及能見度具有正面幫助。本期國際會訊中，協會馮燕理事長、蔡培元祕書長即

以「NPO 聯盟救災管理模式：以莫拉克風災後台灣紅十字會扮演之角色為例 

/ An NPO Alliance Model of Disaster Management - Taiwan Red Cross for Typhoon 

Morakot」一文，與世界各國分享我國救災經驗；於同期會訊中，另一篇長文

「邁向更美好的世界：東北亞扶貧之經驗與挑戰 / Approaching a Better World 

for All: Experience and Challenge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North-East Asia Region」

一文，也引用了我協會詹火生常務監事「Social Policy and Social Schemes for the 

Poverty in Taiwan since 2000」一文，探討東北亞救助相關政策之經驗與成就。

以上，透過協會以及團員們積極參與與努力，再再強化我國在國際社會福利協

會中之角色與份量。 

 

本次不僅圓滿達成原定之目標，在展現臺灣社福研究與實務工作實力、創

造 NGO 組織跨國合作與非正式管道之民間外交關係上，皆有顯著且傑出的成

果。在學術研究者與實務工作者交流方面，透過緊湊的會議行程，以及涵蓋廣

泛之議題，我國與會代表皆有充足之收穫及心得。 

 

在此基礎之上，本會亦就 SWSD 2016 大會期間之豐富內容與收穫，包含

國外研究發表、我國與會者之心得，透過首爾行會議成果發表會之形式，促進

台灣與會者間的學習交流、也進一步將收穫推廣普及予更多人。國際社會福利

協會中華民國總會長期致力於國內外社會工作及社會福利領域學者專家、實務

工作者與政府部門之間的交流，往後也會持續推動相關活動之進行，持續扮演

我國在國際間之良好發聲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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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台日韓三國會議 

  

陳麗如執行長分享兒盟募款經驗 黃盈豪教授發表原住民社區營造研究 

  

會場發問、交流踴躍 會場交流 

 

 

 

台灣全體與會者合影 台日韓全體與會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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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川伊甸基金會參訪 

  

理事長、副理事長與機構負責人留影 馮燕理事長致詞 

  

室內參訪講解 庇護工場參訪 

  

庇護工場參訪 庇護工場產品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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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SD 2016會議 

  

SWSD開幕儀式致詞 本會理事長、秘書長與 ICSW總會長合影 

  

張正中副理事長主持災害管理工作坊 慈濟代表分享國際救災經驗 

  

馮燕理事長主持長期照顧論壇 長期照顧論壇講者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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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SD 2016會議 

  

理事長與講者在長照論壇後合影 詹火生常務監事發表研究成果 

  

王永慈理事發表研究成果 陳琇惠理事擔任主持人 

  

蔡培元秘書長於兒童福利場次主持並發表 與會團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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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SW國際會議以及東北亞會議  

  

ICSW國際會議議程進行 翁毓秀常務理事、蔡培元秘書長積極與會 

  

ICSW國際會議與會者合影 東北亞會議議程進行 

  

協會理事長、副理事長與香港代表交流 東北亞會議後與會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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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老人實務社會工作者國際交流與增能計畫 

 

一、計畫背景 

    有感於東北亞地區各國人口老化快速，各國對於此項趨勢與發展，均有相當

之關注。香港受到英國服務模式影響，致力於科技應用，並進整合機構、居家與

社區式照顧，對正值規劃推動長期照顧、以及建立無縫隙服務體系的我國，將可

提供相當豐富的借鏡與經驗。爰此，本會安排此香港參訪，並敬邀國內實務工作

者參加，透過交流與參訪行程，希冀能夠協助我國未來進一步發展更為完善之長

者照護模式。 

 

二、目的 

    基於本會與香港相關單位的長期合作關係，本計畫乃為了達到以下幾點目的： 

(1) 辦理國際交流活動，建立跨國老人實務社會工作者交流管道。 

(2) 提供參與者社會工作實務研習機會。 

(3) 增強參與者之實務社會工作專業職能。 

(4) 提升參與者持續投入專業服務領域之動機。 

 

三、主辦單位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 

主辦單位：國際社會福利協會中華民國總會。 

 

四、活動地點/期間：香港，2016 年 10 月 26 日 (三) 至 10 月 28 日 (五)。 

 

五、參加對象：國內老人實務社會工作者 25 名，採報名甄選方式確認研習對象。 

 

六、參訪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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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參訪單位 單位簡介 備註 

10/26 

（三） 

15:00 

- 

17:00 

秀圃老年研究

中心  / 香港

大學 

講師：周燕雯教授、樓瑋群教授 

秀圃老年研究中心的主要工作範疇分為三大方向，

分別是：學術研究和政策研究、教育和培訓、示範

護老計劃。研究領域則包括：健康晚年、老年醫學

及長期照顧、經濟保障和住屋、跨文化社交心理、

老年學、晚年精神心理學等。屆時將邀約樓瑋群教

授以及周燕雯教授，針對香港老人照護以及死亡教

育分別進行講座。 

集合： 

14:30 於堅尼地

城站 A 出口 

 

網站參考： 

http://ageing.hku.

hk/ 

18:00 

- 

20:00 

銀杏館 

(長者餐廳) 

銀杏館是香港首間推動長者就業的機構。旨在為有

經濟及心理上需要工作的長者提供就業機會。業務

多元化，包括餐館、有機農莊、食品製造、餐飲到

會、食堂、長者樂隊、銀髮士多及長者就業中介服

務。 

集合： 

一同前往 

 

網站參考： 

http://www.restau

rant.org.hk/ 

10/27 

（四） 

09:00 

- 

10:30 

香港社會服務

聯會 

講師：陳文宜女士(暫定，由社聯協助安排) 

香港社聯通過數據蒐集、調查研究、並掌握機構會

員的觀察和有關人士的意見，倡議社會政策和服務

發展。同時，建立實幹的非政府界別，推動國際及

地區合作，鼓吹關愛社會，企業社會責任及慈善文

化，有效推動卓越和創新的服務，回應急速轉變的

社會需要。另外，社聯亦代表業界出席超過 60 個

政府、法定機構、公民社會的委員會，涉及社會福

利、民政、房屋、環境、教育、律政、醫療衛生、

保安、禁毒、資訊科技、市區重建等範疇。 

集合： 

08:30 於金鐘站

E1 出口 

 

網站參考： 

http://www.hkcss.

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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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7 

（四） 

11:00 

- 

12:30 

長者持續照顧

以及 

「後顧無憂」

服務 / 聖雅各

福群會 

聖雅各福群會推動之持續照顧服務以服務社區長

者及推動敬老社區活動為主。經過四十多年的發

展，除了社區服務外，還包括家居照顧、院舍照顧、

健康護理服務、護老者服務、復康治療和為認知障

礙症及情緒病患者提供的服務等，透過一站式護老

服務，強調以跨專業知識和工作模式提供整合的持

續照顧予有需要的長者。「後顧無憂」服務則協助

長者生前規劃其身後事的安排，並於他日百年歸老

時，代為履行其意願，貫徹自我尊嚴，令長者能安

享無憂生活。 

集合： 

一同前往 

 

網站參考： 

http://www.sjs.org

.hk/ 

14:30 

- 

16:30 

雋悦  / 香港

房屋協會 

將「樂」、「康」、「盈」、「家」、「活」五大核心價值

注入設計和服務理念當中，雋悦是本港首個旨為

60 歲或以上人士打造的理想居停，讓您全情投入

獨立、自主的生活模式，從此從心、樂享人生。參

觀項目將包含：雋悅簡介、住客會所、獨立自助單

位、專業照護設施 

註：雋悦為只租不賣的非資助房屋項目。 

集合： 

14:00 於北角站

B4 出口 

 

網站參考： 

http://www.thetan

nerhill.hkhs.com/ 

10/28 

（五） 

09:30 

- 

11:30 

 

暫定 

馬鄭淑英安老

院  / 東華三

院 

講師：黃智良主任(暫定，由參訪單位協助安排) 

設有連浴廁的寢室二十五個，每個寢室四至六人，

並有客廳、飯廳、會議室、面談室、 物理治療室、

活動室、護理室、廚房及洗衣房。於 2000 年三月

一日轉為全供膳宿位。其後獲社會福利署批准，於

2006 年逐步轉型為提供持續照顧的護理安老院。

為體弱而缺乏自我照顧能力的長者，提供膳宿、起

居照顧、護理及醫療、復康、輔導及各類康樂活動

等服務，令長者能得到全面優質關顧服務，安享富

尊嚴 及愉快的生活。 

集合： 

08:30 於長沙灣

站 A3 出口 

 

網站參考： 

http://www.tungw

ahcsd.org/ 

10/28 

（五） 

14:00 

- 

15:30 

賽馬會耆智園 講師：麥天心發展經理(由參訪單位協助安排) 

耆智園於 2000 年 6 月投入服務，現以自負盈虧模

式運作，為腦退化症患者提供一站式綜合服務及訓

練，減慢認知能力的衰退速度，維持正常的社交活

動，並透過各項支援服務紓緩腦退化症患者家屬的

身心壓力，同時積極進行培訓及研究，推動腦退化

症服務發展。 

集合： 

一同前往 

 

網站參考： 

http://www.jccpa.

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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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際社會福利協會中華民國總會 106年度工作計畫 

106年 1月 1日至 106年 12月 31日 

會務類別 工作說明 辦理進度 備註 

一、例行會議 

 會員代表大會 
1.定期會議 

2.臨時會議 

定期會議(一年一次) 

臨時會議(不定期) 
預計三月舉辦 

 理監事會議 
1.定期會議 

2.臨時會議 

定期會議(半年一次) 

臨時會議(不定期) 

預計三、九月

舉辦 

二、國內活動 

我國高齡社會科技運

用與社會創新研討會 
舉辦研討會 將於 6月間舉辦 申請公彩補助 

國際社會福利事務參

與培力工作坊 
於北中南舉辦三場次工作坊 將於上半年舉辦 申請公彩補助 

籌備本會五十周年相

關紀念活動 

整理協會歷史會產與相關文

獻 
  

三、國際交流 

ICSW東北亞會議 
舉辦「東北亞高齡社會與社

會企業創新研討會」 

配合東北亞各國時間，

預計將於 6月底舉辦 
申請公彩補助 

第 22 屆台日韓三國

國際社會福利研討會 
組團參與會議 

暫定將於 11月底於東京

舉辦 
申請公彩補助 

四、會務管理 
1.入出會員造冊登記管理 

2.理監事異動函報 
經常性工作 

持續整理相關

資料 

五、財務管理 

1.徵收會費、嚴格執行預算 

2.按期編收支報告並編列年

度預決表 

經常性工作  

六、會員服務 

1.透過網站及 Email 提供會

員相關活動資訊及國際

新知 

2.即時更新網站資訊 

不定期工作  

七、健全組織 
擴大徵求個人、團體及贊助

會員 
經常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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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工作計畫 

項目名稱 說明 

「我國高齡

社會科技運

用與社會創

新」研討會 

（一）會議主題:我國高齡社會科技運用與社會創新。 

 

（二）計畫內容： 

1. 時間與地點：106年六月於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暫定)。 

2. 主辦單位：國際社會福利協會中華民國總會。 

3.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 

4. 參加對象：關心本議題之國內相關人士，共計約150人。 

5. 研討會形式：主題演講、焦點論壇、論文發表。 

 

（三）議程（暫定） 

 

 

 

 

 

 

 

 

 

 

 

 

， 

 

 

 

 

 

 

 

時間 106 / 6 

8:30-9:00 報到 

9:00-9:20 開幕式 

9:20-10:00 
主題演講 

（主持人 1位，演講人 1位） 

10:00-10:20 茶  敘 

10:20-12:00 
論文發表 

（主持人 1位，每場次發表人 3位、回應人 3位，共 3場） 

12:00-13:00 午餐 

13:00-14:40 
論文發表 

（主持人 1位，每場次發表人 3位、回應人 3位，共 3場） 

14:40-15:00 茶敘 

15:00-16:00 
焦點論壇 

（主持人 1位，與談人 5位） 

16:00-16:30 綜合討論&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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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SW 東北

亞 區 域 會

議：東北亞

高齡社會與

社會企業創

新 

（一）會議主題: 東北亞高齡社會與社會企業創新。 

  

（二）計畫內容： 

1. 時間與地點：106年六月於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暫定)。 

2. 主辦單位：國際社會福利協會中華民國總會。 

3.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 

4. 參加對象：來自台灣、日本、韓國、香港、蒙古之學者專家與民間社會福

利機構工作者約200人。 

5. 研討會形式：主題演講、論文發表、焦點論壇。 

 

（三）議程（暫定） 

時間 106 / 6 106 / 6 

8:30-9:00 報到 報到 

9:00-9:20 開幕式 
主題演講 

(主持人 1位，演講人 1位) 9:20-10:00 
主題演講 

（主持人 1位，演講人 1位） 

10:00-

10:20 
茶  敘 茶  敘 

10:20-

12:00 

論文發表 

（主持人 1位，發表人 5位， 

各國 1位） 

論文發表 

（主持人 1位，發表人 5位） 

12:00-

13:00 
午餐 午餐 

13:00-

14:40 

論文發表 

（主持人 1位，發表人 5位） 

機構參訪 

14:40-

15:00 
茶敘 

15:00-

16:30 

 

焦點論壇 

（主持人 1位，與談人 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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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 2017

年台日韓三

國國際社會

福利研討會 

（一）會議主題: 台日韓三國之國家社會福利政策、現況交流。 

  

（二）計畫內容： 

1. 時間與地點：106年11月於日本(時間暫定)。 

2. 主辦單位：國際社會福利協會中華民國總會。 

3.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 

 

（三）執行方式 

實務工作者及學者專家出席會議補助費用 

(1) 為補助國內實務工作者出席會議，並發表國內社會福利實務執行概況報

告，以增進各國實務工作者之經驗交流。 

(2) 參與對象：依舉辦國所訂定之會議主題，邀請國內社會福利機構實務機

構代表 10名，學者專家 5名出席會議。 

 

國際社會福

利事務參與

培力工作坊 

（一）主題: 國際社會福利事務參與培力工作坊 

 

（二）計畫內容： 

1. 時間：預計將於2017年於北中南共舉辦三場次 

2. 地點：分別在北、中及南部尋找適當地點 

3. 主辦單位：國際社會福利協會中華民國總會。 

4.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 

5. 參加對象：以實務工作者為主，每場次約計30人。 

 

（三）執行方式 

邀請過去和本會共同參與國際會議之實務工作者分享參與經驗，舉辦國際社

會福利事務參與培力工作坊，以培力更多實務領域的工作者，包括發表投稿

論文的經驗以及各國社會福利現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