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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總說明 

 
一、概況 

（一）、設立依據 

中華電信公司 95 年 2 月成立中華電信基金會，更本於「價值之所在即責任之所在」的

精神，盼望在爲客戶、員工和投資人創造價值，扮演知識經濟時代的價值創造者同時；同

時能深入社區，和社區朋友一起爲台灣寫故事，為台灣社區人文發展貢獻一份心力。中華

電信基金會成立初期，以縮短社區數位落差、協助傳統文化產業、耕耘社區生活爲三大方

向，所有專案的規劃與執行都以社區永續發展為最高原則。十二年以來，提供適時、適當

資源，充實社區能量，共同推動在地事務 

 

（二）、設立目的 

中華電信基金會成立宗旨為改善城鄉、族群、貧富，在教育及傳播間之數位落差，並提

倡身心健康以平衡資訊科技的過度使用，更希望能透過連接全台的中華電信網路與廣大的

民眾緊密結合，以關懷社會、回饋社會為出發點替台灣社區人文發展貢獻一點心力。中華

電信基金會是我們結合核心技能及社會上的各項資源，共同協助社區文化產業發展、縮短

數位落差、耕耘社區生活。我們執行的工作以在地文化為主軸，以社區參與為服務起點，

期能為台灣社區的發展貢獻一份心力。 

 

（三）、組織概況（另附組織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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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計畫 

基金會成立之宗旨為改善城鄉、族群、貧富，在教育及傳播間之數位落差，並提倡身心

健康以平衡資訊科技的過度使用。業務項目包括：  

 

1. 贊助社區 e 化、遠距教學及全民上網等縮短數位落差之活動。 

2. 贊助並推廣地方文化傳承，充實多元化地方色彩之數位內容等活動。 

3. 協助推動地方社區電子商務應用平台，帶動產業發展，創造數位機會。 

4. 推動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的關懷等活動 

5. 從事關懷社會、回饋社會、電信救援等社會公益活動。 

6. 協助建立電信歷史文物紀錄與資訊。 

7. 贊助電信技術服務、電信相關教育等活動。。 

8. 贊助或舉辦電信技術交流、研討會、專題演講及期刊發行等活動。 

9. 其他符合本會設立宗旨之相關活動。 

 

我們持續協助偏鄉弱勢建置友善數位環境，並結合會內年度專案，透過在各地成立的

『數位好厝邊』服務據點，持續深耕在地，截至 107 年 12 月底為止，已完成建置 85 處數

位好厝邊，透過建置資通訊設備引領數位好厝邊跨入資通訊的大門，每個社區、部落因其

文化背景、教育資源、社經發展衍生出獨特性及不可複製性，結合中華電信企業志工共同

經營在地，提供需求單位最為完整的學習場域。 

 

108 年，基金會仍會以各地的『數位好厝邊』作為縮短數位落差的場域，透過各個專案

的推動與執行，落實縮短數位落差的目的，同時，為了讓數位生活化可以落實，我們也會

以貼近民眾需求的課程作為設計主軸，例如手機或平板的應用教學（例如手機醫院掛號、

病例查詢等生活功能），其實，做為落實社區深耕之目的，我們也會針對不同的社區個案，

提供完善的協助，包括產業發展、友善土地、導入外部資源等，讓社區發展得以永續。最

後，我們也會著重在數位行銷的協助，除了讓社區學會自己經營社群，同時我們也會透過

媒體以及各個通路，以『故事行銷』的方式，協助社區發展並記錄在地故事。 

 

108 年的工作計畫包括三大方向，分別是『數位培力』、『在地培力』、『青年培力』，『數

位培力』的主要工作重點，是以全國各地的數位好厝邊為核心對象，透過數位課程以及軟

硬體捐贈，培養偏鄉社區的數位能力，讓偏鄉社區的民眾可以有數位溝通的能力。至於『在

地培力』，則是希望每個社區可以有自己的發展特色，任何一個社區都不可能完全複製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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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社區的經營模式，所以每一個社區必需要找出自己的經營方向，透過在地培力，協助社

區深耕。最後一個方向是『青年培力』，社區需要新的動力與新的刺激，所以我們透過專案

活動，導入青年志工，同時也培養青年的在地觀點。 

 

「中華電信數位好厝邊」合作內容依據點需求導入專案資源，包括數位課程、青年志

工、藝文閱讀活動、電信女籃、產業協助、影像紀錄學習等。截至 107 年底，共計與 85 個

非營利組織合作，已遍布全國北中南東各地區，司馬庫斯部落、外島澎湖等地都有中華電

信數位好厝邊的據點。 

 

除此之外，由於現在最普及的數位載具是手機，由於手機的普及率，使的手機的數位應

用已經成為目前最方便取得也最便利的數位工具了，特別是針對一些偏鄉社區的老人，手

機的應用已經成為最佳的數位工具了，所以 108 年，我們會特別針對手機的應用，設計一

系列的巡迴課程，例如教導社區年長者如何利用手機完成醫院看診的掛號等等功能，我們

期待手機的應用可以成為另一個彌補數位落差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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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能協助社區永續經營，運用基金會資源協助社區或部落產業發展，從年節送禮需求

出發，連結中華電信各部門進行預購活動，以實際行動支持在地產業，透過產業故事卡的

製作，傳遞產業理念及在地故事，讓更多人認識「數位好厝邊」，也協助推廣各地「數位好

厝邊」的地方產業及特色產品。 

 

基金會長期耕耘社區，目前在全台灣有 85 個服務據點，多數都是在偏鄉，所以我們也

一直希望可以陪伴著這些社區持續耕耘，提升社區的質化生活，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可

以培植社區的實力，讓社區可以自我發展，更進而達到永續經營的目的，所以為了培植社

區的實力，我們今年規劃的『在地培力』專案，希望透過一系列的培力計畫與課程，讓社

區可以培養自己的軟實力，我們也導入更多的社會資源協助社區的培力與茁壯。 

 

由中華電信基金會和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共同主辦的「蹲點．台灣」計畫，鼓勵青年

從生活中實踐改變，跳脫原本框架，感受不同的人事物，經由參與的過程重新認識自己與

這塊土地。每年暑假期間，大學生以 15-20 天的時間到「數位好厝邊」，力行「一手服務，

一手紀錄」，將所學所長帶入社區，並記錄在地故事。 

 

「蹲點‧台灣」自 2009 年啟動，每年召募全國大專青年以 2 人一組報名（不限性別、

科系、年齡），錄取 25 組（共 50 位）大學生於暑假期間前往全台「數位好厝邊」蹲點 15

至 20 天。每組大學生均需先探詢、瞭解社區需求，再結合自身專長，設計並實踐符合在地

需求之服務方案；同時進行文字與影像記錄。身懷十八般武藝與年輕創意和充沛活力的大

專青年，在文化與環境風貌各有特色的社區和部落展開蹲點生活、進行多元服務，包含口

腔衛教、藝術彩繪、英文教學、電腦課程、皮影戲、數位行銷、靜態及動態影像創作、樂器

教學、樂團指導、身體律動、社區環境美化、社區事務協助等，為社區居民帶來新的視野

和想像，也與外界世界接軌，以實際行動縮短城鄉落差。 

 

「蹲點‧台灣」讓青年有機會走出舒適圈與土地連結，實踐所學為土地付出，從中也體

驗到「教室外的課程」。在蹲點社區的半個月中，學習觀察、學會聆聽，更進而融入當地，

在一連串的碰撞、思考、生活當中，重新認識自己、認識這塊土地；蹲點，也成為一個起

點，養成青年傾聽與多元思考的能力、系統性邏輯思維、團隊合作能力，以及社會人文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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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及對土地的關懷，種下未來生涯持續發揮己力關懷社會的種子，以及積極正向的態度。 

 

為了將蹲點青年的體悟與感動，傳達給更多社會大眾，並觸動更多人也思考自己與土

地的關係，進一步投入在地深耕，為這片土地盡一份心力，2012 年起與各大專院校合作啟

動「蹲點‧台灣」校園巡迴影展，除播放參與學生拍攝的影片、展示行腳台灣各地的故事，

「蹲點‧台灣」參與學生也現身分享歷程點滴，並邀請在地深耕達人以座談會的形式分享

經驗與對話，期待能激盪出更多關懷在地的新思維。 

 

此外，基金會長年耕耘社區，發現了許多的感人故事，這些在地人、在地事，需要被更

多人聽見與分享，所以我們希望透過各種不同的管道，讓更多人可以分享在地故事，看見

更多的在地力量，甚至進而參與在地耕耘。 

 

108 年各項業務計畫的經費預算如下： 

 
 

 
108 年度工作計畫之預期效益如下： 

 

「中華電信數位好厝邊」計劃執行逾十年，它結合中華電信、中華電信基金會及在地組

織團隊，共同推展數位應用，並進一步解決在地資源落差的現象。 

 

為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一方面充份連結中華電信資通訊的專業，協助偏遠或有需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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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組織建立穩定的網路環境，保障在地使用數位的權益之外，再者，透過基金會長期的

經營，觀察到城鄉之間還有其它資源落差的狀況，因此更將中華電信對在地的關懷全面深

化，依據不同的需求，提供客製化資源。 

 

從數位學習課程到青年志工服務，從學童遠距課輔到銀髮族的手機課程，從產業銷售

平台的連結到友善耕作的概念推動，面向廣且多元，透過長期的互動，建構企業與社區之

間互信平等的合作關係，進一步帶動社區自主成長。 

 

基金會做為資源整合的平台，我們的任務是把資源帶到管線末稍，成為支持在地  勇

往直前的力量。 

 

除此之外，我們也期待達到以下的效益： 

1. 持續推廣數位運用，鼓勵善用數位設備 

依據在地需求，持續導入不同學習課程，加強在地對於數位運用的能力，基金會將透過數

位直播等方式，將有限資源擴及更多社區單位。 

 

2. 深入大學校園，鼓勵青年實踐服務學習 

以「中華電信數位好厝邊」為實踐的場域，鼓勵青年從自己、從生活開始盡一己之力，並

將持續深入大學校園，以影展和座談的方式與大學師生產生更多連結，創造大專青年以關

心台灣土地的潮流。 

 

3. 推動綠色永續課程，建構友善生活圈 

結合永續生活的概念，於社區部落中推動友善大地的生活及農作方式， 

耕耘在地的同時也帶入新知及實踐法則，一同打造更好的生活環境。 

 

4.連結企業志工能量，落實企業社會責任 

社區部落所在位置相對偏遠，結合中華電信企業志工位於各地的營運處所進行在地連結，

提供硬體設備維修檢測、課程帶領等項目，發揮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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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年度預算概要 

（一）、收支營運概況 

本會 108 年度業務收入為中華電信捐贈之 5770 萬元（內含女籃預算 1800 萬元），無其

他的業外收入，預估定存孳息為 35 萬元，而今年的預算經費包括業務費用為 2070 萬元，

人事行政及會務推廣和教育訓練費用為 1530 萬元，志工費用 370 萬元以及電信女籃隊的費

用 2040 萬元，總計 6010 萬元，請參考收支營運預計表之內容。 

（二）、現金流量概況 

108 年度的女籃捐贈收入為 1800 萬元，不過因為女籃隊職員的整體薪資比例提高，同

時為了培育更多籃球好手，也向下紮根師大女籃隊以及南山高中女籃隊，導致整體預算為

2040 萬元，導致整個專案支出的費用高於實際捐贈收入，導致 108 年的現金流量為負的 205

萬元。 

（三）、淨值變動概況 

在淨值變動的部分，本年度的總收入為 5805 萬元，預計支出為 6010 萬元，故經費短

絀 205 萬元，這部分將會以累積餘絀支付。 

 

四、前年度及上年度預算執行情形及成果概述 

（一）、前年度決算結果及成果概述 

本會 106 年總支出決算結果為 58,925,979 元，其中表現在業務成果上的專案支出為

 19,733,254 元（不含女籃隊支出），在整個業務成果上，在數位學習的課程規劃與設計上，

我們秉持底下幾點原則： 

1. 數位好厝邊的課程包括：客製化課程與規格化課程兩類 

2. 客製化課程：針對各個社區需求，開設實務性課程，例如文書軟體。 

3. 規格化課程：由基金會設計課程巡迴授課，例如手機影像製作課程。 

4. 課程對象包括小孩、青年、年長者。 

5. 針對偏鄉教育資源不足，也提供遠距教學等學習課程。 

好厝邊所在的位置多在交通不便的地方，再加上經費募集不易，要想邀請藝文表演團

隊進入社區部落著實困難，所以從 2010 年起，我們開展藝文專案，把好的團隊帶進來。106

年我們與「如果兒童劇團」合作，到雲林華山華南社區、雲林口湖鄉、台南學甲社區、台

南菁寮社區完成四場在地的戲劇巡演，並規劃三天兩夜的暑期戲劇營隊，帶孩子進入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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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另一個表演空間，我們也邀請社區觀賞紙風車劇團的演出，打開孩子的五感，感受劇

場的氛圍。 

「數位好厝邊」據點普遍以長輩和小孩，為了讓孩子的學習不輸在起跑點，以培養孩子

的閱讀基礎著手，結合不同的課程安排，帶動學習興趣。106 年，我們結合數位載具、再生

玩具、桌遊及創意帶領等元素，與玩具圖書館一同前往好厝邊進行一週的課程，陪伴的同

時也帶小朋友運用平板進行桌遊的設計，過程中訓練他們有邏輯、有系統的去思考設計遊

戲規則，並動手完成，從做中學，增加學習的趣味度。 

  

主題 內容 數位好厝邊 

1 創意說故事大賽 鼓勵好厝邊學童完成電子故

事書的創作，並上台演出。 

台中市天恩社區關懷

協會 

2 食農及環保教育 透過理論及實作課程的引

導，將食農及環保教育帶給

學員。 

台南後壁菁寮教會、

屏東林邊永樂社區、

屏東高樹善導書院 

3 繪本帶領 透過不同類型的讀物帶領，

提供情緒管理、閱讀文字、

動腦思考、表達溝通等能

力。 

黃絲帶協會、林子內

教會、聲暉綜合知能

中心、天恩協會、路

上教會、愛國蒲教會 

4 主題閱讀(1) 結合紙本閱讀、平板及桌遊

等元素訓練學員的文字想像

力、口語表達力。 

善牧基金會、彰化芳

苑路上教會、良顯堂

社會福利基金會 

5 主題閱讀(2) 透過導讀活動，增進院生的

聽、說、讀的能力。 

花蓮黎明教養院、桃

園路得啟智學園 

6 蹲點.台灣 結合「蹲點.台灣」青年志工

能量，帶領好厝邊運用文字

影像說出在地故事。 

老大人協會、天恩、

黃絲帶協會、菁寮教

會、林子內教會、楓

林教會、永樂社區、

福音部落、華山華南 

 

為能協助社區永續經營，運用基金會資源協助社區或部落產業發展，從年節送禮需求

出發，連結中華電信各部門進行預購活動，以實際行動支持在地產業，透過產業故事卡的

製作，傳遞產業理念及在地故事，讓更多人認識「數位好厝邊」，也協助推廣各地「數位好

厝邊」的地方產業及特色產品。迎接 2018 狗年到來，2017 年年底即陸續開始籌劃，共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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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家產業十個品項做為年節伴手禮的推薦產業，包括「愛一家親社會企業」、「台灣好食協

會」、「瑪納有機園區」、「黃絲帶愛網關懷協會」、「森林紅茶」及「溪州尚水米」。 

為使大專青年有更多認識社區部落、在地人文的機會，2009 年基金會與政治大學廣播

電視學系試辦第一屆暑期青年志工服務計劃『蹲點‧台灣』活動，結合系所影像傳播專業，

召募廣電系同學參與該活動，一手服務、一手紀錄社區部落，廣獲各方好評、成效良好。

服務學習課程一直是教育部近幾年推動的重點，而政大廣電系更是積極的希望能夠將學生

所學服務社會，讓傳播多一點人性的關懷，所以為能號召更多青年參與，拓展活動效應，

於是邀請政大廣電系成為共同主辦單位，同時積極與全國各大專院校合作校園影展活動，

配搭校內課程進行主題影片分享，鼓勵更多青年學子返鄉，腳踩土地服務鄉里。 

 

106 年錄取學生背景來自 21 校，包括：中正大學、台灣大學、成功大學、東華大學、

屏東科技大學、彰化師範大學、臺北醫學大學等全台各校，以及 30 個不同的科系：大眾傳

播學系、牙醫學系、生物學系、台灣文學系、企業管理學系、地理學系、社會工作學系、財

務金融系、法律學士學位學程等科系。 

106 年的成果效益如下 

1.縮減城鄉資源落差 

透過年度各項專案導入，同時也做為資源媒合的平台，協助在地連結第三方友善專業

團隊，為原本資源相對弱勢的偏鄉社區帶來更多教育機會與資源，也讓社區有更多機會與

外界接軌。藉由數位與其他資源，縮短了城鄉資源與機會的落差。 

 

2.提升社區居民軟實力 

基金會為每一個社區據點量身打造的課程，有效縮減資源與機會落差，居民軟實力也

獲得提升。例如，透過數位應用課程，新住民姊妹培養第二專長提升自信與能力、長輩學

習攝影與部落格經營拓展社交生活、部落族人嘗試用社群媒體推廣文化產業，學童則有不

同於課本的多元學習與創作；而服務身障朋友的組織，則從藝文活動與藝術治療的課程中，

不但院生有另類的藝術體驗，也能讓第一線教保人員有能力上的提升。 

 

3.保存珍貴社區文化與影像 

偏鄉社區普遍面臨人口老化、青壯年外移的問題，珍貴的社區與部落文化、故事與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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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也因此逐漸流失。基金會的資源投入，一方面為社區導入青年人才，用青年的創意和

數位應用能力來記錄與保存並傳播社區故事；同時也透過社區交流與培力課程，讓社區的

經營與推動者有機會交流並學習在地記錄與發聲能力。 

 

4.捲動社區經濟 

基金會協助開拓社區產業的行銷通路，並與中華電信企業資源結合，扶植社區產業成

長，捲動社區經濟。每年於重要送禮時節，均透過基金會頻道向社會大眾推廣社區產業伴

手禮，也推動中華電信企業送禮採購，大幅提升社區產業知名度與採購量。社區產業發展

與復甦，進而能提升青年返鄉意願；秉持友善土地與社區回饋理念的在地社會企業，也能

在基金會支持與扶植下穩健經營。 

 

（二）、上年度預算執行情形 

107 年度的總預算為 61,953,000 元，實際捐贈收入為 57,700,000 元，執行結果之決算

數為 56,049,256 元，除了在部分專案的執行上力求成本管控外，另外就是人事費用較前一

個年度減少（本基金會 107 及 106 年底員工人數分別為 23 人及 29 人），人事的異動主要是

因為女籃隊球員的合約到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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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主要表 

  

一、收支營運預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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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金流量預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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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淨值變動預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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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明細表 

 一、收入明細表 

 二、支出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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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參考表 

 一、資產負債預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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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員工人數彙計表 

 
員工人數彙計表 

          中華民國 108年度        單位：人 

 

 

三、用人費用彙計表 

 

用 人 費 用 彙 計 表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度          

  項目名稱 

 

 

 職類(稱) 

薪資 
超時工

作報酬 
津貼 獎金 

退休及、

卹償金及 

資遣費 

 

分攤

保險

費 

福利

費 

董監事 董事長及董事、監事，皆為無給職 
職員 依職位、資歷 

不等，給予不

同的薪資報

酬 

依勞基

法規定

提報加

班費 

出 差

實 報

實銷 

三節

獎金 

資遣費比

照勞基法

規定。退

休及卹償

金依本會

人事管理

規則辦理 

本 會

提 供

團 保

及 勞

健保 

生日

禮金 

總計 108 年度人事費用含勞健保、三節獎金總計為 1200 萬元。 

 
 

職 類 （ 稱 ） 本 年 度 員 額 預 計 數 說明 

董事長  1 人 無給職，基金會負責人  

執行長  1 人 負責基金會的營運與管理，並對外代表本

會  

副執行長  1 人 協助執行長基金會的營運與管理，並推動

執行各項業務  

經理  1 人  負責專案規劃與督導執行  

企劃  5 人  負責不同專案的企劃與執行  

行政  1 人  負責基金會的行政及總務  

總   計 1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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