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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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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救助的內容，包括：
生活扶助、醫療補助、
急難救助、災害救助

以現金給付(in cash)為主，

及實物給付(in kind)為輔

目的：
以實物給付協助經濟弱勢家庭
或近貧者維持基本生活需求，
免於饑餓，使其脫離困境



貳、實物給付協助弱勢家戶執行現況-推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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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物給付

對於遭受急難陷困者提供即時協助，
使其脫離困境。

滿足經濟弱勢家庭基本需求，
並於災害時做為整備物資

鼓勵社會大眾，企業通路加入實物給付行列，
捐贈物資展現企業社會責任

跨部門、公私協力共同合作，
擴大服務管道與資源

正視並倡導環境保護及食物不浪費議題，
轉化相關服務策略

公私協力

應急/預防

扶貧/救災

惜食/環保

企業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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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物給付協助弱勢家戶執行現況-結合強化社安網計畫

服務對象:低（中低）收入戶、經濟困難或遭遇
急難之個人或家庭

內容:
運用資源提供日常生活物資援助，並由各地方
政府或與民間團體於適當地點佈點，就近連結
社福中心提供服務，逐步提升實物給付服務涵
蓋率。

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



實物給付協助弱勢家戶執行現況-提供內容及物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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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類：食米、飲用水、泡麵、口糧、餅乾、罐頭

、食用油、鹽、醬油、奶粉、麥片、調理包…

• 日用品類：牙刷、牙膏、衛生紙、生理用品、尿布

或尿褲、暖暖包、洗衣粉...

• 衣物類：衣服、褲子、圍巾…

• 慈善團體、企業、民間各界主動捐贈

• 政府公部門預算購置

• 農委會公糧食米援助、教育部…等

實物給付內容

物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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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物給付協助弱勢家戶執行現況-辦理模式

實物給付

實物倉儲 食物券(卡) 資源媒合 惜食/續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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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協調民間團體及公所，亦結合企業及慈善

團體長期認捐，設立儲存據點及發放據點，儲

放民生物資

辦理縣市：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

、臺南市、高雄市、新竹縣、苗栗縣、彰化縣

、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屏東縣、宜蘭縣

、花蓮縣、臺東縣、澎湖縣、金門縣、基隆市

、新竹市、嘉義市等21個縣市

無門市開架式之縣市，仍有物資存放點

實物倉儲(門市開架)

實物給付協助弱勢家戶執行現況-辦理模式

實物倉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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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券(卡)

 透過與轄內便利商店、小吃店或餐廳合作

，印製「食物兌換券」，做為兌換食物餐

點等限定商品之憑證

 辦理縣市：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臺

南市、高雄市、南投縣、雲林縣及新竹市

等8個縣市

實物給付協助弱勢家戶執行現況-辦理模式

食物券(卡)



10

資源媒合

 由社工定期評估轄內列冊弱勢家

戶，就民間捐贈物資採隨收隨放

，或民眾向各窗口登記待物資媒

合後發給

 辦理縣市：臺北市、桃園市、臺

中市、臺南市、高雄市、南投縣

、連江縣等7個縣市

實物給付協助弱勢家戶執行現況-辦理模式

資源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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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食/續食  惜食廚房:臺北市、新北市
、澎湖縣等3縣市

 惜食冰箱:臺南市、高雄市
、嘉義縣、澎湖縣、新竹
市、嘉義市等6縣市

 待用餐: 新北市、臺南市、
嘉義縣等3縣市

 續食合作計畫(與企業或大
型賣場合作):金門縣1縣市

實物給付協助弱勢家戶執行現況-辦理模式

惜食/續食



 全國各縣市實體存放
據點計有280處

 儲放地方政府自購或
募集之物資，其中具
有冷凍冷藏設備計有
58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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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處

6處25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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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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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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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處
6處

24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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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實物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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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資存放據點分佈情形

桃園市慈馨實物銀行

實物給付協助弱勢家戶執行現況-物資存放據點分布



 專業評估

 低/中低收入戶

 急難家庭

 遊民

 弱勢兒少等

 物資管理及輸送調度
 平時提供弱勢家庭所需物資，

災時作為整備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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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鄰長及

村里幹事

教育人員、

醫事人員

警察、社工、

保育人員

慈善機構或

團體

民眾自行

求助
其他

各縣市實(食)物銀行受理窗口

社工
評估

轉介其他資源
並回復申請單位

發放
一次性物資

各實(食)物銀行(分行、據點)
提供物資

弱勢或急難之家庭(個人)
(3-6個月)

評估有長期需求

評估無
長期需求

實物給付協助弱勢家戶執行現況-辦理流程

實(食)物銀行
(物資彙整、分
類、管理、包裝
及配送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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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物給付協助弱勢家戶執行現況-成效

辦理計畫

受益人次

111年度各縣市
推動「實（食）物銀行」相關措施
辦理69項方案計畫
112年辦理68項方案計畫

111年度統計
全國實(食)物銀行服務
合計達271萬餘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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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補助實(食)物銀行充實冷藏及冷凍設備

有更多元食物可提供經濟弱勢家庭及民眾選擇，
獲得均衡營養，也可落實惜食理念，

112年至114年疫後強化經濟與社會韌性及全民共享經濟成果
特別預算編列新臺幣7,088萬8,000元，受益人次預估可達120
萬人次。

提供民眾更多幫助

112年各縣市政府自辦實(食)物銀行據點計有280處，
其中僅58處（20.7%）設有冷藏及冷凍設備，
致影響食物蔬果等食材保存及民間捐贈物資種類與意願。

透過補助實(食)物銀行據點冷藏及冷凍設備，
使實(食)物銀行能提供弱勢個人及家庭農產品、生鮮
即時或冷凍食品等多元食材，提高飲食豐富性。

現有據點

冷藏冷凍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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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推動實(食)物銀行提供生理用品

為擴大對經濟弱勢女性之照顧，
減緩及消弭是類婦女因經濟困頓
所產生之「月經貧窮」現象。

衛福部函請地方政府將女性生理用品
納入實(食)物銀行提供，以確保女性不因貧
窮而無力購置所需生理用品致生活陷困或
健康有所危害。
112年4月7日擴大實(食)物銀行冷藏冷凍設
備補助事宜研商會議決議請各縣市將生理
用品列為領用不扣點項目。

111年度有53處實物銀行據點提供生理用品
112年度計有280處實(食)物銀行存放據點
其中101處據點提供生理用品。



伍、結語

 為縮短貧富差距，擴大對經濟弱勢民眾或
家庭之照顧，並保障其基本民生需求，維
護基本生存權，政府提出「補充式」服務
的實物給付。

 政府以照顧弱勢及建立完善社會安全網為
出發點，讓脆弱家庭及早發現、即時獲得
協助。也讓民間的善行能夠發揮的，係物
資不浪費，營造共善、共好的臺灣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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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恭請指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