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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社會資本觀點探討非營利組織資源連結過程之研究 

--以「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中區服務中心」為例-- 

第一章   緒  論 

第 一 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台灣 自民國 77年 戒 嚴 之 後 ， 政 府 開 始 解 除 對 於 人 民 集 會 結 社 自 由

的限制，而民國 81年 新 修 訂 的 人 民 團 體 法 對 於 人 民 組 織 團 體 的 方 式 規

範，也造就各種不同性質的非營利組織迅速地成長（官有垣，2000；蕭

新煌 ，2000）： 例 如 全 國 性 社 會 團 體 從 民 國 77年的 821個增加至民國

89年的 3,729個成長了四倍多；地方性社團則從民國 77年 5,278個增

加至 88年的 12,030個 成 長 了 二 倍 多 （ 內 政部，2000）。 至於合法登記

之社會福利慈善類型的財團法人部分，其數量雖不及前兩者，但自民國

86年的 302家至民國 89年的 420家亦已增加了近 40﹪ 之 多（ 蕭 新 煌，

2000）。基 於 此 ， 非 營 利 組 織 在 面 對 數 量 龐 大 的 相 同 性 質 組 織 競 爭 ， 以

及本身普遍存在資源匱乏的雙重壓力之下，單 獨 依 賴 本 身 能 力 獨 立 完 成

組織目標有其困難性，必須仰賴各種管道來籌措組織所需資源，以確保

服 務 提 供 的 品 質 與 連 續 性（江岷欽，1995；張苙雲，1982鄭怡世，1999a；

蕭 新 煌 ， 2000）， 因 此 ， 資 源 連 結 往 往 成 為 非 營 利 組 織 維 持 組 織 生 存 與

發展的重要策略之一。 

一 般 而 言 ， 非 營 利 組 織 進 行 對 外 資 源 連 結 的 動 機 相 當 多 元 ， 包 括

有：為了降低服務遞送成本、擴展機構服務領域、確立組織合法性地位、

提 昇 組 織 聲 望 與 獲 得 社 會 認 可 ， 以 及 學 習 最 新 知 識 技 術 等 （ 邱 瑜 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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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張 瑜 芳 ，1999； 張 苙 雲 ，1982； 劉 麗 雯 ，2001）。 而對於以提供

社會福利服務為主的非營利組織而言，除 在 服 務 案 主 的 前 提 下 需 要 結 合

不同專業單位資源外，更重要的 是在組織的生存發展考量之下，必須與

其他機構競爭，以取得足夠的社會資源和各界經費補助，協助組織正常

運作。基於上述競爭劇烈環伺的環境壓力之下，非營利組織連結的對象

與目的開始朝向多元發展的趨向；例如：在節省組織服務成本考量之下

結合平行的不同專業組織，以利個案的評估、治療與轉介工作（沈慶盈，

2000； 蔡 啟 源 ，1995）； 以 機 構 經 費 募 款 或 是 企 業 公 益 形 象 為 目 的 ， 所

促 成 的 非 營 利 組 織 與 企 業 單 位 之 間 的 相 互 合 作（徐木蘭、楊君琦，2000；

陸宛蘋， 2000；張英陣，1999；鄭怡世，1999b）；而以提供方案補助或

是 公 設 民 營 為 主 的 政 府 部 門，更 常 是 非 營 利 組 織 選 擇 連 結 對 象 時 的 第 一

考 量 （ 黃 慶 讚 ，2000；王仕圖，1999；陳怡平，1999； 王 明 鳳 ，1997；

鄭讚源，1997；余佳燕，1996；柯三吉、萬育維，1993）。 

然而，資源連結（ Resources linkage） 不 應 只 是 單 一 方 組 織 努 力 、

規 劃 與 執 行 即 能 夠 成 功，更重要的是連結的機構之間雙方互動的進行狀

況 ， 也 就 是 說 雙 方 是 否 具 有 可 提 供 資 源 分 享 的 共 識 （ 劉 弘 煌 ，2000）。

但是，目前社會工作相關研究中此方面的文獻並不多見，通常仍以個別

組織對外進行資源連結時的狀況進行調查分析與描述，也 就 是 資 源 連 結

仍 僅 停 留 在 單 一 組 織 陳 述 階 段，卻缺乏從雙方組織互動角度讓資源連結

有較完整與全面的深入了解。 例如，國內許多學者曾針對在 921震 災 中

組織募集資源的現況進行分析 探討，從文中雖可獲知大量數據資料顯示

組 織 對 資 源 的 掌 握 狀 況，但卻無法深入瞭解組織之間在獲取資源之後的

關係維繫，亦或是對於連結合作的具體感受部分資料（王順民，2000；

官 有 垣 、 邱 瑜 瑾 ，2001；劉麗 雯，2001）； 另 有 研 究 針 對 國 內 特 定 社 會

福利機構以及不同類型非營利組織為對象，整 理 與 描 述 組 織 在 社 會 福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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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的開拓過程與成果，然而其研究報告中仍多著重在連結資源內涵、

數量與成果方面之呈現，至於成為其連結機構或資源提供者部分，對於

雙 方 連 結 過 程 之 看 法 或 態 度，以 及 連 結 關 係 發 展 歷 程 部 分 仍 無 法 獲 得 進

一步具體印證（王明仁， 2000；邱瑜瑾，1999；黃維憲，2000；張英陣，

2000）。 

在 非 營 利 組 織 資 源 連 結 相 關 研 究 使 用 之 方 法 上 ， 多 以 量 化 方 式 取 得

描述性統計資料，對於資源連結的類型、數量與方式雖可明確知悉，但

相對來說卻可能也忽略了組織特殊連結的特質或是互動經驗。例如：邱

瑜瑾（ 1999）運用一般統計及社會網絡軟體分析台中市非營利組織資源

網絡連結研究中得到，有關社會福利機構在專業技術、案主轉介與財務

資源等連結的策略、特性與集中程度等量化之客觀分析資料，但卻無法

進 一 步 瞭 解 組 織 間 互 動 狀 況。事實上，雖然資源本身是靜態的（萬育維，

1997），但是資源連結卻應該是一持續動態的過程（劉麗雯，2001），必

須長期投入去經營、維護或是去計劃執行的，而不是在組織有需要才向

外界尋求資源協助。 也就是說，組織間的動態資源連結過程就如同人際

間的互動關係一般，組織間經由長時期的互動累積情誼，應有助於組織

之間的了解並增強適時需要資源連結的可能性。 因此，如能採用質性研

究方式，探究非營利組織資源連結互動過程，將可豐富此領域文獻，也

對瞭解非營利組織的資源連結實務工作有較大之助益。 

再 者 ， 非 營 利 組 織 往 往 透 過 資 源 連 結 的 互 動 過 程 ， 逐 漸 累 積 與 凝 聚

存 在 於 雙 方 之 間 關 係 網 ， 藉 此 獲 得 無 法 預 期 的 額 外 資 源 與 具 體 協 助

（Coleman，1990； 林 國 明 ，2000；陳建甫，2001； 蔡 吉 源 ，1995；顧

忠 華 ，2001）。換 句 話 說 ， 組 織 若 能 在 平 時 就 與 握 有 資 源 的 組 織 保 持 一

定互動，產生互惠關係，建構組織平時自己的資源網絡系統，則是否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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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突發狀況發生或是組織需要緊急協助時，就 能 讓 平 時 建 立 的 網 絡 關 係

發揮優先作用，以滿足彼此欠缺之需求，進而可加速組織所握有資源的

運用得當呢？此即由關係網絡建構組織之社會資本的重要概念。 因 此 ，

組織若能從「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 的 投 資 觀 點 去 看 待 每 一 次

資源連結工作，而非 短視的期待立即快速回收付出的努力，如此能否稍

加改善存在社會福利領域爭取資源所發生的種種競爭情況。 總 體 而 論 ，

若能從「社會資本觀點」檢視組織間資源連結過程，不僅有別於過去國

內資源連結相關研究方法，更是一個有意義且值得嘗試的切入點。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重要性 

由 於 過 去 社 會 工 作 研 究 多 以 量 化 統 計 方 法 探 究 組 織 資 源 連 結 ， 容 易

忽 略 組 織 特 殊 連 結 過 程 與 經 驗，而無法對於資源連結工作過程有一全觀

之認識，因此本研究將採用質性方法且以「社會資本」為檢證重點，深

入瞭解非營利組織與資源之間連結互動過程，做 為 非 營 利 組 織 未 來 執 行

資源連結工作時之參考借鏡。本研究以「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附設中區服務中心」（以下簡稱「中區伊甸」）為研究對象，其主要的研

究目的有以下三點： 

一、分析「中區伊甸」的組織資源連結工作之發展歷史、規劃與執行過

程、連結策略。 

二、探討組織間資源連結互動過程中，社會資本以何種內涵形式存在於

組織雙方之互動中，且對組織會造成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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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運用研究結果中所獲得之啟發與具體經驗，提供予相關非營利組織

規劃與執行組織資源連結工作時之學習參考。   

以 社 會 資 本 觀 點 探 討 非 營 利 組 織 資 源 連 結 過 程 ， 將 有 助 於 未 來 非 營

利組織實務工作者，能夠針對平 時 就 已 掌 握 之 資 源 保 持 一 定 程 度 互 動 ，

累積與凝聚存在雙方之間信任互惠關係網。 是故，當組織面臨緊急狀況

時，就能夠透過平日建立之資源關係網發揮相互協助的功能，因此社會

資本觀點的資源連結工作，實 為 非 營 利 組 織 在 長 期 持 續 管 理 其 資 源 時 具

有價值的參考與思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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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 一 節   非營利組織之界定 

一 、  非營利組織之定義 

台 灣 社 會 中 非 營 利 組 織 數 量 種 類 繁 多 （馮燕 ，2000），而 其 名 稱 更

因採用觀點、立場與功能差異而有不同，而 較 常 使 用 的 語 詞 有 包 括：「慈

善部門」（Charitable sector）、「第三部門」（The third sector）、「志

願部門」（Voluntary sector）、「免稅部門」（Tax-exempt sector）、「非

政 府 部 門 」（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與 「 獨 立 部 門 」

（Independent sector）等（Hodgkinson，1989；O'Neil，1989；Salamon`

＆Anheier，1997；王 順 民，1999；陳 金 貴，1996）。 而 綜 觀 社 會 工 作 學

術與實務領域則以使用「非營利組織」名稱較為普遍常見，因此，本研

究概以非營利組織稱之，主要係為強調其「非營利」特質。 

非營 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NPO） 在 美 國 的 「 國 家 稅

法」（Internal revenue code）中 的 第 501條 C項 被 定 義 為，為公共利

益 工 作 而 給 予 免 稅 鼓 勵 規 定 的 組 織（Hodgkinson，1989，pp.5-8；Salamon

＆Anheier，1997，p. 297）。Wolf（1990，p. 6） 則 將 非 營 利 組 織 定 義

為：具備有公益使命，為正式合法的組織並接受相關法令規章的管理，

不以營利及獲取個人私利為目的，基於此，組織可享有政府賦稅上的優

惠，而對於機 構的捐款亦可享稅賦優惠。Hansmann（1987）另強調非營

利組織不得將組織盈餘非配給任何一位組織成員，而 必 須 將 之 用 於 合 乎

公 益 目 的 的 業 務 或 方 案 上 。Salamon＆Anheier（1997：pp. 33-34）則

從 組 織 特 質 方 面 定 義 非 營 利 組 織 ， 包 括 必 須 是 有 組 織 性 質 的

（ Organized）、 私 人 性 質 的 （ Private）、 非 營 利 與 盈 餘 不 得 分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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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profit distributing）、自我管理的（ Self-governing）以及自

願 性 質（Voluntary）等。Drucker（1990）則指出，非營利組織 的 經 營 ，

不是靠「利潤」動機的驅使，而是靠「使命」的凝聚和引導，經由能反

映社會需要的「使命」界說，以獲得各方面擁護群的支持。 

國 內 學 者 採 用 之 非 營 利 組 織 定 義 ， 基 本 上 亦 多 源 自 於 國 外 學 者 的 看

法 而 來 ， 例 如 ： 馮 燕 （2000，p.4） 認 為 「 非 營 利 組 織 是 不 以 營 利 為 目

的之組織，有一個合法的組成結構和過程，確保其服務公益的宗旨貫徹

且受到督導」。陸 宛 蘋（1999）從則立法的角度來探討台灣非營利組織，

至 於 定 義 部 分 則 認 為 Thomas Wolf（ 如 前 段 Wolf定 義 ） 的 界 說 較 為 符

合。另外，官有垣（2000） 綜 合 國 外 學 者 對 非 營 利 組 織 之 定義 後 認 為 ：

「 以 公 共 利 益 為 目 的 ， 具 有 民 間 私 人 性 質 ， 且 獨 立 運 作 的 正 式 組 織 結

構，享有稅法上優惠，然而必須在政府部門法律所規範的權利下運作，

運用大眾捐款、自我生產的所得，以及政府部門的補助款，以遞送組織

宗旨範定的服務，使社會上多數人得到幫助。」綜合以上學者所言，本

研 究 將 非 營 利 組 織 以 其 兩 項 基 本 特 色 來 界 定 之 ：「 組 織 以 公 共 利 益

（Public interest）為使命（Mission）且不以營利為目的，符合上述

兩項特色之組織，可稱之為非營利組織。」 

二、非營利組織之範圍與分類 

非營利組織函括之種類相當多元，學者依據標準不同 其分類亦有所

不同，例如：Hansman（1987）以財源籌措方式及組織控制方式為依據，

將非營利組織劃分為捐助互助型組織、捐助企業型組織、商業互助型與

商業企業型等四種類型； O'Neil（1989）則將非營利組織分為宗教、教

育與研究、衛生照顧、藝術和文化、社會服務、倡導和法令的服務、國

際 救 助 及 獎 助 金 贈 與 等 八 大 類 型 ；Elizabeth（1999） 將 非 營 利 組 織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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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基金會、會員服務組織、公共利益組織與宗教組織四種類型。 

國 內 學 術 與 實 務 界 對 非 營 利 組 織 主 要 依 據 兩 種 方 式 來 劃 分 ， 一 為 依

據法令規範層面分類，其二則是以組織成立宗 旨 來 劃 分（王順民，1999；

官有垣，2000；陸宛蘋，1999；馮燕，2000；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

1997）： 法 令 規 範 主 要 依 據 民 法 總 則 及 人 民 團 體 法 相 關 規 定 ， 前 者 中 將

法 人 分 為 公 法 人 與 私 法 人 ， 而 私 法 人 分 為 「 財 團 法 人 」（ 包 括 基 金 會 、

宗 教 法 人 與 特 殊 法 人 ） 與 「 社 團 法 人 」（ 包 括 營 利 性 社 團 法 人 、 中 間 性

社 團 法 人 與 公 益 性 社 團 法 人 ）。再 者 ， 人 民 團 體 法 則 分 為 職 業 團 體 、 社

會團體（包括以文化學術、醫療衛生、宗教慈善、體育、聯誼、社會服

務 或 公 益 目 的 的 組 織 ）與政治團體。 至 於 依 組 織 成 立 宗 旨 可 彙 整 為 學 術

研究、文化藝術、休閒體育、科技 教育、宗教哲理教育、國際文化交流、

衛生保健教育、環保教育、社會公益與慈善等。 

從 上 述 國 內 外 學 者 對 於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劃 分 來 看 ， 非 營 利 組 織 函 括 範

圍 很 廣，但一般來說社會工作領域泛稱之非營利組織則以從事社會服務

與 慈 善 工 作 為 目 的 ， 並 且 經 主 管 機 關 認 定 之 社 團 或 財 團 法 人 組 織 。 另

外 ， 依 據 內 政 部 自 民 國 77年 訂 頒 之 「 內 政 部 推 展 社 會 福 利 獎 助 作 業 手

冊」明定項目之一，即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機構、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及

其 附 設 社 會 福 利 設 施 者 ， 可 向 內 政 部 或 地 方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獎 助 的 規 定

（ 內 政 部 社 會 司 ，1997）。綜 合 上 述 分 類 ， 本 研 究 針 對 「 財 團 法 人 伊 甸

社會 福 利 基 金 會 附 設 中 區 服 務 中 心 」 為 研 究 對 象 ， 其 界 定 即 是 ：「 以 社

會福利服務為組織設立宗旨所成立之財團法人附設社會福利機構」。 

 

第二節  非營利組織之資源連結 



 

 9

非 營 利 組 織 結 合 資 源 以 因 應 組 織 生 存 與 需 求 的 現 況 ， 已 成 為 組 織 發

展的重要任務之一。 而所謂的組織資源，一般依其內涵與性質可區分有

形與無形資源兩大類；其中有形資源包含人力、物力（食物、衣服、場

地 或 設 備 ）、財力（捐款或經費）與天然資源（土地或水），以及無形資

源則包括權力、影響力、精神、訊息與承諾等（ Barker，1991；Halley，

1992；邱瑜瑾，2000；曾華源、郭靜晃， 2000；詹火生，1985；劉麗雯，

2001）。另外，也有將資源分為正式資源（例如：組織、機構、政府等）

及 非 正 式 資 源 （ 例 如 ： 家 庭 、 親 戚 、 朋 友 、 鄰 里 、 自 助 團 體 等 ）（ 蔡 啟

源，1995； 劉 弘 煌 ，2000）。 然 而 ， 單 一 組 織 難 以 擁 有 上 述 所 有 種 類 的

資源，因此運用各種連結策略或方法，從外部引入組織所需的資源，對

非營利組織發展而言就更顯重要。 

非營利組織進行資源往來互動原因很多，張瑜芳（1999）針對國內

四 大 基 金 會 研 究 其 尋 求 外 界 機 構 合 作 的 動 機 發 現 ， 獲 取 支 援 、 宣 廣 理

念、學習能力、提昇知名度、教育大眾與聚集資源是五大重要動機；而

鄭 怡 世 （ 1999b） 則 發 現 資 源 獲 得 、 理 念 或 服 務 倡 導 以 及 感 化 企 業 則 是

福利服務輸送型組織尋求企業募款活動時的主要動機。再探究非營利組

織執行資源連結的理由，包括有：為了降低服務遞送成本、擴展機構服

務領域、確立組織合法性地位、提昇組織聲望與獲得社會認可，以及學

習最新知識技術等（邱瑜瑾，2000；張瑜芳，1999；張苙雲，1982；劉

麗雯，2001）。 

然而 ， 資 源 連 結 能 否 成 功 並 非 單 一 方 組 織 能 夠 掌 握 ， 事 實 上 連 結 仍

存在許多困境需要面對，例如：邱瑜瑾（ 1999）針對台中市非營利組織

所做的資源連結研究中發現，組 織本身資源過度匱乏、對政府資源又太

過 依 賴、缺乏與企業資源連結管道與經驗以及在連結過程偏重同性質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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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 而 無 法 擴 展 多 樣 化 資 源 來 源，此些即容易使非營利組織的資源連結工

作陷入困境之中。又如，劉麗雯（2001）則提出環境因素、網絡成員特

質、既存的網絡結構以及網絡成員關係基礎四項因素，對於非營利組織

的資源網絡建構成敗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另外，其他國內學者也提出評

估組織資源連結成敗的因素時應考量，不同組織的專業倫理態度、價值

觀與運作理念，組織間的信任基礎或過去的互動經驗，甚至是掌握資源

運 用 的 組 織 員 工 職 務 變 動 與 連 結 關 係 的 維 繫 狀況，對 於 組 織 資 源 連 結 決

策與自主性都會有影響（李宗派，2000；曾華源、郭靜晃， 2000； 萬 育

維，1997）。 總 之 ， 資 源 連 結 能 否 成 功 在 過 程 中 有 許 多 問 題 必 須 去 克 服

與溝通，非營利組織在進行資源連結之前，不僅應主觀評估本身的需求

與動機，更應對連結組織以誠信態度對之，並考量對方組織困境等，而

對 於 已 建 立 之 連 結 關 係 則 更 應 盡 力 維 繫 與 經 營，此 些 在 非 營 利 組 織 執 行

資源連結工作佔有絕對之影響。 

如 前 所 述 ， 資 源 連 結 工 作 的 成 功 與 否 不 僅 與 組 織 雙 方 有 關 聯 ， 而 實

際運作的互動過程更佔有決定性關鍵性影響，對 此 國 內 鑽 研 社 會 資 源 運

用相關議題的學者，除了針對資源開拓提出具體策略建議之外，包括：

進行環境診斷與資源盤點、運用立法規範明定合作計劃、共同舉辦活動

等，也開始強調組織之間的互動，應建立資源互惠與分享的態度，發展

相互尊重的信任關係，甚至避免資源掌控在少數個人網絡之中。 另 一 方

面，對於尋求外界資源協助的組織，則認為應該先行要求自己機構樹立

應有的專業服務能力與品質，並且維繫良好組織聲望，也就是說，連結

中雙方的互動過程維繫，更應該受到非營利組織之重視（ Hall，1999；

李宗派， 2000；沈慶盈，2000；邱瑜瑾，2000；曾華源、郭靜晃， 2000；

劉弘煌，2000；劉麗雯，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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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社會資本之理論與內涵 

「資本」（Capital）原為經濟學專有名詞，著重於經由生產與分配

過程所產生可計算的價值（ Lin，2001），而在此理論基礎之下，則進一

步發展出包括人力資本、金融資本、物質資本、智慧資本、文化資本與

社會資本等概念。其中原本從社會學領域發展出來的社會資本部分，引

發不同領域學者，包括：政治學、教育學、經濟學與管理學等的興趣與

討 論 ， 例 如 ：Coleman（1990） 運 用 社 會 資 本 分 析 家 庭 內 外 關 係 ；Lin

（2001）則 著 重 社 會 資 本 對 個 人 在 勞 動 市 場 中 的 獲 得 工作機會或是職業

層級流動方面有其助益；另外，Burt（1992）更是應用社會資本探究組

織 內 外 關 係 拓 展 等 議 題等。就台灣學界而言，近年來少數學術著作亦開

始 將 社 會 資 本 概 念 與 非 營 利 組 織 本 質 結 合 進 行 研 究，藉此突顯有別與其

他類型組織，容易獲得社會大眾信任與支持的強大力量，而此項趨勢已

逐漸成為台灣非營利組織研究領域的重要發展方向（李劍明，2001；陳

建 甫 ，2001； 顧 忠 華 ，2001）。而 以 下 係 針 對 社 會 資 本 之 觀 點 與 概 念 做

討論。 

一、社會資本之定義與特色 

Coleman（1990，p. 302）從 人 際 關 係 網 絡 角 度 來 定 義 社 會 資 本 ，

他 認 為：「 個 人 非 單 獨 存 在 於 社 會 的 實 體 ，而 是 與 其 他 人 形 成 某 種 連 結

關係 ，即所謂的人際關係網絡（Relations between persons and among 

persons）」； 透 過 關 係 網 絡 可 以 促 使 目 標 實 現 並 且 動 員 更 多 所 需 的 資

源。也就是說，個人擁有愈多有助於目標達成的關係，則愈能夠動用這

些 關 係 使 自 己 的 目 標 實 現 。Lin（1990） 運 用 投 資 於 期 待 會 回 收 的 社 會

關係的社會資本定義，而 對 有 助 於 協 助 個 人 獲 得 就 業 或 職 業 升 遷 機 會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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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係 網 絡 深 入 探 究 。 Flora（1995， 轉 引 自 Cavaye，1997，p.7） 視 社

會 資 本為集體道德與彼此信任的規範， 它 是在社區所產生的資源，而本

質上即存在於行動者之間的關係結構中。而國內學者蔡吉源（ 1995）在

針對社區意識凝聚問題研究中，認為社會資本是一種無形的社會資產，

也 是 提 供 社 會 行 動 者 的 一 特 殊 資 源，由於它的特殊性可促進社會行動者

在這個社會結構裡採取適當的行動。林國明（ 2000）則從個人及社會集

體兩個角度來檢析社會資本，而從個別行動者角度來說，社會資本能使

個人透過有效地動員社會關係來達到特定目標；另外，從社會或集體的

角 度 來 看 ， 社 會 互 動 中 所 產 生 的 網 絡 聯 繫 、 規 範 和 信 任 這 些 關 係 的 特

性，則促進人們彼此之間的相互合作，為共同的利益協調努力。 

比較上述學者對於社會資本理論的定義，其中社會學者 Lin提 出 的

社會資本的定義應可以將其原始的意涵充分表達出，即「 社 會 資 本 是 透

過 社 會 關 係 所 能 動 員 的 資 產 」（Lin，2001，p. 4）。Coleman（1990）認

為 社 會 資 本 如 何 被 創 造、累積或殆消？其實取決於社會結構中資源網絡

的封閉性、穩定性及對社會結構的意識型態看法。它 適 用 於 社 會 結 構 中

的不同層次如個人與個人、家庭與社區、社區與社會，組織與組織等，

社會資本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協助上述單位，建構互相結合的力量，讓

共同的力量、努 力與意識轉化為共同的利益。因此，如何理解社會資本

形式的內涵，並將創造出來的無形社會資本加以運用，使之從理論層次

落實到實務運用上，對社會工作領域研究將是更重要課題。 

二、社會資本之內涵 

從 社 會 資 本 與 其 他 形 式 資 本 比 較 來 看 ， 財 務 資 本 （ Financial 

capital）與 物 質 資 本（Physical capital）均 是 有 形 的；人 力 資 本（Human 

capital ）肉 眼 看 不 見， 它 存 在 於 個 人 所 能 掌 握 的 技 能 與 知 識（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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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knowledge） 中；而 社 會 資 本 基 本 上 則 是 透 過 人 與 人 的 互 動 關 係 所

形塑出來。 

Coleman（1990，pp. 306-313） 提出五項社會資本的內涵 ， 藉 此 可

以 更 清 楚 瞭 解 社 會 資 本 運 作 所 發 揮 的 作 用： �信任（Trust）：即社會環

境 中 相 互 信 任 的 程 度 ； � 義 務 與 期 待 （ Obligations and 

expectations）： 即 應 盡 的 義 務 是 否 履 行 和 個 人 擔 負 義 務 範 圍 ； �信息

網絡（Information potential）：利 用 業 已 存 在 的 社 會 關 係 以 做 為 獲 取

信 息 的 重 要 手 段 ； � 規 範 和 有 效 懲 罰 （ Norms and effective 

sanctions）：要 求 人 們 放 棄 自 我 利 益，依 集 體 利 益 行 事 的 規 範； �權 威

關係（Authority relations）：把 權 威 授 與 具 有 超 凡 魅 力 的 領 導 人， 藉

此可以凝聚團體共識並達到期待的目的。 

 另 外 ，Nahapiet＆Ghoshal（1997，p. 243） 認 為 ：「社會資本指的

是 個 人 或 是 社 群 擁 有 的 關 係 網 絡 ，所創造出的現在或潛在的資源。 」基

於此，他們提出結構、認知與關係三個構面所形成的「 社 會 資 本 」模型，

藉 此 解 析 社 會 資 本 的 內 涵；三 構 面 的 內 涵 包 含：1.結構構面（Structural 

dimension）：著重在社會系統及整體關係網絡中聯繫的型態、密度與運

作情況； 2.認知構面（Cognitive dimension）： 能 夠 促 進 組 織 成 員 認 同

或 凝 聚 意 識 的 資 源 皆 屬 之 ；3.關 係 構 面 （Relational dimension）：強

調藉由長期建立的互動情誼及信任可以累積社會資本。 

其中 Nahapiet＆Ghoshal所述社會資本理論內涵之關係構面部分，

實與 Coleman所提出之社會資本五個形式之意涵觀點接近，兩者均強調

透過關係網絡的長期互動可以建立行動者雙方的信任、彼 此 之 間 的 義 務

與 規 範，更有可能因為雙方連結關係使得兩者合作將與其他組織有了明

顯的區隔，因而所屬於雙方彼此的社會資本儼然形成。而 最 易 被 社會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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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獻 所 輕 忽 的 認 知 構 面 （ 孫 國 青 ， 2000）， 研 究 者 認 為 對 於 非 營 利 組

織而言其實更是重要，因 為 非 營 利 組 織 本 身 具 有 公 益 使 命 及 不 以 營 利 為

目的的公共財特質，不僅對內可以凝聚成員的共識，對外更是可以獲得

認同與信任而對組織投入更多的資源。 

綜合 Coleman（1990）與 Nahapiet＆Ghoshal（1997）關於社會資

本內涵之論述，研究者整理社會資本的內涵形式如表一： 

 表一 社會資本之內涵 

社 會 資 本 內 涵 

1.信任 

2.規範與獎懲 

3.權威關係 

4.責任與期待 

關係構面 

5.信息管道 

認知構面 組織特性： 

1.組織使命 

2.公信力 

3.信譽或聲望 

4.成員認同感與凝聚力 

結構構面 關係網絡中聯繫的型態、密度與運作情形 

資料來源：Coleman（1990，pp. 306-313）與 Nahapiet＆Ghoshal 

（1997，p. 243）。研究者整理繪製。 

三、社會資本之實務應用 

過去幾十年來，社會學、教育學、政治學、經濟學及管理學等領域，

在社會資本的實務應用雖相當普遍，卻仍多集中在幾個主要的議題上，

例 如 ；Meyerson（1994）與 Zhou＆Bankston III（1994）研究發現社

會 資 本 的 累 積 有 助 於 移 民 家 庭 快 速 進 入 新 社 區 並 且 學 習 適 應 生 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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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vaye（1997）則針對社區意識探就發現，藉由民眾對社區意識的凝聚，

可以累積社區所屬之社會資本，進而降低社區犯罪率；家庭層次方面，

陳 怡 靖（1999）瞭解親子之間經常性的互動可以累積屬於家庭的社會資

本，由此對於孩子的學業成就提昇有其絕對之影響力存在；另外，孫清

山、黃毅志（ 1994）探究社會階層流動的議題中，證實個人利用存在於

人 脈 關 係 中 的 社 會 資 本，對於獲得職業升遷以及社會階層的流動有其助

益；最後，孫國青（ 2000）與陳宗文（ 1999）更是 更 是 直 接 將 社 會 資 本

作為檢測變項，比較企業間累積社會資本多寡的不同，對企業發展所造

成的影響與差異。從上述研究摘述中，雖然以個人、家庭、社區或是企

業 等 不 同 主 體 來 檢 視 社 會 資 本，但是透過關係網絡所凝聚社會資本進而

達成特定目的或利益的論點，的確已在相關文獻研究中獲得印證，也就

是 說 組 織 可 以 透 過 資 源 連 結 過 程 累 積 存 在 於 組 織 間 的 社 會 資 本 並 且 加

以善用。 

 

第四節  非營利組織資源連結與社會資本的累積 

非 營 利 組 織 為 了 從 外 在 環 境 獲 取 所 需 的 資 源 ， 勢 必 需 要 與 握 有 資 源

的其他組織，發展不同型式的互動關係。然而，對於經常處於需要外部

資 源 協助的非營利組織來說，除了達成獲得資源的目的之外，更希望能

夠 與 提 供 資 源 的 組 織 建 立 長 期 連 結 關 係，以降低資源來源的不穩定而對

組織服務提供的影響。基於此，如能透過深入瞭解非營利組織執行資源

連結過程，擷取其中蘊含值得學習之正負向經驗，應有助於維繫甚至拓

展資源連結關係。 

有 鑑 於 此 ， 研 究 者 認 為 以 社 會 資 本 觀 點 來 檢 證 非 營 利 組 織 資 源 連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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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過程，應可以從兩方面來觀察。首先，從互動關係層面來觀察，

非營利組織與其他組織之間因執行資源連結而產生的關係網絡中，社 會

資 本 內 涵 運 作 之 狀 況 ， 以 及 對 雙 方 的 連 結 關 係 所 產 生 之 影 響 。 根 據

Coleman（1990）及 Nahapiet＆Ghoshal（1997） 觀 點 ， 認 為 社 會 資 本

在 互 動 關 係 中 可 以 五 種 形 式 來 具 體 呈 現，累積的資本愈大愈能從中獲得

額外的利益，而運用此論點推論至組織間的資源連結關係，應是相當值

得嘗試深入探索的領域。 

再 者 ， 由 於 在 前 述 文 獻 中 已 證 實 ， 在 連 結 過 程 中 ， 連 結 對 象 的 選 擇

將會受組織彼此的看法與觀感所影響，因 此 有 必 要 從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組 織

特性部分檢證社會資本與資源連結的關係。 其中 Coleman（1990）就認

為以特定目的創建的組織，如非營利組織，因本身具有之公共（Public）

性質，而成為社會大眾投注信 任 的 基 礎（鄧方，1992，p. 310；顧 忠 華，

2001，p. 75）。而 非 營 利 組 織 透 過 長 期 經 營 運 作 累 積 的 公 信 力 與 聲 望 ，

不 僅 可 以 能 夠 得 到 社 會 大 眾 愈 多 的 信 任，更可能藉由所得到的信任而獲

得更多的支持，非營利組織的社會資本也就在其中不斷累積（陳建甫，

2001）。另外，Nahapiet＆Ghoshal（1997）所強調社會資本理論的認知

構 面 部 分 ， 成 員 對 於 組 織 的 認 同 或 凝 聚 意 識 亦 可 以 累 積 社 會 資 本 。 總

之，從 屬 於 認 知 構 面 的 組 織 特 性 部 分 來 檢 證 社 會 資 本 在 資 源 連 結 過 程 的

實務影響，應可以著重於組織使命、公信力、信譽或聲望、認同感及成

員的凝聚力等。至於 Nahapiet＆Ghoshal（1997）強調透過量化的資料

蒐集方法，探 究 網 絡 連 結 的 密 度 或 綿 密 性 所 形 成 的 社 會 資 本 結 構 構 面 部

分，將由於與本研究僅著重於連結過程描述的目的而有其限制性，因此

無法針對結構構面的內涵進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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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第 一 節  研究架構 

  綜合文獻整理，本研究將以社會資本的關係及認知二個構面為觀

察重點，針對非營利組織執行資源連結的過程深入探究，以下將本研究

之研究架構繪製如圖一（p.17）並說明如下： 

  

 

 
 

 
 

                                        
                                             
                                  
                                 

                              資 源 連 結 過 程 

                                            

                          

 

 

 

 

 

圖一 本研究架構圖 

 

 
 

其他組織  

認 知 構 面 

1. 組織使命 

  2.公信力 

3.信譽或聲望 

4.成員認同感與凝聚力 

 

 
 

非營利組織 

關 係 構 面 
     1.信任 
     2.責任與期待 
     3.信息管道 
     4.規範與獎懲 
     5.權威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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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先 ， 從 「 關 係 構 面 」 檢 視 組 織 間 資 源 連 結 互 動 過 程 中 ， 社 會 資 本

內涵實際運作與累積狀況；其次，從社會資本的「認知構面」觀察，組

織特性對評估選擇連結對象所造成的影響狀況。 

 

第 二 節  研究方法 

一、質性研究方法 

本 研 究 係 以 質 性 研 究 方 法 切 入 來 探 討 組 織 對 外 進 行 資 源 連 結 工 作

之 過 程，希望整理出存在於資源連結工作過程之中所包含的社會資本內

涵，作為有利於非營利組織日後對外進行相關工作時的借鏡。質性研究

主要是透過對真實世界的觀察，以深入了解自然發生狀態中的現象，著

重事件中相關人士的內在觀點以及人們解釋其經驗的過程，因此，主要

目的 不在於檢證因果關係，而 是 在 探 索 一 個 較 為 深 入 且 抽 象 的 既 存 內 在

世 界 （ 吳 芝 儀 、 李 奉 儒 譯 ，1995；徐宗國譯，2000）。本研究所探討的

非 營 利 組 織 資 源 連 結 的 主 題，雖 然 亦 可 藉 由 統 計 分 析 技 術 獲 得 大 量 客 觀

的 量 化 資 料，但是相對地卻可能因此忽略了組織連結過程的特質或是互

動 經 驗 之 具 體 表 現。為 了 深 入 探 索 組 織 執 行 資 源 連 結 的 發 展 過 程 與 已 存

在之意涵，本研究相當適合採行質性資料分析之方式進行，以符合以開

放觀點（ Open perspective）針對尚未被仔細關注的實際現象的經驗內

涵深入探討之特質。 

二、個案研究方法 

本 研 究 採 質 性 研 究 方 法中 的 個 案 研 究 方 法（Case-Study Research），來

探 討 組 織 之 間 資 源 連 結 發 展 過 程 。 因 為 當 探 索 性 研 究 （ Exploratory 



 

 19 

research）是針對某些特殊人物、特別問題或是獨特情境，瞭解其在特

定事件發生之原因、經過與實際情形時，個案研究則是一項務實之研究

策略，尤其在蒐集質性之個案資料時，更可以藉由豐富完整的資料而深

入 、 詳 盡 、 脈 絡 連 貫 地 描 述 該 個 案 之 真 實 狀 況 （ 吳 芝 儀 、 李 奉 儒 譯 ，

1995）。另 一 方 面 ， 運 用 社 會 資 本 觀 點 探 討 資 源 連 結 議 題 ， 仍 屬 於 社 會

工作新發展之領域，因此透過個案組織發展經驗深入分析的結果，對於

未 來 進 一 步 理 論 的 發 展 或 驗 證 有 實 質 上 的 助 益 （ 尚 榮 安 譯 ， 2001）。 基

於 上 述 個 案 研 究 的 特 質，符合本研究希望藉由蒐集單一組織進行資源連

結的完整動態事件資料之過程，對研究主題有更深入解析。 

 

第 三 節  研究個案與訪談對象 

一、研究個案 

本 研 究 以 「 財 團 法 人 伊 甸 社 會 福 利 基 金 會 附 設 中 區 服 務 中 心 」 為 樣

本，探討其對外執行資源連結工作之過程。該 機 構 係 財 團 法 人 伊 甸 社 會

福利基金會第一個成立的地區性分會，進 入 大 台 中 地 區 提 供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服 務 至 今 已 逾 十 四 年 ， 而 為 了 符 合 民 國 86年修訂完成之「身心障礙

者 保 護 法 」中 整 合 相 關 領 域 專 業 為 身 心 障 礙 者 提 供 服 務的精神，該機構

在 組 織 目 標 與 需 求 規 劃 之 下，早 已 對 外 連 結 不 同 專 業 資 源 以 提 供 身 心 障

礙 者 更 完 整 服 務 ， 並 且 完 成 相 當 具 關 鍵 性 的 組 織 任 務 。 然 而 ， 在 民 國

88年發生的 921地震中，「中區伊甸」本身硬體設備受損嚴重，而許多

平時已有實際合作關係的廠商及機構也同在此次震災中受損，使 得 雙 方

合作關係受到極大考驗。儘管如此，該機構卻仍能在短短三星期後，獲

得來自企業界在硬體設備及金錢上的援助，進 而 重 新 建 立 資 源 連 結 管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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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恢 復 服 務 工 作 （ 九 二 一 社 工 諮 詢 專 線 快 報 第 十 一 期，1999），因此對

於 其 組 織 原 有 的 資 源 連 結 系 統 運 作 經 驗 非 常 值 得 重 視 與 學 習 。 有鑒於

「中區伊甸」在資源連結工作上具有豐富之歷史發展背景及執行經驗，

為了解非營利組織如何發展自己的資源連結管道，如 何 在 慢 慢 累 積 資 源

數量過程中維持連結關係以獲取所需協助等實務議題，以 其 實 務 經 驗 作

為相關組織之借鏡。 

二、研究訪談對象 

本 研 究 雖 以 「 中 區 伊 甸 」 為 個 案 研 究 樣 本 ， 但 因 研 究 主 題 （ 組 織 對

外 執 行 資 源 連 結 ）， 涉 及 研 究 組 織 與 其 他 組 織 之 間 的 連 結 關 係 ， 因 此 訪

談對象必須選取最能提供研究主題相關資料者，以獲取最完整、豐富且

深 入 的 研 究 資 料 （Yin，1994； 胡 幼 慧 、 姚 美 華 ，1996，p.148）。基於

此，本研究在訪談對象的設計與規劃上，分為兩部分進行： 

1.機構內受訪對象： 

機構內受訪對象的選取標準，以主責資源連結工作規劃或執行的

工作人員為主；由於「中區伊甸」在資源連結發展過程中歷經人事更

迭 ， 基 於 能 夠 取 得 機 構 資 源 連 結 過 程 與 歷 史 發 展 背 景 完 整 資 料 之 考

量，本研究之取樣另邀請兩位過去曾經主責資源連結工作的離職工作

人員接受訪談，詳如表二（p.20）。 

表二  機構內受訪對象基本資料一覽表  

編號 職  稱 負 責 業 務 於機構服務年資 

A01 主  任 機構整體發展規劃  7年（84年~至今） 

A02 組  長 醫療與居家服務方面相關資源開拓  10年（80年-至今） 

A03 主  任 原擔任主任且負責機構整體事務  9年（77年-86年已離職）

A04 社工員 原負責學校資源的開拓工作  3年（83年-86年已離職）

A05 高 級

專 員 

隸 屬 於 「 中 區 服 務 處 」 管 理 之 專 案

室高級專員，主責行政資源事務 

6年（85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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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機構外受訪對象： 

機 構 外 研 究 對 象 取 樣 過 程 分 為 二 步 驟 ： 首 先 ， 透 過 蒐 集 組 織 內

部 文 件 資 料 以 及 與 機 構 內 部 資 深 員 工 訪 談 過 程 ， 針 對 機 構 在 發 展 資

源 連 結 工 作 過 程 中 ， 互 動 時 間 長 或 是 互 動 經 驗 特 殊 且 能 針 對 與 「 中

區伊甸」資源 連結事件提供豐富訊息的外部機構或單位；其次，依

據 所 列 出 的 機 構 名 單 並 選 定 直 接 負 責 與 「 中 區 伊 甸 」 資 源 連 結 工 作

的工作人員為受訪者。基於上述兩步驟，本研究選取適當而有代表

性 的 對 象 作 為 深 入 訪 談 的 機 構 外 受 訪 對 象 ， 共 計 有 十 六 個 分 別 隸 屬

不同單位或個人者，詳如表三（p.21）： 

表三  機構外受訪對象基本資料一覽表 

編號 職  稱 身分或隸屬機構屬性 關係建立時間 累積年數 

B01 副局長 縣級政府社會局 86年-至今   4年 

B02 副局長 市級政府社會局 86年-至今   4年 

B03 組  長 社團法人社會福利機構 88年 921地震後-至今   2年 

B04 督  導 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機構 89年初-至今   2年 

B05 主  任 財團法人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80年-至今  10年 

B06 總幹事 社團法人身心障礙福利協會 86年-至今   4年 

B07 人事部副理 飯店業 84年-至今   6年 

B08 企劃部人員 餐飲業 88年-至今   2年 

B09 課  長 工廠 89年-至今   1年 

B10 社工課組長 地區性醫院 85年-至今   5年 

B11 社工室主任 地區性醫院 83年-至今   7年 

B12 牧   師 教會機構 77年-至今  13年 

B13 教學組長 高級職業學校 85年-87年   3年 

B14 家   長 身心障礙學員家長 86年-至今   4年 

B15 管理員 大樓管理公司 88年-至今   2年 

B16 大學講師 早期療育專業團隊顧問 87年-至今   3年 

說明：1.資料蒐集時間至民國九十年十二月止。 

2.連 結 年 數 ： 指 受 訪 機 構 與 「 中 區 伊 甸 」 開 始 有 連 結 關 係 至 民 國 九 十 年 十 二

月止的年數。 

 



 22 

第四節  資料蒐集方法 

質性研究之特性旨在發掘事件真相，不在於架構 上 的 概 推 與 或 假 設

的 推 論 ， 而 是 探 索 現 象 之 意 義 （ 胡 幼 慧 、 姚 美 華 ，1996）， 又 ， 本 研 究

主要目的在於嘗試以過去較少人使用之理論為切入點，作 為 檢 視 組 織 執

行資源連結工作之發展過程之基礎。因此，在蒐集資料時，多採用彈性、

自然的方式以進入研究對象的世界。基於此，本研究在蒐集資料方面採

用深度訪談及文件分析： 

一、深度訪談 

在本研究中，所欲使用的資料蒐集方法，是以深度訪談（Interview）

且 採 半 結 構 式 訪 談 方 式 進 行，所 謂 深 度 訪 談 是 指 研 究 者 依 主 題 大 綱 的 引

導，使研究對象能針對主題深入地表達想法或意見（簡春安、鄒平儀，

1998）。因 此 ， 研 究 者 將 以 「 中 區 伊 甸 」 為 個 案 ， 針 對 其 執 行 資 源 連 結

工作為探討主題，準備一份訪談大綱，透過訪談大綱之指引，與組織中

主 管 人 員 及 負 責 對 外 聯 繫 工 作 的 工 作 人 員 進 行 資 源 連 結 議 題 的 對 話，並

延伸訪問對象至與組織互動的外部組織主管人員。深 度 訪 談 需 要 研 究 工

具輔助，包括訪談大綱（如附錄二、三，p.82）及錄音機配置。 

二、文件分析 

本研究採用的文件資料則包括有：機構刊物、月刊、各種工作手冊、

成果報告書、評鑑報告書、網站資訊以及以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為研究

對象所發表的論文，希望蒐集縱貫及橫切面的多元資料，以獲得機構進

行資源工作的詳細且完整資料。 

第五節  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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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 性 研 究 的 資 料 分 析 方 法 會 隨 著 研 究 目 的 與 研 究 者 本 身 的 訓 練 、 經

驗 而 有 不 同 的 步 驟 （ 徐 宗 國 譯 ，2000）。而 本 研 究 在 參 考 Strauss＆

Corbin（1990）、 徐宗國（2000） 及 簡 春 安 、 鄒 平 儀 （1998） 資 料 分 析

步驟後，再依據本研究針對從文件與深度訪談所蒐集之資料進行分析，

其步驟如下： 

一、 文件與檔案資料整理：將組織發展與執行資源連結過程資料，依照

時間發展順序整理建檔。 

二、 謄 寫 錄 音 帶 逐 字 稿 並 記 錄 訪 談 備 忘 錄：根 據 訪 談 錄 音 帶 將 訪 談 內 容

逐字謄寫，並在逐字稿旁寫下訪談心得、感想與問題，以 利 後 續 的

編碼與分類工作。 

三、 將 訪 談 對 象 與 問 題 編 號，再 將 逐 字 稿 依 題 序 剪 開 分 別 貼 在 不 同 卡 片

上，一人一卡完成資料分析前準備工作。再 將 卡 片 依 問 題 順 序 進 行

跨個案整理分析。 

四、 將 每 一 題 中 相 同 特 質 之 回 答 聚 集 在 一 起，並賦予該特質一概念化的

名稱，此即為達到概念之間應具有的內部一致性。 

五、 將 資 料 分 析 的 結 果 與 文 件 檔 案 資 料 分 析 做 對 照，發 展 研 究 分 析 架 構

與 脈 絡 ， 且 將 受 訪 者 的 話 列 出 以 做 為 佐 證 ， 最 後 並 提 出 研 究 發 現 。 

在強化研究分析資料的真實性方面，研究者採取的策略包括： 

一、 將 資 料 分 析 後 的 初 步 研 究 結 果 ， 請 研 究 個 案 中 的 受 訪 者 閱 讀 ， 以

 避免研究者扭曲或誤解其原意。 

二、 由 於 本 研 究 涉 及 資 源 連 結 發 展 過 程 之 描 述，未 免 因 受 訪 者 身 心 記 憶

之限制，因此與時間有關之訪談內容，研究者均會再蒐集機構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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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件 及 其 他 文 獻 資 料 ， 做 為 訪 談 內 容 之 佐 證 ， 以 提 昇 資 料 真 實 性 。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 研 究 目 的 藉 由 「 中 區 伊 甸 」 與 其 他 組 織 之 間 進 行 資 源 連 結 過 程

中觀察與分析社會資本之凝聚。基於此，本章分三節來討論與分析：首

先，分析「中區伊甸」組織現況與資源連結工作基礎概念之後，再依「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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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伊甸」在資源連結工作發展歷程劃分為四個階段，針對每個階段中組

織 發 展 背 景 及 資 源 連 結 過 程 呈 現 之 重 點與特色詳細說明；最後，從連結

過程中分析社會資本實際凝聚的狀況。透過這三部分之討論，能夠對社

會資本在資源連結過程的情況有完整了解，以 作 為 非 營 利 組 織 執 行 資 源

連結工作之借鏡。 

 

第 一 節  「中區伊甸」組織現況分析 

一、組織簡介與架構分析 

「中區伊甸」於民國 77年 6月 5日正式成立，其創立主因台北總

會有感中南部地區之身心障礙者人數與需求日益增加，為 減 輕 他 們 長 途

跋涉至台北總會接受服務的辛勞，所 以 藉 由 成 立 台 中 分 會 的 方 式 慢 慢 將

台北服務經驗移轉到大台中地區為更多的身心障礙者服務。 然而，自成

立初期到民國 85年 之 間 ， 機 構 仍 以 分 會 性 質 運 作 ，即 由 基 金 會 統 一 籌

措經費編列預算，提供給「中區伊甸」執行身心障礙服務。但 為 了 更 順

利在台中地區推動福利服務，並且能夠與政府部門建立合作，因此在民

國 86年 4月 15日以「 財 團 法 人 伊 甸 社 會 福 利 基 金 會 附 設 中 區 服 務 中 心 」

正 式 向 台 中 市 政 府 申 請 立 案（中區服務中心，2001a），爾後隨著中區分

會服務業務擴增之緣故，更多組織內部附屬之單位隨之成立，但直至目

前 為 止 ，「 財 團 法 人 伊 甸 社 會 福 利 基 金 會 附 設 中 區 服 務 中 心 」 仍 是 伊 甸

於 中 部 地 區 唯 一 正 式 立 案 且 具 有 合 法 性 地 位 之 非 營 利 社 會 福 利 機 構 名

稱。 

如 前 所 述 ，「 財 團 法 人 伊 甸 社 會 福 利 基 金 會 」 由 於 服 務 區 域 與 業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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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圍 日 益 擴 大 所 致 ， 組 織 架 構 更 是 歷 經 多 次 變 革 與 修 改 ， 以 民 國 90年

1月 基 金 會 最 新 修 改 完 成 的 組 織 架 構 圖 （ 如 圖 一 ，p. 27）來看，整體

而言，組織不管在水平業務分工以及垂直層級化，甚至空間化的成立附

屬單位等情況來看，組織架構複雜度實有偏高之傾向。另一方面，根據

機構內部資深員工訪談結果發現，雖然基金會組織規模龐大，但在依循

機構政策與工作方向的原則之下，各 地 區 中 心 或 機 構 其 實 有 其 獨 立 組 織

運 作 模 式 以 利 地 區 性 機 構 順 利 推 展 業 務，而不因機構龐大科層組織而受

影響。然而，因 本 研 究 之 焦 點 僅 著 重 於 「 中 區 服 務 中 心 」（簡稱「中區

伊甸」） 執 行 資 源 連 結 工 作 部 分 。是 故 ， 以 下 僅 針 對 「 中 區 伊 甸 」 組 織

內部架構、服務內容，以及基金會內部支援「中區伊甸」執行資源連結

工作部分進行探究。 

在 組 織 架 構 圖 中 （ 如 圖 一 ）， 檢 析 「 中 區 伊 甸 」 後 可 以 發 現 ， 中 心

於 主 任 之 下 ， 依 業 務 任 務 不 同 而 分 為 三 組 ： 包 括�社 會 服 務 組 ： 主 責

0-6歲 兒 童 早 期 療 育 個 案 管 理 與 相 關 方 案 服 務 、 15-45歲成人個案管理

以及 921社 區 外 展 服 務 ； �生 涯 規 劃 服 務 組 ： 主 責 身 心 障 礙 者 職 前 評

估、職訓與訓練服務以及就業服務； �行政組：主責行政事務規劃、聯

繫與整理（中區服務中心，2001b；2001d）。由 上 述 之 分組來看，「 中 區

伊甸」是以一個以身心障礙者為服務對象，而以提供實務專業服務為組

織任務的社會服務型態非營利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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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  組織架構圖（資料來源：中區服務中心，2001b） 

二、「中區伊甸」的內部資源支持系統 

「 中 區 伊 甸 」 在 「 財 團 法 人 伊 甸 社 會 福 利 基 金 會 」 組 織 架 構 中 直 接

隸 屬 於「 中 區 服 務 處 」管理，而服務處之下除了處理特殊專案計畫的「 專

案 室 」 之 外 ， 下 設 五 個 服 務 中 心 、 一 個 庇 護 工 廠 以 及 「 中區管理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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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服務中心與庇護工廠各自獨力運作並以提供專業服務為主，而「 中

區 管 理 室 」則以負責中部地區單位行政與資源協調工作為主，因此，「中

區管理室」在基金會行政事務方面經常扮演「總會」與「中區伊甸」之

間的溝通橋樑。而 從內部資源角度來看，「中區管理室」更可以說是「 中

區伊甸」在組織內部最大的資源支持單位，而此種充足穩定且相互支援

的內部資源合作系統，更是成為「中區伊甸」在對外推動資源連結工作

時的助力因素。有 關 兩 單 位 之 間 的 角 色 分 工 狀 況，在 以 下 分 別 隸 屬 於「中

區伊甸」與「中區管理室」的兩位工作人員陳述中可以清楚瞭解：  

「 … … 中 管 室 就 是 管 理 整 個 中 區 行 政 業 務 部 分 ， 行 政 管 理 部 分 包 括 公 文 往 返 、

對外協調、募款、專案 … ..，所以其實他也是屬於我們內部資源之一，然後它是

負責協調溝通，包含對總會、對外在比較大的資源面都做 ……」（A01） 

「 ……像這次○○老師（指中區伊甸的員工）要用社工員，他們會請我 們人

力銀行去丟訊息，或者協助他們刊登文件稿，不然就是他們要辦活 動請我們

協助發稿，類似像這樣的動作就由我們後勤單位（指中管室） 來處理 ……」 

（A05） 

「 ……資源管理就是公關部門，以前叫公關部門，它也叫行銷部門…….，我們

的關係是非常密 切 的， 因 為 他 們 （ 指 中 區 伊 甸 ） 是 在 教 學 生 ， 教 學 生 的 產 品 不

可能放著，一定要銷售，就是由中管室的行銷部門的的人負責 ……」（A05） 

 再 者 ， 資 源 連 結 部 分 的 分 工 狀 況 ， 則 由 於 兩 單 位 之 資 源 需 求 及 連 結

目 的 各 不 相 同 ， 與 其 他 機 構 連 結 的 資 源 屬 性 亦 不 相 同 ，「 中 區 伊 甸 」 以

服務對象及其需求為導向，而「中區管理室」則以組織整體的募款、宣

傳、行銷及專案性方案為主要連結目的，分別與不同性質機構合作或互

動 。 因 此 ，「 中 區 管 理 室 」 即 特 別 著 重 在 與 企 業 、 工 廠 、 媒 體 及 公 部 門

等互動，而「中區伊甸」則著重在政府、醫院、學校、工廠與不同專業

單位進行連結。雖 然 兩 單 位 基 本 上 因 為 對 外 進 行 資 源 連 結 的 目 的 不 同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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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不同的連結對象，但是其實資源常常都是會相互重疊，有時候針對

同一個機構因為目的不同與機構中不同的單位合作。  

三、「中區伊甸」之資源連結概念與流程  

「 中 區 伊 甸 」 是 一 個 以 提 供 專 業 服 務 為 主 要 任 務 的 組 織 ， 因 此 ， 對

於 所 需 資 源 的 界 定 主 要 依 據 組 織 服 務 對 象 需 求 以 及 機 構 內 部 整 體 規 劃

而定，從「中區伊甸」資深督導的訪談中可以瞭解，組織對於資源需求

的界定： 

「 … … 其 實 我 們 （ 指 中 區 伊 甸 ） 很 多 變 化 是 以 個 案 需 求 為 最 大 考 量 ， 第 二 就 是 機

構 內 部 政 策 跟 方 向 ， 另 外 也 要 看 整 個 大 環 境 變 化 ， 不 過 絕 不 會 脫 離我 們 服 務 主

軸 … 因為我們覺得身心障礙者的服務不能只做上游中游，也就是說必須要作整體

性連結，這樣服務才較完整……」（A02） 

「 中 區 伊 甸 」 的 「 個 案 管 理 辦 法 」， 將 資 源 分 為 兩 部 分 ， 一 為 組 織 內

部可用的資源，二為社會資源部分。 其 中 更 進 一 步 將 組 織 外 部 的 社 會 資

源分為九類（中區服務中心，2001c）： �政府單位：包括衛生、社政及

勞政單位； �身心障礙福利資源：各障別殘障機構、協會、公設民營殘

障機構及公立殘福中心； �醫療社會福利資源：醫療院所、醫療社會服

務團體及殘障復健中心； �就學服務資源：一般學校特教班、特殊教育

資源、師範學院特教系所、特教中心及其他相關特教資源； �就業服務

資源：公立就服中心、公訓中心、私立就服機構與職訓機構； �教 養 服

務資源：日扥中心及收容養護中心；�心理衛生資源：生命線、張老師、

學校學生輔導中心與輔導系所； �一般社會資源：基金會、教會機構與

志願服務團體；�專業服務資源：法律、代書、建築與工商企業。 

另 外 ， 由 於 自 民 國 83年 「 中 區 伊 甸 」 開 始 嘗 試 以 個 案 管 理 工 作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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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在 推 動 組 織 身 心 障 礙 服 務 ， 訂 定 「 個 案 管 理 辦 法 」（ 中 區 服 務 中 心 ，

2001c），而在其中各項服務流程也慢慢被規劃出，包括「職業重建服務

流程」、「機構外轉介服務流程 」、「 醫 療 轉 介 流 程 」 與 「 學 校 轉 介 流 程 」

等，甚至更建立一套的「資源網絡建立流程」（如圖三，p.32），而這份

流程也就成為「中區伊甸」員工執行資源連結工作的指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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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個案需求為主                                        以資源網絡建立為主 

         Yes                                                      Yes 
       
No        初步評估                                                 初步聯絡       No 

       個案與資源之適性                                              評估 
 

                                                                                        

                                                                
                           No                            No 

 
                                                       

 
     Yes                                                               Yes 

 

 
 

                       
                                  建立正式資源名冊檔 
 

 
                                   簽立轉介服務合約書 

                                             

                           
                                        定期追蹤 

                                       
                                      Yes 

 
                                         

歸    檔 

 

圖三 資源網絡建立流程圖 

資料來源：「中區服務中心個案管理辦法」（中區服務中心，2001c）。 
 
 

    在「中區伊甸」制定與規劃的「個案管理辦法」中，特別從資源分

類、建檔、簽訂合約以及後續資源維繫與追蹤四個重點，訂定「資源網

絡建立流程」執行時的注意事項，以提供工作人員在拓展資源參考，四

項重點摘述如下（中區服務中心，2001c）： 

1.資源分為以個案需求為主及以資源網絡建立為主兩目的進行連 

資源與個案媒合 
建立非正式 
資源名冊 拜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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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前者必須依據評估案主與資源的適切性進行媒合工作，而後

者則在初步評估之後，進行機構拜訪以了解資源實用性。 

2.建立「非正式資源名冊」與「正式資源名冊」： 經 過 聯 絡 評 估 後 ，

該 資 源 具 備 實 用 性 ， 則 予 以 建 立 於 正 式 資 源 名 冊 ， 若 該 資 源 目 前

不適用或待開發，則建立非正式資源名冊。 

3.在評估後確定某資源目前具有實用性，且機構雙方對於合作事    

 宜已達共識者，簽立轉介服務合約書或相關合約。 

4.資源建檔之後仍需定期追蹤與聯繫，以確保資源現況與變動情   

形。 

除 了 從 機 構 文 件 書 面 資 料 所 訂 定 的 建 構 流 程 注 意 事 項 之 外 ， 在 研 究

者訪談過程， 機構主管則特別針對填寫資料拜訪表、建立非正式資源檔

案以及簽定合作簽約三點，強調對於資源維繫工作的重要性，因此以下

針對這三點詳細說明： 

1 .回填「資源拜訪表」的重要性： 

雖 然 在 流 程 圖 中 並 沒 有 看 到 填 寫 「 資 源 拜 訪 表 」 這 項 程 序 ， 但

是機構資深員工仍然明確表示： 

「 … … 所 以 下 去 資 源 開 拓 回 來 之 後 ， 一 定 要 填 資 源 拜 訪 表 ， 資 源 拜 訪 表 都

會歸檔，哪怕今天是透過私人關係他特別邀請去當顧問……」（A01） 

機 構 方 面 一 再 強 調 在 進 行 資 源 開 拓 回 來 之 後 ， 填 寫 表 格 的 重 要

性 及 必 要 性 ， 主 要 的 用 意 即 是 希 望 一 方 面 讓 主 管 掌 控 工 作 人 員 進 行

資源開拓的狀況，另 一 方 面 讓 所 有 的 資 源 正 式 化 ， 避 免 遺 漏 任 何 一

項 資 源 ， 尤 其 是 資 源 的 開 拓 來 源 可 能 是 來 自 於 工 作 人 員 私 人 關 係

時 ， 更 需 要 讓 其 透 過 「 資 源 拜 訪 表 」 讓 資 源 回 到 機 構 正 式 運 用 管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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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2 .「非正式資源」建檔的重要性： 

「非正式資源」的管理與掌控目的，「中區伊甸」一位長期執行

資源連結工作的員工有以下的說明： 

「 … … 有 些 是 去 拜 訪 後 覺 得 不 太 適 合 ， 或 者 某 些 部 分 不 符 合 我 們 的 期 待 的

時 候 ， 有 些 人 會 覺 得 就 不 要 用 ， 可 是 我 們 會 把 它 列 在 非 正 式 資 源 的 資 料 裡

面 ， 也 就 是 說 哪 一 天 有 可 能 會 再 出 現 ， 哪 一 天 狀 況 之 下 或 大 的 需 求 之 下 它

還是會出來，我們不會斷掉它 ……」（A02） 

「 非 正 式 資 源 」 的 掌 握 資 源 的 使 用 與 連 結 主 要 是 為 了 機 構 目 前

的 需 求 ， 但 是 目 前 尚 無 立 即 實 用 性 的 資 源 ， 在 未 來 並 非 就 不 可 能 成

為 可 用 的 資 源 。 對 於 這 樣 具 有 潛 在 使 用 價 值 的 資 源 ，「 中 區 伊 甸 」

仍建立完整檔案以備查詢使用。 

3 .簽訂契約、同意書或規範的重要性： 

「中區伊甸」在進行資源連結過程中，若是確定為「正式資源」

時 ， 則 希 望 盡 量 能 夠 簽 訂 契 約 ， 透 過 形 式 化 契 約 促 使 雙 方 機 構 工 作

人 員 合 作 上 更 趨 於 明 確 ， 而 對 外 也 有 一 種 宣 示 性 的 目 的 ， 雙 方 的 連

結合作關係較為穩定。 

綜 合 上 述 討 論 分 析 中 瞭 解 ，「 中 區 伊 甸 」 希 望 透 過 建 立 資 源 連 結 網

絡 流 程，明 確 掌握 機 構 外 部 資 源 的 狀 況 以 利 組 織 需 求，也 可 降 低 所 謂「人

情」因素造成的資源不穩定情形，而在這樣的執行方向之下，也的確讓

「中區伊甸」資源連結工作逐漸有其成果與特色呈現。資源連結工作除

了有詳細的規劃、流程與準則去執行之外，執行連結工作者的態度與信

念更不可被忽視，從「 中 區 伊 甸 」主任以下的一段陳述中，不難發現「 中

區伊甸」對於資源連結的另一種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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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其實信任也好，正式合約也好，關係上的維繫來自於比較多的聯繫，而

且是定期的聯繫，有目的的聯繫，不是一般的 social的部分 … … 還 有 整 個 資 源

合 作 的 過 程 中 ， 不 是 我 不 要 的 資 源 給 別 人 ， 而 是 這 個 資 源 是 很 棒 的 資 源 ， 在

連 結 過 程 中 發 現 這 麼 好 的 資 源 ， 所 以 願 意 跟 別 人 做 這 部 分 的 分 享 ， 這 是 我 們

秉持的態度 ……」（A01） 

而對於中部地區機構資源生態情況，「 中 區 伊 甸 」 也 有 以 下 的 詮 釋 ： 

「 … … 中 部 地 區 機 構 為 什 麼 沒 辦 法 合 作 ， 就 是 怕 被 你 佔 便 宜 ， 怕 我 的 會 員 被 搶

走 ， 資 源 被 你 搶 走 ， 可 以 申 請 到 的 方 案 被 搶 走 ， 但 是 不 太 能 體 會 ， 其 實 今 天 有

更 多 的 開 放 的 時 候 ， 容 量 也 就 愈 大 成 長 空 間 就 越 大 ， 她 們 忽 略 了 這 一 點 ， 其 實

我 們 嘗 試 比 較 主 動 開 放 的 態 度 做 分 享 ， 我 發 掘 現 在 漸 漸 可 以 做 這 方 面 的 討

論 ……」（A01） 

基 於 資 源 分 享 與 主 動 開 放 的 信 念 ，「 中 區 伊 甸 」 在 中 部 地 區 推 動 身

心障礙者服務工作，逐漸地有其成果出現，從伊甸的經驗中也可瞭解，

資源連結工作不應只是策略、方法、原則與流程的執行，連結過程中的

關係維繫、態度與認知更不可被忽視。 

 

 

 

第 二 節  分析「中區伊甸」資源連結工作之發展過程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資 源 連 結 規 劃 與 發 展 ， 乃 是 在 機 構 發 展 需 求 考 量 之 下

去執行，而且經常受到外在社會環境變動的影響，因此它是一種動態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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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的過程。對「中區伊甸」而言，在以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為使命的前

提之下，資源連結是維繫組織生存及順利推動服務的重要任務，然而期

間 由 於 受 到 整 體 社 會 福 利 政 策 變 動、台 中 地 區 社會環境發展以及組織發

展 方 向 規 劃 等 影 響 之 下，故機構在不同時期的資源連結重點與特色呈現

多元發展。因此，為了完整了解「 中 區 伊 甸 」資源連結工作的發展過程，

透過組織相關文件及機構內資深員工的工作經歷整理，並 依 據 資 料 分 析

結果將「中區伊甸」之資源連結工作發展分為四個時期：包括�「 資 源

連 結 摸 索 時 期 」、 �「 資 源 拓 展 時 期 」、 �「 資 源 連 結 穩 定 發 展 時 期 」，

以及現階段之�「成果回饋時期」，分析討論如下： 

一、「資源連結摸索時期」： 

（ 民 國 77年 6月 5日~民 國 84年 2月 底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開 辦 前 ） 

本 時 期 中 ，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觀 念 在 中 部 地 區 仍 處於萌芽發展階段，甚

至 連 政 府 部 門 的 福 利 服 務 工 作 也 還 在 摸 索 建 構 當 中 ， 為 此 「 中 區 伊 甸 」

最迫切的工作任務，除了結合社會福利機構資源，以爭取身心障礙者權

益之外，更需要立即針對中部地區身心障礙者的福利需求進行評估，以

根 據 需 求 評 估 規 劃 適 當 之 服 務 內 容，當時評估發現中部身心障礙者主要

有就醫經濟補助及就業輔導二大需求，因 此 在 因 應 其 福 利 需 求 及 組 織 使

命的前提下，本時期之資源連結發展著重在三方面，分析討論如下： 

1 .連結社福機構資源，爭取身心障礙者權益： 

「 中 區 伊 甸 」 以 機 構 本 身 力 量 或 結 合 其 他 社 福 機 構 資 源 ， 共 同

向 政 府 部 門 推 動 殘 障 福 利 法修 法 ， 並 爭 取 身 心 障 礙 者 之 福 利 權 益 ，

對 於 當 時 連 結 資 源 的 背 景 與 困 境 ， 誠 如 二 位 「 中 區 伊 甸 」 的 員 工 回

憶當時的情況中可以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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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 們（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最開始跟伊甸有接觸是因為早期為了爭

取 身 心 障 礙 者 的 福 利 與 立 法 ， 因 為 立 法 跟 倡 導 的 關 係 ， 中 部 一 些 身 心 障

礙 機 構 包 括 伊 甸 ， 我 們 一 起 到 立 法 院 進 行 抗 爭 以 爭 取 障 者 的 權 益 … … 」

（B05） 

「 … … 剛開始一直要跟政府部門做倡導，他們沒有這樣的概念，甚至覺得

你 就 是 做 錯 了 …. .，民國六十九年的開始的殘障福利法，當時還沒有推到

中部來，大概只知道這個法，但是要做什麼並不知道……」（A02）。 

2 .連結醫療資源，解決身心障礙者就醫問題： 

「 中 區 伊 甸 」 與 台 中 地 區 醫 療 資 源 連 結 之 目 的 ， 主 要 係 以 尋 求

身 心 障 礙 者 醫 療 費 用 減 免 優 惠 以 及 醫 療 諮 詢 服 務 協 助 兩 方 面 ， 由 民

國 86年基金會整理的「伊甸大事紀」中有明確記載得到印證：  

「 … … 自 民 國 78年起台中○○醫院成為本會之特約醫院，凡清寒之殘友與

眷 屬 皆 可 享 醫 療 費 七 折 與 掛 號 費 免 費 之 優 待 … … 」（ 伊 甸 社 會 福 利 基 金

會，1997）。 

「 … … 連 結 台 中 市 小 型 的 醫 療 診 所 ， 用 醫 療 優 惠 卡 的 方 式 提 供 給 殘 障 朋

友，因為當時看病都要自費，對殘友的經濟負擔很大……」（A02）。 

此外，當時「中區伊甸」 負 責 醫 療 資 源 開 拓 工 作 的 資 深 組 長 以

及 醫 療 合 作 單 位 的 工 作 人 員 對 於 雙 方 所 建 立 的 連 結 合 作 關 係 ， 所

給予身心障礙者的協助最為清楚：  

「 … … 因 為 雙 方 有 簽 醫 療 合 作 約 ， 所 以 只 要 是 伊 甸 的 學 員 到 醫 院 （ 私 立 區

域醫院）看病，只要持醫療優惠卡都可以免掛號費 ……」（B10） 

「 … … 跟伊甸的部分是一般病患轉介比較多， … … 因 為 身 心 障 礙 者 在 一 般

醫 療 有 需 要 希 望 我 們 （ 私 立 區 域 醫 院 ） 提 供 服 務 ， 那 伊 甸 就 會 轉 介 給 社

工 課 這 邊 ， 評 估 他 （ 身 心 障 礙 者 ） 所 需 要 的 醫 療 部 分 而 提 供 適 當 的 服

務 ……」（B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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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們（私立區域醫院）從民國 83開始跟伊甸有比較密切的 聯繫，當

時比較以社工室為主……」（B11） 

由 於 身 心 障 礙 者 經 常 面 臨 需 要 進 行 後 續 醫 療 復 建 服 務 工 作 ， 就

醫 也 就 成 為 其 最 基 礎 需 求 之 一 ， 然 而 ， 其 身 體 之 障 礙 往 往 影 響 正 常

就 業 與 經 濟 能 力 ， 因 此 ， 當 時 「 中 區 伊 甸 」 與 醫 療 資 源 的 合 作 的 確

帶給身心障礙者相當大的助益與協助。 

 3 .連結職業重建資源，規劃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 

提 供 身 心 障 礙 者 職 業 訓 練 與 就 業 輔 導 服 務 ， 是 「 中 區 伊 甸 」 在

民國 77到 83年之間的重點服務內容，並且兩者統稱為職業重建服

務（中區服務中心，2001a）。為了促使此些服務順利推動，因此必

須 結 合 相 關 資 源 ， 包 括 ： 在 規 劃 職 業 訓練 課 程 過 程 中 ， 結 合 政 府 資

源 以 利 相 關 計 劃 之 申 請 ； 尋 求 專 業 師 資 資 源 以 協 助 職 訓 課 程 執 行 ；

而 掌 握 企 業 廠 商 資 源 則 可 協 助 身 心 障 礙 學 員 順 利 就 業 ， 對 於 連 結 對

象的規劃方向，一位伊甸已離職的主任回憶當時的情況：  

「 … … 民 國 79年開始跨做職訓 … … 職 訓 牽 涉 到 資 源 比 較 廣 ， 除 了 廠 商 之

外 ， 會 跟 政 府 有 關 係 ， 輔 導 就 業 ， 要 先 想 訓 練 什 麼 ， 再 來 將 走 什 麼 牽 涉 層

面比較廣，接觸的資源也比較廣……」（A03） 

 

另外，曾經與「中區伊甸」有就業媒合經驗的機構總幹事說明

中 可 以 瞭 解 ， 伊 甸 對 於 身 心 障 礙 者 就 業 輔 導 工 作 上 所 扮 演 的 主 動

積極角色：  

「 … … 當 時 我 們 要 成 立 電 台 ， 需 要 找 身 心 障 礙 朋 友 來 電 台 接 電 話 ， 然 後 伊

甸 就 跟 我 們 聯 絡 上 … … .， 我 們 裡 面 有 一 位 就 業 服 務 員 … … ， 我 們 若 有 台 中

市的會員要找工作就會轉介過去……」（B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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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源拓展時期」： 

（ 民 國 84年 3月 1日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開 辦~民 國 86年 4月 15日

正式立案前） 

 國 內 尚 未 實 施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之 前 ， 頻 繁 的 就 醫 及 後 續 醫 療 復 建 服 務

對 身 心 障 礙 者 的 經 濟 造 成 相 當 大 的 負 擔，也 因 此 在 前 階 段 中「中區伊甸」

積 極 與 醫 療 資 源 建 立 合 作 關 係，以協助解決因經濟問題所造成無法就醫

的困境，然而由於全民健康保險制度的實施，減輕身心障礙者者就醫經

濟負擔，致使「 中 區 伊 甸 」 原 本 與 醫 療 資 源 互 動 的 目 的 必 須 有 所 修 正 ，

亦即從經濟補助轉為個案後續復健服務方面。而 在 專 業 服 務 技 術 方 面 ，

運 用 「 個 案 管 理 工 作 模 式 」， 並 以 身 心 障 礙 者 就 醫 、 就 學 、 就 業 及 就 養

四大需求為主軸，積極規劃與拓展各領域資源，因此該時期的資源連結

工作呈現五點特色，包括 �連 結 醫 療 資 源 協 助 身 心 障 礙 者 銜 接 後 續 復 健

服務； �連結學校資源推動身心障礙學生生涯轉銜服務； �連 結 職 業 訓

練資源規劃中重度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 �連 結 教 會 資 源 以 達 成 機 構 推

動 福 利 與 福 音 之 雙 福 理 念 ；�執行義賣活動所連結的資源等，以下分別

討論之： 

 

1 .連結醫療資源，協助身心障礙者銜接後續復健服務： 

「 中 區 伊 甸 」 主 動 與 醫 療 院 所 建 立 密 切 之 個 案 轉 介 關 係 ， 無 形

中 已 成 為 身 心 障 礙 者 與 醫 療 院 所 之 間 溝 通 互 動 的 橋 樑 ， 三 者 藉 著 穩

藏 的 關 係 線 路 的 確 達 到 提 供 身 心 障 礙 者 後 續 生 涯 輔 導 與 復 建 服 務

的 目 的 ， 並 以 協 助 他 們 早 日 適 應 社 會 生 活 ， 因 此 ， 在 基 金 會 文 獻 記

載 中 可 以 發 現 ， 當 時 中 部 率 先 結 合 醫 療 資 源 而 成 立 的 醫 療 團 隊 ，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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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 對 身 心 障 礙 者 提 供 了 具 體 協 助 ， 更 是 開 創 基 金 會 與 外 界 資 源 合 作

的良好成果：  

「 … … 伊 甸 中 區 服 務 中 心 於 85年 1月主動連結中部地區 11家 醫 療 院 所 ，

組 成 一 個 服 務 傷 殘 者 的 醫 療 團 隊 ， 在 醫 院 和 伊 甸 之 間 搭 起 一 座橋樑 … … 」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1992） 

至 於 ， 伊 甸 與 醫 療 資 源 兩 者 從 發 現 身 心 障 礙 者 的 問 題 ， 到 引 發

合 作 動 機 ， 甚 至 後 來 建 立 積 極 協 助 轉 介 服 務 過 程 ， 則 可 以 在 主 責

的工作人員訪談中得到印證：  

「 … … 在 服 務 過 程 中 發 現 身 心 障 礙 者 經 過 醫 療 後 ， 沒 有 馬 上 銜 接 上 社 福 機

構 做 訓 練 ， 未 來 要 回 到 職 場 要 花 加 倍 的 時 間 ， 所 以 促 使 當 時 我 們 （ 中 區 伊

甸 ） 想 積 極 跟 醫 療 單 位 合 作 的 動 機 ， 所 以 民 國 84年 就 積 極 開 拓 醫 療 單

位，……」（A02） 

「 … … 個 案 轉 介 … … 譬 如 說 伊 甸 的 學 員 需 要 就 醫 ， worker（ 伊 甸 社 工 員 ）

只 要 打 電 話 來 ， 我 們 （ 醫 院 社 工 員 ） 就 會 去 評 估 他 們需要什麼樣的經濟上

面 的 幫 助 還 是 協 助 他 們 去 掛 門 診 ， 還 是 醫 療 方 面 的 解 釋 ， 還 是 醫 病 之 間 的

溝通，我們都會去協助去評估它需要哪方面服務……」（B10） 

「 … … 民 國 83到 85年 伊 甸 跟 醫 院 社 工 室 是 比 較 密 切 聯 繫 … ...，我們認為

有些病患出院後需要進行後續的職業訓練就會轉介給伊甸來協助， … … 而

伊 甸 也 會 有 會 員 需 要 轉 介 到 醫 院 進 行 評 估 … … 因 此 是 相 互 轉 個 案 … … 」

（B11） 

2 .連結學校資源，推動身心障礙學生生涯轉銜服務： 

「 中 區 伊 甸 」 在 協 助 從 高 中 特 殊 教 育 班 畢 業 的 學 員 ， 安 排 後 續

就 業 訓 練 輔 導 工 作 過 程 中 發 現 ， 若 能 與 之 前 學 園 就 讀 的 學 校 建 立 連

結 合 作 關 係 ， 掌 握 學 員 過 去 學 習 狀 況 進 而 規 劃 後 續 就 業 輔 導 服 務 。

再加上，民國 84年 修 正 公 佈 之 殘 障 福 利 法 中 對 於 身 心 障 礙 者 生 涯

轉銜服務理念的逐漸重視，因此，「中區伊甸」自民國 85年初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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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 結 中 部 地 區 國 高 中 設 有 特 殊 教 育 班 學 校 ， 推 動 「 身 心 障 礙 者 離 校

後生涯轉銜安置服務」，協助身心障礙學生參與就業市場工作：  

「 … … 民 國 85年 主 動 開 拓 中 部 地 區 國 高 中 特 殊 學 校 ； 民 國 85-88年與學

校辦理身心障礙者離校後轉銜服務 …..」（中區服務中心，2001a） 

除 此 ，「 中 區 伊 甸 」 也 以 舉 辦 轉 銜 研 討 會 的 方 式 ， 積 極 與 學 校

資 源 建 立 連 結 關 係 ， 希 望 藉 此 增 進 學 校 對 於 社 會 福 利 機 構 與 提 供

服務內容的認識與瞭解，誠如伊甸主任所陳述：  

「 … … 教 育 資 源（ 指 學 校 資 源 ），民國 84和 85年 努 力 跟 教 育 資 源 做 拜 訪 ，

轉 銜 研 討 會 辦 了 四 年 （ 民 國 85-88年 ）， 告 訴 學 校 什 麼 是 轉 銜 ？ 伊 甸 在 做

什麼？你班上孩子如何轉給我們？ ……後來慢慢再拓展……」（A01） 

然而，就訪談過程中發現，事實上要與學校資源建立合作關係

並 不 容 易 ， 因 此 ， 當 時 伊 甸 僅 能 以 舉 辦 活 動 或 主 動 進 行 溝 通 拜 訪

的 具 體 行 動 ， 增 加 連 結 的 可 能 性 ， 而 主 動 積 極 所 獲 得 的 成 果 ， 在

一位學校老師陳述中得到最佳印證： 

「 … … 在 學 校 第 一 屆 民 國 85年 要 畢 業 的 時候，伊甸派人到學校做說明，介

紹 轉 銜 教 育 ， … … 真 的 有 畢 業 生 的 時 候 才 覺 得 事 態 嚴 重 ， 我 就 主 動 跟 伊 甸

聯絡……」（B13）。 

 

3 .連結職業訓練資源，規劃中重度身障者就業服務： 

基 於 殘 障 福 利 法 中 有 關 公 民 營 機 構 必 須 定 額 雇 用 身 心 障 礙 者 之

規 定 ， 因 此 許 多 輕 度 身 心 障 礙 者 得 以 順 利 進 入 職 場 就 業 ， 然 而 中 重

度身心障礙者卻仍不易獲得就業機會（中區服務中心，2001a），「中

區伊甸」為此將機構服務對象由中輕度轉為中重度身心障礙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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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業 訓 練 課 程 亦 由 原 本 的 電 腦 與 美 工 轉 為 園 藝 種 植 、 點 心 烘 培 與 洗

車等，基於上述課程需要尋求專業人力資源協助，誠如一位伊甸資

深 組 長 所 言 ，瞭 解 當 時 為 安 排 多 元 課 程 而 積 極 尋 求 資 源 協 助 的 情

況： 

「 … … 訓練轉型是因為我們發現輕度的個案，其實資源是很夠的， … … 反

而 比 較 難 的 是 中 重 度 的 身 心 障 礙 者 ， 事 實 上 有 些 訓 練 是 不 適 合 中 重 度

的 ， 所 以 就 朝 向 中 重 度 的 需 求 發 展 ， 尋 求 適 合 資 源 進 入 ， 後 來 就 設 立 水

耕班、烘培班、洗車訓練、園藝等 ……」（A02） 

4 .連結教會資源，以達成機構推動福利與福音之 “雙福”理念： 

「 中 區 伊 甸 」 係 基 於 基 督 教 信 仰 而 設 立 ， 因 此 ， 在 組 織 宗 旨 中

明確訂立，將傳遞福音與提供服務併列為機構發展二大使命。而在

此 階 段 中 ，「 中 區 伊 甸 」 更 進 而 藉 由 建 立 教 會 轉 介 網 ， 加 強 與 教 會

資 源 的 連 結 互 動 關 係 ， 並 使 福 音 與 福 利 之 “雙福 ”理念得以落實，這

部分在基金會的文獻紀錄中有明確記載： 

「 … … 民 國 84年中區分會主動建立教會轉介網，推動雙福理念 … … 」（ 伊

甸社會福利基金會，1996） 

另外，與「中區伊甸」有長久往來經驗，並經常協助帶領宗教

活動的牧師說明了當時教會與伊甸互動的情況：  

「 … … 教會在專業服務上面比較沒有辦法，但是像做禮拜，帶員工做晨更

唱詩歌，只要時間許可（教會牧師）都會過去 ……」（B12） 

5 .執行義賣活動所連結之資源：  

每 年 年 終 聖 誕 卡 片 義 賣 是 財 團 法 人 伊 甸 社 會 福 利 基 金 會 重 要 募

款 財 源 之 一 ， 而 「 中 區 伊 甸 」 因 配 合 總 會 執 行 此 項 活 動 ， 長 久 以 來

積 極 與 中 部 地 區 之 學 校 、 醫 療 與 教 會 資 源 ， 建 立 良 好 的 連 結 合 作 關

係，透過訪談中可以瞭解義賣活動所串起的資源連結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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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 聖 誕 節 就 是 義 賣 卡 片 服 務 ， 台 北 總 會 整 體 性 做 規 劃 ， 我 們 （ 中

區伊甸）也會分到中部幾個學校做 ……」（A03） 

「 … … 我（醫院社工課組長）大概一進醫療體系就跟伊甸有接觸，大概有

五年時間，純粹業務上的，第一次的接觸應該是協助伊甸做義賣的工作，

伊甸每年都會對外義賣卡片……」（B10） 

「 … … 當中做過義賣，他們（中區伊甸）要賣聖誕卡片， 寄 給 我 們 教 會 就

買聖誕卡片 ……」（B12）   

三、「資源連結穩定發展時期」： 

（民國 86年 4月 15日正式立案後~民國 88年 9月 21日前） 

「 中 區 伊 甸 」 改 以 「 財 團 法 人 伊 甸 社 會 福 利 基 金 會 附 設 中 區 服 務 中

心 」 為 名 之 後 ， 正 式 申 請 立 案 並 取 得 台 中 市 社 會 福 利 機 構 身 份 的 合 法

性 ， 而 有 別 於 過 去 必 須 以 總 會 名 義 才 能 申 請 各 項 政 府 方 案 的 情 況 ，「 中

區 伊 甸 」 也 開 始 與 外 界 資 源 更 積 極 明 確 地 建 構 了 契 約 性 之 正 式 連 結 關

係，尤其是與中部地區的公部門。基於此，在資源連結工作方面除了開

拓新資源之外，與 原 本 已 經 有 連 結 互 動 的 資 源 發 展 更 深 入 且 多 元 的 合 作

內涵，更 是該時期的工作重點，因此以下將從五種資源種類，包括�公

部 門 、�醫 療 資 源 、�企 業 廠 商 資 源 、 �教 會 資 源 以 及 �教 育 資 源 等 ，

來說明資源連結發展的特色，詳述分析如下： 

 

1 .公部門資源方面： 

在前兩時期中，「中區伊甸」雖然也曾經因承接公部門的方案而

與 之 有 直 接 連 結 互 動 機 會 ， 但 實 際 上 均 是 間 接 透 過 總 會 系 統 協 助 申

請 而 來 ， 並 未 與 公 部 門 資 源 建 立 直 接 正 式 合 作 關 係 ， 然 而 正 式 立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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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過 之 後 ， 則 可 以 合 法 地 區 性 社 會 福 利 機 構 名 義 獨 立 申 請 政 府 相 關

方 案 ， 在 契 約 關 係 之 下 與 台 中 市 、 縣 政 府 發 展 更 密 切 連 結 合 作 關

係，誠如伊甸主任回溯當時與公部門建立正式合作關係的過程中可

以清楚瞭解： 

「 … … 我們（中區伊甸）也是從民國 86年正式立案後才跟政府有比較正式

的 合 作 關 係 ， 以 前 都 是 伊 甸 自 己 編 列 預 算 ， 總 會 幾 乎 全 額 補 助 ， 我 們 正 式

接縣市政府的案子是民國 87年，早療的部分……」（A01） 

另外，從兩位公部門副局長的陳述中亦可得到印證：  

「 … … 我 們 （ 縣 級 政 府 ） 當 時 成 立 一 個 委 託 民 間 辦 的 福 利 諮 詢 小 組 ， 所 有

委 辦 業 務 都 是 交 由 諮 詢 小 組 評 鑑 ， 從 那 時 開 始 跟 伊 甸 比 較 有 深 入 的 了 解 ，

他 也 跟 我 們 承 接 過 發 展 遲 緩 早 期 療 育 屯 區 通 報 中 心 ， … … 當 然 以 前 對 伊 甸

的印象就不錯……」（B01） 

「 … … 民 國 ８ ６ 年 中 區 服 務 處剛成立，成立要備案 … … 而 第 一 次 跟 他 們（中

區伊甸）接觸是早期療育，正式委託則是民國 87年 ……」（B02） 

雖 然 早 期 療 育 方 案 可 以 說 是 「 中 區 伊 甸 」 開 始 與 中 部 地 區 公 部

門 建 立 的 第 一 個 契 約 式 方 案 合 作 ， 但 是 從 兩 位 公 部 門 副 局 長 的 談 話

中 發 現 ， 在 正 式 合 作 之 前 雙 方 其 實 已 經 有 或 多 或 少 的 接 觸 與 認 識 ，

對 於 「 中 區 伊 甸 」 早 已 建 立 正 面 的 良 好 印 象 ， 在 此 基 礎 之 下 ， 更 有

助於雙方發展契約合作關係。  

 

2 .醫療資源方面： 

「 中 區 伊 甸 」 為 因 應 台 北 總 會 發 展 兒 童 早 期 療 育 方 案 之 服 務 策

略 ， 開 始 積 極 與 設 有 小 兒 科 別 的 醫 院 發 展 連 結 合 作 關 係 ， 並 藉 由 醫

院之醫療專業團隊（ 包括醫師、復健師、物理治療師、語言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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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心 理 師 等 ） 的 協 助 ，「 中 區 伊 甸 」 成 立 自 己 的 兒 童 早 期 療 育 專 業

團隊，順利推動更具完整性與專業性的服務內容：  

「 … … 民 國 87年 7月陸續接受政府的早療方案委託，而由於早期療育強調

跨 專 業 合 作 模 式 ， 因 此 本 中 心 從 民 國 87年 初 正 式 成 立 早 療 專 業 團 隊 ， 結

合 醫 療 當 中 的 醫 師 、 復 健 師 、 職 能 治 療 師 、 物 理 治 療 師 、 語 言 治 療 師 、 心

理師、特教老師等進行療育評估會議……」（中區服務中心，2001a） 

「 … … 像 剛 開 始 做 早 療 ， 我 們 （ 中 區 伊 甸 ） 大 概 花 了 兩 個 月 時 間 拜 訪 中 部

地區的醫院，只要有做小兒的醫院全部拜訪……」（A01） 

「 … … 民 國 87年 開 始 透 過 ○ ○ 老 師 （ 中 山 醫 學 院 老 師 ） 邀 請 ， 我 （ 物 理

治療師）才加入伊甸的早療專業團隊……」（B16） 

在 前 段 中 瞭 解 ，「 中 區 伊 甸 」 申 請 承 接 公 部 門 早 期 療 育 相 關 方

案，可以順利連結公部門資源獲得方案經費的補助，而接下來，「 中

區 伊 甸 」 則 是 希 望 增 強 本 身 的 專 業 服 務 能 力 以 及 建 立 機 構 服 務 網

絡，因此醫療資源也就成為其積極爭取的連結對象。 

3 .企業廠商資源方面： 

企 業 廠 商 資 源 透 過 進 用 「 中 區 伊 甸 」 所 訓 練 之 身 心 障 礙 學 員 為

正 式 員 工 的 過 程 中 ， 有 感 其 所 推 動 之 社 會 福 利 服 務 工 作 對 社 會 之 重

要性，推動公益服務之理念獲得 企 業 廠 商 認 同 並 影 響 其 共 同 投 入 相

關社會服務。基於此，企業廠商資源除了提供「中區伊甸」所訓練

的 身 心 障 礙 學 員 就 業 機 會 之 外 ， 更 可 提 供 機 構 所 需 之 專 業 義 工 人

力 、 職 訓 實 習 場 地 ， 以 及 免 費 提 供 場 地 以 作 為 機 構 召 開 記 者 會 之

用，從兩位合作廠商受訪者的經驗中可以得到印證：  

「 … … 約 五 、 六 年 前 ， 因 飯 店 需 要 晉 用 身 心 障 礙 員 工 ， 而 主 動 跟 伊 甸 聯

繫 … … 而現在我們飯店的點心主廚也到伊甸當義工，免費協助指導學員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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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糕餅技巧 … … .伊 甸 有 需 要 辦 活 動 或 是 召 開 記 者 會 ， 也 會 免 費 提 供 場 地

供他們使用 ……」（B07） 

「 … … 伊 甸 的 老 師 很 主 動 來 找 我 們 ， 希 望 可 以 提 供 實 習 場 地 給 學 員 訓

練 … … 後 來 我 們 工 廠 除 了 提 供 實 習 場 地 給 伊 甸 練 習 之 外 ， 對 於 表 現 良 好 的

學 員 更 是 晉 用 為 正 式 員 工 … … 現 在 有 兩 位 伊 甸 的 學 員 在 我 們 工 廠 工

作……」（B09） 

在過去企業廠商扮演的角色，主要是以提供「中區伊甸」身心

障 礙 學 員 就 業 機 會 為 主 ， 但 在 「 中 區 伊 甸 」 主 動 出 擊 尋 找 任 何 一

個 可 能 的 工 作 機 會 以 及 合 作 可 能 的 過 程 中 ， 一 向 以 營 利 利 潤 為 主

的 企 業 廠 商 也 受 到 「 中 區 伊 甸 」 為 身 心 障 礙 者 服 務 熱 誠 感 染 ， 開

始增加雙方更多互動的內涵且提供更多協助給伊甸。 

4 .教會資源方面： 

「 中 區 伊 甸 」 連 結 教 會 資 源 ， 協 助 推 動 社 區 身 心 障 礙 者 生 活 關

懷工作以及機 構 內 部 相 關 宗 教 活 動 帶 領 ， 達 到 機 構 傳 遞 福 音 目 的 之

外 ， 教 會 本 身 所 擁 有 廣 大 的 教 友 信 眾 ， 更 經 常 在 教 會 牧 師 的 帶 領 之

下 ， 成 為 「 中 區 伊 甸 」 推 動 福 利 服 務 與 舉 辦 相 關 活 動 時 的 重 要 義 工

人力資源： 

「 … … （ 對 中 區 伊 甸 來 說 ） 教 會 資 源 連 結 也 很 重 要 ， 很 多 人 力 資 源 無 形 中

都是從教會來的，有一個學生因為家庭有需要，就請教會牧師去關心 … … 」

（A04） 

「 … … 伊 甸 要 賣 月 餅 蛋 黃 酥 、 蔬 菜 ， 我 們 教 會 就 買 ， 後 來 跟 伊 甸 比 較 有 密

切 接 觸 之 後 會 找 教 友 去 做 一 些 服 務 ， 因 為 從 我 自 己 （ 教 會 牧 師 ） 做 義 工 開

始 ， 比 如 他 們 需 要 音 樂 老 師 ， 我 們 教 會 剛 好 有 音 樂 老 師 就 去 伊 甸 支 援 ， 需

要 割 草 ， 那 我 們 教 會 剛 好 有 教 友 在 公 園 做 清 潔 服 務 的 ， 就 去 幫 他 們 鋤 草 ，

找教會的教友去幫忙……」（B12） 

教 會 與 牧 師 總 讓 人 覺 得 單 純 只 是 為 其 自 己 的 教 友 提 供 服 務 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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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組 合 ， 然 而 ， 在 本 時 期 中 看 到 教 會 與 「 中 區 伊 甸 」 更 為 密 切 多 元

的 互 動 過 程 ， 雖 然 可 以 說 因 為 伊 甸 本 身 就 是 一 個 以 基 督 教 精 神 成 立

的 機 構 ， 但 研 究 者 認 為 教 會 牧 師 在 其 中 所 扮 演 的 重 要 互 動 橋 樑 角 色

更是不容忽視。 

 5 .教育資源方面： 

教育資源部分，除自前期（民國 85年）開始推動之「身心障礙

者 離 校 後 生 涯 轉 銜 安 置 服 務 」， 而 連 結 中 部 地 區 國 、 高 中 設 有 特 殊

教育班學校資源之外。另 外 ， 為 使 發 展遲 緩 兒 童 能 夠 儘 早 發 現 並 接

受 早 期 療 育 服 務 ， 以 提 昇 其 復 建 服 務 成 效 ， 因 此 ，「 中 區 伊 甸 」 認

為 有 必 要 將 資 源 連 結 對 象 往 下 延 伸 至 托 兒 所 、 幼 稚 園 與 國 小 特 殊 教

育 班 部 分 ， 透 過 推 動 兒 童 早 期 療 育 服 務 之 入 學 轉 銜 計 劃 ， 將 相 關 知

識 、 服 務 與 評 估 準 則 提 供 上 述 教 育 資 源 瞭 解 ， 以 使 身 心 障 礙 者 獲 得

更 完 整 之 服 務 內 容 ， 誠 如 伊 甸 主 任 所 述 中 可 以 瞭 解 ， 推 動 早 期 療 育

而連結學校資源的目的：  

「 … … 早 療 的 教 育 輔 導 方 面 ， 包 括 學 前 教 育 及 入 學 轉 銜 ， 因 此 必 須 連 結 幼

稚園、托兒所及國小特教班，推廣早期療育的理念 ……」（A01） 

 

 

四、「成果回饋時期」： 

（民國 88年 9月 21日~目前） 

突發之 921地震，致使「 中 區 伊 甸 」在硬體設備方面受損嚴重，包

括 庇 護 性 工 廠 倒 塌 、 辦 公 設 備 受 損 及 大 量 檔 案 資 料 遭 泡 水 毀 損 等 ； 除

此，面對因災致殘的身心障礙人口數增加狀況，身為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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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 區 伊 甸 」更為責無旁貸有必要積極投入救災服務工作。是故，在

地震發生初期，「 中區伊甸」 在 組 織 重 建 與 服 務 提 供 兩 方 面 面 臨 極 大 考

驗。然而，事實上「中區伊甸」在地震發生後三個星期中，透過社會資

源的協助，庇護工廠及辦公場地之硬體設備問題暫時獲得解決，快速恢

復平時服務而且積極進入災區展開身心障礙者關懷工作。也由於較早進

入 災 區提 供 服 務 並 且 進 行 因 災 致 殘 之 受 災 者 相 關 訪 視 工 作，因而掌握較

為完整之重傷患者相關需求評估資料。再 者 過 去 承 接 政 府 部 門 補 助 方 案

所 建 立 的 信 任 基 礎 之 下，順利且快速地承接政府後續所委託規劃之災區

身心障礙者居家照顧方案。甚 至 在 長 期 經 營 身 心 障 礙 服 務 的 經 驗 基 礎 之

下，使得「中區伊甸 」從一個需要外界資源協助的機構，反成為有能力

提供人力與專業知識等資源給其他社會機構的組織。 是故，從地震發生

到 目 前 在 資 源 連 結 工 作 方 面，除 了 維 持 原 本 的 成 人 職 業 重 建 及 早 期 療 育

服務之外，本時期在資源連結部分呈現三項現象，包括�推動組織本身

重建工作方面、�推動「921重傷患者居家照顧方案」方面以及、 �「中

區伊甸」成為其他組織連結之資源，從中值得深入分析瞭解，以下分別

論述： 

 1 .推動「中區伊甸」組織重建工作方面： 

在本階段中，組織重建資源包含兩部分：緊急房舍安置需求以及

長 期 重 建 基 金 需 求 。 誠 如 伊 甸 所 在 辦 公 大 樓 的 一 位 大 樓 管 理 員 所

述 ， 地 震 發 生 初 期 ， 伊 甸 獲 得 中 部 建 築 業 者 提 供 房 舍 協 助 ， 順 利 解

決學員緊急安置問題：  

「 … … 當 時 伊 甸 的 工 廠 完 全 倒 掉 不 能 運 作 ， … … 剛 好 ○ ○ 建 設 公 司 在 永 興 街

蓋店面，因此主動無條件借給伊甸使用半年 … …， 這 可 能 是 原 本 伊 甸 跟 企 業

有很好的互動吧……」（B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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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雖然學員的就業訓練處所緊急安置問題暫時獲得解決，但

是 仍 需 面 臨 建 築 物 及 硬 體 設 備 重 建 龐 大 經 費 問 題 ， 然 這 部 分 的 問 題

也 因 為 聯 合 勸 募 協 會 進 行 災 區 機 構 訪 視 的 過 程 ， 以 及 透 過 中 華 民 國

兒 童 家 庭 扶 助 基 金 會 間 接 引 薦 日 本 全 社 協 提 供 協 助 ， 而 順 利 獲 得 上

述 兩 個 機 構 的 重 建 補 助 經 費 ， 順 利 推 動 後 續 重 建 工 作 ， 這 些 過 程 在

伊甸主任及聯合勸募協會組長的陳述中獲得印證：  

「 … …（機構重建部分）在 921的案子中主要有兩個單位提供協助，一個是

日本全社協，另一個是聯合勸募協會， … … 主 要 針 對 學 員 緊 急 安 置 及 庇 護 工

廠重建經費方面申請補助…...」（A01） 

「 … … 地震發生的時候， … … 當 時 透 過 伊 甸 總 會 執 行 長 知 道 中 區 伊 甸 在 921

受創情形， … … 因 此 協 助 伊 甸 向 我 們 機 構 （ 社 會 福 利 機 構 ）申 請 專 案 補 助 ，

以解決伊甸組織重建問題……」（B03） 

至 於 ， 如 二 位 企 業 單 位 受 訪 者 表 示 ， 發 動 機 構 員 工 捐 款 或 是 義

賣 等 ， 則 是 伊 甸 獲 得 來 自 企 業 資 源 支 援 ， 而 快 速 募 集 重 建 基 金 的 最

直接方式：  

「 … … 地 震 後 ， 機 構 （ 飯 店 業 者 ） 發 動 員 工 一 日 捐 ， 還 有 協 助 義 賣 伊 甸 卡 ，

協助籌募重建基金 ……」（B07） 

「 … … 我們公司（餐飲業者）在 921發 動 員 工 一 日 捐 ， … … 當 時 大 概 捐 了 一

百萬給伊甸， ……後來在民國 89年協助賣天使卡……」（B08） 

 2 .推動「921重傷患者居家照顧方案」方面： 

「 中 區 伊 甸 」 在 針 對 921因 災 致 殘 的 身 心 障 礙 者 規 劃 與 提 供 服

務 的 過 程 中 ， 在 不 同 時 期 與 各 種 資 源 展 開 合 作 關 係 ， 首 先 ， 在 地 震

發 生 後 的 初 期 ， 基 於 過 去 與 醫 療 資 源 所 建 立 的 互 動 基 礎 ， 因 此 順 利

從 醫 療 院 所 取 得 因 災 住 院 病 患 名 單 並 著 手 進 行 訪 視 與 需 求 評 估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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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 一 位 醫 療 單 位 受 訪 者 陳 述 伊 甸 積 極 主 動 聯 繫 的 情 況 以 及 伊 甸 主

任說明對於資料掌握後的具體規劃實況： 

「 … … 地 震 後 ， 他 們 （ 中 區 伊 甸 ） 大 概 在 第 一 個 禮 拜 就 跟 我 們 （ 區 域 性 醫

院）聯絡，就是需要重傷患者的名單要進行訪視……」（B10） 

「 … … 地 震 後 ， … … 我 們 （ 中 區 伊 甸 ） 當 時 兵 分 兩 路 ， 一 個 部 分 先 連 結 醫

療 單 位 去 做 了 解 ， 第 二 部 分 從 醫 療 單 位 蒐 集 回 來 的 資 料 會 主 動 給 政 府 ， 政

府 單 位 需 要 我 們 協 助 什 麼 ， 所 以 當 時 跟 ○ ○ 政 府 （ 縣 級 政 府 ） 社 會 局 督 導

討 論 需 要 我 們 做 什 麼 ， 督 導 就 直 接 告 訴 我 們 所 有 重 傷 患 者 給 你 們 … … 」

（A01） 

接下來，由於伊甸對於因災致殘患者的資料與需求的了解，再

加上長期在身心障礙服務領域所獲得肯定，因此當公部門規劃 921

重 傷 患 者 居 家 照 顧 方 案 時 ，「 中 區 伊 甸 」 也 就 成 為 最 適 當 的 機 構 ，

對此，由兩位公部門的受訪者的對話中可以清楚了解受委託過程

的始末： 

「 … … 在 921 的時候我們（縣級政府）剛好要找一個機構一起做災區重傷

患 者 的 福 利 需 求 調 查 跟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 後 來 就 想 到 他 們 （ 中 區 伊 甸 ）， 找

他 們 一 起 去 開 會 在 討 論 ， 考 量 到 他 們 能 力 夠 ， 人 力 夠 ， 可 以 去 做 這 樣 的 資

料，才開始合作 … … 後 來 921震 災 社 區 照 顧 的 計 劃 ， 生 活 重 建 區 的 身 心 障

礙者的社區照顧，都委託給（中區伊甸）來執行……」（B01） 

「 … … 921開 始 我 們 （ 市 級 政 府 ） 針 對 重 傷 患 者 的 部 分 有 委 託 伊 甸 ， … …

在 那 段 時 間 跟 機 構 的 聯 繫 比 較 少 ， 伊 甸 有 跟 我 們 聯 繫 ，  所以一開始有拜

託他們重傷患者的部分要委託他們來服務 …」（B02） 

而 正 式 承 接 「921重 傷 患 者 居 家 照 顧 方 案 」 之 後 ， 不 僅 「 中 區

伊甸」本身組織架構上，在「社會服務組」中增設 921社 區 外 展 服

務 小 組 ， 積 極 推 動 與 災 區 相 關 資 源 的 聯 繫 ， 而 實 際 運 作 中 也 經 常 參

與 災 區 相 關 資 源 聯 繫 會 報 而 與 其 他 社 福 機 構 連 結 建 立 關 係 ， 一 位 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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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機構受訪者對此有以下回應： 

「 … … 比 較 有 聯 繫 的 部 分 是 災 區 的 資 源 聯 繫 會 報 上 面 ， … … 因 為 伊 甸 有 接

災區這邊的居家服務 … … 所 以 我 們 （ 社 會 福 利 機 構 ） 每 個 月 定 期 的 聯 繫 會

報會見面……」（B04） 

在 本 時 期 教 會 資 源 又 有 別 於 過 去 而 提 供 「 中 區 伊 甸 」 不 同 的 協

助，亦即商借教會場地設立地區性居家服務辦公室，以達到進入 災

區 就 近 提 供 服 務 給 服 務 對 象 的 目 標 ， 對 於 教 會 與 伊 甸 的 合 作 過 程 ，

伊甸主任及教會牧師有以下的說明： 

「 … … 大 里 工 作 站 設 在 ○ ○ 教 會 ， 東 勢 工 作 站 也 是 跟 教 會 合 作 ， … … 設 立

辦 公 室 在 教 會 ， 我 們 （ 中 區 伊 甸 ） 也 希 望 居 家 服 務 員 透 過 教 會 系 統 得 到 更

多幫助 ……」（A01） 

「 … … 今 年 七 月 （ 指 民 國 ９ ０ ） 開 始 ， 伊 甸 的 居 家 服 務 會 借 我 們 教 會 的 場

地，做為居家服務大里地區的辦公室……」（B12） 

3 .「中區伊甸」成為其他社會福利機構連結之資源： 

地 震 後 ， 部 分 社 會 福 利 機 構 透 過 相 關 業 務 合 作 互 動 的 機 會 ， 極

為 認 定 「 中 區 伊 甸 」 對 身 心 障 礙 者 之 服 務 成 果 與 實 務 貢獻，因此主

動 要 求 「 中 區 伊 甸 」 以 專 業 督 導 或 顧 問 身 分 協 助 發 展 身 心 障 礙 相 關

服務業務，間接打開「 中 區 伊 甸 」與其他社會福利機構的連結線路，

從 伊 甸 及 三 位 社 會 福 利 機 構 受 訪 者 的 說 明 中 ， 可 以 瞭 解 雙 方 發 展 專

業人力連結的過程：  

「 … … 地震之後，我（ 中 區 伊 甸 員 工 ） 幫 一 些 機 構 帶 團 體 或 擔 任 顧 問 工 作 ，

例 如 B03中 部 地 區 大 概 有 十 二 個 團 體 是 我 在 帶 ， 是 他 們 主 動 找 我 的 ； B04

則 是 擔 任 他 們 社 工 的 顧 問 ， 他 們 每 三 禮 拜 來 我 們 機 構 做 個 案 研 討 或 是 個 案

管理導讀；B06則 是 參 加 B03的 團 體 督 導 後 ， 再 來 邀 請 我 作 他 們 機 構 的 督

導 ……」（A01） 

「 … … 因 921對 伊甸 的 專 案 補 助 而 有 資 源 的 連 結 及 進 一 步 認 識 ， 進 而 邀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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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 任 （ 中 區 伊 甸 ） 擔 任 身 心 障 礙 團 督 計 劃 的 中 區 團 體 督 導， … … 跟 中

區伊甸從 89年開始合作 ……」（B03） 

「 … … 921我 們 （ 社 會 福 利 機 構 ） 開 始 接 政 府 的 方 案 ， 服 務 和 平 鄉 的 身 心

障 礙 及 老 人 的 居 家 服 務 跟 送 餐 服 務 ， 我 們 才 跟 伊 甸 聯 繫 ， 因 為 他 們 在 身 心

障 礙 這 方 面 很 專 門 嘛 ！ 請 他 們 來 講 一 些 對 身 心 障 礙 者 的 基 本 認 識 ， 就 是 聘

請他們以講師的方式…針對身心障礙的部分……」（B04） 

「 … … 我 們 （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機 構 ） 有 申 請 聯 勸 補 助 ， 然 後 聯 勸 有 請 伊 甸 的

○ ○ 主 任 擔 任 中 部 案 子 的 督 導 ， … … 後 來 我 們 機 構 有一個案子也找伊甸的

○○主任當督導，一年來三次已經開始在執行了， ……」（B06） 

從資源連結的角度來看，「中區伊甸」提供專業督導人力協助其

他 社 會 機 構 這 一 事 件 ， 似 乎 對 於 伊 甸 本 身 沒 有 獲 取 實 質 增 加 資 源 方

面 利 益 ， 但 事 實 上 從 資 源 互 惠 互 利 的 觀 念 出 發 ， 現 在 的 付 出 在 未 來

可 能 隱 藏 回 收 的 可 能 ， 也 就 是 說 ， 在 未 來 當 「 中 區 伊 甸 」 需 要 遇 到

困 難 或 有 需 求 時 ， 受 過 伊 甸 協 助 的 機 構 也 許 將 有 可 能 在 適 時 提 供 適

合的資源協助。  

五、921地震對「中區伊甸」在發展資源連結工作之影響 

從 第 四 階 段 「 成 果 回 饋 時 期 」 整 理 分 析 發 現 ，921地 震 對 「 中

區伊甸」在發展資源 連結工作的影響 方面，事實上由於中部地區為

主 要 災 區 ， 因 此 平 時 與 「 中 區 伊 甸 」 有 連 結 關 係 的 機 構 資 源 ， 不 是

本 身 同 樣 受 到 地 震 災 害 影 響 而 面 臨 組 織 重 建 問 題 ， 要 不 就 是 鄰 近 災

區而需積極投入救災工作。 因 此 ， 在 地 震 過 後 ， 組 織 重 建 與 投 入 相

關 救 災 工 作 兩 大 雙 重 任 務 之 下 ， 機 構 間 較 缺 乏 相 互 提 供 協 助 的 情

況。 但 是 在 救 災 工 作 告 一 段 落 ， 重 建 與 服 務 工 作 步 入 常 軌 之 後 ， 檢

討 「 中 區 伊 甸 」 執 行 資 源 連 結 工 作 方 面 ， 研 究 者 歸 納 分 析 有 三 種 實

際現況值得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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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與政府部門、企業廠商及教會資源之連結合作關係增加： 

基 於 地 震 之 前 ， 雙 方 在 諸 多 合 作 方 案 或 互 動 機 會 中 所 建 立

的 深 厚 信 任 關 係 與 良 好 合 作 經 驗 ， 致 使 地 震 後 ， 政 府 部 門 將 有

關 身 心 障 礙 者 之 新 規 劃 方 案 繼 續 委 託 「 中 區 伊 甸 」 執 行 ； 企 業

廠 商 更 毫 無 考 慮 發 起 機 構 募 款 活 動 或 配 合 「 中 區 伊 甸 」 重 建 計

劃 ， 協 助 募 集 重 建 基 金 ； 而 教 會 資 源 則 是 跳 脫 傳 統 有 關 宗 教 活

動 方 面 之 協 助 ， 以 提 供 「 中 區 伊 甸 」 辦 公 場 地 的 方 式 拓 展 雙 方

更多元之連結合作關係。 

2 .與相關福利機構開始發展連結關係： 

社 會 福 利 機 構 之 間 因 為 資 源 競 爭 問 題 ， 因 此 雙 方 要 建 立 良

好 的 合 作 連 結 關 係 往 往 並 不 容 易 ， 然 而 透 過 聯 合 勸 募 協 會 團 體

督 導 的 機 會 ， 讓 擔 任 團 體 督 導 工 作 的 「 中 區 伊 甸 」 有 機 會 與 更

多 社 會 福 利 機 構 接 觸 ，而 相 關 社 會 福 利 機 構 則 因 此 瞭 解 「 中 區

伊 甸 」 在 身 心 障 礙 服 務 工 作 之 實 務 貢 獻 ， 進 而 主 動 要 求 與 之 建

立連結關係以協助推動身心障礙服務工作。 

3 .與學校及醫療資源之間維持原本的互動連結關係： 

從 「 中 區 伊 甸 」 資 源 連 結 發 展 過 程 中 ， 發 現 在 與 學 校 資 源

及 醫 療 資 源 互 動 時 ， 雖 然 雙 方 維 持 有 身 心 障 礙 個 案 轉 介 的 連 結

往 來 ， 但 是 其 中 仍 以 「 中 區 伊 甸 」 扮 演 較 為 積 極 主 動 的 角 色 ，

學 校 與 醫 院 資 源 則 多 處 於 被 動 配 合 的 單 位 為 主 。 因 此 ， 雖 然 地

震 發 生 當 時 醫 院 提 供 重 傷 患 者 名 單 以 供 「 中 區 伊 甸 」 進 行 後 續

關 懷 訪 視 工 作 ， 但 事 實 上 ， 雙 方 的 連 結 合 作 關 係 並 未 受 地 震 直

接 影 響 ， 在 恢 復 服 務 之 後 ， 雙 方 的 連 結 關 係 仍 然 維 持 與 地 震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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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 

總 體 而 論 ， 雖 然 經 過 921地 震 之 後 ， 包 括 政 府 、 企 業 廠 商 、 教

會 以 及 社 會 福 利 機 構 資 源 均 增 加 或 是 開 始 與 「 中 區 伊 甸 」 發 展 資 源

連 結 合 作 關 係 ， 但 是 其 主 要 原 因 仍 是 因 為 基 於 雙 方 長 期 連 結 互 動 經

驗中，對於「中區伊甸」產生信任感、對其專業服務能力肯定、宗

教 信 仰 方 面 的 認 同 或 是 其 在 身 心 障 礙 領 域 所 建 立 的 公 信 力 ， 因 此 願

意 進 一 步 建 立 連 結 合 作 關 係 ， 也 就 是 透 過 連 結 互 動 經 驗 中 凝 聚 雙 方

的社會資本，而這部分於第三節中將繼續分析討論。 

 

第三節  從社會資本理論觀點分析資源連結之互動過程 

本 研 究 目 的 強 調 透過 資 源 連 結 過 程 ， 觀 察 存 在 於 關 係 網 絡 中 的 社 會

資本，以及對組織發展的正面影響。而根據資料分析結果，「中區伊甸」

拓 展 資 源 連 結 工 作 的 過 程 中，總 共 透 過 六 種 內 涵 實 際 運 作 來 開 創 與 累 積

組 織 間的社會資本。 此 六 種 內 涵 分 別 可 由 「 組 織 外部」 及「 組 織內部」

兩 方 面凝聚：「組織外部」指：「中區伊甸」藉由與其他組織之間進行資

源 連 結 而 創 造 與 累 積 社 會 資 本 而 來，因此受雙方連結互動過程所產生的

影 響 ， 有 ：�由「信賴關係」凝聚社會資本、 �由 「 專 業 權 威 關 係 」 凝

聚社會資本、 �由「契約關係」中凝聚社會資本；而「組織內部」則是

「中區伊甸」本身已具備的組織特質，成為外界機構在選擇與「中區伊

甸」發生資源連結關係時的評估依據，計有： �由「機構公信力」凝聚

社 會 資 本 、�從「宗教信仰」中凝聚社會資本以及�從「組織使命」中

凝聚社會資本。以下就上述六項社會資本內涵分別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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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信賴關係」凝聚社會資本 

信 賴 關 係 是 透 過 「 中 區 伊 甸 」 與 外 部 組 織 之 間 互 動 經 驗 過 程 所 建

立，因為在連結互動過程中對於雙方的工作態度獲得正面肯定回應，進

而 產 生 信 任 或 信 賴 的 感 覺 ， 因 而 有 助 於 提 昇 未 來 雙 方 連 結 合 作 的 可 能

性。實務上，透過有互動的雙方相互實踐信任關係而促發社會資本，更

藉此協助達到期望之目標與利 益。至於「中區伊甸」本身對於信賴關係

是如何看待？在二位伊甸受訪者的訪談中可以深刻體會機構本身，認 為

將 誠 信 置 於 資 源 間 的 互 動 基 礎 之 上，對組織對外經營資源連結工作的重

要性： 

「 … … 其實在我（中區伊甸員工）的觀點機構誠信原則非常重要，機構的誠信

原則表現在服務專業度，與願意跟補助單位負責任的態度 ……」（A01） 

「 … … 信 任 感 的 問 題 ， … … 初 期 透 過 媒 體 紕 漏 再 加 上 服 務 做 ， 有 認 識 就 比 較 有

信任感，信任度起來就會有認同 ……」（A03） 

而 一 位 受 訪 者 更 認 為 機 構 之 間 往 來 互 動 ， 能 夠 建 立 在 信 賴 關 係 的 基

礎上，對於雙方緊急需要協助的情況發生時，應可以 發 揮 立 即 的 效 果 ： 

「 … … 信 任 關 係 的 建 立 是 一 個 基 礎 ， 比 如 有 一 個 共 同 的 目 標 是 為 社 會 工 作 努

力 ， 再 加 上 平 常 來 往 過 程 的 裡 面 有 一 些 溝 通 ， 有 這 樣 的 信 任 基 礎 之 後 ， 有 事

情需要互相幫助協助的時候就會覺得有這樣的網絡可以建立……」（B03） 

信 賴 關 係 也 從 「 中 區 伊 甸 」 執 行 委 託 方 案 經 費 使 用 時 ， 所 遵 守 誠 信

原則中建立，一位公部門受訪者強調：  

「 … … 譬 如 說 我 們 今 天 的 關 係 ， 我 補 助 你 經 費 ， 所 以 經 費 不 是 你 的 ， 但 是 你

又沒有尊重我們，因此遵守誠信原則是很重要的……」（B01） 

其 他 組 織 基 於 對 「 中 區 伊 甸 」 的 信 任 ， 而 主 動 捐 款 或 是 提 供 募 款 方

面的協助，則 可說是透過平時所建立的信任基礎，直接得到實質上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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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具體表現，因此從以下三位受訪者陳述中可以獲得印證：  

「 … … 對伊甸很信任，當時地震後把捐款捐給伊甸，還好是捐給伊甸，因為明

確知道他們的用途（關於捐款使用方面），很放心……」（B07） 

「 … … 以 前 有 一 年 全 院 幫 伊 甸 義 賣 愛 心 磚 ， … … 我們（區域性醫院）幾乎沒有

幫 其 他 機 構 做 過 這 樣 的 募 款 活 動 ， 其 實 也 沒 有 人 像 伊 甸 這 樣 主 動 積 極 敢 要

求，另一方面覺得伊甸是一個真正在做事的機構， … … 對 伊 甸 的 信 任 感 也 夠 ，

我 們 相 信 他 募 款 會 絕 對 用 到 服 務 上 面 ， 這 個 服 務 是 有 利 於 社 會 的 ， 這 個 信 任

度是夠的……」（B11） 

「 … … 我們公司免費提供場地給伊甸訓練學員，後來還晉用表現良好的學員成

為 正 式 員 工 ， … … 在 與 伊 甸 互 動 的 過 程 中 建 立 了 雙 方 信 任 基 礎 ， 甚 至 後 來 政

府 補 助 給 公 司 的 晉 用 身 障 員 工 獎 勵 金 ， 我 們 也 完 全 捐 給 伊 甸 ， 而 且 有 時 候 還

會訂伊甸的糕餅產品呢 ……」（B09） 

綜 合 言 之 ， 不 管 是 因 為 信 任 「 中 區 伊 甸 」 而 願 意 將 更 多 的 合 作 方 案

交給他們來做；或是信賴「中區伊甸」而願意投入更多捐款不擔心其用

途，這都是信賴關係中凝聚社會資本進而獲得更大利益的具體表現。 進

一步來說，也就是因為信賴關係必須建立在雙方都認同的基礎上，才會

產生只存在於有關係的雙方且能為其謀得更大利益的社會資本。 

 

二、由「專業權威關係」凝聚社會資本 

所 謂 「 專 業 權 威 」 指 的 是 「 中 區 伊 甸 」 的 專 業 服 務 能 力 （ 包 括 機 構

的 專 業 服 務 能 力 或 是 機 構 專 業 服 務 人 員 能 力 ）在 身 心 障 礙 領 域 所 獲 得 的

肯定與認同，外界機構為借重其專業權威，而與之建立連結關係並獲得

額外的資源，誠如二位公部門受訪者表示，公部門機構對於「中區伊甸」

在身心障礙專業服務能力方面的肯定，因 此 在 執 行 評 估 方 案 委 託 機 構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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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成為重要參考依據： 

「 … … 因為我們（縣級政府）每次委託民間辦理社會福利服務，我們每年都會

做評鑑，他們（中區伊甸）連續兩年 的 評 鑑 都 蠻 高 的 … 到 目 前 為 止 ， 重 傷 跟 身

心障礙大家都會想到他們，所以他們算是成功了 … 專業人員也夠，即使今天要

跟政府承接一些方案，好像非他們做不成了……」（B01） 

「 … … 伊甸最有利的條件是目前第一考量是專業問題，因為必須要能夠執行服

務……」（B02） 

對 於 其 他 相 關 社 會 福 利 機 構 而 言 ，「 中 區 伊 甸 」 在 身 心 障 礙 服 務 領

域所建立的專業權威，更 是 他 們 冀 望 能 夠 連 結 並 進 而 成 為 協 助 自 己 機 構

發展身心障礙方面的專要能力與知識的目的，從 以 下 社 會 福 利 機 構 受 訪

者的訪談中可以解析： 

「 … … 他們（中區伊甸）有專業人員在裡面，充足經驗，調整規劃，他們的能

力其實很夠的，而因為 921而有資源連結及進一步認識，進而邀請○○主任擔

任身心障礙團督計畫的中區團體督導……」（B03） 

「 … … 因 為 伊 甸 在 身 心 障 礙 這 方 面 很 專 門 嘛 ！ … … 做 的 很 專 ， 長 期 下 來 就 建 立

專 業 的 口 碑 ， 所 以 人 家 講 到 伊 甸 就 會 想 到 身 心 障 礙 ， 絕 對 不 會 再 想 到 他 們 還

會 做 什 麼 ， 請 他 們 來 講 一 些 身 心 障 礙 者 的 基 本 認 識 ， 以 講 師 的 方 式 聘 請 他 們

來做這方面的指導，在這方面他們一直都是我們的顧問……」（B04） 

而 專 業 能 力 也 經 常 成 為 不 同 領 域 機 構 評 估 是 否 與 「 中 區 伊 甸 」 發 展

連結關係時的考量，或是作為比較不同社會福利機構服務時的依據，這

在企業、醫院、教會及學校等受訪者的訪談中可以得到印證：  

「 … … 我們飯店目前也只有跟伊甸有合作關係，因為伊甸在台中地區身心障礙

服務方面很專業，也很用心，我們很認同他們 ……」（B07） 

「 … … 服 務 上 面 比 較 專 業 … … 專 業 度 比 較 夠 ， … … 這 是 目 前 海 線 幾 個 機 構 比 較

缺乏的，所以伊甸在服務專業上面比較佔有優勢……」（B11） 

「 … … 因為我（教會牧師）一直覺得說伊甸在專業上要求相當注重，一定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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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品質……」（B12） 

「……伊甸在專業服務上面及就業輔導上面的爆發力很強 ……」（B13） 

總 之 ，「 中 區 伊 甸 」 因 其 在 身 心 障 礙 服 務 領 域 所 樹 立 的 專 業 權 威 ，

而讓機構獲得更多來自外界的資源與利益，累 積 與 開 拓 了 機 構 間 的 社 會

資本。  

三、由「契約關係」中凝聚社會資本  

組 織 間 的 資 源 連 結 關 係 ， 藉 由 明 文 規 定 或 正 式 的 合 約 可 以 規 範 雙

方 之 權 利 與 義 務 ， 也 可 使 連 結 互 動 關 係 穩 定 化 ， 而 社 會 資 本 更 可 透 過

明定的規範制度中凝聚為雙方連結行動提供便利。一般來說，「 中 區 伊

甸 」 向 公 部 門 或 聯 合 勸 募 協 會 透 過 正 式 規 定 程 序 申 請 方 案 或 經 費 補 助

時 ， 雙 方 已 建 立 具 有 合 法 契 約 化 的 連 結 關 係 ； 至 於 其 他 機 構 邀 請 「 中

區伊甸」擔任督導或是顧問角色時，「中區伊甸」則要求透過正式發文

或 是 給 予 正 式 聘 書 的 方 式 ， 明 定 雙 方 這 一 層 次 的 的 人 力 連 結 關 係 ， 猶

如 以 下 二 位 社 會 福 利 機 構 受 訪 者 陳 述 ， 邀 請 「 中 區 伊 甸 」 員 工 擔 任 其

機構督導工作的過程中可以瞭解：  

「 … … 團 督 計 劃 是 邀 請 好 幾 個 機 構 資 深 的 主 任 或 督 導 來 擔 任 裡 面 的 leader（ 督

導 ） 或 是 co-leader（ 協 同 督 導 ）， 在 這 樣 子 之 下 我 們 必 須 獲 得 組 織 正 式 同 意 ，

就 是 他 們 的 工 作 人 員 可 以 出 來 參 與 這 個 計 劃 ， 所 以 我 們 有 一 個 簡 單 書 面 的 組

織同意書，當然我們會補助這個組織要付出的行政費用部分……」（B03） 

「 … … 後 來 以 聘 書 的 方 式 正 式 聘 用 ○ ○ （ 指 中 區 伊 甸 員 工 ） 擔 任 我 們 機 構 的

督導，也有成立顧問團，那顧問就有一定任期的 ……」（B04） 

除 此 ，「 中 區 伊 甸 」 也 藉 由 正 式 行 文 的 方 式 ， 將 連 結 的 層 次 從 個 人

提升至機構，而從以下伊甸受訪者的訪談中可以瞭解： 

「 … … 其實我們在做資源開拓的過程中，基本上都是用機構的名義出去，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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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的 機 構 看 伊 甸 是 因 為 某 個 人 才 邀 請 ， 我 們 還 是 要 求 請 對 方 透 過 正 式 行 文 ，

用機構名義，只是可以指定某一個人……」（A01） 

對 「 中 區 伊 甸 」 而 言 ， 透 過 契 約 、 同 意 書 等 明 文 規 範 確 立 雙 方 的

連 結 關 係 ， 除 了 可 以 獲 得 表 面 的 經 費 與 人 力 資 源 效 益 之 外 ， 更 可 避 免

受 到 無 法 掌 握 之 外 來 因 素 干 擾 而 影 響 機 構 合 作 關 係 ， 另 外 也 不 用 擔 心

會 有 臨 時 取 消 合 作的 情 形 ， 減 少 因 為 人 為 操 縱 或 是 人 事 異 動 所 造 成 的  

資源不確定性。  

四、由「機構公信力」凝聚社會資本  

本研究將「機構公信力」定義為「非營利組織的 服務 與運作為社會

大眾所信服的程度或是擁有良好形象、知名度與聲望，而足以證明是一

個可靠的機構」。 因 此 ， 公 信 力 應 該 是 機 構 本 身 在 平 時 就 應 該 去 努 力 建

構而不會受外在機構互動過程所影響，但 是 卻 可 能 會 影 響 外 在 機 構 在 評

估 與 決 定 是 否 與 之 合 作 的 考 量，因此與建立在機構之間互動關係過程所

累積的信賴關係並不相同。進一步來說，在信賴關係討論中發現，許多

機構願意與「中區伊甸」建立連結或合作關係，是立基於平時的互動過

程 所 建 立 起 來 的 相 互 信 任 基 礎 。 但 是 相 對 於 ， 過 去 缺 乏 與 「 中 區 伊 甸 」

有 互 動 經 驗 或 是 剛 開 始 要 展 開 連 結 關 係 的 機 構 來 說 ，「 中 區 伊 甸 」 本 身

具 有 已 經 獲 得 社 會 大 眾 認 可 的 公 信 力 或 是 口 碑，就 成 為 這 些 機 構 評 估 的

最佳參考準則，誠如三位受訪者所言：  

「 … … 因為他們（中區伊甸）本來在中部地區，不要說他的知名度，民眾對他

們的印象都不錯 … … 到目前為止重傷跟身心障礙者大家都會想到他，所以他是

成功了，因為以現在台中縣現有的身心障礙機構裡面，如果你要辦一個研習，

你會覺得伊甸比較嚴格，……這會涉及公信力……」（B01） 

「 … … 因 為 他 們的 公 信 力 也 蠻 好 的 ， 我 是 想 伊 甸 可 能 就 是 會 讓 人 家 很 放 心 啦 ，

就是從以前到現在，比較不會讓人家去質疑啦！……」（B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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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公 信 力 是 當 初 我 們 公 司 願 意 跟 伊 甸 配 合 的 一 個 主 因，跟 部 門 同 事 討 論 真

的 是 公 信 力 ， 對 伊 甸 比 較 放 心 ， 我 覺 得 他 們 之 前 就 建 立 一 個 很 好 的 形 象 … … 」

（B08） 

而 「 中 區 伊 甸 」 也 由 於 體 認 到 ， 非 營 利 組 織 是 屬 於 社 會 大 眾 所 有 的

公 共 財 特 性，因而強調建立組織公信力的重要性，一位伊甸受訪者表示： 

「 … … 伊甸是社會大眾的，屬於公共財，不是私有財，在這個單位的所有工作

人 員 ， 那 怕 是 助 理 社 工 ， 我 們 都 必 須 去 保 護 這 樣 的 公 共 財 ， 那 是 對社 會 大 眾

的 交 代 ， 要 做 什 麼 事 情 一 定 要 讓 機 構 認 同 ， 認 同 之 後 我 們 會 全 力 去 配 合 … … 」

（A01）。 

實 務 上 ， 對 非 營 利 組 織 而 言 ， 公 信 力 是 維 繫 組 織 生 存 使 命 且 有 別 於

不同類型組織最珍貴的資產，透過公信力凝聚的社會資本，更是非營利

組織獲取社會大眾無形支持及實質捐贈時的最大根基。  

五、從「宗教信仰」中凝聚社會資本  

宗 教 信 仰 對 「 中 區 伊 甸 」 發 展 資 源 連 結 工 作 的 影 響 可 從 二 方 面 來 探

討：首先，基於相同宗教信仰的原因，致使「中區伊甸」容易獲得來自

同宗教信仰方面資源的協助，而其協助內涵包括：關懷社區身心障礙學

員與家屬、帶領宗教相關活動、推動募款 義賣活動、支援義工人力以及

提供場地設備，在以下二位受訪者的訪談中可以得到印證： 

「 … … 我 們 教 會 幫 他 們 做 過 義 賣 、 賣 聖 誕 卡 、 賣 月 餅 蔬 菜 … .， 跟 伊 甸 比 較 密

切 接 觸 之 後 就 會 找 一 些 教 友 去 做 服 務 ， 比 如 他 們 需 要 音 樂 老 師 ， 我 們 教 會 有

音 樂 老 師 就 去 支 援 ， 需 要 割 草 ， 我 們 有 教 友 在 公 園 做 清 潔 工 作 就 去 幫 他 們 鋤

草 … .-而 機 構 間 比 較 正 式 的 合 作 則 是 我 們 把 教 會 部 分 場 地 借 給 他 們 當 作 居 家

照顧辦公室 ……」（B12） 

「 … … 剛開始帶孩子來伊甸受訓，我的生活及經濟狀況都很不好，伊甸的老師

協 助 我 ， 帶 我 進 入 基 督 教 ， 後 來 我 家 附 近 的 教 會 有 給 我 很 多 幫 助 ， 甚 至 在 我

住院 的 時 候 有 都 是 他 們 在 照 顧 我 ， 我 覺 得 伊 甸 幫 助 我 很 大 ， 所 以 現 在 我 有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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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來伊甸當志工……」（B14） 

其 次 ， 則 是 組 織 內 部 員 工 因 為 宗 教 信 仰 而 對 機 構 產 生 凝 聚 力 與 共

識，致使「中區伊甸」發展出獨特之組織文化，伊甸受訪者就表示了宗

教信仰對其在專業服務提供上的協助：  

「 … … 伊甸是一個基督教機構，基督教信仰是一直在維繫這樣的機構命脈，以

目 前 來 講 一 二 級 主 管 以 上 幾 乎 都 是 基 督 徒 ， 其 實 工 作 量 很 大 ， 又 要 兼 顧 內

外 … … 所以整個信仰相同，面對挫折時態度比較一致，比較不會溝通後算了離

職，會有團隊意識 ……」（A01）。 

「 … … 當 然 伊 甸 是 朝 向 雙 福 ，就是福利服務跟福音服務，透過福利把福音帶給

身心障礙朋友， … … 基 督 教 文 化 的 背 景 讓 我 們 在 工 作 上 面 的 態 度 ， 有 很 大 的 幫

助，真的幫助我們去省思……」（A02）。 

而 這 股 組 織 文 化 不 僅 有 助 於 其 機 構 本 身 的 專 業 服 務 提 供 ， 事 實 上 更

已經讓外界感受到，因宗教信仰帶給機構的穩定作用，因此願意且放心

與「中區伊甸」發展更多連結合作關係，相關受訪者的陳述紀錄如下： 

「 … … 另外，可能這個機構本身的宗教信仰也很強，所以成員的奉獻很夠 … … 」

（B01） 

「 … … 就 我 們 接 觸 的 工 作 人 員 裡 面 ， 因 為 宗 教 的 使 命 感 對 工 作 會 更 加 熱

切……」（B03） 

「 … … 宗 教 信仰對他們有幫助，因為我覺得他們的主管階層懂得用這方面來帶

人 啦 ！ 都 很 穩 定 ， 我 認 識 的 兩 個 主 任 都 蠻 穩 定 的 ， 在 信 仰 方 面 ， 因 為 自 己 有

的話比較容易去照顧別人去關懷同工……」（B04） 

「……宗教的力量讓伊甸能夠快速恢復服務……」（B06） 

「 … … 以我對伊甸的了解，最主要的是他們大部分的管理階層都有信仰，信仰

對於他們管理階層幾乎是很普通的的情形，我覺得（921之後）可以快速的回

來，信仰是很重要的支持力量……」（B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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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真的我發現伊甸有一個很好的信仰，很多人願意進到裡面做事，信仰也

是 伊 甸 的 一 個 特 質， 一 群 很 快 樂 的 人 在做 好 像 傻 瓜 ， 感 受 到 讓 人 很 感 動 … … 」

（B13） 

總 之 ，「 中 區 伊 甸 」 藉 由 宗 教 信 仰 的 組 織 特 質 ， 凝 聚 社 會 資 本 ， 透

過社會資本的運作，讓「中區伊甸」可以獲得來自宗教資源或是外部其

他機構的支持與協助。 

六、從「組織使命」中凝聚社會資本 

組織 創立與存在的目的即 是使命（Mission），而明確的使命是獲得

組織認同的先決條件（司圖達賢，1999）。「 為 身 心 障 礙 者 服 務 並 且 滿 足

其福利需求」正是「中區伊甸」從創立至今從未改變過的明確組織使命，

因此長久下來讓組織員工有依循的工作目標，一 位 資 深 的 伊 甸 員 工 就 有

下列深刻的感受：  

「 … … 一 個 機構的主軸如果經常在變，或是讓員工摸不清楚走向，其實會讓大

家很沒有目標跟安全感，對我們來講很清楚，今天我們就是針對身心障礙者，

對 資 源 來 說 遇 到 身 心 障 礙 者 或 是 需 要 這 樣 需 求 的 人 ， 他 很 明 確 知 道 要 找 你 ，

所以一個機構服務宗旨很明確會覺得很踏實……」（A02） 

除 此 ， 嚴 守 「 身 心 障 礙 服 務 領 域 」 的 組 織 特 質 ， 更 是 在 社 會 福 利 機

構 間 形 成 強 烈 的 服 務 區 隔 性，這 對 於 需 要 尋 求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機 構 合 作 的

外部組織來說，具有強烈吸引力也減少搜尋的過程，因此多位受訪者有

以下深刻的感受：  

「 … … 目 標 明 確 就 是 伊 甸 自 己 對 於 要 從 事 的 服 務 和 服 務 項 目 都 非 常 清 楚， … …

所以這是伊甸可以提供在各地區建立工作功能的主要因素 ……」（B03） 

「 … … 伊甸一直有他的理念在，很固定就是做身障者，不會改變，他做的很專，

服 務 對 象 就 是 這 些 ， 長 期 下 來 就 是 他 們 的 專 業 口 碑 ， 甚 至 地 震 後 ， 還 是 做 身



 62 

障 者 ， 所 以 只 要 講 到 伊 甸 就 會 想 到 身 心 障 礙 ， 絕 對 不 會 想 到 別 的 … … 」（B04） 

「……理念、主旨沒有動搖，堅持為身心障礙者服務 ……」（B07） 

「 … … 有特定目標在動，不像有些基金會服務對象很廣泛，伊甸服務對象很明

確，宗旨很明確……」（B11） 

進 一 步 來 說 ，「 中 區 伊 甸 」 因 為 明 確 的 組 織 使 命 ， 讓 與 外 界 建 立 資

源 連 關係時佔有極佳優勢，無形中累積組織本身的社會資本，透過它讓

資源拓展過程更加有利。 

 

 

 

 

根 據 第 二 章 文 獻 理 論 探 討 （ p. 14） 與 實 務 現 況 結 果 將 社 會 資 本 內

涵做相對照，詳如（表四，p.63）： 

     表四  社會資本內涵比較 

文 獻 理 論  研 究 結 果  

1.信任 1.信任關係 

2.規範與獎懲 2.契約關係 

3.權威關係 3.專業權威關係 

4.責任與期待 

關 

係 

構 

面 

5.信息管道 

 

由 

組

織 

外 

部 

認 

知 

構 

面 

【組織特性】 

1.組織使命 

2.公信力 

3.信譽或聲望 

1.組織使命 

2.公信力 

3.宗教信仰 

由 

組

織 

內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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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 員 認 同 感 與 凝 聚

力 

＊ 資料來源：根據 Coleman（1990，pp. 306-313）與 Nahapiet＆ 

Ghoshal（1998，p. 243），以及本研究結果，研究者自行整理。 

從 表 四 社 會 資 本 內 涵 比 較 表 中 ， 研 究 者 認 為 有 三 點 實 務 現 況 值 得 深

入探討： 

1 .以 「 由 組 織 外 部 」 與 「 由 組 織 內 部 」 改 稱 「 關 係 構 面 」 與 「 認 知

構面」部分： 

Nahapiet＆Ghoshal（1998）以「關係構面」指稱透過長期互動

關 係 所 建 構 或 延 伸 的 資 源 ， 以 及 強 調 具 有 共 同 認 同 意 識 所 建 構 之

「 認 知 構 面 」 這 兩 部 分 ， 在 本 研 究 資 源 連 結 議 題 中 ， 改 以 「 由 機 構

外部」與「由機構內部」兩角度說明較為適當。研究結果發現，在

非 營 利 組 織 執 行 資 源 連 結 果 過 程 ， 從 資 源 互 動 關 係 之 建 立 與 維 繫 中

可 以 獲 得 來 自 機 構 外 部 的 社 會 資 本 ， 亦 即 這 部 分 之 社 會 資 本 主 要 是

與 外 部 機 構 互 動 中 累 積 而 來 ； 另 一 方 面 ， 資 源 連 結 中 認 知 構 面 的 社

會 資 本 ， 則 主 要 藉 由 非 營 利 組 織 平 時 努 力 所 建 立 而 來 ， 亦 即 由 機 構

內部之組織特性所累積。 

2 .從組織外部互動過程獲取社會資本部分： 

從 機 構 外 部 資 源 互 動 過 程 中 所 獲 得 關 係 構 面 之「 信 任 關 係 」、「 專

業權威關係」與「 契 約 關 係 」三種社會 資 本 形 式，印證 Coleman（1990）

及 Nahapiet＆Ghoshal（1998）觀點：即透過「信任」、「規範與獎

懲 」 及 「 權 威 關 係 」 三 種 形 式 之 社 會 資 本 ， 能 協 助 機 構 動 員 更 多 所

需的 資源。但 是 文 獻 中 有 關 「 責 任 與 期 待 」 與 「 信 息 管 道 」 兩 者 ：

即 以 掌 握 較 多 訊 息 關 管 道 或 是 期 待 以 承 擔 責 任 獲 取 更 多 資 源 的 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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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在本研究中無法獲得較為具體驗證結果，其 原 因 可 能 是 受 訪 機

構 對 於 透 過 先 盡 義 務 以 期 待 獲 得 相 對 回 饋 或 訊 息 之 自 利 連 結 目

的，會持保留態度或避免直接回答該類看法。 

3 .從組織內部之組織特性累積社會資本部分： 

研 究 結 果 中 發 現 「 機 構 公 信 力 」 與 「 組 織 使 命 」 部 分 ， 在 機 構

內 部 組 織 特 性 部 分 獲 得 印 證 ， 即 強 調 從 組 織 使 命 、 公 信 力 、 信 譽 或

聲 望 、 認 同 感 及 成 員 的 凝 聚 力 方 面 可 以 累 積 社 會 資 本 ， 並 且 協 助 非

營 利 組 織 拓 展 資 源 ， 更 也 可 影 響 外 部 機 構 做 為 是 否 建 立 資 源 連 結 關

係 之 評 估 準 則 。 而 有 關 「 宗 教 信 仰 」 部 分 雖 未 如 同 字 面 解 釋 而 直 接

包 含 於 組 織 特 性 之 中 ， 但 實 務 上 帶 有 宗 教 性 質 的 非 營 利 組 織 聚 集 的

社會資本能力，在台灣社會儼然已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就本

研 究 而 言 ， 值 得 重 視 的 是 外 部 組 織 由 於 「 中 區 伊 甸 」 宗 教 信 仰 帶 給

組 織 穩 定 作 用 ， 進 而 肯 定 機 構 且 發 展 連 結 關 係 的 情 況 ， 其 中 建 立 連

結 關 係 的 組 織 不 僅 有 同樣具有宗教性質的教會，更包括非宗教性性

質 的 政 府 與 社 會 福 利 機 構 ， 因 此 ， 經 過 本 研 究 結 果 確 實 檢 證 出 ， 宗

教性質這項組織特性在資源連結工作中有其影響。 

在 實 務 上 ， 非 營 利 組 織 進 行 與 發 展 資 源 連 結 工 作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希 望

獲得來自外界資源的協助，以達到機構獲取方案合作機會、推動服務內

容 與 減 低 機 構 行 政 成 本 等 目 標，為此實務機構行政管理者必須經常思索

與設計資源連結的策略，以促使成功達成機構目標。然而由於社會資源

有限，因此組織之間在相互競爭資源的壓力之下，非營利組織容易落入

短視近利去獲取資源，卻 忽 略 充 實 自 身 專 業 能 力 與 維 繫 既 有 合 作 關 係 的

重要性。基於此，本研究在透由社會資本觀點分析中發現：資源連結過

程中雙方的互動關係以及非營利組織本身的組織特質，對 於 資 源 連 結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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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成敗與否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進 一 步 說 明 ， 以 社 會 資 本 的 觀 點 ， 可 以 從 兩 方 面 來 努 力 及 提 昇 組 織

之間成功達成資源連結的目的；首先，非營利組織的組織使命與機構公

信力是獲取來自社會大眾認可的社會資本最重要根基，隨 著 機 構 所 建 立

的良好信譽，社會資本可以不斷地被累積與創造。反之一個失去使命與

公信力的機構，將得不到社會大眾的任何支持，想要獲得來自社會的資

源支持與援助將更不易。再者，非營利組織尋求外界資源 連結的機會固

然 重 要，但是資源連結關係的維繫則會影響未來是否繼續或是拓展合作

的 可 能 ， 因 此 ， 非 營 利 組 織 應 該 著 重 與 外 部 組 織 之 間 建 立 專 業 權 威 關

係、契約關係與信任關係，社會資本透過這三種關係所產生的凝聚力與

共識，可以減少無法掌握的外來因素干擾並可穩定雙方的連結關係。 總

結 而 論，本研究強調透過存在於關係網絡中的社會資本來觀察資源連結

工作之目的，即是藉由累積資本的觀念，協助非營利組織另一種經營與

規劃資源時的參考。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 一 節    研究結論 

本 研 究 主 要 目 的 是 從 社 會 資 本 理 論 觀 點 分 析 「 中 區 伊 甸 」 資 源 連 結

工作之發展過程，茲將主要結論摘述如下： 

一、分析「中區伊甸」資源連結工作發展歷程部分 

「 中 區 伊 甸 」 之 資 源 連 結 發 展 歷 程 依 研 究 結 果 分 為 四 個 時 期 ， 因 應

組 織 發 展 任 務 與 外 在 環 境 影 響 ， 因 此 每 個 時 期 呈 現 不 同 工 作 重 點 與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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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簡單摘述如下： 

1 .「資源連結摸索時期」： 

在本時期中，「 中 區 伊 甸 」發 現 身 心 障 礙 者 主 要 有 就 醫 經 濟 補 助

與 就 業 輔 導 兩 大 福 利 需 求 ， 因 此 在 資 源 連 結 對 象 的 規 劃 上 就 以 醫 療

與 職 業 重 建 資 源 為 主 。另 一 方 面 ，「 中 區 伊 甸 」 面 對 當 時 身 心 障 礙

福利觀念尚在萌芽的中部地區，為協助身心障礙者爭取其權益，因

此也連結其他社會福利機構力量為此議題努力。 

2 .「資源拓展時期」： 

此 時 期 中 ， 除 了 與 醫 療 資 源 的 連 結 目 的 ， 從 原 本 的 經 濟 補 助 轉

為 協 助 身 心 障 礙 者 後 續 復 健 服 務 為 主 之 外 ， 也 開 始 以 推 動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生 涯 轉 銜 服 務 而 連 結 學 校 資 源 ， 以 規 劃 中 重 度 身 心 障 礙 者 就 業

服 務 為 目 的 連 結 各 項 職 業 訓 練 資 源 ， 在 達 成 機 構 推 動 福 利 與 福 音 之

“雙福 ”理念拓展與教會資源的互動，最後則是配合總會年度義賣活

動而連結中部地區的學校、醫院與醫療資源。 

3 .「資源連結穩定發展時期」： 

本 時 期 由 於 受 到 「 中 區 伊 甸 」 正 式 向 台 中 市 政 府 申 請 立 案 通 過

的 影 響 ， 因 此 可 以 具 合 法 的 非 營 利 組 織 名 義 ， 積 極 與 中 部 地 區 資 源

建立更多元，甚至契約式的合 作 關 係 ， 尤 其 在 公 部 門 資 源 、 醫 療 資

源 、 企 業 廠 商 資 源 、 教 會 資 源 與 教 育 資 源 方 面 ， 連 結 的 內 涵 與 互 動

往來頻率都較過去有大幅成長。 

4 .「成果回饋時期」： 

本 時 期 資 源 連 結 工 作 受 到 921地 震 影 響 之 故 ， 資 源 連 結 工 作 的

著 重 在 籌 建 組 織 重 建 基 金 以 及 推 動 921地 震 重 傷 患 者 居 家 照 顧 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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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重點。 而 過 去 「 中 區 伊 甸 」 長 期 致 力 於 為 中 部 地 區 身 心 障 礙 者

服 務 的 努 力 ， 也 以 慢 慢 受 到 中 部 其 他 組 織 的 肯 定 與 重 視 ， 因 此 在 本

階 段 中 「 中 區 伊 甸 」 不 再 只 是 固 守 於 接 受 資 源 者 的 角 色 ， 而 逐 漸 成

為有能力提供資源協助外界機構的單位。 

二、921地震對「中區伊甸」資源連結工作之影響 

訪 談 對 象 表 示 基 於 過 去 連 結 互 動 經 驗 中 ， 對 「 中 區 伊 甸 」 產 生 的 信

任感、對其專業服務能力肯定、宗教信仰方面的認同或是其在身心障礙

領域所建立的公信力，因此包括政府、企業廠商、教會以及社會福利機

構資源，在 921地震之後，雙方的連結關係不僅未受影響，甚至願意進

一步發展更多元的合作關係，而其詳細發展情況則有三方面：�與 政 府

部門、企業廠商及教會資源之連結合作關係增加；�與 相 關 福 利 機 構 開

始發展連結關係；�與 學 校 及 醫 療 資 源 之 間 維 持 原 本 的 互 動 連 結 關 係 。

從上述分析研判，921地震可視為檢視「中區伊甸」執行資源連結成果

的最佳觀察時間點。 

三、從社會資本觀點分析組織間資源連結互動過程 

「 中 區 伊 甸 」 在 發 展 資 源 連 結 過 程 所 呈 現 之 六 種 社 會 資 本 形 式 內

涵，包括：信賴關係、專業權威關係、契約關係、機構公信力、宗教信

仰 特 質 與 明 確 組 織 使 命，其中更可將之分為組織外及組織內兩方面來分

析： 

1 . 組織外部方面： 

指 的 是「中區伊甸」藉由與外部組織之間進行資源連結中創造與

累 積 而 來 ， 因 此 主 要 受 雙 方 連 結 互 動 過 程 所 影 響 ， 包 括 ：�由 「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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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 關 係 」 凝 聚 社 會 資 本 、 �由 「 專 業 權 威 關 係 」 凝 聚 社 會 資 本 、 �

由「契約關係」中凝聚社會資本。 

2 . 組織內部方面： 

指的是「中區伊甸」本身已具備的組 織 特 質 非 受 外 界 組 織 影 響 ，

但 卻 是 外 界 機 構 在 選 擇 與 之 發 生 資 源 連 結 關 係 時 的 評 估 依 據 ， 包

括： �由 「 機 構 公 信 力 」 凝 聚 社 會 資 本 、�從 「 宗 教 信 仰 」 中 凝 聚

社會資本以及�從「組織使命」中凝聚社會資本。 

進 一 步 來 說 ， 藉 由 上 述 兩 方 面 社 會 資 本 內 涵 的 累 積 ， 非 營 利 組 織 可

以從兩方面來努力及提昇組織之間成功達成資源連結的目的；首先，非

營 利 組 織 的 組 織 使 命 與 機 構 公 信 力 是 獲 取 來 自 社 會 大 眾 認 可 的 社 會 資

本最重要的根基，隨著機構所建立的良好信譽，社會資本可以不斷地被

累積與創造，相對地也容易獲得來自社會的資源支持與援助。再者，非

營 利 組 織 尋 求 外 界 資 源 連 結 的 機 會 固 然 重 要，但是資源連結關係的維繫

則會影響未來是否繼續或是拓展合作的可能。因此，非營利組織應該著

重與外界組織之間建立專業權威關係、契約關係與信任關係，社會資本

透 過 這 三 種 關 係 所 產 生 的 凝 聚 力 與 共 識，可以減少無法掌握的外來因素

干擾並可穩定雙方的連結關係。 總結而論，本研究強調透過存在於關係

網 絡 中 的 社 會 資 本 來 觀 察 資 源 連 結 工 作 之 目 的，即 是 藉 由 累 積 資 本 的 觀

念，協助非營利組織另一種經營與規劃資源時的參考。 

 

第 二 節    實務建議 

從研究結果與分析中發現，透過存在於關係網絡中的社會資本，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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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雙方互動過程中所建立的信賴關係、專 業權威、契約關係，以及組

織本身應該致力於維繫機構公信力與堅持明確組織使命，再加上如「 中

區伊甸」具有特殊的宗教信仰特質的精神，上述社會資本的內涵對於非

營 利 組 織 之 資 源 連 結 的互動過程，不僅可以協助雙方關係網絡愈密切穩

固，更可以藉此凝聚組織間的共識而獲取更多資源。 是故，依據以「中

區伊甸」個案觀察發現為基礎，提出建議如下，俾供非營利組織從事發

展資源連結工作時之參考與借鏡： 

一、奠定信賴基礎，維繫非營利組織間連結互動關係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信 賴 關 係 應 是 社 會 資 本 中 最 重 要 的 一 種 內 涵 形 式 ，

更 是 非 營 利 組 織 之 間 資 源 連 結 關 係 運 作 的 基 礎，但 是 信 賴 關 係 並 無 法 立

即建立，而有賴機構互動過程中遵守相關規定，盡力達成工作目標等態

度，雙方的連結關係也才能長久維持。 

 

二、簽訂合作契約，穩定非營利組織所建立資源連結關係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 非 營 利 組 織 間 建 立 連 結 關 係 時 ， 雙 方 訂 定 合 作 契 約

或 是 正 式 行 文 的 方 式 的 確 對 於 合 作 關 係 有 相 當 助 益，也可以減少因為缺

乏機構承諾所造成的關係不確定而順利推動合作方案。另外，非營利組

織經常面臨因為人員流動對組織服務的造成干擾問題，也 可 以 透 過 訂 定

契約方式，減少因員工異動而連帶影響原本經由私人情誼拓展的資源，

將資源合作提升到機構層次以提昇其穩定性。 

三、建立專業權威形象，提昇非營利組織服務能力 

針 對 機 構 服 務 對 象 提 供 具 專 業 的 服 務 內 容 是 非 營 利 組 織 最 重 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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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使命，因此機構應該避免汲汲營營在積極規劃資源連結策略上，而

忽略要求專業服務品質，實務上從研究結果發現，專業服務能力會影響

機 構 評 估 資 源 連 結 對 象 的 選 擇，同樣地具有值得信賴的專業服務能力的

機構，更是容易成為外界機構尋求合作的最佳對象。 

四、落實明確組織使命，強化社會大眾對非營利組織之認同 

組 織 使 命 是 非 營 利 機 構 的 創 設 與 存 在 的 最 重 要 指 標 ， 而 明 確 的 使 命

不僅可以獲取員工對組織認同，增加對其組織的向心力與奉 獻熱誠，對

外 更 可 以 在 社 會 福 利 機 構 間 形 成 強 烈 的 服 務 區 隔 性，這對於需要尋求身

心障礙福利機構合作的外部組織來說，具 有 強 烈 吸 引 力 也 減 少 搜 尋 的 過

程。 

 

 

五、建立非營利組織之間雙向互動連結關係 

 機 構 進 行 資 源 連 結 一 定 有 其 目 的 ， 可 能 是 為 了 服 務 的 個 案 利 益 考 量

或是機構生存，甚至是希望獲得一般相關訊息，但是若是連結永遠僅停

留在單向機構提供或是接受資源，不 對 稱 的 關 係 其 實 是 容 易 讓 互 動 不 穩

定或不易持久。因此合作關係應盡量提升到機構層次，而執行連結工作

人 員 則 需 經 常 的 互 動 機 構 保 持 聯 繫，盡量減低只在有需要的時候才與資

源進行聯繫的情形。 

六、發展非營利組織之間互惠互利的資源連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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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研 究 中 發 現 ，「 中 區 伊 甸 」 藉 由 分 享 的 理 念 去 結 合 更 多 的 資 源 ，

並 且 期 待 在 中 部 地 區 的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機 構 可 以 發 展 出 資 源 分 享 的 合 作

模式，因為「中區伊甸」深切體認到，唯有連結雙方愈能相互尊重對方

的專業、能力、使命及工作方法，也才能產生愈愉快的連結經驗，連結

關 係 也 才 有 可 能 拓 展 機 會 。而本研究也期待藉由「中區伊甸」長期發展

資源連結工作的經驗，以供相關非營利組織參考與借鏡。 

 

第 三 節  研究限制 

一、文獻理論之限制 

社 會 工 作 領 域 中 以 社 會 資 本 為 探 討 的 研 究 乏 善 可 陳 ， 因 此 在 沒 有 適

當 社 會 工 作 理 論 架 構 及 文 獻 可 供 參 考 的 情 形 之 下，研究者僅以其他相關

領域的理論、知識及觀念，並從受訪者的訪談資料來歸納，嘗試將理論

的社會資本與實務取向的資源連結議題結合；然 非 營 組 織 資 源 連 結 工 作

涉 及 之 層 面 廣 泛 ， 僅 運 用 單 一 理 論 實 難 以 對 此 主 題 有 完 整 且 深 入 之 探

究，故建議未來有識之士應引用不同層面之理論依據，以期對此研究主

題有透徹之分析與結論。 

二、研究選樣之限制 

本 研 究 採 用 質 性 的 個 案 研 究 方 法 ， 針 對 「 財 團 法 人 伊 甸 社 會 福 利 基

金會附設中區服務中心」執行資源連結工作過程中進行探究，其研究結

果雖不盡適合推論至其他非營利組織，但 是 以 社 會 資 本 作 為 觀 察 單一組

織資源連結工作所獲得之研究結論；但實務上，對於相關非營利組織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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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相當之參考價值並值得學習借鏡。 

三、資料蒐集之限制 

「 中 區 伊 甸 」 在 發 展 資 源 連 結 工 作 過 程 中 ， 有 連 結 關 係 的 組 織 或 單

位相當多，但本研究因限於人力無法針對所有連結資源進行訪談，因此

只 針 對 能 夠 提 供 豐 富 資 源 連 結 訊 息 的 外 部 機 構 或 單 位 進 行 訪 談，並蒐集

多元證據包括機構文獻資料、曾針對個案進行的研究及機構網站資料，

以 提 昇 研 究 資 料 真 實 性，但是重要的訪談部分仍可能受限於受訪者當時

的記憶、身心狀況以及對議題的熟悉度，以致無法完整收集到受訪者對

問題的所有訊息，此為本研究之限制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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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訪談大綱（機構內部員工部分） 

一、機構發展背景與歷史？ 

二、機構對於資源連結之界定、規劃與發展過程？ 

三、機構如何維繫與外界組織或社群之間連結關係？ 

四、在發展資源連結關係過程中，有哪些因素會影響組織間雙方互動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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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 

五、921地震對機構造成的損害以及對資源連結工作的影響？ 

 

 

 

 

 

 

 

 

 

 

 

 

 

 

 

 

附錄二  訪談大綱（外部機構部分） 

一、 簡單描述對「中區伊甸」的認識與看法？ 

二、 與「中區伊甸」發展連結關係的過程？ 

三、 基於何種考量而選擇與「中區伊甸」發展連結關係？ 

四、 雙方連結合作關係是否簽訂正式合約或是訂定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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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在與「中區伊甸」互動過程中，有哪些因素會影響組織間雙方互動

關係？ 

六、 921地震，對機構是否造成任何的損害？地震後是否提供任何協助

給「中區伊甸」？ 當 時 雙 方 的 聯 繫 情 況 以 及 對 雙 方 資 源 連 結 關 係 的

影響？ 

 

 

 

 

 

 

 

 

 

 

 

附錄三   參與研究同意書 
 

 

為了確保您個人及  貴組織的權益，特擬定此同意書，若研究者有未遵守下列

事項之情事發生，願意放棄您所提供的任何資訊與資料。若您能同意這份同意書的

內容，也麻煩在受訪者處簽名，以表示您願意參與本研究。謝謝您！ 

 

一、 研究者對於雙方訪談過程中所談論的內容，具有保密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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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您在訪談過程中所談論的內容，研究者除用於本研究外，絕不另作他用。                 

 

 

 

 

 

受訪者：                                （請簽名、日期）同意上述內容。 

 

         

          研究者：             民國 90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