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愛日不落

善行在人間
慈善，是慈濟的根源。

是慈濟面對當前種種挑戰

所需要堅守的信念，

慈善創新、全球合作、

數位科技、青年參與，

是 2022年慈善工作重點，
也是慈濟永續的力量。

在疫情、戰禍、氣候變遷

天災人禍頻傳的大環境，

我們需要更多善行的力量。

感恩所有捐款人的支持，

及合作夥伴的協助，

一起肩負責任，

攜手共創更美好的未來。

慈濟走過56個年頭

大愛屋
在17個國家地區

 援建2萬1,676戶 

學校  

  在16個國家地區

  援建247所 

慈善援助足跡在

　128個國家地區

   慈濟人分布在

67個國家地區



義診
在58個國家地區

    舉辦1萬7,802場次

  看診377萬人次

2020-2022
新冠疫情關懷行動
醫療防疫物資 

援助98國家／地區5,227萬件

  紓困扶助44國家／地區

534萬個家庭／2,172萬人次

發放大米  

  在19個國家地區

150,180公噸

賑災毛毯  

  在46個國家地區

援助

133萬 6,468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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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春夏秋冬調和；人間，生活和平相處，才是福。 
最近，我說最多的詞彙，就是「難以言喻」，很難去分析那種難過的感受。地、水、火、風

四大不調，無常瞬息萬變，普天之下許多國家災情頻傳。平安就是最大的福，可惜人心一念偏

差，衝突動武，造成幾百萬人家破人亡、生離死別。

究竟「人生何價」？來到人間，不知為何而來？來了該做什麼，也由不得自己，這就是懵懂

凡夫。我很感恩，在年輕要入中年以前，就起一個念頭，放下世俗的家庭，走入佛門，創立慈濟。

二千五百多年前，佛陀為一大事因緣，走入人間；宣說「四諦」、「十二因緣」與「六度」

法，來度化眾生。我的師父只簡單給我兩句話──「為佛教，為眾生」，到現在這個年齡，我

覺得我做到了。

佛陀的智慧遍虛空法界，浩無邊際，難以計量。佛陀的心量開闊，他的思想、觀念與智慧，

總是不斷的代代延續下去。「靜思法脈」來自於佛陀開示，靜思的法脈精神，也需要代代相傳，

永遠生生不息，這是「為佛教」。

靜思精舍是全球慈濟人的家，靜思法脈是慈濟宗門的後盾。慈濟人不一定是佛教徒，但都以

「佛教慈濟」為名，在國際間做慈濟事，普遍獲得肯定與讚歎。要做到讓人覺得，佛教徒有寬

闊的心胸，沒有宗教的分別，能包容天下，就要從僧眾和合的形象，展現出這樣的精神。

修行不是要獨善其身，而是要弘揚佛法。弘揚佛法一定要走入人群，與不同的人接觸，才能

知道自己的心量有多大。生命的價值不是只靠自己評估，也要有其他人作見證，慧命和健康則

要靠自己照顧。生活中與人互動要合和互協，彼此關懷、問候；「感恩、尊重、愛」，這五個

字若做得到，就是真修行者。

「慈濟宗門」，就是「為眾生」，為人群社會，不分宗教、種族與國籍。天下苦難人偏多，

一個人無法做，少數人也做不起；要多數人共行菩薩道，共同開啟菩薩的大門。菩薩的大道，

不只為未來的人，也是為自己開道鋪路。

「菩薩所緣，緣苦眾生」，天天看國際新聞，山河突然變色，人生幻化無常。身為佛弟子，

就要為人間負起責任；看得到、聽得到的，總是要身體力行，將我們的力量伸過去，拔人間苦難。

這是我對慈濟人最大的期待。

創辦人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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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走的是人間路，精神思想來自佛陀所傳的法；我們要用開闊的心胸包容天下事，同時把

我們的宗教平台鋪出來、踏出去，走入人群去實踐。前面的路坎坷難走，鋪路的人，向前鋪平

了一步，還要向前再鋪一步，讓我們鋪過的路，就是平坦的。自己「鋪、走；鋪、走」，後面

的人就會很幸福。

慈濟一路走來，超過半世紀。人人來自不同國家，有不同生活文化。但大家結合起來、共同

一念，做到「合心、和氣、互愛、協力」；共飲「感恩、善解、知足、包容」的「四神湯」，

這就是慈濟法，也是慈濟人必修的功夫。

「人能弘法，非法弘人」，菩薩道需要有人去開道鋪路，唯有人人造福才能消弭災難。弘法

是為了利益眾生，能解救扶困人間疾苦，就是「菩薩道」。期待人人以慈濟的因緣成就，只要

有心，就可以在天地之間「弘法、利生」！

「慈濟」是人間事，「靜思」是法脈事。師父這一生，已為大家定下了靜思的法脈精神，生

生世世都能相傳；所以要準確、要勤行道。慈濟宗門的志業也開啟在人間，要用靜思的精神做

慈濟的人間事，合心齊力造福人群，讓佛法的脈絡延續下去，世世代代造福修慧。

        　 摘自《2022年慈濟年鑑》

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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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衷的感恩大家，長年來對慈濟慈善志業的護持，讓慈濟慈善關懷足跡，走入128個國家地區。

56年來，證嚴法師親自帶領弟子走入人群，慈濟透過實際的慈善關懷行動來淨化人心、創造

祥和社會，期許實現天下無災的初衷不曾改變，行動不曾停歇。

全球的新冠疫情在 2022年雖逐漸趨緩，但大大小小的災害不斷湧現，加上氣候變遷問題不斷

惡化，俄烏戰爭造成數以百萬計的烏克蘭人成為難民，在在都加劇了能源和糧食的短缺，乃至通

貨膨脹問題。這些都是全球共同關注的議題，也是慈濟慈善援助的重點。

俄烏戰火初燃，12國慈濟志工即銜命集結波蘭，援助烏克蘭難民。透過與 11個國際 NGO組

織合作，慈濟的人道援助，得以深入烏克蘭與周邊 8國境內的難民，提供購物卡、現值卡、禦寒

物資、健康醫療照顧、醫藥用品、語言及兒童教育、心理及法律諮商、個案經濟補助等扶助，逾

178萬人次受益。

因應世界變遷趨勢的問題與挑戰，我們積極厚植社會正向與良善的影響力，10月所舉辦的第

七屆慈濟論壇，特別聚焦於解決新冠疫情下的社會問題，關注「淨零」、「數位」及「世代協力」，

共同強調朝向多元合作和世代平等的方向努力，並以「全球共善」平衡數位與經濟落差。

為完備防減備災的災害救助工作鏈，至今已與臺灣 22個縣市、16個中央及地方各級專業機構，

簽訂合作共善備忘錄，面對災難精準對接。並加入工研院與鴻海集團領銜的「臺灣數位健康大聯

盟」，透過高科技設備與網路健康檢測資訊平台的應用，守護原鄉偏鄉、弱勢家庭、社區獨居的

長者健康，逐步實踐「安穩家園 美善社區」的志業使命！

慈濟於 2020年獲內政部消防署核定為防災士培訓機構，2022年創辦關懷士培訓，防災士與關

懷士雙軌培訓，以制度優化防災技能與關懷軟實力。2022年還啟動包括「植境」蔬食概念館，引

領青年蔬食潮流、慈濟國際青年 TIYA永續年會及國際青年領袖人才培訓計畫，以新創呼應「淨零」

與「世代協力」。

執行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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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策略推動下，慈濟

已參與了 16個聯合國及國際平台等會議，與超過 20

個國際 NGO組織合作。透過這些信譽優良的慈善、宗

教和人道救援組織合作夥伴，在政治、經濟和疫情阻

隔等複雜狀況下，援助行動皆能快速有效地完成。在

2022年，慈濟的國際扶困行動、防疫援助、難民關懷、

教育助學、災害救助與重建、醫療義診與補助等慈善

工作，遍及全球 57個國家地區。

信受奉行「為佛教、為眾生」，慈濟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的志工遠赴印度及尼泊爾，「回歸佛陀

的故鄉」更「回饋佛陀的故鄉」，深知當地貧困村落生活困境，醫療、教育嚴重落後，慈濟從防

疫扶困、紮根駐點，到援建義診中心、洗腎中心及兒童之家，慈善、醫療、教育、人文之慈善援

助逐步落實。

在法髓經藏演繹方面，全球首場的演繹在高雄巨蛋體育館，由「優人神鼓」、「唐美雲歌仔劇

團」與慈濟志工近兩萬人次，合齊詮釋《法華經》精髓，彰顯佛陀 2500多年前開示悟入的智慧，

體現全球慈濟人以寰宇大愛，力行佛陀所說法的理念。

2023年全球風險報告書的年度主標是：「Today's Crisis, Tomorrow's Catastrophes（今天的危

機，就是明天的災難）」。未來，慈濟「淨零排放」策略的「減碳源、加綠能」將更具體；治理

與資訊透明將再提昇；青年培育及公益參與將更擴大。對準 SDGs(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深耕

ESG(環境、社會與治理 )、實踐CSR(社會企業責任 )，持續從「建立制度、強化治理」、「傳承法脈、

培育人才」、「全球夥伴、合作共善」、「優化資訊、活化財務」等四個方向，共同為地球與人

類的永續而努力。

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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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旦

土耳其

泰國

難民關懷 

2022
海外援助項目(國家地區)

3,074,017 
件� 3,152,876 

人次受益�

41,738 
動員志工人次

851,281 
人次受益�

40,624 
動員志工人次

392,929 
人次受益�

4,373 
動員志工人次

45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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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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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員志工人次

4
醫療設備
援助

18
防疫物資援助 13

難民關懷

10
大米援助

11
災害救助

32
扶困與紓困行動

全球慈善行動力
大疫之後，大家如何來共善？如何透過利他，建構互助的愛心網絡？

隨著氣候變遷與自然災害頻繁發生，全球經濟和社會發展遭受重大影響。其中糧食危機、水資

源短缺、空氣污染以及廢物管理不善等環境問題不斷加劇，對當地居民生活造成巨大的威脅。根

據聯合國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的報告，全球約有 33至 36億人，居住在氣候危機高風險

的環境中。

為了應對這些挑戰，我們致力於慈善創新和跨界合作，並與國際慈善組織密切合作，進行各項

人道救援工作。我們的目標是緩解受災社區所面臨的壓力，提供必要的物資和資源，並協助他們

重建家園。

我們也透過提高防災減災的意識和教育，減少自然災害對當地居民造成的傷害。也通過跨界合

作和共同努力，克服當前面臨的挑戰，實現全球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同時，我們努力減少溫室氣

體的排放，保護生態環境；透過技術創新和研發，推廣可持續發展和綠色能源的應用，並積極推

廣環保意識，鼓勵個人和組織減少使用一次性塑膠和其他對環境有害的產品，提高大家環境保護

的認識和重視。

2022年，我們持續以「消除飢餓與貧窮、氣候變遷與人道救援、少子化與高齡化關懷、環保

生態保育與教育、全球夥伴與永續發展」等五大慈善行動力，從臺灣到全球援助 57個國家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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㫎窓�

不丹

印度

泰國

斯里蘭卡

醫療設備援助

覍窓�

莫三比克

य़၇窓�

澳洲

索羅門群島

聅窓�

美國

巴拉圭

稨窓�

波蘭

義大利

德國

㫎窓�

馬來西亞

菲律賓

泰國

不丹

印尼

柬埔寨

新加坡

寮國

印度

俄羅斯

防疫物資

覍窓�

莫三比克

大愛村援建

覍窓�

莫三比克

聅窓�

墨西哥

學校援建

稨窓�

塞爾維亞

烏克蘭

波蘭

捷克

斯洛伐克

義大利

克羅埃西亞

保加利亞

羅馬尼亞

摩爾多瓦

㫎窓�

約旦

土耳其

泰國

難民關懷 

2022
海外援助項目(國家地區)

3,074,017 
件� 3,152,876 

人次受益�

41,738 
動員志工人次

851,281 
人次受益�

40,624 
動員志工人次

392,929 
人次受益�

4,373 
動員志工人次

450 
件�

1,360,294 
人次受益�

91,175
動員志工人次

4
醫療設備
援助

18
防疫物資援助 13

難民關懷

10
大米援助

11
災害救助

32
扶困與紓困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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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重點慈善
工作

獎助學補助

弱勢兒少扶助

21 縣市�22,913 人次

12 縣市�188,051 人次

社福機構關懷

社區關懷據點

17 縣市�929 間

13 縣市�88 處
醫療防疫物資

21 縣市�838,799 件

急難補助

社區急難事件關懷

永久屋援建

$

21 縣市�19,764 戶次

21 縣市�177 件

1 縣市�95 戶
災後房屋修繕與重建

2 縣市�196 戶

弱勢家庭扶助

22 縣市�

327,578 戶次

慈濟環保輔具

22 縣市�

18,980 件
房屋修繕

20 縣市 

501 戶
居家安全改善

16 縣市 

1,026 戶

居家長照機構

日照中心

長照A單位

長照C據點

14 縣市�18 處

6 縣市�11 處

10 縣市�21 處

17 縣市�11 處

義診服務

11 縣市�109 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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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重點慈善
工作

獎助學補助

弱勢兒少扶助

21 縣市�22,913 人次

12 縣市�188,051 人次

社福機構關懷

社區關懷據點

17 縣市�929 間

13 縣市�88 處
醫療防疫物資

21 縣市�838,799 件

急難補助

社區急難事件關懷

永久屋援建

$

21 縣市�19,764 戶次

21 縣市�177 件

1 縣市�95 戶
災後房屋修繕與重建

2 縣市�196 戶

弱勢家庭扶助

22 縣市�

327,578 戶次

慈濟環保輔具

22 縣市�

18,980 件
房屋修繕

20 縣市 

501 戶
居家安全改善

16 縣市 

1,026 戶

居家長照機構

日照中心

長照A單位

長照C據點

14 縣市�18 處

6 縣市�11 處

10 縣市�21 處

17 縣市�11 處

義診服務

11 縣市�109 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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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與服務人次關注重點與援助行動 志工動員人次

!

福利社區

獎助學金

災害救助

兒少福利

老人福利

6,563,365 1,129,721

22,913 39,255

2,955,211 21,300

1,400,128 105,050

1,554,132 9,248,768

青兒少扶助與培育

高齡化社會關懷行動

生態保育與環境教育

消除貧窮與飢餓

全球夥伴與永續發展

氣候變遷與人道救援

消除貧窮與飢餓

消除貧窮與飢餓

教育志業 48,706 9,288
全球夥伴與永續發展

生態保育與環境教育

社會救助 8,506,339 2,183,999
全球夥伴與永續發展

消除貧窮與飢餓

志願服務 6,074,612 932,644
全球夥伴與永續發展

消除貧窮與飢餓

2022年工作執行成果

合計 27,125,406 13,670,025

志工動員�1367萬25�人次 = 經濟貢獻�101億�元
計算基礎:年度投入志工人次 X 每人次以新台幣 742 元計算。
參考:2022 年基本時薪為 168 元(以四小時計算)、誤餐費 70 元、志工
人次計算以一天一人次，不包含國內外交通住宿費用及志工自掏腰包
結緣物品等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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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長期慈善工作經驗，
我們堅守初心，也不斷創新。

在災害救助面向，我們有系統的建立賑災鏈，從防災、減災、備災、應災、復原重建一一串連。我們

也與超過 16中央部會、學術機構，及 22個地方政府簽訂合作備忘錄，同步提升防救災專業，也擴大關

心的範疇。

在慈濟環保志業，環保站從環境關懷走向了社會關懷，「經濟循環」的生活實踐，讓全年齡的民眾發

揮己力；我們以 SROI量化臺灣環保所產生的影響力與貢獻，在社會共融上發揮的善實力與影響力。

在慈善創新部分，我們提供社會慈善服務，更朝公益領域努力，以提供青年公益平台與青年教育為目

標。2017年起辦理青年公益實踐計畫，為全臺首創青年公益孵化社會創新平台。

我們自 2015年起撰寫永續報告書，以 GRI指標為工具，進行自我管理與檢視。對內如同體檢，找出

未來精進方向，對外則貼近大眾的語言與期待，對接國際指標，將過去成果、現在投入及未來願景與公

益關注者進行溝通。

2022年，由臺灣企業永續學院所主辦第二屆「TSAA臺灣永續行動獎」、以及第 15屆「臺灣企業永

續獎」，呼應 ESG（環境保護 Environment、社會責任 Social、公司治理 Governance）永續行動，慈濟基

金會共獲頒七項獎項。見證慈濟在社區深耕慈善關懷、帶動環保教育、凝聚災防意識、促進親子互動、

鼓勵青年參與等落實建構完整網絡，為社會發展共融和諧所做的行動。

03
良好健康和福祉 NGO 銀獎

永續報告獎
年度最佳報告書

第二類銀獎

永續單向績效獎

社會共融領袖 創新成長領袖 創意溝通領袖

NGO 金獎 NGO 金獎
慈濟臺灣環保志業行動 青年公益慈善行動

以慈善網絡建構社會共融
共創友善社區

深耕災害防救機制
串連社區安全網絡

串連線上線下
慈濟推動全民環保及災防意識

防災永續與合作共善

2022年第二屆 TSAA臺灣永續行動獎

2022年第 15屆臺灣企業永續獎

08
尊嚴就業與經濟發展

09
產業創新與基礎設施



13

消除貧窮與飢餓，這是全球慈善工作的首要任務。

全球發展的不平衡和不公平，是造成飢荒的重要原因。而無論是氣候變遷造成的乾旱、洪水、

颶風等自然災害，或是戰爭、經濟危機等人為災害等，加上全球人口持續增長，都會造成飢荒，

並增高貧窮人口無法取得足夠的糧食的風險。因此，我們積極開展了各種形式的援助和支持，並

幫助人們重獲自力更生的能力。

行動一 消除貧窮與飢餓

祝
福

1,151,908 協助人次 1,912,627 志工投入人次

弱勢家庭扶助行動

喪葬補助

1,263 戶次 安葬

寒冬送暖

節慶關懷

急難補助

28,098 戶次 家庭溫馨過好年

45,551 戶次 溫暖過節

19,764 戶次 度過急難變故

每月生活補助

126,470 戶次

紓緩經濟困境

居家關懷�

201,276 戶次

家庭被照顧 

居家環境改善

1,530 戶次

安住

醫療長照補助

4,118 戶次

安心就醫

$

多元學習補助
37,186 人次 

才藝支持、專才培育、職涯培力

獎助學補助

營養補助

課輔服務

22,913 人次 安心上學

92,497 人次 健康成長

84,756 人次 安心學習

237,352 人次 扶助弱勢學子

教育脫貧扶助行動

訪視、電訪關懷、經濟補助、

生計扶助、生計培力、

慈善農業、義診、往診、

健康促進推動、公益合作等

關懷對象

關懷項目

929 所 社福機構院生、

中低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

婦女、新住民、外籍漁工、

街友、偏鄉原鄉居民等

598,184 人次受益

97,711 志工投入人次

社區慈善關懷行動

01
消除貧窮

02
消除飢餓

03
良好健康和福祉

04
優質教育

10
減少不平等

16
和平正義與
有力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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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全人、全家、全程」的多元關懷模式，守護家庭成員及社區弱勢族群，針對從

出生到老，人生各階段所面對的問題，提供支持與援助，共渡難關，進一步實現自立和

自我發展。此外，透過心靈關懷，緩解身心壓力，增強自我信心，建立積極的人生態度，

共同建立一個和諧、穩定和繁榮的社會。

關懷行動  

1.經濟支持與多元的服務，讓貧困人口緩解生活壓力。

2.醫療費用補助與照護，消除貧病相依的困境。

3.提供學費補助、獎學金等，幫助弱勢學生接受教育。

4.進行職業培訓，幫助失業者重新找到工作。

5.以心靈關懷等社會服務方式，幫助有需要的人緩解身心壓力。

1-1　臺灣濟貧扶困行動

祝
福

1,151,908 協助人次 1,912,627 志工投入人次

弱勢家庭扶助行動

喪葬補助

1,263 戶次 安葬

寒冬送暖

節慶關懷

急難補助

28,098 戶次 家庭溫馨過好年

45,551 戶次 溫暖過節

19,764 戶次 度過急難變故

每月生活補助

126,470 戶次

紓緩經濟困境

居家關懷�

201,276 戶次

家庭被照顧 

居家環境改善

1,530 戶次

安住

醫療長照補助

4,118 戶次

安心就醫

$

多元學習補助
37,186 人次 

才藝支持、專才培育、職涯培力

獎助學補助

營養補助

課輔服務

22,913 人次 安心上學

92,497 人次 健康成長

84,756 人次 安心學習

237,352 人次 扶助弱勢學子

教育脫貧扶助行動

訪視、電訪關懷、經濟補助、

生計扶助、生計培力、

慈善農業、義診、往診、

健康促進推動、公益合作等

關懷對象

關懷項目

929 所 社福機構院生、

中低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

婦女、新住民、外籍漁工、

街友、偏鄉原鄉居民等

598,184 人次受益

97,711 志工投入人次

社區慈善關懷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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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慈濟長期關懷的家庭資料分析，單親家庭佔 26%、小家庭佔 21.1%、獨居長者家庭佔

14.6%、單人家庭佔 14.1%、隔代教養家庭佔 4.4%。而弱勢家庭所面臨的困境，常常來自於多

種因素交互作用，每個家庭、每個人生階段，所面對的難關與挑戰各有不同。

慈濟強調長期關懷，透過和家庭成員建立良好的互動與信任關係，從個人、家庭到社區，提

供經濟支持與各項慈善服務，協助家庭成員維持生計，減輕經濟壓力。同時，我們也提供各種

職業訓練及教育補助，幫助家庭成員提升自我價值，增加就業機會及收入。並且關注家庭成員

的心理及社會需求，以多面向的協助，讓弱勢家庭擺脫困境，讓家庭成員能夠在各方面得到支

持，協助他們重拾自信與獨立性，進而達成自立的目標。

慈濟弱勢家庭扶助　全人、全家、全程

孩童成長

‧孩子多或年幼

‧親職教育功能差

‧成長營養不佳

陪你成長
‧營養提供
‧經濟支持
‧陪伴家庭成長

學習弱勢

‧學雜費負擔大

‧學業成就較低

‧生活習慣不佳

‧學習資源不足

中壯年危機

‧家庭主計者傷病失能或往生

‧工作人口收入不足

‧居住環境不良

‧突發意外事件

‧家人醫療、教育照顧需求

陪你發光
‧學雜費補助
‧新芽獎學金激勵
‧生活教育
‧課輔、才藝支持

‧專才、職涯培力

家庭支持
‧短期急難補助
‧醫療補助
‧長期經濟補助
‧物資協助

老年生活與照顧

‧經濟匱乏

‧缺乏關懷陪伴

‧居住環境不安全

‧醫療長照費用與照顧需求

安生安老
‧經濟支持與陪伴
‧改善居住安全
‧營養支持／愛心供餐
‧健康促進／社會參與
‧失能長者申請長照服務

家庭困境 扶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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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社會中，許多因素造成生活陷入困境，像是經濟、疾病、家庭結構等等，64歲的林先

生就是一例。

林先生原本是一名板模工，在九二一地震後，因為常常領不到工資，無

法繳房租，在朋友介紹下到南投山區工地工作，全家也住進了工寮。工程

結束後，雇主將工寮送給他們一家居住，他又以剩餘建材陸續搭建起了脆

弱的木板屋，這一住就是二十年。

由於板模工作粗重，林先生的脊椎病變且壓迫神經，長年排泄失禁，尿

袋不離身，加上長期服藥，肝腎也受損。

他的妻子因糖尿病病情嚴重，雙眼看不

見、右腳掌截肢，身軀乏力，幾乎無法

行走，每週還需要進行洗腎，生活起居

都需要兒子照顧。

村長得知林先生一家的困境後，立刻

向慈濟提報，訪視團隊與社工隨即前往

關懷，盡最大努力援助林先生一家。

林先生年紀長，疾病也讓他無法繼續從事板模的工作。而兒子為了照顧雙親，自大三便休學，

做零工貼補家用。慈濟志工詢問他的志趣，並協助他報考工程專業機具駕照，取得一技之長。

順利取得鏟裝車駕照後，又鼓勵他接受怪手駕訓。

這樣的支持和幫助，不只是解決當下的問題，更是尋找未來的方向。林先生一家感激慈濟的

關懷與協助，他表示「有慈濟真好，未來我也要跟著師兄姊做志工、服務人」。

國道六號下的小木屋

提供物資卡

慈濟提供了慈善物資卡，讓他能立即採買食品、紙尿褲、照護墊等必要物資，緩解生活壓力。

醫療協助

連結台中慈院中醫往診，詳細診療，並鼓勵林先生到慈院進行完整檢查。醫療團隊同步做長期診

療規劃，持續治療中。

居住環境升級

考量林先生夫妻皆罹病，住家偏僻，簡陋髒亂。訪視團隊在交通便利處，重新找到住屋，並協助

搬遷、提供家具、施作無障礙坡道，讓一家安居。

生計規劃

鼓勵與協助家中主計者學習一技之長，資助考證照費，考取證照。

扶助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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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境，一個人面對，很無助 ;
逆境，一群人陪伴，有希望！

這是蔡同學的故事。

他從小就在寄養家庭和育幼院長大，沒有親人陪伴。國三時父親過

世，求學之路變得更加艱辛，但他始終記得父親生前的交代，他說：

「爸爸希望我不要走偏，好好讀書」。

 即使生活壓力重重，他仍半工半

讀，為自己賺取生活費，完成學業。

而在慈濟的幫助下，他得以繼續完成

大學學業，彌補父親無法求學的遺憾。

蔡同學說：「慈濟幫助到我的是

學費，經濟壓力上面，是真的減少很

多。」志工們的關懷也讓他感受到家

的溫暖。

志工邀約下，他一起去訪視，蔡

同學看到長者勇於面對生活困境的精

神，更加堅定了自己的信念：「遇到

困難，不要輕言放棄，只要努力，就

會看到希望」！

獎助學補助　安心上學去

獎項共區分為全勤、孝悌、進步、學習領域及特殊表現獎等五種獎項。

取名為「新芽」，是為鼓勵學子們，如初生的新芽般，不斷地成長、茁壯，將來能成為挺拔的大樹，

迎向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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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你錄取台大醫學
系。」

「冠樺！師姑們來看妳了。」

十年來，再平常不過的一句話，在2022年12月25日聖誕節這一天，多了一句，

「恭喜您錄取台大醫學系」！

彰化區慈濟志工帶者喜悅溫暖的心到家中道賀，恭喜這位志工陪伴關懷長達十

年的女孩，錄取台大醫學院醫學系。

就讀高三的黃同學，自幼父母離異，與母親一起和外公、外婆父母同住。而母

親身體健康欠佳，需長期服藥，有時甚至需住院治療，家境清苦。

雖生長於弱勢家庭，但她活潑開朗，不向命運低頭。小學就考取街頭藝人的證

照，2015年還曾獲頒總統教育獎。

她很感恩慈濟一路的幫助，讓她可以買參考書，考上好高中。她也立志未來能

像慈濟人一樣到海外去義診，認養與她一樣需要幫助的小朋友，照顧更多苦難人。

慈濟長期關懷　十年後她錄取台大醫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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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吃飯嗎？」

他坐起身回應，「一天沒吃三

餐，有兩餐可以吃」。

氣象報告，2022年 12月 17日，

全臺溫度將低至十度以下，高山並

有下雪的可能。16日晚間，志工帶

著帽子、襪子、衛生衣、暖暖包、

外套、圍巾、睡袋等禦寒物資，上

街送溫暖。

在汐止火車站，鄭先生蜷縮著身

軀睡在人行道上，兩側擺著寶特瓶、紙箱等回收物。腫脹的腳沒

穿鞋，沒蓋棉被。志工將兩包暖暖包拆開，放到他外套裡。

「有吃飯嗎﹖」他坐起身回應，一天沒吃三餐，有兩餐可以

吃。志工拿出禦寒物資包裡的帽子，襪子、暖暖包。卸下心防，

他開始說起，房子崩塌，所以不能住，只好來車站暫住。結婚兩

年太太就無預警離開。在工作中被同事欺負，他因為反擊而被關

了兩年，出獄後也不敢回家。因為身體不好，所以只能在身體好

的時候打零工。

在臺中，火車站前「鐵鹿大街」廣場另一頭，可遮風蔽寒的

小角落，棉被、紙板、衣物、吃食，一撮撮、一籠籠，紙箱堆疊，

圍成一個小範圍，就是街友安身的「家」。

中區人醫會紀邦杰醫師與志工們一行 41人，帶著熱滾滾的大麵羹、茶葉蛋、點心糕餅和外

套、手套、圍巾、毛帽等等禦寒物資，隨著臺中市街友關懷協會的同仁，進行街友關懷。

在臺南，謝先生因故流落街頭，平時靠打零工維生，還能勉強度日。無奈腳疾舊傷復發，無法

工作而陷入困境。透過社會局提報，志工們協助他就醫，還幫他解決入籍和住房問題。也為他找

到了一個平房，並動員清掃、整理，幫謝先生和其他獨居長輩，提供了一個舒適的居住環境。

志工也發現，此處其他的租戶都是 60到 80歲的獨居長者，因為沒有熱水器，所以都必須在

屋內自己燒熱水，再提到公共浴廁沐浴。擔心長者的安全，志工還安裝了室外熱水器，讓大家

有更安全的沐浴方式。

街友關懷　寒夜不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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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障礙者中，
有 87.6%居住於社區，
生活環境受限，
家庭也承受極大的照顧壓力。

衛福部社家署推出第二期社會安全網規劃，旨在於全臺佈建 49個

「精神障礙者協作模式服務據點」，以一縣市一據點的方式，提供關

懷服務。

在 2022年 12月 23日，本會接手花蓮縣第一個精神障礙者協作據

點「慈馨會所」。協助建立及完善精神康復者在社區的服務資源，增

進他們的社會參與，提升生活自立能力，也減輕照顧者的負擔。

慈馨會所　花蓮首座精神障礙服務據點開辦

工作日活動 成長團體／課程 辦理社區活動

夥伴支持連結就業服務辦理外展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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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氣候災難將導致農業失收、農業和林業等戶外勞動生產力降低、糧食價格上

漲、疾病增加、經濟損失。據世界銀行的估算，到 2030年氣候變暖，將造成 1.32

億人陷入極度貧困。而氣候變遷所造成的高溫，也直接影響都市的戶外工作者、貧

窮者、障礙者、老人及小孩等脆弱族群。原本生活貧困人，生活也更加困難。

海外慈濟人自力更生，但針對資源比較薄弱的地區、沒有慈濟人的地區，或重大災

難發生時，本會同步浥注資源，借力使力，加大關懷力道。

1-2　海外濟貧扶困行動

扶困與紓困行動

臺灣大米發放　安貧扶困

生活扶助、營養支持、生計扶助、水資源計畫、衛生關懷、

健康關懷、環境永續專案、減碳爐灶建置等

32 個國家／地區

1,360,294人次受益

動員志工 91,175 人次

10 個國家

3,180 公噸臺灣愛心米

851,281 人次受益

動員志工 40,624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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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行動：

1. 生活扶助：社區關懷、個案關懷、新芽助學、急難救助、機構關懷

2. 營養支持：供食站服務、兒童營養補充

3. 生計扶助：職訓培力、大愛農場 / 愛心菜園耕作、農業培訓

4. 水資源計畫：淨水專案（鑿井、修井）、雨水收集系統建置

5. 衛生關懷：兒童及社區理髮、兒童與家庭衛教、婦女衛生關懷、一般廁所建置、生態

廁所建置

6. 健康關懷： 醫療補助、復建中心

7. 專案扶助：難民關懷、大愛村援建、學校援建 / 修繕、大米發放、環境永續專案、減碳

爐灶建置

國際難民援助

長期關懷約旦、土耳其、塞爾維亞境內之難民

生活補助、教育援助、醫療補助、餐食供應及訪視關懷等

1,470,655人次受益

動員志工 41,738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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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乾旱及通貨膨脹，導

致經濟蕭條。慈濟在當地展

開糧食發放計畫，為社區志

工、照顧戶發放玉米粉，緩

解糧食缺乏之苦。

莫三比克　玉米粉發放

南非
South Africa

辛巴威
Zimbabwe

波扎那
Botswana

納米比亞
Namibia

史瓦帝尼
Eswatini

賴索托
Lesotho

莫三比克
Mozambique

1992
1995

2007
2012

2014
2015

30

27

15

10

08

07

years

years

years

years

years

years

在
地耕耘

在
地耕耘

在
地耕耘

馬拉威
Malawi

2018

04
years

在
地耕耘

尚比亞
Republic of

Zambia

2019

03
years

在
地耕耘

獅子山
Republic of 
Sierra Leone

2015

07
years

在
地耕耘

在
地耕耘

在
地耕耘

在
地耕耘

烏干達
Republic of

Uganda

2021

01
years

在
地耕耘

馬達加斯加
Republic of
Madagascar

2022

01
years

在
地耕耘

衣索比亞
Ethiopia

1993

29
years

機
構合作

南蘇丹
Republic of 

South Sudan

2022

01
years

在
地耕耘

南非
South Africa

辛巴威
Zimbabwe

波扎那
Botswana

納米比亞
Namibia

史瓦帝尼
Eswatini

賴索托
Lesotho

莫三比克
Mozambique

馬拉威
Malawi

服務項目

非洲慈濟人分佈9個國家，慈善足跡14個國家

社區關懷
大米發放

本土小學營
供食站

急難關懷
深入本土專案
跨國跨區關懷
機構關懷
居家關懷
新芽助學

兒童靜思語書籍捐贈
愛心菜園

難民關懷
援建大愛村

援建/修繕學校
衛教

二手機發放
社區關懷
個案關懷
急難關懷

二手衣物捐贈
大米發放
淨水計畫

永續能源計畫
兒童靜思語書籍捐贈
兒童營養補充計劃
婦女衛生關懷計畫

營建職訓

愛心菜園
供食站
大米發放

援建簡易屋教室
復健中心
淨水專案

 (鑿井、維修、淨水)

社區關懷
個案關懷
急難關懷

兒童靜思語書籍捐贈
愛心菜園
供食站

大米發放
居家關懷

兒童靜思語書籍捐贈

衣索比亞
Ethiopia

醫療專案
紓困發放

個案關懷
援建/修繕房屋

急難關懷
新芽助學

個案關懷
社區孤兒供食

獅子山
Republic of 
Sierra Leone

尚比亞
Republic of 

Zambia

愛心菜園
個案關懷
供食站
社區關懷

烏干達
Republic of 

Uganda

衛生教育
婦女培力
水資源援建
急難關懷

馬達加斯加
Republic of 
Madagascar

急難關懷

南蘇丹
Republic of 

South Sudan

糧食援助機構關懷
大米發放

生活物資發放
二手衣物捐贈

婦女衛生關懷計畫
修繕學校
營養資助

公共衛生輔助
醫院修繕
病床捐贈

大米發放
個案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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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與個案關懷，是當地慈濟人

最主要的扶困工作。自 2011年起，

年年發放臺灣農委會援外大米，援

助貧困鄉親及社區弱勢兒童。

約堡慈濟志工及社區志工，帶著臺灣愛心米、連同生活包，糖、鹽、豆、

高粱粉，前往史瓦尼威利 (Swaneville)，進行發放，照顧社區弱勢兒童、青

少年及弱勢家庭。

賴索托　落實社區扶困

南非　臺灣愛心米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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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髮的費用大約 1至 5美元之間，相

等於當地人一餐飯，是貧困家庭負擔不起

的生活開銷。加上當地缺水，衛生條件普

遍不佳，頭癬擴散傳染性強，根本沒有根

治的機會。慈濟志工邀約理髮師，一同進

入社區免費義剪理髮。志工同步執行供食

計畫，希望幫助這些困難家庭的父母，為

兒童、老年人及弱勢家庭提供熱食，改善

當地孩童飢餓、營養不良的狀況。

2022年 1月、2月間，安娜、貢貝氣

旋為馬拉威帶來強風豪雨，布蘭岱的齊溝

九供食幼兒園倒塌，這裡原本是部落內一

間簡陋教堂，是八十個孩子上課、供餐的

地點。

災後，志工決定重建幼兒園，齊溝九

部落酋長也號召全部落齊心投入。馬拉威

志工為齊溝九部落募到一口水井，不僅造

福幼兒園孩子，也造福了整個部落。

而部落酋長力挺慈濟，撥出約 15公頃土地，帶動農耕計畫。水患後，用愛耕沃土，災民露

出的笑容，這是希望的開始。

辛巴威　義剪防頭癬

馬拉威　部落關懷



26

天主教聖柏姬達女子學校位於南蘇丹納魯斯，是南

蘇丹唯一一所女子學校。由於性別不平等以及童婚的

狀況，學校也是許多女孩子們的庇護所。2021年 10

月起，學校面臨斷糧的困境。2022年 2月底，慈悲

無疆界 (Mercy Beyond Borders)慈善組織代為向慈濟

求援。4月起，慈濟發放足夠糧食，讓學校保持運作、

不停學，孩子們才能夠繼續求學，改變未來。

南蘇丹　女子學校糧食援助

衣索比亞，被聯合國列為 46個最低度開發國家之一，因乾旱、內戰衝突

等原因，境內約有三千萬人需要援助，包含糧食與乾淨的水。慈濟與當地慈

善組織積米亞協會（Kidmia Mahiber）

合作，援助當地難民，包含：（一）

雪瓦羅比特（Shewa Robit）及阿塔耶

(Ataye)兩個小鎮，幫助因內戰而需生活

重建的一千戶家庭，每戶一個月糧食。

（二）援助岱柏柏罕鎮（Debre Birhan 

）的兩處難民營，營養糧食包，及 1,158

兒童班孩童一個月的點心與午餐。

農村裡，普遍使用三顆石頭加一個爐子所

組成的「三點式爐灶」，需要大量燃料且效能

低落。常因燃燒不完全，產生大量煙霧，甚至

噴出的火苗，造成婦女或孩童燒燙傷。

慈濟與愛女孩協會合作，就地取材，建造

減碳爐灶。透過火箭爐的原理，讓木材得以完

全燃燒，排放出對人體無害的氣體，也完全將

火源控制在爐灶裡，降低燒、嗆傷意外發生，

守護孩子與母親的健康。

衣索比亞　糧食包發放

烏干達　減碳爐灶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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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就醫　愛不思議——印度

一個腹大如鼓的小男孩，慈濟工作

團隊帶回來偶然在印度王舍城拍攝到

的畫面，牽動人心 ......人海茫茫，這小

男孩在哪裡？當地慈濟志工走過一村

又一村，終於尋得小男孩一家。

九歲的山迪普，全家十人蝸居典型

的農村磚房，只有一張床。志工除了捐

獻糧食，並迅速安排小男孩就醫，由

臺北慈濟醫院引線，跨足一千一百公

里遠，來到新德里的阿波羅醫院治療，

解決因小兒泌尿引起的疾病。

在菩提迦耶 (Bodhgaya)

洽齊村，接過小小的文具，

所有的孩子們臉上漾出無比

開心的笑容，珍惜地拿在手

上。 這是教育扶助的一小部

分，一支筆一本筆記 ，也為

孩子帶來希望。

維達孤兒老人之家收容露宿街頭孤苦無依的

老人，長者們大多都已身染重病，三餐僅有蔬

菜可充飢，常有體弱者跌倒在地。除了冬令發

放，志工再從食衣住行了解關懷需求，並帶來

各種生活物資，有糧食包、蔬菜、生活用品、

燃料、營養品等，讓長者及照護者倍感窩心。

回饋佛陀的故鄉  創造翻轉人生契機——印度、尼泊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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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馬來西亞志工「尼泊爾願行」計畫，回歸佛陀的故鄉，從慈善、醫療、教育著手，

改善當地生活。

個案關懷：糧食補助、房屋修繕等。

技能培訓：開設縫紉班、電腦課程等。

醫療援助：義診服務、醫療個案補助等。

教育扶助：家訪找回輟學的孩子、助學補助、捐贈校車、

簡易組合教室援建等。

扶起孩子　找到奶瓶 
也找到幸福的方向
——尼泊爾

慈濟人在尼泊爾訪查佛陀足跡中，遇見一戶人家，女主人夏拉達從小雙眼失明，丈夫有精神

障礙。兒子因病無法言行，衣衫不整趴在泥地上，用嘴找奶瓶，唯一健康的女兒，卻因貧無法

入學。這麼苦的一家，慈濟人走到看到了，救濟其生活，幫助女兒受教育。

慈濟志工在藍毘尼推動慈善工作，期望一步步提升當地

小朋友就學情況，翻轉人生。志工前往悉達多小學，發放

書包、文具與禦寒衣物等物資給小朋友，並陪伴孩子學習

如何疼惜物命，和珍惜所發送的物品及善用字典。以實際

行動教導孩子禮儀的重要，不只是發放，也是愛的教育。

捐贈校車，讓遠途的學生也能

安心受教育。

改善貧病相依問題，慈濟著手籌辦大型義診。首次大

型義診在國際佛教協會義診中心展開，提供中醫科、內

科、牙科、婦兒科及超音波檢查等項目，共服務 3,277人

次，並同步了解居民健康關懷的需求，期能消除貧病相

依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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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慈濟志工持續關心滯留在塞爾維亞境內的各國難

民。透過聯合國難民署 (UNHCR)連結，2022年開始關懷

貝爾格勒市區的柏蘭科比栖小學 (Branko Pesic)學童。該

校學生九成以上是拉姆人 (Romani)，難民兒童也在此就

讀，這是慈濟首次走出難民

營，在政府小學發放文具，

自 3月起也將每天提供 300

份麵包給學生。

塞爾維亞　難民營及兒童關懷

在疫情爆發前，已約有69%的人口生活在貧困中，在農村地區，這比例更高達80％。二年來，

受到疫情重創，加上火山爆發、颶風、乾旱、土石流等等因素，導致農作物歉收，更多人陷入

貧窮困境。慈濟志工為貧困家庭、長者發放生活物資，幫助他們度過難關。

瓜地馬拉　生活物資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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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長期關懷的慈心之家，

守護著敘利亞的單親媽媽與孩

子，當年幼小的女孩如今也長

大了，準備用知識開創自己的

未來。其中，雅詩敏（Yasmeen 

Abduljalel）、小琳（Reem）和

曼拿爾（Manar Omar Abbas），三位 18歲女孩都成功通過大學聯考，這對於慈心之家所有的

媽媽與孩子們，是很大個鼓舞。

2015年 1月 23日慈濟基金會在土耳其成立了「滿

納海國際學校」，2018年完成認證。「滿納海國際學

校」成了土耳其敘利亞難民的「第二個家」，教他們

知識之外，志工期望他們習得一身技能，也能在心中

深植「愛」。

8年來，孩子從教育中找回未來的人生。8年後，2023年 2月 6日發生土敘大地震，他們成

為土敘地震賑災團的志工主力。

約旦　用知識開創未來

土耳其　滿納海學生投入土敘地震賑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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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氣候下，重大災難發生頻傳，提升社區防災能量、降低災害風險、強化社區韌性，是我們

的工作重點。除了即時動員的災害援助，我們持續提升賑災效率、帶動社區災後復原，建構韌性

永續美善社區。

全球氣候變遷、災難頻傳，如何能更即時在災害事件中，提供最適切的慈善關懷與支

持？「專師培訓認證與政府對接運作」是 2022年慈善年度方針之一。

是慈濟的初步嘗試，不僅取得培訓

機構資格，更獲各界肯定。第二步

再推動關懷士，強化志工、職工於災難救助工作與心

理關懷專業素質，同時提升創傷關懷與陪伴技巧，進

一步取得專師證照。未來災難救助，整合專師團隊出

任務，讓賑災與陪伴一步到位，建立慈善、醫療、社

會關懷等全方位互助機制。

行動二 
氣候變遷與人道救援

2-1　臺灣災害救助 建構韌性永續家園

860,226人次受益　　動員志工16,927人次

慈濟培訓防災士4,508人

慈濟防災士2,194人

（統計至 2023/2/5）

專師
培訓

防災士

02
消除飢餓

07
可負擔的潔淨能源

09
產業創新
與基礎設施

13
氣候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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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慈濟與在衛福部社會救助及

社工司、心理健康司及各縣市政府社

會局等部門指導下，與臺灣社會工作教育學會、中華民國

志願服務協會等專業組織，共同攜手合作開辦「關懷士」培訓與認證機制，希望持續提升慈濟志

工和社會愛心人士投入災害防救、訪視時，需要的正確觀念、態度及服務技能。協助受災者及其

家庭安穩身心，也為防災韌性社區及社會安全網提供一股溫暖的支援力量，合計有 1,580人通過

培訓。

世界經濟論壇在 2023年 1月 11日發布了《2023年全球風險報告》(Global Risk Report 

2023，GRR2023)，不論未來 2年內或是 10年內的全球風險，自然災害及極端天氣事件始

終名列前三名。長期而言，氣候變遷減緩及氣候變遷調適失敗，則是人類共同面臨存亡危

機所無法逃避的議題。這也意味著，面對極端氣候導致環境的惡化，將使防災措施的考驗

變得更加嚴酷，防災、減災工作的推動也將變得更為困難。如何能更即時在災害事件中，

提供最適切的慈善關懷與支持？是慈濟 2022年的慈善工作重點。

2,955,211人次受益　　動員志工21,300人次

全臺通過1,580人領證 關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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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照護計畫

新北市啟動「居家照護計畫」，並成立居家照護關

懷中心，協助輕症居家照護者或密切接觸者，處理

因無法出門所產生的種種生活困難，及其他緊急事

故。慈濟應新北市中和、八里、汐止區等區公所邀

請，動員志工進駐居家照護關懷中心，透過專線電

話關懷居家照護者、居家陽性者。疫情日趨嚴峻。

5月新北市單日確診已突破萬人，居家照護人數也
超過三萬人，於是大臺北地區志工投入支援，包含

繕打資料、電話關懷等作業。

防疫期間，36處慈濟靜思堂化
為「疫苗施打站」，讓民眾可

以安心、就近接種疫苗。2022
年6月下旬起，臺中市政府再度
借用慈濟中區六個園區進行疫

苗施打作業。

花蓮黎明教養院在4月底發生院內感染，院生
及工作人員陸續確診。慈濟緊急提供院方所

需要的防疫物資，包含：快篩試劑、N95口
罩、隔離衣、安心生活箱、靜思本草飲等，

由院長邱淑義代表接受。院長邱淑義指出，

感謝自疫情發生以來，受到各界的幫助，不

論是防疫物資或是各種形式的關懷，都給予

黎明教養院很大的援助。感謝慈濟的及時

雨，讓他們面對疫情，也可以儘速回歸正常

生活。

接獲花蓮縣秀林鄉鄉長王玫瑰提報，水源村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居家隔離民眾需要生活物資支援。志工即時打包並將六百箱「安心

生活箱」送抵水源村，守護村里鄉親健康。另，關心警消人員防疫

期間健康安全，同步將送安心祝福禮、淨斯本草飲等，送達北埔派

出所、消防局北埔分隊，感恩他們的辛勞。

第一線防疫工作人員　防疫物資捐贈

2022年臺灣防疫關懷行動

累計500萬劑

BNT 疫苗　全數送達

防疫紓困行動

844,485人次受益

提供防疫物資、發放物資卡、弱勢家庭

就學子女筆電等

2022年元旦後，臺灣出現首例新冠肺炎變

異毒株 OMICRON本土病例，社區陸續傳出疫

情。時至 3月下旬，全臺確診個案數逐日升

高，由於變異毒株的傳播速度快、範圍廣，

以致疫情持續擴大，5月達疫情最高峰。疫

情第三年，慈濟依然在第一時間啟動關懷行

動，為第一線防疫單位提供相關防疫物資需

求，提升防疫能量，防疫紓困行動不停歇。

2-1-1　社區災害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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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照護計畫

新北市啟動「居家照護計畫」，並成立居家照護關

懷中心，協助輕症居家照護者或密切接觸者，處理

因無法出門所產生的種種生活困難，及其他緊急事

故。慈濟應新北市中和、八里、汐止區等區公所邀

請，動員志工進駐居家照護關懷中心，透過專線電

話關懷居家照護者、居家陽性者。疫情日趨嚴峻。

5月新北市單日確診已突破萬人，居家照護人數也
超過三萬人，於是大臺北地區志工投入支援，包含

繕打資料、電話關懷等作業。

防疫期間，36處慈濟靜思堂化
為「疫苗施打站」，讓民眾可

以安心、就近接種疫苗。2022
年6月下旬起，臺中市政府再度
借用慈濟中區六個園區進行疫

苗施打作業。

花蓮黎明教養院在4月底發生院內感染，院生
及工作人員陸續確診。慈濟緊急提供院方所

需要的防疫物資，包含：快篩試劑、N95口
罩、隔離衣、安心生活箱、靜思本草飲等，

由院長邱淑義代表接受。院長邱淑義指出，

感謝自疫情發生以來，受到各界的幫助，不

論是防疫物資或是各種形式的關懷，都給予

黎明教養院很大的援助。感謝慈濟的及時

雨，讓他們面對疫情，也可以儘速回歸正常

生活。

接獲花蓮縣秀林鄉鄉長王玫瑰提報，水源村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居家隔離民眾需要生活物資支援。志工即時打包並將六百箱「安心

生活箱」送抵水源村，守護村里鄉親健康。另，關心警消人員防疫

期間健康安全，同步將送安心祝福禮、淨斯本草飲等，送達北埔派

出所、消防局北埔分隊，感恩他們的辛勞。

第一線防疫工作人員　防疫物資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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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社區急難事件關懷

急難事件關懷177件

關懷陪伴6,062人次

動員志工6,120人次

986戶次／1,643人次受益

196戶 3,684人次

火災、地震、風災、車禍等

關懷行動：膚慰關懷、熱食提供、慰問金發

放、醫院關懷、祝福禮發放、災後清掃、修

繕與重建等

0918地震關懷

9月 18日在東臺灣池上發生芮氏規模 6.8的地震，也造成玉里、池上等地區傳出房舍倒塌或嚴

重受損的災情。慈濟人在地震發生後，啟動緊急階段發放慰問關懷工作，發動志工協助校園環境

復原。災後並啟動

受災戶的房屋重建

及修繕關懷工作，

讓受災鄉親可以安

心過年。

安心家訪
應急金發放

房屋修繕
與重建 學校修繕 志工動員4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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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行動

9月 18日地震當天，投入急難救助；玉里慈院啟動大量傷患機制 

9月 20日協助花蓮 2校震後清理復原 

9月 25日花蓮玉里安心家訪 475戶 

9月 27日與花蓮縣府簽訂災後復建合作備忘錄 

9月 28日招募全臺專業修繕志工

9月 29日首批修繕志工會勘，並進行第一戶修繕工程

10月 2日臺東 7鄉鎮安心家訪 324戶 

10月 5日與臺東縣府簽訂災後復原與重建合作備忘錄

10月 6日展開學校修繕，進駐富里國小施工 

10月 16日臺東輕、中災戶修繕完成

11月 6日第一階段修繕工程圓滿，舉辦茹素護生祈福會

12月 12日為嚴重受災戶援建鋼構安心屋 

2023年 1月 17日首梯 6戶鋼構安心屋交屋

2023年 3月完成第 7戶鋼構安心屋及 4所學校修繕

鋼構安心屋

建材：鋼材骨架、金屬外層庫板牆面、矽酸鈣板隔間，含衛浴設備

施工法：預作建材現場組裝，搭配木工、水電施作

特色：防火、防震、隔熱、防潮，為正式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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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難階段——務實、即時援助

國際救援組織合作　擴大援助範圍

執行

成果

志工

人力

波蘭華沙、盧布林、奧坡雷、波茲南、斯塞新等

及睡袋、糧食等生活物資

發放10個城市

12國慈濟志工

以工代賑1,290人次

動員1,987人次

購物卡與現值卡38,994張

禦寒毛毯42,166件

受益人次364場次／81,317人次受益

援助

方式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天主教靈醫會（Camillians）、天主教明愛會
（Caritas）、國際紅十字會（Red Cross）、以色列國際人道救援組織（IsraAID）、基督
復臨安息日會安澤國際救援協會（ADRA）、波蘭婦女基金會（Polish Women Can 
Foundation）、空運連結賑災物流基金會（AirLink）、國際世界希望基金會 （World 
Hope）、世界健康基金會（Project HOPE）、天主教慈幼會（Don Bosco）

11個合作慈善組織

烏克蘭、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義大利、克羅埃西亞、保加利亞、
羅馬尼亞及摩爾多瓦

9國境內烏克蘭難民援助

對象

難民中心關懷、生活物資與衣物發放、購物卡／現值卡發放、健康與
醫療照護、醫藥用品支援與轉介、語言學習與兒童教育、心理與法律
諮商、中長期經濟補助、冬令發放

>10個援助項目援助

項目

1,701,996人次受益

執行

成果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UNICEF)

天主教靈醫會 (Camillians)

波蘭婦女基金會 (Polish Women Can)

以色列人道救援組織 (IsraAID) 國際紅十字會 (Red Cross)

天主教明愛會 (Caritas) 空運連結賑災物流基金會 (AirLink)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安澤國際救援協會 (ADRA)

世界健康基金會 (Project HOPE)

國際世界希望基金會 (World Hope)

天主教慈幼會 (Don Bosco)

2022 年俄烏戰爭爆發，造成超過 540萬的烏克蘭難民逃離家鄉，超過 770萬的烏克蘭人在

境內流離失所。除了面臨家破、人亡及斷食的問題外，伴隨著的更是心理創傷、教育、長期復

原的問題。

看見戰爭的悲傷，就地取材，借力使力。慈濟所提供是務實的幫助，讓難民在顛沛流離中，

有一分小小的安定，在異國也能有重生的希望。

2-2　海外災害救助  人道救援

12國志工　　11個合作組織　　9國境內難民　　178萬人次受益

2-2-1援助烏克蘭難民　跨國、跨組織加大力道



38

急難階段——務實、即時援助

國際救援組織合作　擴大援助範圍

執行

成果

志工

人力

波蘭華沙、盧布林、奧坡雷、波茲南、斯塞新等

及睡袋、糧食等生活物資

發放10個城市

12國慈濟志工

以工代賑1,290人次

動員1,987人次

購物卡與現值卡38,994張

禦寒毛毯42,166件

受益人次364場次／81,317人次受益

援助

方式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天主教靈醫會（Camillians）、天主教明愛會
（Caritas）、國際紅十字會（Red Cross）、以色列國際人道救援組織（IsraAID）、基督
復臨安息日會安澤國際救援協會（ADRA）、波蘭婦女基金會（Polish Women Can 
Foundation）、空運連結賑災物流基金會（AirLink）、國際世界希望基金會 （World 
Hope）、世界健康基金會（Project HOPE）、天主教慈幼會（Don Bosco）

11個合作慈善組織

烏克蘭、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義大利、克羅埃西亞、保加利亞、
羅馬尼亞及摩爾多瓦

9國境內烏克蘭難民援助

對象

難民中心關懷、生活物資與衣物發放、購物卡／現值卡發放、健康與
醫療照護、醫藥用品支援與轉介、語言學習與兒童教育、心理與法律
諮商、中長期經濟補助、冬令發放

>10個援助項目援助

項目

1,701,996人次受益

執行

成果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UNICEF)

天主教靈醫會 (Camillians)

波蘭婦女基金會 (Polish Women Can)

以色列人道救援組織 (IsraAID) 國際紅十字會 (Red Cross)

天主教明愛會 (Caritas) 空運連結賑災物流基金會 (AirLink)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安澤國際救援協會 (ADRA)

世界健康基金會 (Project HOPE)

國際世界希望基金會 (World Hope)

天主教慈幼會 (Don Bo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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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難民援助發放，於 3月 5日在波蘭波茲

南（Poznan）近郊 ，斯科熱沃（Skórzewo）政

府單位提供的地點進行。爾後，關懷腳步以當地志工所在的

波茲南、盧布林（Lublin）、斯塞新（Szczecin）、首都華沙

（Warsaw）及奧坡雷（Opole）為中心，逐漸擴及周邊城市。

援助方式從一開始的生活物資發放，到考量難民需求差異，

以及可能遷徙的狀況，改為提供當地大型連鎖超市的「購物

卡」，而後進一步以「現值卡」取代，讓難民在不同的通路

間運用。

團隊在羅基尼察

區 (Rokietnica)

消防局的附屬會議廳，進行現值卡

發放，援助當地的烏克蘭難民。穿

著志工背心的烏克蘭志工，為鄉親

仔細核對發放資料。

盧布林 、

烏克蘭以工代賑志工緊密合作，在

盧布林進行數十場發放，讓愛跨越

宗教、語言、種族，匯聚力量。

慈 濟 在 與企業

家、政府三方合作，於奧坡雷體育

館（Opole Stegu Arena）進行現值

卡發放。烏克蘭鄉親依序進場，分

站進行發放作業。

首場

波茲南

與明愛會

奧坡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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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家訪時，發現來到

的烏克蘭長者，語言與

工作都有困難，生活不易，走不出

家門更影響身心健康；因此發起了

義賣烏克蘭素餃活動，邀請長者每

週來包烏克蘭餃子，讓他們可以走

出家門，歡喜共聚。

隨著波蘭各地 發放完成，慈

濟烏克蘭難民短期急難援助行動，畫下圓滿句點。

各地進入中期援助評估，並開辦波蘭語課程，期

待幫助烏克蘭鄉親，能具備聽說讀寫基本能力，

藉此求職順利，有份工作獨立自主生活。

合 作， 營 運

「安全避風港」合作計畫，當

家長參與課程時，安全避風港

也為孩子準備多種活動。透過

各式活動，孩子們可以學習調

節情緒，讓他們感到安全，表

達分享。這一天，他們上的課

程是「創意工作坊 - 降落傘」。

波蘭

現值卡

與波蘭婦
女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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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海外防疫關懷行動

2-2-3 海外災害事件援助

海外防疫物資307萬4047件

防疫物資：18個國家／口罩、隔離衣、居家防疫包等 307萬
3,597件。
醫療設備：4個國家／呼吸器、氧氣槽、救護車、製氧機等
450件。

送到索羅

門群島。

送到斯里

蘭卡。

慈濟與「為愛生活」合作，將

等醫療及防疫物資送達印度。

防疫物資

氧氣槽

呼吸器

2022年在巴基斯坦、孟加拉、美國、烏干達、馬來西亞、馬達加斯加、莫三比克、菲律賓、

獅子山、墨西哥、厄瓜多等 11國家，進行災害救助及及賑災物資備援。包含巴基斯坦水患、菲律

賓及馬來西亞雷伊颱風、莫三比克貢貝氣旋、獅子山火災及水患、美國伊恩颶風、馬達加斯加巴

奇雷氣旋、墨西哥九一九地震、孟加拉西塘氣旋、烏干達恩德培火災等。

392,929人次受益　　動員志工4,373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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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達加斯加連續氣旋　糧食、種子發放紓困

巴基斯坦洪患　跨組織合作助災民

1月下旬起，接連遭到四個氣旋侵襲，加上長期乾旱，造成當地嚴重缺糧。慈濟與當地獅子

會合作，於 4月 9至 12日在馬南扎里（Mananjary）四個村莊進行發放，提供大米、豆子、糖

及肥皂等生活物資給 1,460個家庭。2023年 1月，再度於伊孔古區（Ikongo）展開饑荒發放，

提供即時營養包、鏟子及玉米、白豆、黃豆、番茄等蔬菜種子，救急解困。

繼 2005年地震和 2010年水災後，2022年再度伸

援巴基斯坦。

6-8月，接連的強降雨，巴基斯坦約三分之一的國

土遭洪水淹沒，據巴基斯坦國家災害管理局統計，造

成約 17000人死亡，12800多人受傷， 200萬餘棟房

屋毀損，超過 161萬公頃的農作物受損。巴國政府宣

布進入緊急狀態，並向國際社會求援。

慈濟與巴基斯坦當地的關懷基金會、伊斯蘭援助

協會、夏卡加女權組織、麥地那伊斯蘭研究中心、天

主教靈醫會及世界醫師聯盟等機構合作，於 9、10月

間深入災區訪查、造冊，並進行一波波發放活動，並

與世界醫師聯盟進行醫療服務，透過跨組織的合作力

量，穩定生活。

援助項目包含：糧食生活包、毛毯、醫藥品、衛

生用品包、禦寒物資、蚊帳及支援藥物、義診、婦兒

科診療、兒科疫苗等之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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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三 少子化與高齡化關懷

「教育，是孩子未來的希望，是協助弱勢家

庭脫離貧困的跳板。」慈濟以「教育脫貧、育

才扶困」為扶助方式，以「多元青年公益創新」

專案，提供學習資源、培植青年人才、提升國

際視野、展現年輕人的創意，發揮新世代的實

踐力與競爭力。

3-1　培力青年　共構未來

1,400,128人次受益

動員志工105,050人次

偏鄉、原鄉教育扶助

7個合辦機構對象　56所學校

教育資源支持：營養早餐提供、心輔療育、

課輔班

學校運動支持：田徑隊、軟網隊、棒球隊、

排球隊、足球隊、舉重隊、籃球隊、球隊、

射箭隊等

臺中清水國中二年級的程同學，父親罹癌，

新住民母親身兼多職撐家計，而他自己也罹患

妥瑞氏症。病症影響課業，直到接觸鉛球和壘

球擲遠，發怪聲的症狀改善了，比賽表現也拿

下全國第一。這次再獲獎，長期陪伴的慈濟志

工感到欣慰，送上筆電，幫助他學習。

程同學分享：「在國小四年級的時候，就發現我得了妥瑞氏症，然後，它讓我上課的時候都

會不自主發出聲音。練一年左右，我的病情就有比較好轉，就不會那麼常發出聲音。」

一次又一次，練習最基本的步伐，停頓，思考，再修正。

體育這件事，不只改善病症，也讓他找到照顧家人的方向。他希望可以變成國家級的選手，

拿到一些獎金來幫助媽媽。

不向妥瑞症低頭　「擲」出田徑人生

01
消除貧窮

02
消除飢餓

03
良好健康和福祉

04
優質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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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化和少子化，就像是翹蹺板的兩端，彼此相關聯。

「少子化」導致人口結構失衡，老年人口比例過高，而這些老年人口又需要更多的醫

療、養老等福利，對年輕人又相對產生壓力。面對社會人口結構的變化，慈濟更加強

青兒少及長者的關懷，從預防性慈善工作到需求照護，讓年輕人有多一點機會，讓長

者能健康、安心、快樂變老。

自幼被鑑定為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ADHD，Attention 

De!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的陳同學，雖然師長曾建議

他接受特殊教育，但他仍堅持讀普通班級，而且在音樂、

化學、數學等領域有精湛表現與得獎，與同儕相處融洽，

經學校提報，2022年還獲得總統教育獎。

陳同學與母親和外公、舅舅們同住，一家 10口原本過

著恬安自得生活。但大舅舅多年前因腦瘤破裂變成植物

人，陳同學的母親有時候還得兼兩份工作，就是希望能貼

補家用。

就讀金門縣立金湖國民中學時，陳同學喜歡上國樂，但

是上課費用又是另一個負擔。學校老師發現他在接觸國樂後，許多方面都有進步，也知道家裡

的狀況，於是提報給慈濟。慈濟以安心就學方案補助學習國樂的費用，支持專長的發展。

陳同學的願望是成為藥劑師，幫助民眾安全用藥。面對各種學習與生活的考驗，他選擇努力

克服，並感恩每位幫過他的人。

這是不一樣的打工團隊，曾經是慈濟長期關懷的家庭，用自己的親身體驗，

同理心來陪伴。他們說，現在我們能更有創意的做慈善，用另一種方式幫助

別人。

慈濟基金會邀請東部地區慈濟關懷家庭的大專生，利用寒暑假來慈濟工讀，

擔任領航員，幫慈濟關懷戶孩子一對一的課輔。並依領航員的專長興趣，在

營隊當中做紀錄、攝影、影片剪輯等。同時依據他們的專長，進一步安排參

與慈濟的社會創新活動，致力於提供多元機會讓大專青年投入社區公益服務。

期待善的種子能種在每個孩子的心田裡，成為生命力量的活水源頭！

不向妥瑞症低頭　「擲」出田徑人生

陪伴新芽學子　看見教育關懷之愛

領航員　不一樣的打工團隊



45

青年線上伴學趣已經進入第五期，已參加五期的爸爸分享：因家中經濟發生問題，無法支持

孩子課後學習的資源，在「青年線上伴學趣」專案中，孩子在線上有會鼓勵他們的哥哥姐姐，

一改平時在班上人不敢詢問老師的態度，有很明顯的學習與成長。而西勢國小的謝校長也分享，

看到孩子參加「青年線上伴學趣」後，成績有明顯改善，品格也有變得更好。大學伴因為參與

「青年線上伴學趣」，也發現到自己對於教學的熱誠及自己的志向，從中找到教學的成就感，

這樣的經驗，對於未來工作相信也都有幫助。

從臺灣走上國際，招募超過 10國青年，針對泰北孤軍後裔、莫三比克及多明尼加等國家學

生，透過線上融合線下 (Online-Merge-O!ne）教學方案，由老師準備教案，大學生線上伴學，

進行英語學習，盼能達到 SDG4優質教育的願景。

青年線上伴學趣　從臺灣走到國際

大學伴人數期別區間 小學伴人數 受益人次 服務時數

4

5

3

2

1

臺灣

弱勢學子

4

5

3

泰北

英語伴學

3

5

2022

2022－2023

2022

2021－2022

2021

2022

2022－2023

2022

2022

2022－2023臺灣

偏鄉團輔

173

280

545

368

481

441

263 438

728 2,126

24

7

66

16

6 28

27 63

54 92

4,260

9,947

8,770

10,640

38,192

396

196

128

3,528

4,648

2,997

77,155

9,549

16,779

38,640

42

84

3,024

216

4,876

青年線上伴學趣執行成果

大學伴投入人次38,073 小學伴受益人次8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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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Maker
人生創客大專青年營

「LifeMaker人生創客大專青年營」希望

透過不一樣的人生思維營隊，結合各界達人，

設計自我探索、人生設計、社會參與、世界

公民四大學習主題。透過團隊合作、設計思

考等，讓學員們一起參與各式體驗及行動，

藉以洞察啟發自我，覺察自己的人生方向。

並跳脫框架，創造有影響力的人生，做一個

獨一無二的 LifeMaker！

強化全民防災識能，
防災落實全民生活！

內政部消防署近年來，藉由培育眾多防災

士，成為民間自主防救災工作種子，協助推

廣災防工作。慈濟基金會積極配合推廣，8

月 18日及 19日與新北市立中和高中合辦全

臺首場「高中青年防災士培訓」，要讓防災

扎根，帶動年輕世代共同關心在地社區的防

災與安全。防災士培訓課程需要經過學科及

CPR急救技術測驗。

另，慈濟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簽訂「滿納海的承諾」－敘利亞難民華語文伴學計畫，一起為

滿納海學校的難民學生，提供華語線上伴學。除網路交流之外，也將於 2023年暑假與 2024年

寒假期間，安排臺灣華語學伴前往土耳其，服務當地敘利亞難民學童。

改變世界的起源，都是從你我的一個想法、一個行動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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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做公益　創新、創意、創業

慈濟青年公益實踐計畫進入第五年，已經培養出 55個團體，11萬 5,700多位年輕人，給予

超過 750堂的培力課程，其中已有 6個團隊成立正式組織。

12月 10日於臺北華山文創園區，舉辦第五屆「FUN大視野想向未來」青年公益實踐計畫成

果發表會暨第六屆入選公告。顏博文執行長、劉效成副執行長等皆到場，參觀年輕人的創意成

果與構想。

2022年以「5力全開、鋒芒畢 6」為主題。徵選團隊，除了臺灣青年， 海外青年也從第五屆

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日本、韓國，第六屆再增加澳洲、紐西蘭、越南、泰國、菲律賓、

汶萊等國家。

11組團隊，經過一年的慈濟輔助，及提供公益基金、業師輔導、培力課程、社群連結等多

面向資源，帶領青年掌握永續趨勢，思考社會議題的解方。並藉由實際案例，鼓勵青年參與公

益，實踐改善及發揮社會共好的向上力量。

115,700+青年交流

750+孵化培力課程

55+公益實踐團隊

6+成立正式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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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能科技體驗營　打開學子知識視野

國際青年領袖人才培育　青年代表參與國際會議

慈濟與工業技術研究院、新竹市政府合作舉辦「公益兒童綠能科技體驗營」，

邀請弱勢、新住民兒童，透過參訪智慧醫療等實驗場域，結合「科技研發」與「人

文關懷」的特質，以及科學實作課程，培養淨零永續觀念，學習以「用科技做公

益，讓臺灣更美麗」。

2022 年 慈 濟 國 際 青 年 會 (Tzu Chi International Youth 

Association, TIYA）首度推出「國際青年領袖培育計畫

（International Youth Leadership Program, IYLP）」，開放全球

青年線上團體面試。最後錄取來自六個國家的 10名優秀青年，

透過接引、培育、養成及賦權四個階段，培育青年領袖，代表

慈濟參與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 COP27及國際年會紐約氣候週

等。第二屆培育計畫則於 12

月啟動，開放二十到三十五歲

青年報名參加，錄取十二人進

行為期半年的教育訓練，未來

將獲本會贊助參與聯合國會

議（COP28、UNEA-6）、國際

人道救援專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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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而「力」，行動吧，青年！

TIYA 慈濟國際青年會　第一屆永續年會

慈濟大專青年聯誼會（簡稱慈青）

自 1992年成立，2022年屆滿三十年。

三十年來，代代慈青投入機構關懷、

環保、義診、課輔、慈善等服務，人人

初發心不變，保持向上、向善的精神與

能量，並持續傳承，延續愛的力量。

三十而「力」，希望發揮影響力、軟實力，還有志願力，運用科技推廣蔬食、

運動會、品書會等活動，號召更多的年輕人加入慈濟這美善的團體，共創永續。

第一屆慈濟國際青年永續年會，以「青年行

動、共構未來」為主題，串連永續生活新品牌

─植境 plantārium、5%DesignAction社會設計

平台，共同策動行動工作坊，討論「循環再生」、

「永續教育」、「低碳蔬

食」三大主題種種可能，

具體提出滿足地球永續之

倡議、美好未來之理想的

創新。與本會、社會企業

共同合作，共構符合地球

永續發展的綠色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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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而「力」，行動吧，青年！

TIYA 慈濟國際青年會　第一屆永續年會

面對 2025年臺灣超高齡社會， 慈濟從點線面作全方位長者關懷，營造「安穩家園、美善

社區」 慈悲關懷長者的友善社區 有愛的祥和社會。

長者關懷行動

訪視關懷
經濟補助、物資援助
及家訪、電訪陪伴。

環境改善
長者暨失能者居家安全空間改善、
環保輔具平台服務。

健康關懷
長者營養補充、社區愛心送餐、
社區據點關懷、用藥諮詢及體適能強化、
數位健康關懷等。

長照關懷
居家照顧及居家護理服務、
日照中心服務、長照C據點、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社區長者健康促進。

獨老專案
承接臺北市、高雄市、
臺南市政府獨老關懷專案。

健康照顧站
在環保站建立慈濟雲端血壓量測系統，
導入「均衡飲食」及「規律運動」課程，
從身體管理到飲食營養，多面向關懷長者志工。

1,554,132 人次受益

9,202,702 人次動員志工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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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安美計畫　長者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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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健康照護　安美計畫再升級

11月 11日在新店靜思堂正式與鴻

海科技集團簽訂共善合約，由鴻海科

技提供的健康檢測系統，結合慈濟具

有醫護背景的人醫會志工團隊，攜手

打造科技化的慈善關懷。



51

居家安全改善　實現預防醫學

為弱勢家庭改善居家安全環境，是慈濟半世紀以來的

慈善服務項目之一。隨著高齡人口的增加，「居家安全」

更顯重要。

這對長輩或殘障人士而言，有著很重要的「預防性」

意義，大至整棟房屋的修繕，小至屋內地板的防跌止滑，

都是生命安全的最基本保障。

超高齡地區

臺南市東山區，年輕人口外流嚴重，65歲以上

長者佔全區總人口近 25％。

浴廁空間狹小，志工為阿嬤選擇上翻式摺疊扶

手，預防意外發生，不占空間，也不會成為阿嬤移

動障礙。

全屋修繕　安穩生活

嘉義獨居李伯伯，小兒麻痺，右眼失明、左眼弱視。住在老舊破損的房子，不敢開火煮食，

也從未洗過熱水澡。

志工發現他的困境，即展開長期的關懷，並進行全屋修繕。修補屋頂、更換電線及開關、安

裝熱水器、加裝安全扶手、照明設備，並帶來帶來衣櫃、桌椅、床板、床墊等家具。

李伯伯說，「就像家人般的照顧，感覺很溫暖，讓我有不一樣的人生」！

居家安全改善完成

1,026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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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輔具再利用　好好陪伴復健時光

長輩洗澡時發生跌倒意外，緊急住院治療，

出院前醫院提醒家屬返家時要準備好相關輔具，

如何好好陪伴家人度過復健或晚年的時光，也是高齡化社會下的重要議題。

2017年，慈濟成立環保輔具平台，是為了環境永續並幫助弱勢家庭而誕生。志工以「一條龍」

的服務方式做關懷：輔具送出前先檢測、到宅協助組裝、後續家訪關懷。以環保、減碳的理念，

照顧弱勢、支持臺灣醫療長照體系，一起撐住高齡化社會。

2022 年全臺環保
輔具關懷網路平台達26個 輔具送到22縣市

5 年累計送出51,451件送出18,980件

李先生，18歲時因一場車禍失去右腿，試乘

志工送來的電動代步車，很快就上手，而他最想

做的一件事，是去看老朋友。

嘉義縣阿里山鄉公所向慈濟提出，12個村有

輔具需求。志工在三天內，將 120多個輔具送到

96戶家庭。收到的家屬露出欣喜的笑容，開心可

以減輕照護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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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四 
生態保育與環境教育

4-1　倡議與行動──淨零碳排

面對 21世紀即將到來的淨零排放挑戰，
由環保回收、循環經濟零浪費邁向淨零排放，
慈濟立下「2050淨零排放」目標，
跨出第一步，展開自身溫室氣體排放的盤點。

慈濟宣示「淨零排放」，以科學基礎方法 (SBT)從溫室氣體盤查開始，訂定減碳目標，朝著

2025年碳排放零成長，2040年碳排放減 50%，期於 2050年達成淨零排放目標。

註：依據科學基礎碳目標(SBT)計算後調整

減碳目標比較
基準年

2022

聯合國

慈濟

2020

碳排放零成長
(註)

2025

碳排放減15%

碳排減少至
2005的45%

2030

碳排放減50%

2040

達成碳排放
淨零目標

達到碳中和
淨零排放

2050

減量

淨零排放
推動步驟

減少排放量

抵銷
碳匯＋負碳

分析
找出排放源

盤查
碳足跡盤查

34

21

慈濟淨零關鍵時程目標

03
良好健康和福祉

06
潔淨水與衛生

12
負責任的
消費與生產

13
氣候行動

14
水下生命

15
陸域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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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IPCC 報告，全球有約 33 至 36 億人生活在氣候危機高風險的環境。糧食危機、

水資源短缺、空氣污染和廢物管理不善等環境壓力，持續對當地居民造成生活威脅。

另一方面，氣候變遷威脅著地球和人類的生存，讓人對未來感到擔憂和恐懼，而產生

氣候焦慮。

「地球的事，我們的事。」氣候變遷影響所及中，兒童與少年是最脆弱、衝擊時間也

最久的族群。無論從慈善援助或減緩地球暖化的角度，慈濟始終用心投入，也帶動更

多人一起成為守護地球的尖兵。

註：依據科學基礎碳目標(SBT)計算後調整

減碳目標比較
基準年

2022

聯合國

慈濟

2020

碳排放零成長
(註)

2025

碳排放減15%

碳排減少至
2005的45%

2030

碳排放減50%

2040

達成碳排放
淨零目標

達到碳中和
淨零排放

2050

減量

淨零排放
推動步驟

減少排放量

抵銷
碳匯＋負碳

分析
找出排放源

盤查
碳足跡盤查

34

21

慈濟淨零關鍵時程目標

2021年起，我們以花蓮靜思堂為標的，展開一年度溫室氣體排

放量盤查，範圍涵蓋靜思堂及靜思精舍的辦公處所有同仁，以及以

花蓮靜思堂為活動據點的志工團隊。盤查項目包含固定燃燒源如瓦

斯爐，移動燃燒源如公務車，還有人均排放量。抽絲剝繭盤查每處室的排放源，找出改善的契機，

取得 ISO 14064-1溫室氣體查證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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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慈濟做環保──創造公益社會影響力

慈濟在社區投入資源回收與環境教育，環保站除了帶來環境效益，也帶來正面的社會效益。

以公益社會影響力方法學分析結果顯示，環保志工透過協助社區資源回收與鄰里互動，更建立

自我及提升團體認同，增進人際關係，進一步促進身心的健康，建立人與土地、人與自然、人

與人的友善和諧關係。

1990年資源分類回收觀念尚未普遍時，慈濟已經設立環保站，開始宣導並推動資源回收。

環保站為慈濟社區道場之一，大部分皆由社區民眾無償提供，為集中資源回收物的場所，也開

放給大眾了解慈濟、了解環保、進而力行環保。除了自身的環保實踐，慈濟更體認到唯有「教

育」、「從小做起」，才能紮根環保理念，因此環保站的功能，也逐漸轉化成為具有環保教育

功能之據點，教育社區民眾從學習資源分類，落實環保行動於自身生活中。同時，「做環保」

還能提升環保站志工的團體認同及歸屬感、提升家庭關係、改變對長者既有認知等社會面向的

效益。

21
8,656

104,314

91,526人

7,164處

6.3
152.7

全球
個國家地區
推動環保志業

臺灣
慈濟環保志工

環保站 /
社區環保點

公益活動
總體 SROI 值

無償付出
效益達

處環保站 /
社區環保點

位環保志工
以行動守護地球

古錐阿媽的環保日常

 高雄 93歲的楊李阿錐，她做環保 20

年了，大家都叫她「古錐阿媽」。以前

她自己走來環保站，現在腳不太能走了，

就由兒子推她來，每天母子檔共同做資

源分類，這是他們最快樂的時光，而這

也是慈濟環保志工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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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統計顯示，慈濟環保志工約有 56%為六十五歲以上的長者，有鑑於此，除了加強環

保站的安全性與友善之外，我們也進一步將環保站變成兼具健康檢測、健康促進與長者社會參

與的場域，讓環保站不僅僅是社區環境教育的宣導推動站。 

2021年起在環保站導入「均衡飲食」及「規律運動」課程，從身體管理到飲食營養，多面

向關懷環保志工身心健康。2022年，就在 88個環保站測量及上傳 110,897筆血壓檢測資料，

讓環保站形成一個多功能的社區服務站，鼓勵長者社會參與，投入社區多元服務與活動、促進

健康，降低社會醫療成本與負擔。 

我們藉由系統且科學化的「社會投資報酬率」（SROI, 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 ，來評

估臺灣慈濟環保志業所發揮的社會影響力。若考慮志工付出的時間成本（以臺灣當年最低時薪

計算），臺灣慈濟環保志業的公益活動總體 SROI值為 6.3，意即針對臺灣慈濟環保志業所投入

的 1塊錢成本，將產生 6.3元的社會影響力；且本會志工大愛、無償投入，其效益可達 152.7元。 

核心公益關注者鑑別結果
環保志業活動與對應的公益關注者

環保志業

慈濟環保站專案發起

慈濟環保站受益對象

投入資源擴大

回收減碳效益

協助媒體曝光

受助人
參訪團體

環保站職工

慈濟基金會

慈濟環保站專案執行

垃圾減量回收

長者健康供餐

醫療輔具提供

弱勢團體照護

長照C據點
長者健康促進

環境教育

慈濟環保站志工

里長

環保站志工的家人們

資源回收商

大愛感恩科技

慈濟人文志業中心

其他公益關注者

專案
發動者

專案
受益者

專案
執行者

專案
其他參與者

SROI進一步計算，以醫療輔具提

供項目觀之，每投入一塊錢，可以

創造 81.18倍的效益。醫療輔具受

助者以此得到「提升心理及身體的

安全感」佔 49.62%，「實際減輕財

務負擔」佔 37.9%，可見帶給受助者家庭與心裡極大的力量。 

透過專案成效量化成數字，慈濟環保志業 SROI認證，於 2023年 4月正式取得英國 Social 

Value UK外部認證，見證慈濟長期在社區耕耘的成效，也與社會溝通有了共通的基礎。

醫療輔具
受助人

37.9%

9.98%

2.49%49.62%

提升心理及身體的安全感 實際減輕財務負擔

改善生活品質 提升正面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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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環境教育與倡議

「PaGamO」電競平台　遊戲中學環保

2021年，臺灣新冠肺炎疫情警戒升級，全

臺各級學校改為雲端授課。慈濟堅持環境教育

「停課不停學」理念，在教育部、內政部消防

署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的指導下，首次與幫你

優公司攜手，以公益合作模式，透過該公司的

「PaGamO」線上電競學習平台，為兒童、青

少年辦理「環保防災勇士養成計畫」，突破實

體活動時空限制，傳遞環保防災知識。

自 2021年 8月起，在臺灣歷經校際盃、縣

市盃後，2022年 3月 27日，於慈濟新店靜思

堂舉辦縣市盃、臺灣盃、國際盃及慈中盃總決

賽；國際盃含美國、加拿大、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共一百四十五位選手在線參加。

透過跨界合作，搭建產官學平台，「PaGamO」環保電競遊戲，題庫超過七百道。內容涵蓋防疫、

惜水、海洋汙染、氣候變遷、災害防救、循環經濟、節能減碳、空氣汙染、資源回收、食物環保

等類別。參加者能學習到正確的環保及防備災觀念和方法，也透過一關關的比賽，脫穎而出。

2022年 8月 30日，第二屆慈濟 PaGamO環保防災勇士 PK賽校內賽開跑，以「教育接軌科技，

用遊戲翻轉學習」，讓環保防災知識突破時間、場域空間的限制，用最貼近生活的「電競遊戲」

方式學習省水、省電、防災，愛護自然資源，在日常生活中發揮行動力，實踐愛地球的理念。

20縣市／1,457所學校

4,401班／97,823人

11,113人
臺灣團隊 國際盃

美國、加拿大、新加坡、

馬來西亞、印尼

倉xPaGamO絑狒ᴠ箣玄ॊ訅౮懯向

臺灣師範
大學

專家命題

教育局(處)

核發有字號獎狀

環境教育
輔導團 

環保局
消防局 

支持線上直播
參與縣市盃命題

縣市政府

共同主辦縣市盃
環保防災勇士PK賽

教育部、環保署
消防署、僑委會

中央部會
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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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環保教育車　參訪、體驗學習

生活轉型策略　蔬食減碳生活從我做起

植境，走入植物飲食的捷徑。

「植境」係由慈濟基金會扶植之蔬食推廣新創品牌，以「DO GOOD TOGETHER」為題，打造一

個新型態植物飲食環境，為地球暖化找解方。

這裡有餐聽、麵包店、烘焙教室等空間，超市則有裸賣專區。有策展和工作坊空間，靜思書軒

也晉級 2.0，讓更多人選擇蔬食生活，從自身開始實踐綠行動。

一「碳」究竟 氣候緊急

時代來了

快時尚加劇

地球暖化

遊戲結合日月潭

九蛙浮現理念

如何減少溫室

氣體的排放

ㄊㄢˋ真多早餐車 怎麼減少溫室

氣體的排放?

認識碳足跡 認識KOKO 衣的足跡 一筷省水

行的足跡 低碳飲食愛地球 樂樂牛

隨身5寶

1 2 3 4

8 7 6

5

跳舞機教你

做到源頭減量

2020-2022
13 縣市�51 場次

81,822 人次

體驗學習

關卡
起點

全素購物環境 裸買裸賣 料理教室

策展空間靜思書軒烘焙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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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五全球夥伴與永續發展

5-1　合作共善　永續未來

全球三大問題，戰爭、疾疫跟氣候，愈演愈烈，亟需跨界合作。慈濟

除了積極參與 16個聯合國組織及平台會議，並連結超過 20個國際人道

救援組織，一起走入需要援助的災難現場。

2019 UNDGC 

UNFCCC

United Nations 
Faith Advisory 
Council

2003
2010

2011
2013

2016
2018

2019

2021

2020

聯合國組織平台／16個

16
和平正義與
有力的制度

17
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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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懷著一顆喜悅和受寵若驚的心，來面見敬愛

的上人。」巴必爾神父（Fr. Baby Ellickal Kurian）欣喜

表示，兩年多的 covid-19疫情，靈醫會與慈濟的合作

原則，就是秉持人道精神，並以最迅速、保護、尊重

的態度，共同幫助苦難的人。

2022年 12月 9日上午，來自印度靈醫會的巴必爾

神父（Fr. Baby Ellickal Kurian）、布吉納法索的保羅弟

兄（Bro. Paul Kabore），在靈醫會臺灣區會長暨法人董

事長黃浩然神父、執行長安恒立神父、羅東聖母醫院

馬漢光院長以及該院社會責任暨募款中心主任李麗秋

陪同下，一起來到新店靜思堂會客室，跟上人溫馨座談。分享跨宗教共善，支援防疫和難民的

點滴，惺惺相惜的傳愛之情，溢於言表。

國際人道組織夥伴／26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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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2日，佛教慈濟基金會

與 (UNICEF)為受到俄烏戰事影響的孩童們，及其

家庭提供急需的保護和服務，透過視訊簽署合作備

忘錄。由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執行長顏博文、聯

合國兒童基金會美國辦事處執行長麥可 尼恩惠斯

(Michael Nyenhuis，右 )代表簽訂，盼為戰火下的兒

童及其家庭提供急需的人道關懷。

4月 30日，為擴大對烏克蘭難民的援助，慈濟與

(Camillian Disaster Service International，簡稱 CADIS)簽署合作備忘錄 (MOU)，共同在波

蘭、烏克蘭投入包含提供食品和必需品、現值卡、醫療服務、安置收容所、心理以及

技能輔導等人道援助。

俄烏戰事將邁入第 100天，慈濟持續與國際慈善組織及跨宗教機構合作，6月 2日與四個國際

組織透過線上簽署合作備忘錄，包含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天主教靈醫會國際醫
療暨災難服務委員會

　　　　　　　　　　　　空運連結賑災物流基金會 (Airlink)、基督
復臨安息日會安澤國際救援協會 (Adventist Development and Relief Agency，簡稱

ADRA)、世界健康基金會 (Project 

Hope)、世界希望國際基金會
(World Hope International)　　　　　　　　　　　，共同提供

烏克蘭難民急需的藥物、醫療設備及

其它必需品之物資運輸，以增加援助

難民所需的物資量。

[合作共善備忘錄]合作項目與統計

簽約時間/機構單位
2019/04/16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NCDR)
2019/04/30 臺北市立大學市政管理學院
2019/07/12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2019/09/16 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2019/12/05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2020/03/11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2020/03/18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2020/04/17 經濟部水利署
2020/05/26 國家實驗研究院
2020/12/2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2021/01/19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中部分署
2021/03/10 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2021/03/30 行政院僑委會
2022/04/26 工業技術研究院
2022/06/15 內政部消防署
2022/11/18 內政部警政署

16專業機構22縣市 

合作項目

主要    慈善關懷

防災教育

生態環保

公益人文

其他    救災合作

醫療衛生與長期照顧

國際合作與交流

教育支持與發展

統計截至2023年5月4日

苗栗縣

臺南巿

嘉義縣

彰化縣

嘉義巿

新竹縣

新北巿

花蓮縣
雲林縣

屏東縣

桃園巿

南投縣

臺東縣

宜蘭縣

臺中巿

高雄巿

2019/9/4

2020/1/12

2020/7/2

2021/1/5

2020/12/1

2020/12/22

2020/11/4

2020/10/21

2020/9/15

2020/8/26

2020/7/22

2020/3/12

2020/3/25 2020/2/25

2020/6/17

2020/6/3

新竹市
2022/3/2

臺北巿
2020/4/9

基隆巿
2021/3/9

金門
2021/12/14

連江(馬祖)
2023/05/04

澎湖
202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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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科技做公益　讓臺灣更美麗

慈濟與全臺22縣市及16個專業機構
簽訂合作備忘錄，期待透過慈濟志工落實社區的

力量，一起守護民眾、關懷弱勢，建構強化社會

安全網路。並透過跨界合作，從專業出發，發揮

科技應用等之創意精神，攜手合作。

4月 26日，與工研院進行「公

益科技智慧服務平台」合作備忘錄

簽署儀式，將在偏鄉科技、急難救

助、循環再生、綠能科技、淨零碳

排、智慧照護與智慧機械等各方向，

共同進行場域驗證、協助商品開發

等科技合作。

[合作共善備忘錄]合作項目與統計

簽約時間/機構單位
2019/04/16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NCDR)
2019/04/30 臺北市立大學市政管理學院
2019/07/12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2019/09/16 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2019/12/05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2020/03/11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2020/03/18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2020/04/17 經濟部水利署
2020/05/26 國家實驗研究院
2020/12/2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2021/01/19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中部分署
2021/03/10 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2021/03/30 行政院僑委會
2022/04/26 工業技術研究院
2022/06/15 內政部消防署
2022/11/18 內政部警政署

16專業機構22縣市 

合作項目

主要    慈善關懷

防災教育

生態環保

公益人文

其他    救災合作

醫療衛生與長期照顧

國際合作與交流

教育支持與發展

統計截至2023年5月4日

苗栗縣

臺南巿

嘉義縣

彰化縣

嘉義巿

新竹縣

新北巿

花蓮縣
雲林縣

屏東縣

桃園巿

南投縣

臺東縣

宜蘭縣

臺中巿

高雄巿

2019/9/4

2020/1/12

2020/7/2

2021/1/5

2020/12/1

2020/12/22

2020/11/4

2020/10/21

2020/9/15

2020/8/26

2020/7/22

2020/3/12

2020/3/25 2020/2/25

2020/6/17

2020/6/3

新竹市
2022/3/2

臺北巿
2020/4/9

基隆巿
2021/3/9

金門
2021/12/14

連江(馬祖)
2023/05/04

澎湖
202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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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災防救助能量　

慈濟與家樂福簽合作備忘錄

大型災難發生時，慈濟志工總是站在

第一線，成為受災民眾的堅強後盾。

慈濟與大型量販店家樂福合作攜

手共善，6月 22日雙方代表訂定合作

備忘錄，希望透過慈濟完善的救災網

絡，加上家樂福完整的倉儲及物流系

統，提升災防救助能量，發揮人道救援的最大功效。當 0918地震發生時，立即發揮合

作共善的效能，就近、即時 送生活所需物資到臺東新武部落。

6月 25日中華民國志願服
務協會張寶方理事長 (左 )、慈

濟基金會執行長顏博文 (中 )、臺
灣社會工作教育學會沈

瓊桃理事長 (右 )共同簽訂「社會工
作教育與志工增能」合作備忘錄，同時展開首屆關懷士培訓。

9月 18日臺東池上發生芮

氏規模 6.8地震後，造成

花蓮南區玉里、富里、卓

溪、臺東等民宅、校園嚴

重受創，慈濟分別與花蓮縣政府、臺東縣政府簽署「0918地震」災後復

建合作備忘錄，為重建家園及教育共同努力，攜手幫助災民早日回到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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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慈濟論壇　大疫之後的全球共善

淨零、數位與世代協力

新冠疫情擴及全球，造成全球糧食不足，更加深貧富差距，人道救援也難以使上力。專家就

提出疫情之後全球共善，跨國合作的理念，希望達到永續發展的目標。從「淨零排放．數位社

會．世代協力」，第七屆慈濟論壇，邀集產官學，各民間團體，為疫情世代謀出路。

國家發展委員會高仙桂副主委感謝慈濟邀集各方賢達，為臺灣將來的永續發展籌謀擘劃，充

分凸顯慈濟以慈悲、喜捨的精神，行救苦救難的具體關懷。智榮基金會董事長施振榮：「我不

斷地強調，利他是最好的利己，所以所有的思維，以共善、以利他作為思考，整個才能夠有真

正可以永續，大家共同遵守，或者共創的生態。」 

 願景工程基金會執行長羅國俊則表示：「疫情限制移動讓我們很多活動不方便，收入減少。 

我們也發現數位落差的問題，俄烏

戰爭使得我們很多能源轉型，開始

出現倒退 。」面對疫情及氣候變遷

的挑戰，專家呼籲人人共善，克服

危機， 透過跨域、建立夥伴關係。

並以實際的行動，讓「經濟成長、

環境保護、社會進步」，讓貧窮的

人能有更好的機會翻轉人生，永續

才有可能發生。

5-2　慈濟論述　國際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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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新聞部高階座談　慈濟青年代表 NGO演說

聯合國大會舉辦為期一日「為自然環境的

一念心（Moment for Nature）」高階座談，「聯

合國新聞部」（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Global Communication）推薦與邀請慈濟全球

合作發展事務室專員楊妤緗（Ashley Yong）

前往紐約聯合國總部代表「聯合國新聞部青

年委員會」(Civil Society Youth Representatives 

Steering Committee) 參與此高階座談發表演

說，向各國代表闡述青年族群對環保議題的

關注與行動。

楊妤緗是代表聯合國新聞部認證的 1,600個組織的青年成員，這是當天會議中，唯一一個非

政府組織代表。她以「青年在環境保護過程中做出什麼行動」為主題，呼籲大會成員應更關注

青年族群對「三重地球危機」的環保行動。重視青年族群有趣和有創意的環保項目，提升對下

一代環保行動的投資。讓年輕人能更多的參與決策，繼而讓新生代成為守護地球環境的核心推

動者。最終目標是讓各年齡層的人都能一起攜手，解決生態危機與氣候變遷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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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食環保濟弱扶貧　慈濟經驗接軌 COP27

第 27屆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 (COP27)於 11月 6日至 18日在埃及夏姆錫克 (Sharm El-Sheikh)

舉行。會議主題為「共同實踐（Together for Implementation）」，全球近 200位領袖一同參與，

對氣候損害賠償、能源危機以及全球碳市場等進行討論，攜手採取行動，應對氣候變遷。

 慈濟聯合國團隊前往參與為期 13天的會議。其中有兩場周邊會議，屬於跨宗教新聞發布會，

特別倡導植物性飲食，還有扶助弱勢國家發展農業。

極度乾旱、水資源短缺，貧困地區勞動婦女尋找水源的時間更長、負擔更高，間接影響小孩

受教育的機會。慈濟報告，我們在莫三比克、辛巴威等國家，開啟了農業的機會給婦女和兒童 

還有弱勢族群，去強化他們的力量，幫助他們成長。

靜思精舍德淵法師也分享：「我們了解到，眾生對我們來說是平等的。事實上，在我們這塊

土地上，我們可以從穀類、堅果和蔬菜，獲得人類需要的營養，而且是更容易取得，並且更環

保，比吃肉類更人道。」 

巴拿馬聖公會主教 Julio Thompson表示：「當我們同在跨宗教的社區，最重要的事情，首先

就是要互相尊重，尊重我們的信仰，尊重我們的傳統。如此，我們就能建立關係，建立信任，

而且有信心一起合作。」

與地球共生息，需要 Love 愛，Interconnectedness相互聯繫，Visibility可見性，Empathy同

理心，也是慈濟發揮影響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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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收支說明

捐
款
人
次
比

捐
款
金
額
比

100元以下
62%

101~500元
27%

501~1000元
5%

1001元以上
5%  企業及非營利機構

 1%

2022年捐款收入依捐款人次、金額統計

 501~1000元 7%

1001元以上
64%

企業及非營利機構

8%
100元以下

9%

101元~500元
12%

本會委託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簽證2022年(民國一一一年)之財務報表，經會計師查核後，於2023年5月17日出具
「無保留意見」之查核意見，如下：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民國一一一年及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一一年及一
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收支餘絀表、淨值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以及財務報告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
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財團法
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公開之各號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及其解釋編製，足以允當表達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
慈善事業基金會民國一一一年及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暨民國一一一年及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
一日之財務績效及現金流量。 

說明： 
1. 本會之捐助善款是以啟發愛心、促進社會善循環為核心價值，每一分善念都彌足珍貴。 
2. 感恩慈濟志工定期拜訪會員，分享慈濟志業現況並募集愛心，並善用科技捐款，發揮小錢也能行大善的力量， 2022年個
人捐款1,000元以下者佔94%。
3. 感恩企業及非營利機構共善，2022年捐款金額佔8%，一起救拔苦難，創造社會共好。



68

【2022年經費收支說明】 單位：新台幣/元

33%
臺灣慈善捐款收入

5% 4%

16%

國際慈善捐款收入

28%

專案收入

附屬作業組織收入
財務收入

其他收入

14%

50%
臺灣慈善支出

4%
附屬作業組織支出

35%
國際慈善支出

其他支出

6%

5%

一、臺灣慈善用途：

01.社區及偏鄉扶困脫貧：弱勢家庭及族群之長期濟助、居家關懷、獎助學補助、急難救助、健康促進及社區發展等
02.長照服務推展：推動長照服務與中心建置，獨居長者關懷、社區關懷據點等。
03.青少年公益發展：推動青年公益發展、專才培育、青少年心靈成長及公益服務參與等計畫。
04.兒少、婦女及身心障礙福利服務,及機構關懷與經費補助、學校資源支持、營養支持等。
05.防災、備災、賑災：災害救助，減災、備災工程，及防賑災物資與設備研發，啟動「0918地震」災害救助及房屋、學校修繕援助專案。
06.環境永續計畫：推動環境保護教育、資源回收再運用及新科技研發、啟動淨零碳排專案。
07.臺灣防疫紓困援助：BNT疫苗採購捐贈、醫療防疫物資援助、紓困金發放及線上學習設備支援、線上課輔等。
二、國際慈善用途：

01.進行國際急難之人道救援及災後中長期重建工作。
02.長期援助流離失所之國際難民，提供生活、就學、醫療補助。因應2022年俄烏戰爭，啟動烏克蘭難民援助專案。
03.援助國際間飢餓、失學、失怙兒童及貧困家庭。
04.全球防疫紓困行動：海外醫療防疫物資及醫療設備援助、疾疫紓困金及物資援助等。

經費收入

9,196,621,528

經費支出

8,060,065,497

行政管理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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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臺灣慈善與國際慈善支出】

129,033,089

單位：新臺幣/元

臺灣慈善支出

國際慈善支出

臺灣慈善與

國際慈善

支出比例

臺灣慈善支出

59%

國際慈善支出

41%
老人福利

志願服務

社會救助

兒少福利

災害救助

教育志業

福利社區

獎助學金

感恩全球的愛心護持，守護臺灣，也將臺灣的愛心挹注到國
際間重大災難及貧困的國家（不含海外當地自行支出）。

1,390,989,113
1,813,921,135

238,946,729

573,074,567
929,258,827

715,452,701

169,310,701

3,698,357
411,088,465

21,121,149

56,476,544

377,511,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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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國家廣播公司 (BBC)公佈 2022年全球各地深具啟發性和影響力的 100
名女性名單，慈濟證嚴法師以「佛教慈善家」(Buddhist philanthropist)名義，
成為 2022年臺灣唯一獲得 BBC推薦者。介紹指出：證嚴法師被視為現代臺
灣佛教發展中，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是人道主義機構－慈濟基金會的創

始人，又被稱為「亞洲德蕾莎修女」。

走過 56年，慈濟從五毛錢竹筒歲月到合作共善、企業共好。見證了證嚴法
師帶領慈濟人，共同投入慈善，啟發人人行善，鼓勵人人去愛他人，以慈悲

利他行動與模式，共同實踐「淨化人心、祥和社會、天下無災無難」的三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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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財報報表及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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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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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財簽報告｜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3監察人簽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