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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華電信基金會 

工作計畫 

中華民國113年度 

壹、概況 

一、設立依據 

中華電信於95年2月成立中華電信基金會，以「縮短城鄉數位落差」、

「協助傳統文化產業」、「耕耘社區生活」為三大主軸，透過長期蹲

點與社區深度連結，建構互助共好的基礎，為在地注入創生的能量。

乘載企業社會責任的使命，基金會為資源整合平台，亦是數位育成平

台，結合「數位」與「人文」深耕在地、支持在地永續前進。 

結合中華電信資訊科技，將寬頻網路與數位學習輸送至偏鄉部落、連

結至管線末梢；另一方面串聯跨域組織，為社區據點導入青年志工、

設計團隊，透過城鄉共創、青銀共學的模式，讓在地蛻變發光；此外，

結合中華電信女子籃球投入公益行動，透過體育活動關懷在地學童。

延續基金會成立的初心，從在地需求出發，開展多元專案行動以深耕

在地，期望強韌在地競爭力，為社區儲備經濟自轉的能量，亦與在地

譜出共好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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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遍布全台的中華電信網路與社會大眾緊密連結，以「取之社會、

用之社會」為出發點，替地方發展各方各面投入心力。持續以基金會

作為串連的起點，締結企業核心能量與跨領域、跨產業資源，攜手為

社區注入綿延不絕的力量。 

三、組織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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貮、年度工作計畫重點 

2006年開展「中華電信數位好厝邊」系列計畫，全台各地的社區據點成

為中華電信基金會落實數位平權的場域，藉由串聯社福組織、第三方專

業團隊進行跨界合作，面向社區部落的需求共商解決方案。伴隨疫後數

位化浪潮，一方面結合行動載具的普及性及便利性，導入相關課程及數

位知能，也投注更多心力協助在地累積競爭力，為在地儲備數位養分，

與時代趨勢同行。 

113年，以「數位培力」、「青年培力」、「在地培力」及「故事行銷」

為4大主軸，傾聽在地聲音進而投注各式資源，並透過無遠弗屆的網路

社群將基金會的公益足跡向外傳遞，進一步帶動大眾共同走入社區、醞

釀改變的可能性。 

在從5G AIOT 即將移轉至6G 時代的此刻，基金會做為社區的數位引路人，

將持續為在地扎根科技能力，「數位培力」計畫延續「彌平數位落差」

的精神，為偏鄉建置全方位數位學習環境；「青年培力」計畫募集青年

學子走進鄉間，鼓勵他們跳脫框架，透過服務在地、紀錄鄉里的過程開

拓個人視野；「在地培力」計畫則是藉由基金會的穿針引線，將跨域業

師及專業團隊帶進社區，共培在地人才、讓產業優化商轉；「故事行銷」

則是透過我們的自媒體頻道與社群平台，讓公益行動得以被看見，傳遞

社會參與的意義。 

一、計畫內容 

(一)  數位培力：扎根科技知能，強化資安意識 

翻轉偏鄉弱勢，須從數位學習開始，「數位好厝邊」計畫承載數位平權

的使命，匯集中華電信科技能量，把設備與頻寬延伸至邊陲區域，建構

偏鄉部落的數位環境。而即將邁向6G時代的此刻，「科技」所勾勒的未

來樣貌充滿無限可能性，基金會將持續為在地扎根科技能力，從各面向

導入能量，讓跨年齡、跨族群的在地夥伴都能享有對等的數位資源，並

在過程中強化手機資安、家用連網設備資安、數位詐騙等課程內容，讓

數位平權落實在邊陲角落。 

(二) 青年培力：透過青年視角，紀錄多元文化 

「蹲點.台灣」計畫於每年暑期，媒合大專生進入社區，投入近半個月

的歷程結合青年學子所長，規劃社區所需的服務方案，為在注入活力與

創意。大專青年在蹲點期間，走看台灣地方人情，運用擅長的社群記錄，

化為一篇篇的在地故事。113年將透過虛實整合的模式，募集更多青年

學子共同參與，將蹲點精神持續向外擴散。此外，基金會也將蹲點精神

與社區關懷延伸至新二代，提供對外發聲的交流平台，讓大眾從多元視

角切入，聽見另一群在台青年的心聲、進一步帶動社會大眾對他們的理

解。 



4 
 

(三) 在地培力：翻轉社區產業，跨域同創共好 

發展社區產業除了硬體的構建，軟性的人力資源同等重要。基金會除了

挹注數位能量培育在地人才之外，並募集設計專業的大專院校團隊及社

會設計平台共同參與，前進在地蹲點梳理社區現況、盤點在地資源，帶

入產業知識及共創精神，為社區打造進階學習、優化產業的機會。此外，

集結企業採購的能量以行動支持社區產業，期許為地方夥伴拓展多元通

路，也進一步開啟地方創生之路。 

 
(四) 故事行銷：紀錄在地故事，傳遞正向能量 

目前基金會在全國共有89個「數位好厝邊」合作據點，涵括閩南、客家、

原鄉部落，遍及全台北東南中及離島山區，每個據點各自擁有獨特的文

化底蘊與地景面貌，更孕育了一篇篇動人的故事。基金會將持續經營自

媒體頻道與社群平台，透過虛實整合與跨域協力的方式多元並進，帶動

更多人認識並參與在地事務。平時投入籃球比賽的中華電信女籃，承載

公益大使的使命，也將攜手基金會一同走進各地社區關懷在地，醞釀啟

發孩子追夢的勇氣。  

二、經費需求 

本會113年業務收入為中華電信捐贈之5870萬元，無其它業外收入，預
估定存孳息為35萬元。預算經費包括：專案支出4470萬元（內含業務計
畫1600萬、志工費用370萬、電信女籃隊費用2500萬元），會務推廣、
教育訓練及人事行政費用為1435萬元，總計5905萬元。 

113年各項業務計畫實施內容及經費需求如下： 
 

工作項目 實施內容(計畫重點) 
經費需求 

(新臺幣千元) 

數位培力 依「數位好厝邊」據點的發展進程及實際需求，導入相關

資源，如下說明： 

1. 深耕「數位好厝邊」 

以縮短城鄉數位落差做為核心精神持續深耕「數位好厝

邊」據點，結合企業、基金會及在地組織團隊，透過共創

協力的方式一起推動公益事務。在推動數位的基礎上，除

了協助資源相對缺乏的單位建置數位學習環境之外，也導

入軟體資源與社區共學，包括數位學習、青年志工、地方

產業、體育活動等，活絡地方也為在地創造更多精進學習

的機會。 

為使有限資源獲得最佳的運用，與單位組織合作過程亦持

續盤點資源與需求兩端的狀態，此外也鼓勵社區主動爭取

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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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資源，從中逐步建立多樣化的夥伴關係，讓彼此成為

推動地方事務的互惠盟友。 

2. 好厝邊小導演 

基金會逐年透過本專案扎根學童的數位影像力，並促使參

與者能在田調及影像採集的過程中，找回對家鄉土地的深

度連結，進而更關注在地議題。 

網路世代，除了著眼於科技為生活帶來的便利性，更關注

於引導使用者善用各類型的數位工具，所以基金會邀請專

業導演擔任課堂講師，結合理論及實拍帶領學童運用手機

平板培植影像能力、透過鏡頭說故事，也為大家打開數位

應用的各種可能。 

除了理論課程，也同步搭配實作拍攝，以小組合作的方式

進行，在實作中也對於影像工作者的工作、分工有更深刻

的認識，各組產出的作品則會於自媒體平台進行廣宣，鼓

勵這群未來的小導演習得拍攝技巧後，能持續紀錄家鄉

事，從自己的視角分享在地故事。 

3. 社區應用課程 

基金會與「數位好厝邊」合作據點共推數位應用，因應不

同年齡、族群及文化的受眾，規劃相對應的課程，為了擴

大受益對象，採實體及線上課程並進的方式，增強學習動

力。此外，為能提供鄉村聚落更充裕的學習資源，藉由數

位網絡將大學端專業的教學人力資源帶入需求端，為有需

求的中小學生進行線上課業輔導，解決課業問題之外也給

予孩子們多一份關懷，讓數位科技加入了更多的溫暖與互

動。  

此外，為能提供更安全的網路使用經驗，各類課程的推行

也將規劃手機資安、家用連網設備資安等課程融入，強化

民眾資安意識及相關因應作為。 

青年培力 本專案以「蹲點‧台灣」為核心，串連起各大專院校、青

年學子、數位好厝邊，如下說明： 

1. 蹲點．台灣 

基金會與政治大學共同辦理「蹲點．台灣」計畫，以應落

在全台及離島地區的「數位好厝邊」為施行場域，鼓勵大

專青年於暑假期間，以近半個月的時間投入在地生活，親

身體驗鄉土人文，認識台灣風土。計畫秉持「一手服務，

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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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紀錄」精神，結合參與者所學所長、投入服務，學習

如何實踐自我、面對挑戰。 

另外也在網路平台建置活動網頁，結合自媒體台的運用，

透過文字、影像分享青年學子參與過程的點滴，並藉此邀

請更多大專青年參與計畫。 

2. 校園巡迴影展暨線上宣傳 

本計畫逐年累積非常豐富的故事及影音素材，擬經由校園

巡迴影展、線上宣傳等模式擴散計畫效益。一方面積極與

全國大專院校合作校園巡迴影展，結合課程主題及蹲點影

音題材，邀請參與計畫的同學現身分享，也結合線上宣傳

方式，將蹲點故事與感動歷程分享給更多人。 

3. 心南向線上座談暨實體活動 

台灣是多元共融的社會，有一群青年也在這塊土地上努力

生活，跨文化的國籍身分讓他們擁有不同的視角看世界。

「心南向」計畫望向新二代青年，經由線上講堂、實體活

動等，鼓勵為自己發聲、分享來自原鄉母國的故事和觀

察，讓更多人有機會認識他們的文化風貌。 

4. 蹲點頒獎典禮暨成果發表 

為鼓勵大專青年在蹲點過程的投入，基金會擬於年末辦理

公開頒獎典禮，將感動的歷程分享給更多人。除了表揚年

度優秀團隊之外，也藉此感謝蹲點過程中給予支持和協力

的社區單位。 

在地培力 為活化社區產業，培育在地人才，達到永續發展的目標，

規劃專案活動： 

1. 蹲點創新設計暨社區深耕個案 

基金會長期耕耘社區，過程中觀察到台灣各地有非常豐富

的產業亮點，囿於在地人力物力及專業資源相對不足，地

方產業難以突破現況、永續發展，因此規劃了「蹲點創新

設計行動」計畫，協助好厝邊盤點梳理盤點產業現況，媒

合具備設計、文創或城鄉發展背景的大專師生設計團隊，

以近半年的時間和社區充份溝通、討論並收歛出最符合社

區的設計項目，最後由基金會支持落實各項設計，以實際

行動支持產業優化升級。 

計畫前期由基金會依好厝邊產業現況、需求期待及人力進

行綜合評估，募集邀請適合的設計團隊後即進入社區進行

3800 



7 
 

田調採集，進一步了解社區現況並陸續展開各階段的討論

及會議期程。除了從根本面解決地方產業的困境，各領域

業師帶領參與的過程也提供產業工作者重新建立或提升專

業知識的機會，從討論實作中獲得成長的養份；而參與計

畫的設計團隊則是獲得落實設計的寶貴機會，為跨出校園

前累積實作經驗。 

地方產業的推動需多方協力、長期支持才能穩健前進，因

此計畫終端擬由基金會支持落實設計項目，並藉由成果發

表會公開展示各組成果，向外界分享地方產業的亮點與美

好。 

2. 交流及工作坊 

基金會目前有89個長期合作的好厝邊據點，遍佈台灣灣及

離島地區，每個據點有其關注的議題和對象，涵括學童教

育、品格發展，銀髮樂齡學習、數位知識的啟發、地方產

業推進、身心障礙者的照護等，因此基金會扮演育成的平

台，擬以工作坊態邀請各域業師提供專業知能，並為社區

與社區之間創造溝通交流、鼓勵結盟互助，為第一線的社

區工作者提供進修機會。 

3. 協助社區產業 

座落在各鄉鎮縣市的好厝邊擁有豐富物產，為推廣地方產

業文化、開展地方經濟，陸續投入在地產業發展之路，但

礙於行銷資源或專業領域的經驗不足，難以面向更廣大的

消費族群。 

為協助在地突破瓶頸，基金會結合企業年節送禮的需求，

逐年在企業內部推廣來自社區及部落的『年節伴手禮』，

號召長官同仁以實際行動支持地方產業，落實企業社會責

任，為在地品牌擴展銷售管道，由基金會扮演連結平台，

讓地方物產有更多機會被看見、被支持，也讓企業同仁能

因此接觸到來自台灣各地的嚴選好物。有鑑於產業發展過

程需跨領域資源共同協作，因此陪伴社區的過程，基金會

也嘗試串連媒合多方資源，以在地共好的角度為產業注入

活水，支持地方穩健前行。 

故事行銷 扣合基金會宗旨與信念，推廣籃球運動精神，亦結合其他

專案活動，經營線上社群媒體相關專案如下： 

1. 電信女籃50周年活動 

為能平衡數位應用與身心健康，自民國100年起，中華電

信女子籃球賽即與基金會共同前往各縣市辦理公益籃球活

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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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提供喜好籃球及運動的團隊交流切磋球技的機會，藉

此帶動國內籃球運動的風潮。連年的參與，公益的 DNA 也

已深植球員心中，故十年多來，電信女籃的足跡已遍布新

北、桃園、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嘉義、台南、高

雄、花蓮、台東、宜蘭、澎湖等地，並獲得各界好評。 

113年時值電信女籃成軍五十週年，基金會與電信女籃除

了將持續推廣籃球運動及其精神之外，擬規劃系列活動邀

集更多民眾一同參與，同時進一步認識中華電信女子籃球

隊，讓身處數位世代的我們也能保有健康體魄。 

2. 電信女籃社區巡迴交流活動 

基金會目前在全國及離島地區計有89個合作據點，為能帶

給在地更多樣化的活動，連年與電信女籃為住民及學童辦

理籃球活動，透過營隊式的規劃，鼓勵參與者透過運動保

持身心健康的平衡、學習運動家精神及團隊合作的重要

性。 

113年擬延續專案精神，由國手級電信女籃球員一同前往

各鄉鎮縣市辦理交流活動，近身傳授球場技巧、帶領團體

遊戲，也和大家分享成為專業球員的心路歷程，鼓勵更多

人築夢踏實、勇敢追夢。此外，擬將專業教練帶進校園，

提供青年好手與國手切磋的機會，培育更多籃壇好手。 

3. 社群經營暨網站維護更新 

透過基金會自媒體、多元頻道的經營，如 FB、IG、

YouTube 與官網，我們期待能讓更多人認識基金會作為及

社區故事，將地方故事播至更多人面前。 

基金會擬持續透過社群網站的經營，讓社會大眾能夠藉由

各項專案的執行深度認識基金會，加速擴散公益影響力，

藉此邀請更多跨界組織共同合作，形成良善的循環。此

外，亦廣結盟第三方友好廣宣平台，分享彼此的的公益行

動，也讓「數位好厝邊」的美好故事和成長軌跡觸及更多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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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期效益 

乘載「數位平權」使命，基金會串聯企業核心技術，協助鄉間部落或

非營利組織建立穩定的網路環境，導入軟硬體資源，輔導地方善用各

式數位工具、建構資安防火牆，為在地開創更多可能性。 

為協助社區永續經營，依照在地發展進程提供客製化資源。從數位學

習、青年志工、地方創生、社群行銷等面向，從各方面為在地打造強

韌的支援系統。透過年度專案規劃，預期達成下列效益： 

（一）善用數位力，強化資安力 

中華電信基金會成立後，為落實「彌平城鄉數位落差」初心，持續為

社區部落創建穩定的網路環境。近年來因應數位化浪潮，肩負起育成

平台的社會責任，各邀請跨領域團隊，為社區部落的孩子提供線上課

輔，亦開辦數位課程引導年輕世代善用影像說出動人的故事，鼓勵樂

齡長輩透過數位3C開啟生活樂趣，亦結合網路社群記錄地方文化、推

廣原鄉物產。 

鼓勵善用數位的過程中，有鑑於手機資安、網路詐騙等議題之重要，

故在規劃中亦帶入資訊安全等課程，強化民眾資安意識，持續為社區

建構資訊平等的場域，並透過科技為社區強化競爭力。 

（二）募集青年力，注入生命力 

自2009年啟動的「蹲點.台灣」，募集全國大專青年一同走進社區，

展開為期近半個月的服務旅程，結合專長為社區打造創意服務方案，

為地方補足人力空缺，注入創意與活力，透過雙向交流延伸多元觸角，

也讓青春與土地重新建立連結。 

本計畫提供蹲點青年實踐自我的機會，藉由靜態文字、動態影音進行

直觀的記實及社群媒體的傳散，讓更多人看見這群青年耕耘在地的身

影、與鄉土共譜的生命記憶。 

（三）導入設計力，帶動產業力 

基金會為了協助社區產業突破發展瓶頸，邀請具備設計專業的大專師

生團隊透過3-5個月的時間，以共創模式與地方共同盤點產業現況、

痛點及亮點後，進一步找出解決方案，最終由基金會支持落實各個設

計項目，以實際作為支持產業推進。 

計畫執行為社區帶入專業團隊解決產業瓶頸，協助發展出更完整的產

業鏈，透過業師參與同步提升產業工作者的知識量能，加快累積經驗

值；此外，大專師生團隊長期蹲點、與社區磨合的過程，最終得以發

揮所長、落實設計，亦是有助學子展現校內學習的最佳方式，透過各

方的參與一同轉動地方經濟圈。 

（四）善用社群媒體力，擴散公益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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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積極投入在地事務、陪伴社區成長，基金會亦善用網路科技結合

自有頻道經營，加速擴散傳遞社會影響力。亦跨界串連更多第三方廣

宣平台，邀集分享更多基金會的專案行動與公益足跡，也讓「數位好

厝邊」社區之美與動人故事觸及更多人、引領大眾進一步關注在地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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貮、預算表 

財團法人中華電信基金會 

113年度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年度決算數 項目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財務收支   

52,135 收入 59,050 52,050 

51,700 業務收入 58,700 51,700 

435 業務外收入 350 350 

55,356 支出 59,050 52,050 

55,356 業務支出 59,050 52,050 

0 業務外支出 0 0 

0 所得稅費用(利益) 0 0 

-3,221 本期賸餘(短絀) 0 0 

 資產負債   

131,055 資產 101,566 101,566 

8,845 負債 7,000 7,000 

122,210 淨值 94,566 94,566 

填表說明： 

1.資產負債之上年度預算數，係就原預算數按實際業務狀況調整後之數額。 

2.除特殊情形外，當年度淨值=上年度淨值+當年度餘絀。「特殊情形」係指

年度收支餘絀預計有重大差異、淨值其他項目、以前年度賸餘經財政部專案

同意留供以後年度專案支出等情形，請予備註說明。 

3.倘有接受政府委辦或補助計畫，應於表格下方備註予以分別列示政府委辦

或補助計畫收入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