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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自 105 年成立青年海外和平工作團，鼓勵青年從事海外志

工服務，引導青年從臺灣走向世界，結合國內大專校院及民間團體資源，運用青

年所學專長與知能，提供其他國家或地區有價值之服務，促使學生具備國際關懷

之實踐力，同時激發青年志工對國際社會之使命感、責任感，履行世界公民與地

球村成員義務，此外，藉由多元服務面向，促進青年參與國際事務，有助於達成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並期許在人類(Human)、地球(Earth)、繁榮(Prosperity)、

和平(Peace)及夥伴關係(Partnership)五大領域有所提升。 

    本次第 15 屆國際志工協會亞太區域年會，主題為「志工力量：你改變了什

麼？」，藉由六大議題「領導力」、「科技與社會創新」、「永續發展-貧窮、教育、

氣候變遷」、「財務永續性」、「企業志工」及「策略夥伴關係」的分享，提供鄰近

國家或同區域從事志願服務的政府部門及非營利組織等，進行交流與討論的平臺，

吸收彼此的服務經驗，與世界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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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為推動青年從事海外志願服務，與國際接軌，並了解亞太地區或鄰近

國家推動志願服務的現況及新模式，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派員參加本次第 15

屆國際志工協會亞太區域年會。 

  「國際志工協會」（IAVE）成立於 1970 年，其宗旨在於透過各種方式，

促進、加強和慶祝世界各地的志願服務，是一個由非政府組織、企業、國

家志願服務中心和基層推動志願服務領袖所組成的全球網絡，成員遍布世

界各地 70 個國家。 

   本次亞太區域年會，由馬來西亞主辦，32 個國家與會，主題為「志工

力量：你改變了什麼？」，藉由六大議題「領導力」、「科技與社會創新」、「永

續發展-貧窮、教育、氣候變遷」、「財務永續性」、「企業志工」及「策略夥

伴關係」及約 123 位講者的分享，讓鄰近國家、同區域從事志願服務的政

府部門及非營利組織等，進行交流與討論，吸收彼此的服務模式，讓志願

服務能夠更加精緻，更符合被服務者需求。 

貳、 過程 

一、 開幕式 

      第 15 屆國際志工協會亞太區域年會，主題為「志願服務的力量：

你改變了什麼？」，世界各地的志工會不斷提出新的想法，而在大多數

情況下，志工是實現這些想法的人。本次年會將探討志願服務如何改變

人們的生活，藉由不同的聲音及分享，激發參與者的對志願服務的想

像。 

      新加坡非營利組織 National Volunteer & Philanthropy Centre 分享，它

們的理念是想像及建立一個共好的城市，塑造一個給予的國家及文化，

促進非營利組織、公司、公共部門和個人的夥伴關係，使新加坡的「給

予」生態系統更加活躍，此外也透過故事的分享，影響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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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來西亞 iamFAITHMEN 組織分享，希望透過教育、鼓舞和機會來

改變生活，渴望灌輸每一個人的自信，讓每個人都有能力做出改變。

Faizal Tahir 提出志願服務的新工具，他認為娛樂是可以作為志願服務的

媒介，且媒體、創意行銷都有其重要性。 

二、 論壇及工作坊 

(一) 領導力：青年志工 

    青年志願服務對每個國家都很重要，這次國際志工協會亞太區域年

會提供相關的論壇及工作坊，讓與會者了解該地區的組織正在為青年志

工提供那些領導力協助，以支持青年參與志願服務。 

    馬來亞大學教授分享，馬來亞大學是馬來西亞首屈一指的高等教育

機構，亞洲排名 24，世界排名 114，其願景希望學生在激勵、關懷和支

持的校園環境中，發揮 大學業和個人潛能，而學校能夠提供優質、反

應迅速及綜合性的服務和發展計劃，以加強學生的整體發展。Prof. Datuk 

Dr. Rohana Yusof 分享，學生在柬埔寨進行人道任務的成功故事，從 2015

到 2018 年，陸續加入不同的課程學群，如教育、社區發展、健康醫藥、

農業環境、資訊科技及創業等，提供柬埔寨不同面向之協助。 

    馬來西亞世界青年基金會(World Youth Foundation)是一個國際非政

府組織，目的為促進全世界有利於青年發展的青年方案的研究、發展並

且記錄，以尋求在一系列問題上參與、授權和教育年輕人，此外透過人

與人之間的交流為青年提供分享 佳實踐、建立聯繫和學習的機會，基

金會的活動內容包括參與對話、會議、培訓、研討會、交流計劃、諮詢

和研究等，基金會也關心環境永續議題，例如如何避免塑膠產品、減少

食物浪費、盡量用走路、騎腳踏車、搭乘捷運的方式等等，以此呼應環

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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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好人會館分享，在祖父節時發起「臨時孫子」的活動，邀請青

年志工在全國 20 個車站，替上下階梯不方便的阿公阿嬤提行李，這項活

動成功招募 200 名青年加入，一起傳遞服務美德。此外他們也發起「乘

客協助運送蔬果」活動，因為颱風的關係，蔬果運送的交通受阻，好人

會館發起請花蓮的乘客攜帶蔬果前往臺北，到臺北交由學生志工蒐集後，

再運送給購買者。他們認為任何的行動都要貼近需求，用簡單的方法，

把人們聚集再一起，形成團隊後思考解決方法，由下而上的讓政府看見

新方式，並讓青年真實感受到，他們是有能力可以幫助別人的。 

    新加坡青年團(Youth Corps Singapore)分享：「你是我們的未來。你是

理想主義者，充滿活力和熱情。出發，改變新加坡，改變世界，變得更

好。為了幫助你做到這一點，我們將成立一個青年志工團隊。」，2013

年新加坡總理宣示成立新加坡青年團，目前新加坡青年團隸屬於文化、

社區及青年部全國青年理事會下，希望將新加坡公民和 16 至 35 歲的青

年聚集在一起，為年輕人提供一個學習新技能和志同道合同齡人交流的

平臺。 

    新加坡青年團目前推動「領袖計畫」，希望促進青年、社區服務組織

和更廣泛的社會之間的合作，以培養終身引領社會轉型的領導者。這個

計畫主要培訓 17 至 25 歲的青年，透過公開的招聘流程，申請人必須經

過選擇和評估的過程，以確定是否適合該計劃。參與計畫之青年會接受

相關的培訓，例如發展社區領導技能、深入了解國家的問題和挑戰、學

習評估社區需求、發展夥伴關係、領導自我並建立高績效團隊等等，並

承擔 6 個月的社區計畫及參加由新加坡青年團組織的 1 個社區服務活動。

另新加坡在烏節路的中心地帶設立「紅盒子」(The Red Box)，是青年聚

集交流的地方，舉辦培訓工作坊、參加黑客松或類似的活動，讓青年可

以構思、執行、與計畫督導諮詢、對話和參與其他會議等等，以激勵年

輕人為社區做更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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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永續發展目標-聚焦於貧窮、教育及氣候變遷 

    永續發展目標涉及志願服務的多樣性，本論壇的講者將探索關鍵問

題，如國際志工對永續發展目標的貢獻、跨國志願合作夥伴關係的挑戰

和成就以及發展社區的重要性。 

    澳洲科廷大學(Curtin University)Dr. Peter Devereux 分享，他們針對在

緬甸服務的澳洲志工進行焦點團體訪談，研究發現及回饋顯示，缺乏對

永續發展目標的知識、了解及關聯，對志工來說會是障礙，但相對來說，

正也提供一個機會讓志工去發揮展現如何規劃、募款及報告等能力，初

步的研究結果，展現出國際志工對緬甸的發展是有所貢獻，與社區一起

服務，建立雙方了解跨文化間的關係，這對永續發展目標而言是重要的，

因為除了背負著在自己國家裡實踐永續發展目標的責任外，並同時也肩

負潛在的共同目標，政府有加強對永續發展目標認可的責任，藉由認定

或描述志工的角色、貢獻、影響等，讓永續發展目標更為落實。 

    另澳洲全球範圍公司(Scope Global)提供一份 2013-2016 年國際志願服

務影響分析的研究報告，這項研究試圖捕捉國際發展志願服務（IDV）

對於協助發展以及和人與人之間聯繫的獨特貢獻。研究發現 IDV 有助於

相互能力建構，組織可以獲得的幫助是具體的技能和想法，不斷吸收創

新思維，而志工獲得國際軟實力、專業經驗和對全球生活、工作有用的

具體世界知識。透過將當地知識、經驗與志工的知識、經驗相結合，組

織可以提高對永續發展目標實現的能力。此外，IDV 可為志工提供機會

實踐和實際檢視對其他文化的開放性，發展他們的跨文化能力，也增強

組織利用不同文化的能力。IDV 提供了一個實踐全球夥伴關係的空間，

研究表明，在更廣泛的發展背景下，「夥伴關係」的概念意味著是一種分

擔責任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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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領導力 

    對多元的尊重、包容是志工管理 好的實踐價值。這時段論壇將展

示 3 個計畫，透過志願服務，提高身心障礙者、精神疾病患者和弱勢老

年人的生活水平。 

    尼泊爾非營利組織 ENGAGE，關注青少年、青年身心障礙者及生活

在社會的邊緣者，他們被剝奪了接受優質教育和平等找到工作的機會，

他們 終失業，無法為家庭和國家的發展作出貢獻。ENGAGE 的途徑為： 

1. 參與：利用體育運動來創造社會包容和意識。 

2. 建立：利用軟實力和生活啟發教練實踐(coaching practices)，來發揮身

心障礙者的潛力。 

3. 連結：創造網絡機會，幫助創造新的專業連結。 

4. 創造：幫助受益者把好的想法變成行動。 

    香港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於 1978 年由香港浸信會聯會授權香港

浸會大學 (前稱香港浸會學院) 籌辦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前稱浸會

愛羣社會服務處)，並於 1982 年正式成立投入服務，內容包括幼兒學校、

兒童及青少年、綜合家庭服務、長者綜合服務、精神健康綜合服務、臨

床心理及輔導、就業及培訓、扶貧、少數族裔及社會企業等，服務對象

年齡包括剛出生的幼兒到 90 歲以上的長者。這次會議，香港浸信會愛羣

社會服務處主要分享「生命樹志工同行計劃」，該計畫是提供精神健康綜

合服務，自 2004 年起推行，其目標為：促進社會人士與精神康復者及其

家屬的交流、減少歧視及誤解，以達社區共融、提升志工對個人身心健

康的關注。服務形式包含關懷熱線、定期以電話關懷、向缺乏社區資源

之復元人士提供資料和情緒支援(每月 2 次)與服務對象一同參與社區中

心活動，以建立其社區網絡。 

    經過 10 年推動「生命樹志工同行計劃」，香港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

處對此計畫進行回顧，運用焦點團體訪談，訪問員工及志工。員工表示，

需要更關心志工招募和提供的服務，志工來自多元化背景是必須的，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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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於平時工作量繁重，很難再將時間分配到志工管理上，所以更需要

在志工之間舉辦凝聚力的培訓。而志工表示，來自個案的認可非常重要，

他們想知道服務是否有影響個案、而組織的支持對良好的志工服務是很

必要。 

    Volunteering Australia 分享，澳洲人口約有 2400 萬人，其中 31%人口

為志工，所謂志願服務，澳洲定義為是為了共同利益而自願捐贈的，沒

有經濟收益。而 Volunteering Australia 制定國家志工參與標準，提供了一

個良好的框架，有「標準」更容易遵循，並且適應不同的組織類型和不

同形式的志願服務，8 個標準為如下： 

1. 領導和管理：理事機構和資深職員，透過積極的領導文化及有效的管

理系統來支持志工參與。 

2. 對自願參與的承諾：承諾志工參與是透過遠景、規劃和資源，並支持

組織的策略方向。 

3. 志工的角色：志工從事有意義和適當的角色，有助於組織的目的、目

標。 

4. 招聘與選拔：志工的招聘和選拔策略是有計劃的、一致的，並且滿足

組織的需要。 

5. 支持和發展：志工了解他們的角色，並獲得安全、有效執行所需的知

識、技能和反饋。 

6. 工作場所的安全和維護：志工的健康、安全和福祉，在工作場所需得

到保護。 

7. 志工認可：理解、讚賞和承認志工的貢獻、價值和影響。 

8. 品質管理和持續改進：有效的志工參與是一個良好的實踐體系，藉由

評估來持續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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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企業志工 

    成功是什麼？我們如何衡量影響呢？當前述問題被提出時，我們如

何建構社區、志工、公司三贏模式呢？如何整合公司內的志願服務，使

其成為 DNA 的一部分呢？如何看待一家公司所做的事情，並證明它確實

是有效的呢？這時段論壇之講者，將分享相關的推動經驗，讓我們了解

企業推動企業志工之效益。 

    臺灣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與企業合作，導入社會投資報酬率

（SROI）的管理方式，衡量企業投入志願服務，能產生出多少的社會價

值，用數字之方式呈現，加以量化，說服企業股東、投資人及社會大眾，

藉以鼓勵更多企業投入志願服務，例如「華碩再生電腦數位培育計畫

SROI 報告書」，分析發現，華碩每投入 1 元新臺幣將能產生 3.61 元新臺

幣社會價值。 

三、 閉幕式 

      由聯合國志願服務者及韓國企業社會責任分享永續發展目標及企

業志工新趨勢，例如多元的夥伴關係，企業、政府、非政府組織、社區、

藝術、普羅大眾文化等等；推動社會企業，創造就業機會，保留 5%利

潤並支持下一家分店的開幕，藉此創造「愛的經濟」。 

參、 心得與建議 

一、 心得 

(一) 會議主題明確、議題多元、演講者來自不同國家 

      本次國際會議，主辦單位規劃多元議題，邀請 32 個國家與會，主

題為「志工力量：你改變了什麼？」，討論六大議題「領導力」、「科技

與社會創新」、「永續發展-貧窮、教育、氣候變遷」、「財務永續性」、「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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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志工」及「策略夥伴關係」，邀約 123 位講者分享，分別有印度、新

加坡、澳洲、香港、馬來西亞、尼泊爾、菲律賓、臺灣、印尼、美國、

南韓、紐西蘭、模里西斯、泰國、中國、羅馬尼亞、緬甸、日本、蒙古、

英國、越南等 21 國，十分豐富多元，每個議題至少 2-3 場論壇或工作

坊，讓參加會議者可以對該議題充分理解，並且聽到不同國家的分享，

也可以和不同講者針對同一個議題進行討論，且講者有大學教授、企業

工作者、非營利組織管理者或服務者、政府部門等，能夠提供不同角度

的視角，切入志願服務的不同面向，讓與會者在短短的幾天會議中，即

可掌握過去幾年，世界各國在志願服務上的進展。 

(二) 會議對青年十分重視 

    本次第 15 屆國際志工協會亞太區域年會，正式會議從 11 月 23 日

至 26 日，在正式會議開始前(22 日-23 日)，主辦單位也規劃了青年會議，

讓青年有分享發揮的空間，例如金車教育基金會就帶領臺中市建功國小

學生組成的「冒險部落團隊」，到青年會議上進行分享，是年紀 小的

演講者。此外，在正式會議中，主辦國也邀請該國的青年，在茶敘交流、

閉幕式等時段，與各國與會者交流，分享馬國的風土民情，讓與會者感

受到馬來西亞青年的活動。 

      另主辦單位在規劃「領導力」議題論壇中，也特別區分出「青年領

導力」的議題，強調如何培力青年的領導能力，讓青年能成為志願服務

的領袖，青年本身除了具備執行志願服務方案能力之外，也能領導其他

青年共同投入志願服務的行列，從各國的分享中也可以知道，不論是政

府部門或非營利組織，對青年參與國際社會均很重視，透過這樣論壇的

議題安排，讓與會者更了解各地區的國家或組織正在為青年志願服務者

提供哪些領導力協助，以支持青年參與志願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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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科技融入志願服務，開拓志願服務新模式 

      科技也可以協助志願服務，開拓出新的服務模式，目前手機及網路

幾乎是現代人都具備的科技展品，手機裡的 APP 程式也可以運用在志

願服務上，例如 Who needs help today？透過 APP 可以媒合需要服務的人

及可以提供服務的人，立即性及時效性都比傳統的服務媒合方式更快速;

或是以累積點數的方式，鼓勵民眾投入志願服務，例如當你投入 1 小時

的服務，即可累積 1 點數，日後當你需要服務的時候，可以使用之前累

積的點數，請求他人協助，藉此創造良性循環，並運用科技的技術，提

供志願服務另一個新模式。 

二、 建議 

(一) 鼓勵青年志工參與國際會議或在國際會議擔任志工 

      本次會議本國部分有非營利組織(好人會館)及企業(臺灣資誠聯合

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分享，未來也可鼓勵國內大專校院學老師及學生，

在國際會議上勇於投件，分享自己學校的服務經驗。國內許多大專校院

推動志願服務，多年來也有累積許多成果及績效，可以適時透過國際會

議的發表，讓不同國家了解臺灣的志願服務推動情形，也可以藉由參加

國際會議，跟國際交流接軌，吸收別國的服務精隨。 

      此次會議有許多工作人員，是由馬來西亞當地的大學生擔任志工服

務，不同的組織青年協助主辦的組織辦理，一來當地非營利組織可以交

流，青年們也可以在此次會議中一邊服務一邊學習，並且和世界各地的

組織進行交流，會議中常常可以看到他們彼此交換名片，邀約有機會要

到該國訪問，連結彼此的網絡，因為此次會議，讓青年多認識了許多朋

友，也多了一些認識世界的管道。 

      另本次會議在分項議題論壇及工作坊進行時，每個場地均配有大學

生協助翻譯，翻譯的語別以較大多數人使用的為主，例如中文、馬來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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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一種語別 1 位，與會者若有翻譯需求，可以向這些志工請求協助，

中文語別者集中在同一區域、馬來文者則集中在另一區域，翻譯志工可

以同時翻譯給小群人聽，此項措施可以降低因語言而產生的困擾，亦可

提供大學生一個翻譯練習的機會。 

(二) 宣導社會投資報酬率（SROI）的觀念 

      臺灣推動企業社會責任多年，也有雜誌辦理企業的社會責任評比，

而臺灣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在會議中分享社會投資報酬率（SROI），

將志願服務用量化的方式呈現，讓企業可以展現投入社會公益的成效與

價值，更可以成為日後企業在投入企業社會活動決策前的重要參考指標，

也讓企業可以調整每年度的計畫，預估每年可具體提高的後續社會價值，

讓企業不只看得到投入，更能計算出影響，成為企業和公益組織管理公

益活動的參考指標，也更容易讓企業說服相關利害關係人，支持企業投

入志願服務。在未來推動志願服務相關業務時，可適時將社會投資報酬

率（SROI）的觀念融入宣導，讓企業或非營利組織了解，並適時運用這

樣的觀念，讓志願服務的服務更為具體，也可作為每年志願服務成效的

評估參考之一。 

(三) 參考澳洲志工參與標準，融入志願服務推動 

      Volunteering Australia 提供了志願服務的國家標準，包含領導和管理、

對志願服務的承諾、志工的角色、招聘與選拔、支持和發展、工作場所

的安全和維護、志工認可、品質管理和持續改進，8 個標準項下有數個

細項指標，例如領導和管理標準，其細項指標為負責任的領導及管理、

相關政策及過程，是和員工溝通，且員工理解的;另招聘與選拔標準，

其中一個細項指標為志工的選擇，應根據其知識、技能或特質……等等，

針對澳洲組織所發展出來的標準，可作為政府部門或非營利組織未來推

動志願服務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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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照片 

編號 照片 說明 

1 

 

開幕式

iamFAIT

HMEN 組

織 Faizal 

Tahir 用

歌聲鼓舞

大家 

2 

 

Professor 

Datuk Dr. 

Rohana 

Yusof 分

享

Universit

y of   

Malaya

推動志工

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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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照片 說明 

3 

 

臺灣好人

會館分享

臺灣的好

人運動 

4 

 

臺灣好人

會館黃榮

墩及政大

教授王瑞

琦與論壇

主持人合

影 

5 

 

 

Dr. Peter 

Devereux

分享緬甸

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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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照片 說明 

6 

 

新加坡青

年團分享

青年團手

勢意涵 

7 

 

臺灣資誠

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

分享SROI

8 

 

媒合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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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照片 說明 

9 

 

本次會議

提供翻譯

協助 

10 

 

臺灣代表

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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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照片 說明 

11 

 

臺中市建

功國小學

生組成

「冒險部

落團隊」

在青年論

壇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