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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社部落的改變

計畫之社會影響力報告



前言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嫄—創造資源平台 實現原鄉婦女在地就業

九八年歷經八八風災襲擊，一群在原鄉部落以「微型工坊」

為據點，生產傳統工藝的婦女，面臨生計的考驗。過去部落

工坊主要依靠觀光客群的支持，風災切斷了聯外道路，讓部

落工坊的處境愈發孤立無援。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發展基金會扮演平台的角色，引入外部

合作資源、精進工坊工藝技術、協助開創多元通路，讓更多

消費者能接觸到這些優質的手工藝產品，使原鄉婦女實現在

地就業、並促進在地產業發展。

「嫄」品牌於上述時代背景下在一百年創立，期待以永續

的概念，鼓勵部落工坊加入生產鍊。品牌結合原民傳統與現

代設計，由部落工坊生產原民工藝品，以皮質、十字繡、編

織、木雕等具原民特色的元素，融入現代感的設計，從生活化

的物品中呈現原民文化的底蘊。讓消費者理解一個背包、一件

皮夾，背後是多少位原鄉婦女回歸部落的想望、傳承部落文化

的使命感，以及肩負工作與家庭責任的重擔。

「嫄」一路陪伴原民婦女，從一人工坊走到微型工坊，進而

建立品牌，帶動部落朝向互相學習、共同照顧的互助模式發展。

在生活面，解決長期存在於部落中，隔代教養孩童的養與育，

減輕部落婦女身兼數職的重擔；在社會面，資源進入偏鄉，降

低城鄉差距，提升原民婦女社經地位。「嫄」所展現的不僅是

原民工藝的光彩，更是族群間相互的理解與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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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緒論：願景與使命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願景

開啟一扇民間與政府對話的視窗

建構一個婦女資源與資訊交流的中心

使命

一、促進婦女權益之整體發展

二、研議婦女相關政策、法令、計畫

三、婦女權益問題之研究與諮詢

四、婦女權益宣導與相關人員訓練

五、促進婦女國際事務參與

六、推動婦女權益、性別平等發展

「嫄」願景與使命

「嫄」期待在原住民社會弱勢與環

境脆弱的部落社區，延續臺灣原住民

珍貴的傳統工藝，提升部落婦女經濟

地位，還原其文化生活空間。

據此，本計畫遵循公平貿易精神，

透過教育訓練促成部落婦女回流進

行微型創業，除品牌行政成本外，利

潤全數回饋部落工坊，協助其資源整

合、催生產銷生態圈，培養更多自給

自足的在地工藝師，奠定部

落發展的社會經濟基礎。　

「嫄」秉持「SDGs	永續

發展目標」的性別平權、就

業與經濟成長以及責任消費

等精神，持續參與部落的永

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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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了在地工作機會，部落

婦女不僅增加家庭經濟收入、

彈性調整工時，還願意遷回部

落，就近照顧家庭，投入社區

活動，以真實的生活空間，還

原舊部落共同的生命記憶。

1.1 策略：

以生活空間為核心

以產品設計、職業知能、產銷生態為方法的策略

重建
生活
空間

以工作坊提升婦女
職業知能和持續營
運能力

以產銷生態系統整合
產品開發、訂單媒合
與市場拓展

以產品設計驅動部
落婦女微型創業與
回流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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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計畫與財務活動資料

一、一零五、一零六年財報

二、財報科目外的資源投入

三、財務支出流向

四、計畫期間的所有活動

五、預算外的額外服務

「『嫄』正透過教育

訓練，灌輸婦女成本觀

念，相信婦女以家庭、

工作兼顧的強烈企圖心

自我激勵，加上團隊的

陪伴、導入機會，假以

時日，工房婦女終能實

現生活、工作平衡的自

給自足模式，進而帶動

部落社區的改變」。摘

自「溫暖微光」http://

www.warmlightse.org.tw/

story-inner6-2.html

1.3 研究方法與成果資料

一、問卷調查

二、田野研究成果

三、工坊提供的資料

四、其他初級與次級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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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影響力報告範疇

報告期間
以及週期

SRS的應用

聯繫夥伴

版本為2014 Edition Creative Commons BY-ND 3.0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15號9樓
電話:(02)2321 2100#122
官網:www.tiws.org.tw
信箱:tiws@wrp.org.tw

報告期間為兩年:105-106年
本次為首次公布影響力報告書，尚無變動紀錄。

第三層-間接支持或受影響者
達瓦蘭長老教會、豐年祭委員會、伊誕創藝視界、德文儲
蓄互助社、長榮百合國小、員工家庭，以及其他外部組織

例如：逢甲大學、旅遊消費者、寄賣通路、其他工坊

核心層 -計畫主體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達
瓦蘭彩布工坊*及其專職人員、部落契約專業職工

*註解：「達瓦蘭布落工坊」在民國91年設立，在民國107年更名為「

達瓦蘭彩布工坊，故在報告書裡有兩種名稱。」

第二層-直接支持主體者
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嫄」產品通路者、專業諮詢
教師、材料供應商

範圍
禮納里大社部落及其利害關係人，涵蓋第一層的計
畫主體、第二層的直接支持主體者、第三層的間接
支持與受影響者，詳見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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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顯示參與「嫄」計畫的部落婦女（核心利害關係

人），不分年齡層或教育程度，普遍都需要計畫的支持。

婦女年齡 婦女教育條件

0

0.5

1

1.5

2

2.5

3

0

0.5

1

1.5

2

2.5

3

30-39歲 國中 高職 大專40-49歲 50歲↑

婦女年齡 婦女教育條件

0

0.5

1

1.5

2

2.5

3

0

0.5

1

1.5

2

2.5

3

30-39歲 國中 高職 大專40-49歲 50歲↑

大社部落的改變

計畫之社會影響力報告

19

Part A – 概要

18



91 98 99 100 105 106 107103

民國91年

成立「達瓦蘭布落工坊」

民國103年

達瓦蘭布落工坊加入「嫄」

民國105年

開展刺繡教學進階課
程、品牌文案及行銷力
工作坊、美學形象再造
力工作坊，前進文博
會、永齡基金會尾牙愛
心市集 

民國106年

大稻埕藝術節展集、永
齡基金會尾牙愛心市集
、38婦女節活動

正式商登設立「達瓦蘭
彩布工坊」 

民國98年

八八風災

民國107年

協助達瓦蘭彩布工
坊洽接通路並建立
品牌識別系統

民國100年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
促進發展基金會成
立「嫄」品牌

民國99年

APEC婦女領導人會議
(WLN)創辦人Andrina 
Lever邀請我國加入國
際合作計畫，與勞委會
共同輔導原住民組織

照片來源：勒格艾 ‧ 巴瓦瓦隆

「嫄」計畫協助工坊的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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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B – 解決方案
照片來源：張育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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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會問題與解決方案

天災後，如何在遷移的現實裡，重新

啟動原住民的生產生態系統？從部落故

事與社區互動裡找到品牌設計與產銷活

動的元素，重現原住民的生活空間與價

值，讓社會問題得以自然而然地找到他

的解決方法。

2.1 原住民弱勢與社會問題

原 住 民 普 遍 居 住 在 脆 弱

（Vulnerable）環境，天災導致部落

與家庭解組，在遷移至新部落過程

中，部落韌性（Resilience）斷裂，

激化了原住民固有的社會問題。

即使在風調雨順中，原住民家戶

收入也只有一般家庭的六成，平均

壽命少十歲以上。家庭扶養比與扶

幼比更是高於一般家庭，社會問題

的激化甚至表現出不尋常的自

殺與偏差行為。

因此部落婦女需要承擔更多

的社會經濟責任，包括家庭收

入與家庭照顧、社區重建與文

化復振等	，更需要在地、彈性

可回鄉兼顧家庭與部落發展的

工作。

2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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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原住民族經濟狀況調查顯示，

原住民家庭與臺灣全體家庭間的差異，

在八八風災前後依然十分顯著。臺灣原住民族經濟狀況調查顯示，原住民家庭與臺灣

全體家庭間的差異，在八八風災前後依然十分顯著。

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報告」（民國 98、102 年）。

103年臺灣原住民族經濟狀況調查報告（每四年調查一次）。

平均年所得總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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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 103年

全體家庭

原民家庭

｜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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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高自殺率是社會與家庭解組的典型現象。 我國全體家庭與原民家庭之扶養狀況突顯原住民社區的社會壓力。

全體家庭

原民家庭

我國全體家庭與原民家庭之扶養狀況突顯原住民社區的社會壓力。

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人口數統計資料。

103年臺灣原住民族經濟狀況調查報告（每四年調查一次）。

103年扶養狀況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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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研究團隊分析歸納
｜資料來源｜

天災
搬遷
重建

過勞
疾病
災難
絕望

營養不足
醫療不及
收入減少
家人離異
毒品

部落家庭
家庭分裂
部落瓦解
生命失序
生活壓力

外在環境
資源斷裂
環境不定
適應不良

自殺與異常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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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環境與空間問題

傳統空間的解組與重建是最大的問題，最

強烈的需求，也是解決問題的關鍵。大社居

民遷居永久屋後，於二二八集體回到原鄉，

向祖先和土地報告「接受禮納里，不棄舊部

落」的全體決意。「我們不是要來告別，是

來告訴土地，傳統領域一輩子是傳統領域，

我們不會放棄，只是在禮納里有了一個新的

生活據點。升個火，表示跟祖先說一聲，我

回來了。」（圖／鄭淳毅）

圖 1 摘自：http://ourisland.pts.org.tw/%E9%97%9C%E9%8D%B5%E5%AD%97/%E5%A4%A7%E7%A4%BE%E6%9D%91

圖 2 摘自：http://museum02.digitalarchives.tw/teldap/2010/88news/www.88news.org/index5b59-2.html?p=16455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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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遷移與生命斷裂

照片來源：勒格艾 • 巴瓦瓦隆

達瓦蘭舊部落豐收祭

照片來源：張育禎

新的空間，舊的懸念

重建中的禮納里部落。

照片來源：張育禎

重建後的禮納里部落，LNL

原創空間裡的氛圍與人際互動

賦予大社居民一個回鄉的希望。

舊的空間，新的懸念

對部落裡的人力資源和社區活動的支持，會在窒息的空間裡，重新點

燃生命的氣息，	將斷裂的生活重新黏合，匯聚與滾動部落重生的能量，

這是「嫄」的魅力與影響力。

1

3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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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整體性的問題解決方案（Total Solution）

青壯年人口外移
扶養比及扶幼比高
傳統文化式微

天災導致傳統部落
家庭與文化空間解組

家庭經濟負擔大
缺乏在地就業機會
傳統工藝斷層

社會問題的關鍵

天災後，各種問題叢生且「環環相扣」，
無力扭轉，導致整體部落發展停滯與倒退。

過去的解決方案

「嫄」計畫進駐之前，政府已經投入大
量資源在不同問題的個別解決方案上。

對
象 原住民

就業媒合

職業訓練

促進中高齡就業

促進青年就業

取得技術士證照獎勵

合作社獎勵補助計畫

b

c

d

e

f

a 就業服務

職業訓練

就業促進工具

技能檢定

創業協助

b

c

d

e

a

方
案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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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開發、訂單
媒合及市場拓展

提升婦女家庭
所得與福祉

以設計驅動部落
婦女微型創業

舉辦工作坊提升
婦女職業知能

創造就業與
回流的機會

建構以部落工作空間為
核心的產銷生態系統

逐漸滲透與培力社區，
創造社區整體的善循環。

再現以社會福祉
與傳統文化為核
心的部落生命空
間與生活方式。

「嫄」計畫試圖尋找整體的，能夠扭轉

問題「環扣」，創造正向循環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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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傳統記憶與文化生活融入新的生產與生活空間中，建立可持

續發展的商業模式與生態系統，是整體正向循環的解決方案！

將排灣族的小米、紅藜與藝術創作織成現代的商品敘事，透過

銷售恢復排灣族的傳統文化。

3. 投入的資源、產出的工作與成果和影響

「嫄」的產品核心之一是排灣族的十字繡文

化，那是一種起源於歐洲的藝術，廣泛傳布到

美國及亞洲地區。因為織品工藝非常繁複而珍

貴，成了排灣族社會制度下的產物，無論寫實

造型或幾何圖案，都反映其嚴格的階級背景，

每一種紋樣皆代表穿者的身份與地位。如果在

過去，下方這個小小零錢包，可能是排灣族人

的「萬寶龍」喔！如果沒有「嫄」計畫，這人

類遺產還能延續？

部分背景知識參見：

http://yinghuii.pixnet.net/blog/post/61022669-%E5%8D%81%E5%AD%97%E7%B9%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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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本

財政資源

物質資源

時間資源

01

02 03

04
專職人員工時

嫄研究團隊蹲點含報告合計8個月
活動志工

活動材料
活動空間
展示空間

人員薪資2,000,000元
「嫄」官網成本300,000元
研究團隊的研究經費210,000元
出版費100,000元
活動費（含講師、行政費）200,000元

計畫主持人一名
專案經理一名
研究員一名

財務庫存專員一名
工作坊授課講師數名

其他利害關係人的志願參與

3.1 資源投入與類型

連動的無形資源

Ａ . 文化與知識資本

一、北排灣族傳統文化與工藝（月桃葉、十字

繡、刺繡、	珠繡、拼布、頭飾等）

二、縫紉、編織技術提升

三、產品研發設計

四、「嫄」產品開發

照片來源：張育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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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社會資本

臺東卡塔文化工作室

桃布里文化創作空間

達瓦蘭彩布工坊

伊誕創藝視界

蜻蜓雅築

伊特   工作室

姥瑰皮藝坊

子郁工坊

MADAHIS包袋工作坊

旮旦娃力絲工藝坊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達瓦蘭教會

長榮百合國小

歷史博物館

豐年祭

圓山大飯店

Pinkoi電商平台

希嘉文化有限公司

中正國際機場昇恆昌

綠恩有機農業有限公司

世代戲台股份有限公司

好味全市集股份有限公司

SHOKAY琇嘉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保利佳商業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照片來源：MAJI集食行樂

照片來源：臺東卡塔文化工作室

社團法人
03

財團法人
02

公部門
01

桃園市政府婦女發展中心

臺北市文化基金會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松菸小賣所

彰化夢想館

社團法人臺灣信徹蓮池功德會

德文儲蓄互助社

永齡基金會

照片來源：臺北市文化局

桃園縣單親家庭保護協會

社團法人桃園縣拾穗關懷服務協會

照片來源：木匠的家關懷協會

桃姐妹

婦女新知協會

社團法人桃園縣木匠的家關懷協會

微型事業
05

其  他
06

企業組織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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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計畫產出 ( 細項參見後續內容 )

民國99年

禮納里部落永久屋完工。

民國106年

伊誕創藝視界OT共同工作空間，
進入創業階段。

民國103年

達瓦蘭布落工坊加入
「嫄」計畫，並與伊
誕創藝視界經由屏東
縣政府媒合進駐lnl原
創空間。

民國102年

lnl原創空間落成。

98 99 102 103 106

照片來源：勒格艾�巴瓦瓦隆

空間轉換之關鍵年代
102年空間完成
103年「嫄」計畫進駐，
提供內容與培力
106年空間開始進入創業
階段

民國98年

八八風災，大社部落174戶
的族人被安置在龍泉營區。

照片來源：

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

動委員會 莫拉克新聞網 劉孟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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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張育禎

STEP 4

STEP 5

STEP 2

STEP 3

STEP 1

STEP 6

災後重建
八八風災後，大社部落
青壯年投入人力、機具
整地，由世界展望會援
建禮納里部落。

資源進駐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
進發展基金會協助婦
女微型創業，舉辦教
學與訓練工作坊。

建構系統
建構產銷生態系統，
連結資源開發、中介
組織與銷售通路。

工作回流
在地就業讓部落婦女回
流，發揮家庭及部落功
能，並復振文化。

生活空間
創造心靈寄託與感情
交流的公共空間，志
願人力年輕化。

能力賦權
連結內部團體與外部
資源，提升部落社會
資本產業化能量。

計畫產出的發展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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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賣通路營業額

年度 營業額（元）

103 年度 1,352,897

104 年度 1,837,616

105 年度 1,839,143

106 年度 1,393,428

本銷售數字僅含寄賣通路，不包括採購、館內零售、電商、協助推廣等。

比較兩年推廣輔導，維持一定規模水準。

營業額（元）

0

400,000

600,000

200,000

1,000,000

800,000

1,200,000

1,400,000

2,000,000

1,800,000

1,600,000

103年度 104年度 105年度 106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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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民
工坊

布類工坊

個8

全職婦女

人8
月桃工坊

個2

合作縣市

個4
單位數

個6
訓練課程

堂9

全職婦女

人5

全職婦女

人19
全職婦女

人15
兼職婦女

人25

兼職婦女

人10

培訓婦女

人49
正式生產

人10

琉璃工坊

個2

皮雕工坊

個3
原民
工坊

婦女
中心

合作統計

台北
婦女新知協會

桃園
桃園市桃姐妹格子舖
拾穗單親家庭保護協會

中部
太陽有腳

東部
卡塔文化工作室
子郁工坊
一粒工坊
秋芳工作室
烏瑪皮雕工作坊

高屏
達瓦蘭彩布工坊
旮旦娃力絲工藝坊
Madahis工坊
桃布里文化工作室
蜻蜓雅築
馬卡巴嗨文化協會
伊特　工作室
姥瑰皮雕工坊
達德拉繁皮雕工坊
阿力曼工坊
社團法人台灣信徹蓮池功德會

台南
台南市政府社會局

合作工坊及
地方單位

總計
間21

弱勢輔助

合作工坊及地方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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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計畫成果與改變

工作與經濟
收入層面

家庭照顧
與生活層面

社會關係
層面

參加計畫前與計畫後比較生活經濟狀況的改變

·熟稔的工作。

·在地就業。

·工作穩定。

·工作安全。

·收入來源穩定。

·有自己的工作空間。

·工作品質提高。

·工作能力提升。

·工作時間彈性，方便安

排自己的時間。

·可以就近照顧家人，包

括老人與小孩。

·可以投入社區部落的工

作。

·時間管理有次序。

·可以照顧自己的農田。

·教會、部落的幫補。

·政府單位的資源連結。

·市集擺攤產生社會連結。

·參加教育活動機會增加

，更多時間接觸教會與

部落婦女。

·參與部落的刺繡比賽，

產生部落連結。

以前单独工作，几乎没
有与他人互动的机会，
与淑慧都是各做各的，
加入     后，有更多密集
合作的机会，一起努力
真好！老公身体不是太好，回

乡照顾长者也照顾孩子
，有可以多关心丈夫的
身体与工作。

额外收入让我的
孩子有更多学习
机会。

心理與生理
健康層面

個人學習與
成長層面

值得一提的
特殊事件

參加計畫前與計畫後比較生活經濟狀況的改變

·增進情感連結，抒發

壓力。

·降低體力負荷，有益

健康。

·提升成就感與自信。

·手工藝技術穩健，提升

自信心。

·提升刺繡、產品製作技

術，也聽取農業知識經

驗分享。

·從小接觸傳統十字繡，

透過色彩變化學習將傳

統工藝結合產品。

·布料的材質與以往接觸

的不同，在製作時會更

用心。

开始经营工坊才发现

自己有好多要学的，

尤其让自己更深入了

解部落妇女的生活需

要。

莫拉克发生到三年

前，每年都有6、7

个自杀，这三年很

奇妙，居然没了。
参加我们妇女的聚会
常常会让我感觉有回
馈，压力变小了，尤
其过去常常想起的那
些痛苦也少了，好像
开始可以乐观一点。

孩子有时读半天，接
到工坊，可一边陪他
、一边工作，有机会
还会带他出去一起摆
摊，玩得好快乐。

照片來源：勒格艾 ‧ 巴瓦瓦隆

工作與經濟
收入層面

家庭照顧
與生活層面

社會關係
層面

參加計畫前與計畫後比較生活經濟狀況的改變

·熟稔的工作。

·在地就業。

·工作穩定。

·工作安全。

·收入來源穩定。

·有自己的工作空間。

·工作品質提高。

·工作能力提升。

·工作時間彈性，方便安

排自己的時間。

·可以就近照顧家人，包

括老人與小孩。

·可以投入社區部落的工

作。

·時間管理有次序。

·可以照顧自己的農田。

·教會、部落的幫補。

·政府單位的資源連結。

·市集擺攤產生社會連結。

·參加教育活動機會增加

，更多時間接觸教會與

部落婦女。

·參與部落的刺繡比賽，

產生部落連結。

以前单独工作，几乎没
有与他人互动的机会，
与淑慧都是各做各的，
加入     后，有更多密集
合作的机会，一起努力
真好！老公身体不是太好，回

乡照顾长者也照顾孩子
，有可以多关心丈夫的
身体与工作。

额外收入让我的
孩子有更多学习
机会。

心理與生理
健康層面

個人學習與
成長層面

值得一提的
特殊事件

參加計畫前與計畫後比較生活經濟狀況的改變

·增進情感連結，抒發

壓力。

·降低體力負荷，有益

健康。

·提升成就感與自信。

·手工藝技術穩健，提升

自信心。

·提升刺繡、產品製作技

術，也聽取農業知識經

驗分享。

·從小接觸傳統十字繡，

透過色彩變化學習將傳

統工藝結合產品。

·布料的材質與以往接觸

的不同，在製作時會更

用心。

开始经营工坊才发现

自己有好多要学的，

尤其让自己更深入了

解部落妇女的生活需

要。

莫拉克发生到三年

前，每年都有6、7

个自杀，这三年很

奇妙，居然没了。
参加我们妇女的聚会
常常会让我感觉有回
馈，压力变小了，尤
其过去常常想起的那
些痛苦也少了，好像
开始可以乐观一点。

孩子有时读半天，接
到工坊，可一边陪他
、一边工作，有机会
还会带他出去一起摆
摊，玩得好快乐。

照片來源：勒格艾 ‧ 巴瓦瓦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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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計畫前與計畫後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的改變：收入穩定、收入提

高、工作尊嚴與專業都明顯提升。

計畫前 計畫後

工作 收入 工作 收入

正職 - 甲 早餐服務 早餐店收入
達瓦蘭彩布工坊
負責人

工坊固定收入

正職 - 乙
縫紉訂單，客製
化服務（學校、
教會、政府機關）

客製化訂單收入
達瓦蘭彩布工坊
夥伴

工坊固定收入及
私人訂單收入

兼職
農業，主要是紅
藜和香蕉 

香蕉、紅藜批發
零售

紅藜、香蕉有農
閒的季節，彈性
配合工坊工作

工 坊 不 固 定 收
入 及 傳 統 農 業
收入

契約職 -A 小吃店 小吃店固定收入
小吃店與工坊十
字繡兼顧

小 吃 店 固 定 收
入、 工 坊 不 固
定 收 入 及 擺 攤
收入

契約職 -B 家庭主婦 零用金 工坊十字繡
工 坊 不 固 定 收
入， 可 以 自 給
自足

契約職 -C 家庭代工 零星代工所得 工坊十字繡
工 坊 不 固 定 收
入， 可 以 分 擔
部分生活所需

部落婦女加入「嫄」計畫後收入的改變：明顯提升。

部落婦女加入「嫄」計畫後收入的改變：明顯提升

每人每月收入（元）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全職甲 全職乙 兼職 契約職A 契約職B 契約職C

計畫前收入 計畫後收入

Ｂ-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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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瓦蘭布落工坊總收入與「嫄」十字繡系列銷售額：逐年提升

收入（元）

0

100,000

200,000

300,000

400,000

500,000

105年度 106年度

600,000

700,000

800,000

工坊傯收入

      十字繡系列銷售額

Ｂ-28

達瓦蘭布落工坊總收入與「嫄」十字繡系列銷售額：逐年提升。 機會成本

如果沒有「嫄」計畫的支持，六位婦女一年必須負擔非常可觀的機會

成本：

一、每週來回禮納里部落一趟，約一百五十公里，共排碳七千八公斤。

二、油錢每月兩千元，共十四萬四千元。

三、車子五千公里保養維修成本三千元，共十八萬元。

四、長途車的安全風險，保險費一年兩萬元，總共十二萬元。

五、房租、水電每月六千元，共四十三萬兩千元。

六、家人沒有人陪伴、接送看醫生。

七、家中孩子接送上下學、看功課、陪伴。

八、平日無法到教會幫忙、家庭禮拜。

九、沒有人幫忙整理家務、料理三餐。

十、無法幫忙農作，一年農作三個月，一個月三萬，共五十四萬。

十一、平日無法幫忙部落事務，部落損失難以估算。

十二、無法去大學進修，失去的機會難以估算。

（六位婦女因為失去工作，不得不到台南工廠工作，以一年一人一車換算。）

請居家看護每月兩萬兩千元，

共一百五十八萬四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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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影響力模式

部落參與/公共安全

空間再生/回流擴散

文化與認同

經濟收入/家庭照護

婦女與家庭 部落與網絡

各種資源

I

I

O

O

產品設計開發
與職能訓練

產出
循序漸進地從產品設計到產業佈局，從空間營運到整合創業，

投入金錢、通路以及相關的知識、專業。

目標群體
各種投入產出在部落內外動員出了大量的社會資本與文化資產，
成為發展成果與影響力的基礎。

成果
除讓婦女所得提高，有更多時間降低家庭照護風險與支出外，直接參與部
落各項活動與外部資源連結，地方團體的連結創造更多社會經濟外溢效
果。一個認同的空間提供穩定婦女家庭經濟與部落能量的場域，讓部落婦
女回流就業，社會參與社會安全同步提升，部落認同與文化再生顯現。

投入
經費、人力、專業知識、商業通路與時間。

產業布局與
文化策展

工坊營運與
資源整合

部落參與/公共安全

空間再生/回流擴散

文化與認同

經濟收入/家庭照護

婦女與家庭 部落與網絡

各種資源

I

I

O

O

產品設計開發
與職能訓練

產出
循序漸進地從產品設計到產業佈局，從空間營運到整合創業，

投入金錢、通路以及相關的知識、專業。

目標群體
各種投入產出在部落內外動員出了大量的社會資本與文化資產，
成為發展成果與影響力的基礎。

成果
除讓婦女所得提高，有更多時間降低家庭照護風險與支出外，直接參與部
落各項活動與外部資源連結，地方團體的連結創造更多社會經濟外溢效
果。一個認同的空間提供穩定婦女家庭經濟與部落能量的場域，讓部落婦
女回流就業，社會參與社會安全同步提升，部落認同與文化再生顯現。

投入
經費、人力、專業知識、商業通路與時間。

產業布局與
文化策展

工坊營運與
資源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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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ut
投入

Output
產出

Impact
影響

Outcome
成果

（參見後數機會成本的核算）

1. 資金（包含原料及業務費）

105年度1,428,452元，106年

度1,334,490元

2. 人力3位，兩年約2,000,000元

3. 專業知識(專家與教師)

4. 社會資本(制度信任與關係通

路)

1. 延伸品牌價值，開發15系列92

款產品、材料採購、包裝、文

案撰寫、通路接洽

2. 協助12個工坊，59位婦女整合

營運問題

3. 市集、展覽活動5場

4. 實體通路20家與網路通路2家

5. 數次產品交易活動，輔導規模

105年度2,332,003元，106年度

2,280,000元

6. 18場教學與訓練工作坊，近百

位婦女參加

7. 一個持續營運的空間活動內容

8. 一個大學團隊的諮詢建議

9. 參與數個原住民文化推廣活動

1. 59個在地工作

2. 婦女每人每月收平均提升近

9,000元

3. 照顧陪伴家人

4. 消除外地風險與成本

5. 個人社會資本累積

6. 行銷與縫紉專業知能

7. 個人大學進修機會

8. 婦女自信與獨立創業

經濟

1.打造12處共同工作空間聯合創業與營運

2.活化部落微型貸款

3.延伸代銷網絡與創收

社會

1. 創造部落相互照護與志願服務

2. 創造心靈寄託與感情交流的公共空間

3. 提升部落社會資本產業化能量

4. 連結內部團體與外部資源

5. 創造多樣性文化消費

6. 提升傳統工藝文化資本

7. 社會溝通的媒體曝光

8. 完成一份影響力報告

9.創造志願人力的年輕化

10.回流原鄉的婦女與家庭

11. 大社部落自殺人數從災後每年平均6

人到0人

環境

1. 降低碳足跡7,800公斤

3 41 2

影響力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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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力個案

透過服務對象，「嫄」計畫與地方微型金融結合，

創造了一個影響力的善循環。

德文儲蓄互助社
「嫄」計畫

修繕自己的工作
空間、持續進修 服務   對象

存款、利息
每月存1000元，
兩年約24,000元

貸款
約100,000元

穩定的工作收入

德文儲蓄互助社
「嫄」計畫

修繕自己的工作
空間、持續進修 服務   對象

存款、利息
每月存1000元，
兩年約24,000元

貸款
約100,000元

穩定的工作收入

德文儲蓄互助社
「嫄」計畫

修繕自己的工作
空間、持續進修 服務   對象

存款、利息
每月存1000元，
兩年約24,000元

貸款
約100,000元

穩定的工作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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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
加值

選品工作坊

選品系列

開發系列

場2 系列3
系列2

通路開發

行銷活動

商城開發

間10 間1
展會活動

場1
系列4

輔導規模

萬240

商業知能

技術提昇

目標輔導

場1-2 堂3-4
工作坊

堂1-2
系列 堂2 6

受益婦女

人70

行銷
推廣

培力
訓練

預算

23 萬

35 萬

29 萬

4. 預測與評估

4.1 一零七年度量化目標

一零七年度計畫目標持續「嫄」的整體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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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信度與效度

本報告以多元方法相互檢核，

提升報告信度與效度：

1.	基礎財務資料為會計師簽證

可查核之公開資料，次級資料均

屬公開活動或在可信任的媒體揭

露的範圍，採用的指標為學術上

的普遍指標與政府公布指標，推

論的範圍以服務對象為核心，計

畫利害關係人為範圍。

2.	為呈現真實影響力，本報告

與大學研究機構合作，透過三個

全職人力與大學專業研究者投入

部落參與觀察前後四十五天，進

行嚴謹的田野工作方法，消除「邊

緣人效果」，逐步進入對象的真

實生活中，在報告團隊確定取得

部落信任後，才進行採樣與蒐集

的過程。

3.	應用官方發布的統計數據以

及實地田野工作後取得的數據以

比對和呈現影響力發展過程的變

化。尤其確定訪談的真實性數據

源自每日工作日誌內容分析與問

券調查的科學成果！

「八八風災後，所有受到災害

的部落（好茶部落、瑪家部落、

大社部落）的居民們在山下的體

育館及營區當避難所，所有居民

在那裡生活了一年半，才正式搬

到約三百戶的禮納里部落居住，

即使他們已經在新部落生活了十

年，心中的願望卻還是想回到原

鄉－達瓦蘭，無論是對原鄉的感

情或是以前自給自足的生活都是

重要的原因。遷徙的過程有許多

紛爭，與縣府間的溝通問題或者

是變卦都讓他們身心煎熬，到現

在他們仍然在努力整建原鄉，打

算重新回到原鄉繼續生活；在新

部落的生活期間也體會到貧富差

距問題，生活習慣的改變與環境

的差異，以前在原鄉能夠自給自

足，到了新部落之後因為生活習

慣被迫改變 , 生活費用相對提高；

在剛搬來新部落的期間死亡率也

特別高，部落人認為也許是遷徙

的過程太勞力疲憊導致這些現象

發生。一場風災造就的後座力比

想像中的還要強大……。」

（工作日誌	No.1070702　林岱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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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風險評估

計畫屬公共性質，主要風險在於對服務對象的衝擊。根據資料分析結

果，目前計畫對服務對象的風險可以分為計畫持續與中斷兩部分，各分

別提出兩項主要風險。

若計畫中斷，會為服務對象帶來產銷經濟與文化資本的風險：

若計畫持續，服務對象也可能面臨人力賦權與政策溝通的風險

事件 1
設想預期
的後果

可能性 影響等級 評分
對策或反
應

產銷斷鏈的經
濟損失。

生產減少、收
入減少、學習
中斷、工作流
出、支出增加。

2 4 6

擬 定 退 出 策
略，進行媒合
轉介的行動方
案，以銜接其
他通路與類似
的公共方案。

事件 3
設想預期
的後果

可能性 影響等級 評分 對策或反應

以人力為基礎
之產能不足或
保障不足。

產能擴張可能
造成品質落差，
部分因為缺乏
工作基礎保障
且家庭照顧機
會成本高。

3 3 6

計畫核心已轉移
至媒合社會與公
共資源。將成本
轉移至基礎生活
保障與創新教育
訓練，以提升工
作保障、回流意
願與產品品質。

事件 2
設想預期
的後果

可能性 影響等級 評分
對策或反
應

空間內容與社
會資本萎縮。

社會資本與文
化 資 本 縮 水，
空間槓桿減弱。

3 4 7

擬定空間轉換
或內容轉換策
略，另尋微創
工作室之商業
模式。

事件 4
設想預期
的後果

可能性 影響等級 評分 對策或反應

政策與溝通窗
口的不確定與
不對稱。

中介組織還是
具有商業管理
專業上的不確
定性，可能引
發溝通風險或
導致產能管理
失靈。

3 4 7

中 介 組 織 可 加
強 與 工 作 坊 溝
通 共 同 經 營 品
牌的策略，透過
制度化的設計，
排 除 人 事 與 市
場變動風險。

（風險評估乃依據主要利害關係人評量之結果，評估指標請參見婦權

基金會發行之 2018 年 SRS 工具書）

（風險評估乃依據主要利害關係人評量之結果，評估指標請參見婦權

基金會發行之 2018 年 SRS 工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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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組織結構和團隊

本計畫為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年度計畫，

基金會由行政院跨部會聯合組成並獨立執行。

7170

大社部落的改變

計畫之社會影響力報告 Part B – 解決方案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董事長（衛生福利部部長兼任）

財
政
部
首
長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首
長

社
會
公
正
人
士
1
人

行
政
院
代
表
1
人

衛
生
福
利
部
首
長

內
政
部
首
長

教
育
部
首
長

法
務
部
首
長

外
交
部
首
長

勞
動
部
首
長

社
會
專
業
人
士
6
人

婦
女
團
體
代
表
5
人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首
長

執行長（社會及家庭署署長兼任）

副執行長（專任）

網路平臺 研究發展 組織培力

董事會 監察會

資訊行政

5.1 組織結構

本基金會設董事會，置董事十五至十九人組成，並由行政院院長就下

列人員聘任之：行政院代表一人。內政部、教育部、法務部、外交部、

衛生福利部、勞動部、原住民族委員會之首長七人。社會專業人士四人

至六人。婦女團體代表三人至五人。監察人三人，由行政院選聘財政部、

主計總處首長，及社會公正人士一人共同任之。本基金會董事長現由衛

生福利部部長兼任，執行長由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署長兼任，並設

專職副執行長一名。

5.2 合作夥伴與利害關係網絡

其他相關
部會機關

衛生福利
部社會及
家庭署

財團法人婦
女權益促進
發展基金會

達瓦蘭
部落工坊

服務對
象家庭

產銷通路 設計、訓練
與諮詢組織

外部團體 部落組織

亞太經合
會婦女領袖
網絡會議

其他相關
部會機關

衛生福利
部社會及
家庭署

財團法人婦
女權益促進
發展基金會

達瓦蘭
布落工坊

服務對
象家庭

產銷通路 設計、訓練
與諮詢組織

外部團體 部落組織

亞太經合
會婦女領袖
網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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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利害關係網絡合作模式 5.4 影響力網絡的源起與呈現

亞太經合會婦女領

袖網絡會議

源於亞太經合會

（APEC）的聯合倡

議活動，目標在聯合

婦女團體及其利害關

係人，提升整體社會

的影響力。

跨部門合作夥伴涵蓋公部門、

私部門與第三部門。

從個別利害關係人立場協同溝通，

尋找創造分享價值，進行商業活動

與設定共同目標的機會。

透過公共契約，採購協議以及

社會默契滾動式的執行目標。

反覆檢視過程中彼此共同獲益的基礎，

追求共同價值的持續擴散並降低風險。

促成婦女與家庭所得提升，創造就業機

會，延續部落生命並創造學習成果。

逢甲大學社會事業經

營管理研究中心

逢甲大學社會事業經

營管理研究中心的學術

投入，呈現本計畫預期

的社會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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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C – 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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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組織地點 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 15 號 9 樓

組織建立 86 年正式成立

分支 無

法律形式 基金會

聯繫方式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 15 號 9 樓
電話：+886-2-2321-2100 ＃ 122
傳真：+886-2-2321-2120
電子郵件：iwomenweb@wrp.org.tw
網站： http://www.iwomenweb.org.tw

章程或報告書連結 http://www.iwomenweb.org.tw/cp.aspx?n=0984A85A3A9A6677

註冊與會員 參見 http://www.iwomenweb.org.tw/MemberRegister.aspxn=D2FCCC341

B146E1F&sms=36A0BB334ECB4011

非營利狀態
無營利行為，所得免稅，接受捐贈；
參見 http://www.iwomenweb.org.tw/cp.aspx?n=0984A85A3A9A6677

6. 組織簡介

6.1 組織一般資訊 人員結構與領導管理：

員工人數 105 年 106 年

副執行長 1 1

組長 4 4

研究員 8 9

專員 1 2

助理幹事 1 1

專案人力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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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持人：

黃鈴翔－基金會副執行長

主要工作：在政策平台倡議，並投身推動婦女與人權工作長達二十年，

扮演跨領域溝通，計畫制訂與管理的角色。整合國內資源並引進國際能

量，致力於提升臺灣的婦女權益與促進性別平等，持續地關懷臺灣婦女

社會議題，堅定提升婦女經濟能力、透過婦女賦權達成包容永續社會的

捷徑。

計畫主要執行者：

ㄧ、韓蕙琦－專案經理	

主要工作：生產訓練	

推動「原民合作工房」之選品規劃處理、產品

設計研發、產品量產暨控管、訓練培力之規劃

執行以及設計品影像處理。

二、林睿軍－研究員	

主要工作：行銷品牌	

透過「縣市婦女中心」進行品牌推廣行銷、通

路經營管理、策展活動規劃、商品包裝規劃、

行銷文本撰寫。

三、謝依君－會計人員	

主要工作：財務庫存、財務登記、進出貨庫存

管理。

美國匹茲堡大學人力資源發展　碩士

中興大學　法商社會學系　學士

台灣國家婦女館 / 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副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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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組織治理

6.2.1 治理機制或董事會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

金會由政府設立。基金會董事長

現由衛生福利部部長兼任，執行

長由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署

長兼任。董事會為領導機構、監

察會為監管單位；資金由內政部

逐年編列預算挹注；藉由基金會的

成立，開啟一扇民間與政府對話的

視窗，並建構一個婦女資源與資訊

交流的中心。

03

成員薪酬

成員未支薪

04

機構並存

本會領導者為

衛生福利部部長

01

會議週期

董事會議每三個月召
開乙次，如董事長認
為有必要或有二分之
一以上董事之提議，
得召開臨時會議。

02

董事會成員

本會置董事十五至十
九人，由行政院院長
就下列人員聘任之：
行政院代表一人。內
政部、教育部、法務
部、外交部、衛生福
利部、勞動部、原住
民族委員會之首長。
社會專業人士四人至
六人。婦女團體代表
三人至五人。前項第
三款、第四款董事應
就行政院性別平等會
委員遴聘之。

03

成員薪酬

成員未支薪

04

機構並存

本會領導者為

衛生福利部部長

01

會議週期

董事會議每三個月召
開乙次，如董事長認
為有必要或有二分之
一以上董事之提議，
得召開臨時會議。

02

董事會成員

本會置董事十五至十
九人，由行政院院長
就下列人員聘任之：
行政院代表一人。內
政部、教育部、法務
部、外交部、衛生福
利部、勞動部、原住
民族委員會之首長。
社會專業人士四人至
六人。婦女團體代表
三人至五人。前項第
三款、第四款董事應
就行政院性別平等會
委員遴聘之。 8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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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5

03     

02

04

監察會。本會置監察人三人，由行政院選聘
財政部、主計總處首長，及社會公正人士一
人共同任之，掌理基金、存款之稽核，財務
狀況之監督，決算表冊之查核事宜。

財政部首長、行政院主計總處首長、社會公
正人士。監督機構人員為兼職。監督人並無
投票權（投票權指選出董事會之董事長。）

三位監察人的職責相等，掌理基金、存
款之稽核，財務狀況之監督，決算表冊
之查核事宜。且受本會章程之約束。

本會外部監督機構：衛生福利部主管由政府捐
助之財團法人監督小組。成員由衛生福利部綜
合規劃司遴選該部各單位成員組成監督小組。

本會每年提報行政監督報告給上述機構，
讓機構就報告內容給予書面建議。

本會並無治理、管理和
監督角色重疊情形。

本會組織中重要成員
與「嫄」計畫利害關
係人並無業務往來。

本會重要成員雖有擔任
其他組織職務，但與本
會在財務、個人或法律
性質並無依賴關係。

01

05

03     

02

04

監察會。本會置監察人三人，由行政院選聘
財政部、主計總處首長，及社會公正人士一
人共同任之，掌理基金、存款之稽核，財務
狀況之監督，決算表冊之查核事宜。

財政部首長、行政院主計總處首長、社會公
正人士。監督機構人員為兼職。監督人並無
投票權（投票權指選出董事會之董事長。）

三位監察人的職責相等，掌理基金、存
款之稽核，財務狀況之監督，決算表冊
之查核事宜。且受本會章程之約束。

本會外部監督機構：衛生福利部主管由政府捐
助之財團法人監督小組。成員由衛生福利部綜
合規劃司遴選該部各單位成員組成監督小組。

本會每年提報行政監督報告給上述機構，
讓機構就報告內容給予書面建議。

本會並無治理、管理和
監督角色重疊情形。

本會組織中重要成員
與「嫄」計畫利害關
係人並無業務往來。

本會重要成員雖有擔任
其他組織職務，但與本
會在財務、個人或法律
性質並無依賴關係。

6.2.2 監管機制或監事會 6.2.3 利益衝突說明 6.2.4 內控機制

組織內部每月進行會議，

以「嫄」計畫執行、財務管

理、成本控制、產品與服務

產出、利害關係人狀況、風

險管理與評估等進行研議與

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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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財務和會計實務

右表為「嫄」計畫收支，亦請參閱後續報表，說明如下：

為達成基金會的願景與使命，

一、維持基金水平與擴大社會正向影響是基金運用在本社

會企業商業模式的基本原則。

二、因此在不以獲利為目的的原則下，盡可能將盈餘回饋

服務對象，以維持就業、創造收入與社會福祉。

三、為維持基金損益平衡與永續運作，本計劃除政府編列

預算外，也積極自籌，開拓其他社會與商業資源。

四、或協同基金會內部其他資源共創分享。

105 年「嫄」收支明細

106 年「嫄」收支明細

科目 微型手工藝

銷貨收入－嫄 1,120,746

銷貨成本－嫄 -1,200,448

業務費（本會自籌） -228,004

　鐘點費－本會自籌 -28,000

　臨時薪資－本會自籌 -3,000 

　租金支出－本會自籌 -15,000

　差旅費－本會自籌 -38,134

　交通費－本會自籌 -22,802

　運費－本會自籌 -21,619

　郵電費－本會自籌 -7,608

　印刷廣告費本會自籌 -16,172

　資訊維護－本會自籌 -2,400

　餐點費－本會自籌 -4,920

　雜項支出－本會自籌 -66,281

　文具用品－本會自籌 -55

　其他費用－本會自籌 -2,013

其他業務外收入 4,762

105 年收支餘額 -302,944

科目 微型手工藝

銷貨收入－嫄 1,197,349

銷貨成本－嫄 -840,293

業務費（本會自籌） -494,197

　鐘點費－本會自籌 -68,000

　翻譯費－本會自籌 -500

　臨時薪資－本會自籌 -12,400

　租金支出－本會自籌 -6,000

　差旅費－本會自籌 -56,518

　交通費－本會自籌 -22,136

　運費－本會自籌 -22,219

　郵電費－本會自籌 -10,289

　印刷廣告費－本會自籌 -90,040

　資訊維護－本會自籌 -59,400

　餐點費－本會自籌 -3,600

　雜項支出－本會自籌 -140,830

　其他費用－本會自籌 -2,265

106 年收支餘額 -137,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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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帳戶是主要帳務保存及紀錄的方法。

係依據商業會計法及商業會計處理準則中
與財務報表編制有關之規定，暨企業會計
準則公報及其解釋編製之首份財務報表。

審核年度帳戶人員為外部成員為日盛聯
合會計師事務所簽證會計師陳青雲。

建立財務報表之內部成員為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
基金會董事長陳時中、執行長簡慧娟及會計薛淳雅。

7.1 帳務和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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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資產報表 7.3 收入與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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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財務狀況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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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辭

莫拉克風災後，婦權基金會的「嫄」計畫進入禮納里大社部落裡一處

剛落成的工作空間，為它創造了無可取代的價值－回家的溫暖與希望。

它讓我們無法想像，如果沒有這個計畫，這個部落如今還好嗎？我們

甚至找不到立場去感謝誰，因為這一切劇痛之後的美好，都是在這份報

告之前就成就了－我們報告團隊外一群默默奉獻的計畫關係人共創分享

的結果。所以我們決定不去計算每一塊錢的投入產出與成果影響間諸多

的假設關係。對於我們看見與聽見的，這樣做冰冷了些。就國內第一份

SRS 報告書來說，就是以問題為核心，如實地還原其基本架構與精神：

以透明責信的原則，嚴謹鋪陳的邏輯，簡單精準的數字，關鍵動人的事

件來協助故事自身，讓成果重現在人們可理解、能感動的敘事現場裡。

如果沒有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與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的信任與

支持，如果不是大社部落嬤嬤與織布達人們包容我對排灣文化的無知與

無禮，如果我那些可憐學生沒有被我的「善意」鼓舞，勇敢地克服頭上

虎頭蜂、腳下百步蛇的恐懼在部落長期蹲點，這些壓在排灣石板廢墟間

的故事不會被更多人看見！

感恩！

汪浩

逢甲大學		社會事業經營管理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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