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志願服務調查
看我國志願發展現況及展望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志願服務協會／實踐大學

日期：2023.10.19   AM10：00-10：50

地點：實踐大學台北校區圖資大樓 B2 國際會議廳（臺北市中山區

大直街 70 號，捷運文湖線「大直」站 1 號出口）

講師：呂朝賢（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一、志願服務發展現況
摘自衛生福利部（2022）。110 年志願服務調查研究報告



參與狀況(以一般民眾的調查數據呈現）

◼ 15歲以上民眾具有志願服務參與經驗

 25.5%(2022年）〉22.8%(2016年）

◼ 參與的人口特徵差異
 女性(29.4%)高於男性(21.6%)。

 「18~未滿25歲」及「15~未滿18歲」參與率最高。

 教育程度愈高，參與率愈高。

 「無工作者」高於「有工作者」。

 東部／離島的參與率最高。

 有宗教信仰、有其他社團參與者，參與率較高。

 眾中，曾經參加志願服務者



參與狀況（一般民眾）



參與狀況（一般民眾）



參與狀況（領冊志工）



投入狀況（一般民眾）

◼ 平均志工年資 5.2 年，每星期平均服務 5.4 小時。

◼ 每週服務時數以「未滿3小時」(27.4%)、「3~未滿 6 
小時」(22.4%)。

◼ 參與的志願服務類別

 「社會福利服務、教育服務、環保服務」最高

 但不同年齡層的主要參與類別並不同



投入狀況（比較）



投入狀況（比較）



投入狀況（比較）



投入狀況（比較）



投入狀況（比較）



投入狀況（比較）



參與障礙

◼ 訓練障礙

 課程時間安排

 交通問題

 服務單位沒有辦理訓練

◼ 參與困難

 個人專業知識不足

 時間無法配合



促進參與的建議

◼ 增加志工宣導

◼ 增加志工培訓課程

◼ 提供交通費、誤餐費

◼ 23.0%曾參與志願服務的民眾有領取志願服務紀錄冊
，77.0%沒有領取。沒有領冊之原因「不知道有志願
服務紀錄冊」( 36.2%)、「純粹想當志工」(31.3%)、
「未發放」( 14.8%)。



參與動機（一般民眾）

◼ 行善助人 (49.6%)、

◼ 消遣休閒(17.6%)

◼ 廣結善緣/提升人際關係(16.4%)

◼ 服務項目符合個人興趣(15.9%)

◼ 學校服務學習需要時數(15.0%)

◼ 學習成長(14.9%)



參與動機（領冊志工）

◼ 學習成長(63.7%)

◼ 行善助人 (61.6%)、

◼ 廣結善緣/提升人際關係(50.7%)

◼ 服務項目符合個人興趣(44.1%)

◼ 透過參與志願服務肯定自己(43.1%)。



參與類型（一般民眾）

◼ 社會福利服務(27.0%)

◼ 教育服務(25.3%)

◼ 環保服務(22.2%)

◼ 衛生保健服務(10.7%)



參與類型（領冊志工）

◼ 社會福利服務(50.9%)

◼ 教育服務(46.0%)

◼ 環保服務(40.7%)

◼ 文化服務(20.9%)

◼ 衛生保健服務(19.6%)



選擇“運用單位”的理由（一般民眾）

◼ 服務地點(43.1%)

◼ 服務內容(38.8%)

◼ 服務時間(35.1%)

◼ 服務單位有熟悉或認識的人(28.2%)

◼ 服務單位的形象(14.5%)



選擇“運用單位”的理由（領冊志工）

◼ 服務時間(77.7%)

◼ 服務地點(71.9%)

◼ 服務內容(68.3%)

◼ 服務單位有熟悉或認識的人(27.1%)

◼ 服務單位的形象(27.1%)

◼ 服務單位對志工的照顧(23.3%)



運用單位的措施與福利（領冊志工）

◼ 每年辦理志工意外事故保險

◼ 提供服務單位所需要的教育訓練或講習課程

◼ 辦理觀摩參訪

◼ 慶生或聯誼

◼ 志工工作內容說明及規範

◼ 確保志工在符合安全及衛生的環境下進行服務

◼ 主動推薦志工參加績優志工選拔與表揚

◼ 提供正式管道讓志工表達意見

◼ 依個人意願或專長安排工作



參與志願服務的收獲（一般民眾、領冊志

工）

◼ 提高自己的成就感/榮譽感

◼ 拓展人生的經驗

◼ 增進自己的身心健康

◼ 增加自我成長的機會

◼ 認識更多的朋友

◼ 更肯定自己對社會的貢獻

◼ 獲得更多新的知識與技能

◼ 生活更充實



參與志願服務的收獲（一般民眾、領冊志

工）

◼ 提高自己的成就感/榮譽感

◼ 拓展人生的經驗

◼ 增進自己的身心健康

◼ 增加自我成長的機會

◼ 認識更多的朋友

◼ 更肯定自己對社會的貢獻

◼ 獲得更多新的知識與技能

◼ 生活更充實



志願服務吸引人的原因（一般民眾、領

冊志工）

◼ 成就感、榮譽感

◼ 增進身心靈健康

◼ 認識新朋友

◼ 打發時間

◼ 定期教育訓練

◼ 多元聯誼活動



擔任志工時遭遇的困難（一般民眾、領

冊志工）

◼ 個人專業知識不足

◼ 時間無法配合

◼ 人際關係溝通不良

◼ 服務對象不配合

◼ 運用單位未依個人意願、專長安排工作

◼ 志趣不合

◼ 地點無法配合

◼ 健康因素

◼ 運用單位未提供相關福利措施

◼ 家庭無法配合



未參與志願服務民眾知道志願服務
的管道



二、社會變遷與志願服務展望



參與志願服務的理由（一）

◼ 人口轉變，人活得愈來愈老。

◼ 醫療技術與觀念進步，使人對於人生與日常
生活規畫改變。

◼ 工作型態轉變，人愈來愈早退休，退休後的
歲月愈來愈長，互動的關係愈來愈冷漠。

◼ 家庭型態的改變，老人不再只是在家帶孫，
而是有自己的休閒生活。

◼ 家庭結構改變、社區結構轉變，使得人愈來
愈需要參與社會活動來調解日常生活空虛。



志願服參與志願服務的理由（二）

◼ 社會文化與價值的轉變，志願服務成
為一種有價值的活動。

◼ 人們愈來愈企求有好的生活環境。

◼ 志願服務工作之機會大增。

◼ 社會交換的可能性愈來愈多。Ex:時間
銀行。

◼ 全球化的影響。



參與志願服務的理由（三）

◼ 資訊傳播革命，慈善活動訊息更容易傳遞。

◼ 政府與聯合國鼓勵志願服務工作。

◼ 公民社會自主力量興起，使得人們對志願服
務之了解更深（訊息、機會及休戚與共），
而願意投入。



創新與未來志願服務（1）

◼ 開發新的志工人力來源（新原料）
 新住民、移工（移工淨灘）

 *志工來源多樣化：除傳統的家庭主婦、學生外，
各種職業身份、年齡層、個性與人格特質的人都
可能投入志願服務中。如外配志工。

 *企業／團體／議題導向／家庭／個人／組織團
隊志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_flOm-8VkA


創新與未來志願服務(2)

◼ 以工作分享(work sharing)創造新的志願服
務形式（新產品）

 同工分做、彈性工時、輪替／新舊傳承
 是因應老化社會的一種促進志願服務參與的設計
 *投入時間（短期、長期、夜間、假日）多元，

短期與一次性的志工可會增多。
 *工作類型或內容多元化，虛擬的與不限時間地

點的、與特別群體在一起的志願服務有可能增加。
例如：在網路上找尋、轉介、宣傳志願服務工作
的機會

 *轉介型志工可能大幅成長，因為需求與服務類
型太多了



創新與未來志願服務(3)

◼ 媒介／開發／協力組織（新組織）
 讓志工可以跨界及合作

 志工團體與外部、內部支援體系的連繫愈來愈緊
密，以因應不同的需求。

 商業性的志工諮詢機構可能興起。

◼ 提升志願服務工作品質（新品質標準）
 工作難度規模多元化，專業與半專業的志願服務

可能會增多。志願服務技術多樣化：有些志工所
需的技術可能需時時更新。



創新與未來志願服務(4)

◼ 議題導向、跨界／國、擬境（新市場）
 目前透過社群媒體(FB, IG, Line, Twitter……)呈

現的訊息即為一例。

 透過科技（如網路）做國際間志願服務訊息、人
員與資源的交換。

 政府、商業組織、非營利組織及社區的互動與連
結加深。



未來志願服務規劃

◼ 開發或設計多元、彈性的志願服務活動。

◼ 志工媒合系統的建置。

◼ 志願服務管理機制（招募、訓練、品管）

◼ 「類」或「跨」助人活動的結合

 時間銀行、有薪臨時志工



志願服務的未來功能

◼ 生涯銜接、自我肯定與定位未來。

◼ 建立公民社會、形塑休戚與共精神的良
好互動方式。

◼ 人際間的互信、互助的支持網絡的建立、
良善社會規範與合作解決問題的集體行
動皆可從志願服務活動中培養。

◼ 一種休閒與回饋社會的活動。



志工的人生觀：如何走出第一步，
參與志願服務工作

◼ 歡喜甘願。

◼ 投入的原因與目的？

◼ 志願服務是勞心與勞力的。

◼ 需用心經營與準備。

◼ 能捨才能得。



多元／發展

◼ 多元：5個沒有惟一
 品質標準、作業型態、服務方式、參與管道、
時空

 多樣可服務時間

 跨越地理空間

 多元可創新的服務項目

 不單是勞力，還需有準備（學習後）才可

◼ 發展
 未來、想望、更好



結語

◼ 志願服務是什麼：

◼ 好種子

◼ 需用心灌溉

◼ 利人利己

◼ 最直接、最簡單愛這塊土地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