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跨世代社會創變—夢想 2.0 提案 

 

基本資料 

單位名稱 財團法人善慧恩社會慈善基金會 

創辦人 黃弘仁、彭春貴 

產品服務 

 兒童及少年福利 

 婦女與家庭福利 

 教育訓練 

 社會企業(實驗商店) 

市場分配 

目前主要關懷對象為低社經地位的 10~15 歲青少年(包含

中輟生)，社會企業培力對象 16-24 歲弱勢青少年，服務

地點為高屏地區。 

資本額 立案基金 30,000,000 元 

員工人數 31 人 

總收入 104 年 營運服務經費(補助款、捐款等收入)22,950,000 元 

資源需求 

缺乏來自公私部門、或大眾的資金挹注 

人力長期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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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跨世代社會創變—夢想 2.0 提案內容) 

兩代情，長青共學 

 

一、 初步夢想 

 已實現之初步夢想陳述 

本單位長期關注低社經地位之學生(含中輟生)，這些學生大部分因為家庭因 

素，無法在青少年時期得到關懷，造成無人照顧、失去學習機會、或是誤入歧途。

為扶助這些青少年，本單位初期主要透過地方政府資金的挹注，成立了「實驗學

校」(又稱另類教育)，除了安置這些目標對象，以防學生因為無人看管、照顧，

流連聲色場所，成為社會之一大隱憂；更於實驗學校提供非國民義務教育之課程，

主要目的是加強學生的技藝能力，培養學生能發揮所長，也能滿足社會所需之生

產力。 

    除了實驗學校，本單位更成立了「飛夢林青年咖啡」，此社會企業旨在雇用

16~24 歲家庭弱勢之青少年，輔導有興趣、或經濟弱勢之青年就業，給予他們學

習的機會，除實際應用所學，也藉此找到生活重心。 

 

二、 夢想進化 

 想要達成什麼夢想(與競賽主題相關) 

    雖然加入實驗學校的弱勢青少年，在生活及學習上能獲得較完善照顧，但礙

於政府規定，以及實驗學校目前只於國中設立，這些學生升高中(職)後便無法繼

續被安置及提供學習的環境，很可能因為回到原生家庭，再次被剝奪學習的機會、

無人管照等，成為社會隱憂，無形中增加未來社會成本的支出。因此，若是能有

更多資源引進，用在針對 16 歲以上青少年的實驗學校的開設，亦即延續 15 歲以

前之照顧及學習，相信主要的中輟問題才能從根本獲得改善，而非數字上的改

變。 

    另外，由於台灣人口已邁向高齡化，老人照護部分目前主要仰賴外籍勞動人

口(外勞)。然而，隨著各國逐漸針對外勞人口的限制，以保障自己國家人民的就

業權，如未來還只依賴外籍移工投入老人照護，恐怕並無法真正解決問題。若是

從實驗教育的技能課程設計安排，開始培育 16 歲以上的青少年成為日後的專業

照護人力，以長青(長者、青年)共學為出發點，一方面改善中輟問題，另一方面

解決青年未來就業問題，以及因語言隔閡，被照顧者與外籍人士的情感疏離問

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