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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访高雄县妇幼青少年馆简介——台湾考察经验分享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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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20日上午，经台北大学妇女研究中心林维红教授的热心帮助和精心安排，我们一行15人，按照预定计划来到台湾南部的高

雄县。该县位于台湾岛西南端，北邻台南县，东邻台东县，全县面积２８３２平方公里，下辖２市（凤山市与冈山市）２镇（旗山镇

与美浓镇）与２3个乡。在那里，我们参观访问了位于凤山市该县政府社会局内的妇幼青少年馆。 

一．基本概况 

妇幼青少年馆坐落在凤山市光复路二段120号县政府社会局的大院内。所在庞大建筑的三、四楼归社会局办公使用，一、二楼和地下

室归该馆使用。大门看起来似并不起眼，甚至有些老旧，但听说该馆门前的广场，又称“阶梯广场”、“青春休闲广场”的使用率却

很高。早上有妈妈们跳舞；中午有老人在这里聊天或从事简单的各类交流；晚上这里有因大量抽烟和过分吃槟榔而被称为“飞行少

年”的年轻人在划旱冰或积聚畅谈。据有关材料报道：经过县政府和妇幼青少年馆的共同努力，那里，如今已是广大县民，特别是许

多妇女族群、青少年族群，以及众多家庭视为自己的第二个家的地方。是针对儿童、青少年、妇女及一般民众，提供各类自我成长的

策源地，是县政府以及他们支持、协助下的妇幼青少年馆同仁为婚姻家庭、妇女保护、青少年成长提供咨询辅导服务和休闲活动及福

利设施的场地。 

那里设有成人图书阅览室、儿童图书室、妇幼教育资源室、幼儿游戏室、少儿探索室、展览室、文化走廊、托儿所、视听教室、Ｋ书

中心和青少年康乐室，以及若干可供租用的中小型会议室。 

妇幼青少年馆的主任孔昭懿女士告诉我们，该馆成立的时间并不长，仅有四年，但它是一个隶属于公部门的特殊机构，所以，在当地

甚至在台南地区的影响都比较大。在县政府和一些社会力量的支持下，他们一方面推行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用公共资源回馈县民，

一方面他们也筹措少量资金，通过自己精心设计的活动方案为县民特别是妇女、儿童能力提升提供帮助。它同台北新知研究会着力从

事倡导性工作的妇运组织不同，与其他一些财人法团类的基金会募集资金针对特定人提供无偿帮助的组织也不同。他们的经费来源，

以前有内政部和县政府的补助，目前更多的需要自己争取。他们可以通过不断筹办活动或获取捐款得到经费。在参访那里的资源室时

得知，那里的建设费用主要来自政府（大约2千3百万），部分来自馆里筹资（500万左右），所以，现在她们每年要向使用者收取部

分费用（300多万），以用于器材的增添和设施的维护。 

借助相关材料，还有在该馆不同空间的实际参观，我们了解到它的工作范围主要包括：老人福利、妇女福利、社会工作以及为家庭暴

力、性侵害等事件提供保护、或给予直接或间接的服务。因为该馆隶属于县政府社会局，所以，是一个着力于为该县120万县民服务

的政府组织的一部分。其职能有些类似于我们大陆的民政部门。如为对妇女实现教育，该县有时也通过他们对低收入的妇女发放补

贴，该工作涉及27个县镇。但有时有些职能则纯属NGO职能。例如该馆针对服务对象是儿童、青少年和妇女，他们设定：下午4点——

晚上9点，为12——20岁的青少年提供地下室图书馆，免费让他们使用。 

为帮助妇女实现学习的愿望提供方便。那里办有成年暨儿童图书馆，妈妈们可以从早上9点——下午5点在那里与孩子共享读书的乐

趣；他们还投资50万台币装饰“万象屋”、“亲子游戏室”等设施。前者接受6——12岁的孩子在那里活动，为读书的母亲提供方

便，那是一个不需会员证的空间，里面有各种书籍可供青少年及儿童阅读；后者接受更小的0——6岁的孩子，并安排有专门的照顾管

理师负责对寄托孩子的照顾，免去妈妈们必须陪同的麻烦。资源室内有录像带及专业书籍，对教师特别是幼教非常实用。考虑到问题

孩子的后面多有问题家长，他们还通过网站贴近。        

二、历史渊源、活动宗旨 

妇幼青少年馆自１９９３年９月１９日落成启用以来，因当时人力所限和部分空间设施尚未规划完成而分四个阶段陆续开放和提供服

务。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２８日设立辅导组负责妇幼青少年保护咨询；１９９５年９月２日为县政府员工消费合作社设立托儿所（１９

９７年已脱离改造）；１９９６年３月３０日托儿所师范教学资源中心揭幕。 

在历任县长、局长的鼎力支持及全体工作人员、志工朋友们携手一步一步脚印辛勤耕耘的基础上，该机构总体领人事薪水的人从开始

的１０余位发展到现在的43位。并通过分设的总务行政组、妇女组、青少年组及托儿所范教学资源组开展工作。 

据了解对妇女而言，该馆的活动宗旨是： 1、唤醒女性自觉，推展两性平等教育，争取妇女权利；2、促进妇女成长，培养女性领导

人才，参与社会服务；3、提供妇幼新知，建立妇幼资源网络；4、结合妇女团体，推展妇女福利工作；5、健全扥儿制度，推动儿童

福利服务；6、提升幼教师资，推动人性化、小区化及本土化的幼教理念。所以，所有开展与妇女自身经历相关的系列学习，以及很

多培训都是为激发在地妇女的自身力量，激发在地妇女的性别意识和维权意识。 

妇女福利服务推广的活动分四个方面：１、妇女自我成长及家庭婚姻成长活动，包括社区妇女大学、专题讲座、妇女读书会、韵律瑜

珈班、图书跳蚤市场、乡镇社区巡回推广活动、未婚男女成长团体。２、妇女社会参与社会服务方案，包括妇女志工招募培训、女性

权益研讨会、社区妇女学苑乡镇社区推行活动、社区妇女团体组织及领导人培训、社区故事妈妈培训。３、特殊境遇妇女成长与支持

服务，包括妇女紧急保护服务和单亲家庭及弱势妇女支持团体及辅导。４、妇女福利设施开放服务，包括演艺庭、资源室、环保餐

厅、韵律教室和成人图书室。 



对青少年而言，该馆的活动宗旨侧重于：1、提供青少年们在放学、课余及周末假日，有一较完善的休闲场所，以舒展身心，培养健

康的娱乐习惯；2、使青少年有机会认识更多的同性或异性青少年朋友，以培养良好之人际关系；3、使青少年透过参与各种团体活

动，培养领导与合作能力，并建立正确人生观；4、协助青少年了解社会福利，关心社会，进而参与社会服务；5、协助家长了解青少

年，并予以必要之指导；6、提供青少年辅导新知，建立青少年辅导资源网络。因为她们认为：年轻人需要一个很大的空间，才可以

容得下自由、开放的思考、不懈、探索的勇气与不断往前的自信与毅力。 

三、活动形式和主要成就 

据介绍我们了解到：这里约聘的社工(服务人员)，一般都无性别要求，而是看重相关科系毕业、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国台语流

利，并具有社会工作热忱者。特别是具社工背景及实务经验，且必需有能力配合夜间或假日工作者。为了实现她们的活动宗旨，她们

开展了大量的、经常性的、对不同族群体现关爱的活动。如“爱随心”议题摄影展，以及“大专社团嘉年华”等不同主题的晚会，促

进家长参与青少年的活动。仅此一项活动，据说多年来已有30多万人参与。通过该馆组织各类活动的过程，她们已培训了许多不仅可

以开培训课程的妇女，而且还有可以在机构组织或非政府组织活动中起带头作用的领导人。这些人正是在与正式或非正式NGO组织的

联系互动中不断成长起来的。 

    孔主任还非常自豪的告诉我们：由于她们所做的工作很有成效，因此，妇幼青少年馆那里不仅成为一些原来落后的青年发奋图

强、表现自尊自爱的地方，也成了众多县民很有归属感的地方。前不久，上级政府刚刚决定将提供2千多万元的经费，来扩建她们现

在正使用的建筑。当然，她也强调：社会福利政策根本的问题“不是只要给钱就好”，而是在于“资源配置合理”。为了合理的使用

公共资源、并持久的开展这些公益活动，居家服务、家庭支持系统、替代服务等都很重要。她们认为：为了社会公平，不能让全体纳

税人为这些设备的使用者“买单”，所以，那里有些福利设施，如 “儿童科学游戏室”、“儿童律动班”、“儿童示范中心”以及

妇女韵律班活动场所等，都是要收费。为此，她还特别解释说：她们坚持收费的同时，也非常注意指导老师的教学品质，以保障有效

的教学、培训目的能够实现。 

四、组织特点和参观感受 

（一）通过短暂的访谈和参观，我发现这里的组织特点是： 

1、很活。她们不很在意组织的性质是什么？而是尽力发挥可掌控的人力物力来实施他们的活动宗旨。为了让硬件——房屋、器械、

图书等设备和软件——人员素质、设计方案、组织程度等因素发挥作用到最好的程度，他们很重视“人”的感受——男女老少的不同

需求；也关注空间的运用，如对馆内每个空间都做了使用纪录，以便做到随时根据需要来调整。为了更好的服务县民，经营虚拟青少

年网站：南国游戏厂，目的要让所有青少年可以接近、使用并参与其中。在馆内康乐室举办“把握Timing-青少年投篮机大赛”活

动，意在呈现休闲、体育、法治教育等多元面貌。为了突破一般的地缘特质，她们主动找寻各类团体，做可以配合地域性不同主题的

活动。举办把偶像崇拜改为与人沟通分享的活动，推进社区青年互动，秀自己，做交流，并向高雄县外扩大。所有这些，在当地及相

关领域都发挥了很大、很好的作用和较为久远的影响。 

2、渐进。那里人少事多，经费有限。但成员能够同心协力，发挥团队精神，追求最大效应。组织成员多重视姊妹情谊，县政府的服

务态度也非常明显。强化共同分享组织经验的工作气氛比较突出。如该馆的持续指导，促使不少妇女在积极参加该馆举办之各项活动

的同时，有许多人自愿加入志愿服务行列，不但协助馆内的各项服务工作，而且走入自己所居住的小区，筹建组织小区妈妈读书会，

推动小区环保工作，甚且参与小区发展协会、邻里组织，成为正式干部，成为能够推动小区福利工作，或参与公共事务，为妇幼青少

年争取福利的人，其活动范围和活动能力，的确是在不断扩大和提高。 

3、科学。她们设计的各种活动方案，以符合人性需要为标准。如那里的工作人员得知当地风山中学的团练（乐队训练场地）有问题

时，就主动与其联系，并通过政府部门发文开发社会资源，让该中学有条件的到馆里的K书中心练乐器，而后组织这些青少年族群到

馆里的阶梯广场与社区公民实现互动。实现了政府资源、社会条件、联宜管道（我们所讲的途径）和青少年才艺展示的多赢局面，获

得民众的好评。她们还开展专题影展、外籍配偶小区推广教育、妇女学苑和快乐女人心情故事征文。以及成长团体如单身母亲团体、

妇女团体、或其它团体的活动，特定节日活动如妇女节活动、青少年假日活动等，促使妇幼青少年馆的“活水泉源”不止恩泽于附近

的区民，而且通过把不同课程带到县内各个有学习意愿的团体中，实现了对全县不同团体需求的积极支持。 

4、用心。她们为找到每一个生命可以恣意发挥的舞台，进而营造安乐和谐的小区生活环境，做了不少努力，撰写操作计划，问政府

要经费，同时也根据政府政策确定议题推广课程到乡镇。开展社区的培力课程、志工培训，小区故事妈妈培训，小区巡回讲座、婚姻

学校、跳蚤市场、爱乡协会等等。并提出“幸福来自服务”、“幸福来自嘉年华”、“幸福在妇与幼”等感人心扉的理念和口号，使

其成为该县政府倡导组成社会福利的一部分。被誉为“妇幼青少年的幸福基地”。 

（二）在妇幼青少年馆参访的时间很短，但我感受到该馆实践其活动宗旨的智慧与苦心，下面几个活生生事例，也许有利于我们“窥

一斑而见全豹”，也许是可资学习、借鉴的闪光点！ 

1、“亲子图书馆”，那是一个设在两间大约７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的特殊读书空间。它的设计不同于一般的图书馆，可以让有幼年子

女在身旁的妇女可以一边学习、一边带小孩。为妇女有效利用公家资源提供了莫大的方便。 

2、“临时托育”，那是为参加课程或讲座的妇女提供的托育服务。虽然要付一点费用，但对需要学习和提高的妇女而言，完全可以

使其暂时安心地上课，从而满足妇女自我成长的愿景。 

3、“涂鸦展示”，那是馆里提供空间展示不同年龄段孩子的富有创意作品，并使其成就馆里大型壁画的自然设计。不仅记录了青少

年成长的不同历程和感受，也激发了他们奋发图强奔未来的信念和决心，为千篇一律的生活型态注入新的生命力。 

    4、 推进“认养”，那里所说的“认养”，对我们来讲是比较新颖的一种说法，不是认领或收养小孩，而是通过“认养”——直

接为各类活动投资；或通过“认养各类活动方案”——承包该活动的所有经费。该方式的推行，让有慈善心和经济能力的人，可以通

过参与或支持妇幼青少年馆策划的活动，满足个人反馈社会的愿望，同时可以有效促进妇幼青少年馆达成服务社区，建立和谐人际关

系的目的。 

５、招聘“志工”，所谓志工，即我们所指的志愿工作者。该馆为实现人力物力的资源整合而招聘妇女志工（非替代人力而为促进应

聘者得到成长）、学生志工（给予职前培训，提供设计机会，而不付任何报酬），从而在提升服务对象个人能力品质的同时，增强其

为公共服务热情的做法，给我们也留下特殊的印象。 



（三）参观访问结束了，我们在那里的环保餐厅用了午餐，的确方便、干净、物美、环保、价廉。要走了，孔主任和那里的工作人员

送我们到门外路边，她对我们的造访很高兴，并一再表示她们怎么就没想到到大陆看看呢？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欢迎她们到大陆来

看十三朝古都的风采，来了解北京、南京、宁夏、云南等地对妇女权益的保障，以及大陆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刹那间，我看到她眼

睛里流露出的振奋的光彩，她突然为自己有了新的方向而高兴。并留恋不已地对我们说：欢迎我们再次到她们那里，她们会做的更

好．．．．．．．。 

听着她热情洋溢的话语，想到那些让人感动的介绍和种种交流的“不便”，当我们必须乘车返回时，心中一阵莫名的感慨，泪水真的

涌到了眼眶。 

再见了，我们的同胞！希望我们早日团圆，共建更加美好的家园和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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