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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報告: 社會凝聚力對社會幸福很重要!
根據本(4)月23日聯合國所公布的「2015年全球幸福報告」，全世界最幸
福的國家是瑞士，而台灣則在158個國家中排名第38名。調查中也發現 :
人民所得明顯會影響幸福程度，但所得並非幸福的唯一要素。比如說
美國幸福排名第15名，落後墨西哥（第14名）與哥斯大黎加（12名），
而哥斯大黎加的人均國民所得僅為美國的五分之一。
不單單是金錢，還包括公平、誠實、信賴與健康才能成就社會幸福。
調查發現，社會凝聚力對社會幸福極為重要。當社會以不對稱的方式
追求經濟成長，而遺忘社會與環境的目標時，其結果恐是損害所有人
的幸福。



凝聚社會共識，共同實現美麗夢想
城市行動派一書中提到，培力社會要善用民間力量，引進民間的活力與創
意，將人才、資金與人才的主導權交給在地民間團體，建立平衡關係與協
力夥伴，打造食物銀行、青創銀行、志工銀行所組成的台中專屬「希望銀
行」。其中，食物銀行的5大行動策略，包含:

1、廣設社區型食物銀行。
2、市府收購過剩農產品。
3、設立大型冷凍倉儲與物流。
4、與便利商店建立無饑餓網絡。
5、食物銀行法制化。

希望每位市民都能成為實現美麗夢想、改變台中、甚至改變台灣的力量!



食物銀行的起源-歐美與世界食物銀行的發展(一)



食物銀行的起源-歐美與世界食物銀行的發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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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擔任立委時，率先結合跨黨派推動食物銀行立法

過去，市長在擔任立法委員期間，於2012年在立法院提出社會救助法
修法。而後為求完善，於2013年4月率先結合跨黨派的立委提出提出《食
物銀行法》共同提案，並與行政部門溝通，內政部及衛福部等單位均同意，
甚至提出行政院修法版本送交朝野協商，期望透過免稅免責獎勵，推動全
國食物銀行。

市長過去並主張英、美等國已建立國家級的食物銀行，台灣民間陸續
成立類似機構，但為健全食物銀行的發展，政府應該扮演積極的角色。



增加供給面1－減少食物浪費
全台灣有35萬弱勢家庭，有27%的幼童沒有早餐可吃，有14%的幼童沒

有晚餐可吃。但是台灣一年浪費的糧食高達275萬噸，這些食物足夠讓16
萬戶低收入戶吃20年。

因此食物銀行就是避免食物浪費又可幫助弱勢的最好方法，而且還要遍
地開花，朝向社區型食物銀行推動。而食物銀行法制化，就是力求為台中
的食物銀行建置一個具有保障、更為健全的系統，讓政府提供的資源更加
透明化，現有的資源能夠平均分配給真正需要幫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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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供給面2 －新五農政策
成立「農業發展基金」，協助新五農政策，尤其現在代人希望吃的美味健
康又安全，未來將強化安全認證、建立產銷履歷，並結合食物銀行、學校
營養午餐、社區化老人共餐，鼓勵地產地銷、農民契作非基因產品。

另外，台中農產品產地價格低時，研擬保價收購，依產品特性及時採取收
購、加工、促銷、冷藏及銷毀等措施，穩定市場價格，除了可減少農民損
失外，也可與食物銀行合作，幫助近貧戶得到需要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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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需求面1－研議納入近貧戶

容易被遺忘的近貧戶»
成立食物銀行及推動立法，除了能幫助到中低收入戶外，更希望能夠幫
助到近貧戶。
近貧戶雖然表面不如中低收入戶那樣地弱勢，但也正因如此，近貧戶往
往也更難獲得政府相關的補助，成為被遺落的一群。

==============
近貧族推估人數»
 參考台中市家庭收支調查資料，計算近貧人口所採用的兩個參數為 3.65%與 7.35%。
 則2015年3月台中市人口數為272萬5,497人，以上述兩個參數推估，則台中弱勢人
數介於 99,481人與 200,324 人之間。



擴大需求面2 －就近走入社區
與經發局合作，開辦「愛心食材交流平台」 »

1. 103年12月9日 霧峰公有市場率先響應，每週一至週六由市場攤商自發性將可食用
各類生鮮食材或熟食，供應霧峰區四德及五福社區發展協會烹煮熱食，讓當地社區
關懷據點長者及弱勢民眾享用，總計每週可供應約400人次。

2. 104年3月26日豐原第一公有零售市場延續愛心，市場自治會委員及攤商熱情響應，
並結合當地圳寮、南村及鎌村等三個社區發展協會，將每日攤商們販賣剩餘可用的
食材捐出，再由各處設置的社區關懷據點輪流收取食材，烹煮為熱食，提供貧弱老
年人用餐服務，攤商捐贈的物資種類琳瑯滿目，包括蔬菜、水果，魚肉、豬肉、雞
肉、麵包、油條、燒餅等，估計每周約可服務420人次弱勢長者食用。

3. 未來，經發局規劃在海線大甲、沙鹿或清水等區之公有市場，再擇一市場共同加入
分享愛心的行列。未來也將繼續連結其他公有市場擴展愛心食材交流平台，吸引更
多單位分享愛心。



歷史沿革

• 食物銀行法制化

• 食物銀行社區化

• 大型倉儲跨域結合

跨域階段(104年)

• 成立全國第1家實體食物銀行

• 構思倉儲管理系統、個案管理系統

• 擴大社會資源引進

創新階段(101年~103年)

• 成立食物銀行行政中心、設置27個補給站

• 每月舉辦發放作業

整合階段(100年)

• 原臺中市：設置1處倉儲中心及5處物資發放站、設置專線服務

• 原臺中縣：設置3處短期食物援助服務中心、設置17處愛心補給站

萌芽階段(98年~99年)



問題與背景

個人或家庭問題

• 失業或收入偏低

• 財務管理知能不足

• 依賴人口過多

• 貧窮循環

社會環境問題

• 實質薪資減少

• 全球景氣低迷

• 物價飛揚

• 糧食危機

現行社會福利體系
之限制

• 救助調查時程

• 現金救助無法滿足需求

• 福利資源分配不均



食物銀行架構

行政中
心

實體
店

發放
站

名稱 說明

行政中心*1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社會救助科)

實體分店*3

綠川店
豐原店
沙鹿店

大里店(預)

發放站*27 27處

聯盟店*5 宏源、廣亮、南家扶、天
主教區、神岡紅會

聯盟
店



食物銀行輸送程序

• 彙整清冊、配送
物資、資源開發

• 定期、緊急
發放物資

• 初步審核• 填寫評估表

弱勢
家庭

公所、社
福單位及
自行求助

行政
中心

實體食物
銀行、發
放站、聯
盟店



食物銀行扶助戶數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04年 2,647 2,615 2,598

103年 2,243 2,307 2,221 2,396 2,333 2,380 2,338 2,384 2,479 2,341 2,241 2,291

2,000
2,100
2,200
2,300
2,400
2,500
2,600
2,700

發
放
戶
數

103年~104年3月每月發放情形

104年1-3月7,860戶

104年1-3月資料(每月平均提供2,620戶) 103年1-12月資料(每月平均提供2,330戶)



扶助對象分析



臺中市食物銀行自治條例-立法背景
• 市長擔任立法委員期間即高度重視食物
銀行，並與楊玉欣等36位 立委擬具「食
物銀行法草案」。

• 為有效即時提供食物銀行服務，本市擬
訂定全國首創「臺中市食物銀行自治條
例」。

• 參照市座所提「食物銀行法草案」之版
本，因地制宜酌修。

 臺中市食物銀行自治條例，全文18條



臺中市食物銀行自治條例-立法精神

• 為降低經濟不景氣及物價飆漲對弱勢民眾的影響，更妥善照顧經濟弱勢、
遭受急難或災害者，對其提供短期日常生活所需食物及物資援助，以建
置完善的社會安全網。

• 傳達食物銀行食物不浪費之精神，達到資源妥善利用。

• 鑒於食物銀行涉及委託公益團體成立實體食物銀行、食品衛生檢驗及農
業局收購過剩農產品等諸多事項，與人民權益密切相關，惟食物銀行目
前僅訂有具內部效力之相關計畫或行政規則為依據，實有必要提升法規
位階為自治條例。



臺中市食物銀行自治條例-辦理進度說明

104.01

• 擬定臺中市
食物銀行自
治條例總說
明、法規對
照表及法規
草案。

104.02.03

• 社會局長邀
集學者及法
制局長針對
條文內容討
論及修正

104.02.09

• 召開專家學
者團體座談
會。

104.03.16

• 刊登公報

104.03.27

• 辦理公聽會

104.04.13

• 草案簽請法
規會審議



臺中市食物銀行自治條例-辦理情形

104.02.03及104.02.09辦理專家學者座談會 104.03.27辦理臺中市食物銀行自治條例草案公聽會



草案逐條總說明-本法共計18條

1-立法目的 2-主管機關 3-定義
4-5辦理單位
協助措施

6-7受助對象
及管理

8-9輔導獎勵
10-12物資管
理、稅捐

13-食品衛生
維護

14-災害互助 15-永續教育

16-過剩農產
品收購分配

17-物資捐贈
獎勵協助

18-施行日期



本條例之立法目的及主管機關

• 照顧經濟弱勢、遭受急難或災害者

• 提供短期日常生活所需食物及物資援助，以建置完善的
社會安全網，

• 避免物資浪費，及促進食物銀行健全發展，特制定本自
治條例

§1-立法目的

•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社會局§2-主管機關



食物銀行之用詞定義及辦理方式

• 實物給付：以非現金發放方式，提供受助者生活所需之食
物或物資。照顧經濟弱勢、遭受急難或災害者

• 食物銀行：以非營利方式，募集食物或物資，供給受助戶
§3-用詞定義

• 主管機關(社會局)

• 民間團體自辦(§8)

§4、§8-辦理
方式

自行設置

委託公益性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



受助資格與申請管道及名冊建立
• 申請資格、受助優先順序、期間長短及相關事項，由
社會局定之

• 受助戶廣納經濟弱勢者，不以具備法定社會救助或各
項補請領資格為限。

§6-受助資格

• 受助戶應向本市各區區公所或實體食物銀行提出
申請§11-申請管道

§7-名冊建立 • 建立受助戶名冊，並定期更新
• 應主動提供受助戶食物銀行相關資訊



設置食物銀行之協助、表揚及轉介措施

• 協助受託團體取得辦理實體食物銀行所需空間

• 編列預算提供受託團體所需之經費§5-協助措施

• 對於自行辦理食物銀行績效優良者，社會局得提供受助戶
轉介名單或其他必要之協助(§8)

• 對於捐贈食物銀行物資或辦理食物銀行相關事項，有重要
貢獻者，得予表揚(§9)

§8、§9—績優表
揚及轉介協助



物資共享及勸募管理

• 實體食物銀行在資源充裕之情形，得將有餘
物資提供民間團體自行辦理之食物銀行或其
他從事相關公益活動之社會福利團體

§10-物資
共享

• 物資之募集或接受捐贈，應妥善管理及運
用，並公開徵信

• 募集及接收捐贈應依相關法規辦理

§12-勸募
管理



食物銀行之行政協助(一)

• 衛生局應協助食物銀行物資之衛生、安全
及品質檢驗

§13-食品衛
生檢驗維護

• 教育局所屬學校每學期得舉辦食物銀行日
辦理食物及其他物資之勸募，並捐贈食物
銀行

§15-永續
教育



食物銀行之行政協助(二)

• 農業局得視本市農產品產銷情形進行調節性收購

提供社會局辦理食物銀行

§16-農產品

收購互助

• 本府所屬機關得鼓勵及協助食品業者捐贈物資予
食物銀行

§17-物資
捐贈



災害互助及施行日期

• 災害發生時，食物銀行物資得立即供應災民與救
災人員

• 災害現場供應之物資超過需求時，得轉贈食物銀
行。

§14-災害
互助

•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18-施行
日期



臺中市食物銀行自治條例-預定辦理期程(104)
             月份 

辦理項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擬定草案作業             

法規預告             

舉行公聽會             

草案簽奉市長核准             

法規會審議             

市政會議審議             

市議會議決作業             

公布報核作業             

 

配合104年第2次定
期會送議會審議

3/27-召開
公聽會

104.02.03及104.02.09召開
專家學者座談會



跨局處合作事項
單位 配合事項

社會局

1.協助受助戶申請及建立受助戶名冊。
2.提供受助戶食物銀行相關資訊
3.協助受託團體取得辦理實體食物銀行之空間及編列預算提供相關
補助。

法制局 協助研擬訂定自治條例。

衛生局 協助食物銀行辦理實物給付物資之衛生、安全及品質檢驗。

農業局 協助收購過剩農產品，作為辦理食物銀行所需物資。

教育局 每學期得舉辦食物銀行日，教導學生珍惜資源，避免食物浪費。

經濟發展局 得鼓勵及協助食品業者，捐贈物資予食物銀行。

新聞局 協助宣導自治條例，廣為周知。



市長政見執行情況
政見 內容 目前執行情形

廣設社區型食物銀行 自籌物資及財源，政府提供待助名單
或多餘物資

本市已有3家實體食物銀行、27處發放站及5
家聯盟店

食物銀行倉儲物流
1.結合大型物流倉儲物資保鮮傳輸至本
市各區

2.發展愛心企業平台

取得嘉里大榮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同意無償提
供本市常溫、低溫及冷藏倉儲空間並於
104.04.21辦理「中彰投物流平台暨倉儲空間
啟用儀式記者會」。

食物銀行法制化 制訂全國第一個食物銀行自治條例

1. 104.03.16刊登政府公報
2. 104.03.27辦理公聽會
3.104.04.13臺中市食物銀行自治條例草案簽
請法規會審議

建立無飢餓網絡 與通路商合作，以待用餐模式，提供
弱勢個案家庭熱食

1.與全聯及家樂福合作物資募集項目。
2.結合全聯愛心福利卡(每月提供500戶家庭

1000元福利金)
3.持續與通路商洽談合作事宜。

過剩農產品收購
剩餘食品再運用

1.農業局調節、本局發送
2.開發市場與社區關懷據點結合成共餐
熱食

1.配合農業局辦理
2.與經發局合作於霧峰及豐原公有市場成立
愛心食材交流平台



食物銀行相關辦理成果(一)

104.01.17首家食物銀行聯盟店成立儀式 104.03.26 豐原市場愛心食材交流平台成立



食物銀行相關辦理成果(二)

104.03.28
食物銀行聯盟店聯合成立儀式

104.04.21
中彰投食物銀行物流平台暨倉儲空間啟用儀式



願景--
建立臺中市成為無飢餓城市

物資活用 不浪費



簡報完畢，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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