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政府「幸福滿屋－實物銀行」 

五股區公所分行概況分析 
 

 

 

 

 

 

 

 

 

 

 

 

 

 

 

 

 

 

 

 

 

 

 

 

 

 

新北市五股區公所編印 

中華民國 106年 8月  



 
 

目次 

壹、 新北市政府「幸福滿屋-實物銀行」緣起 ..........1 

貳、 五股區公所分行簡介 .........................3 

參、 103至 105年物資捐贈情 ......................6 

肆、 106年 1-7月物資捐贈情形....................13 

伍、 目前物資領用概況...........................15 

陸、 結論與未來展望.............................17 

 

 



1 
 

壹、 新北市政府「幸福滿屋-實物銀行」緣起 
1
 

一、 實物銀行緣起：  

  為強化對弱勢家庭的服務網絡，運用社會工作資源連結方

式，凝聚社會善心資源及社區力量，使弱勢家庭得以就近獲得

資源以穩定生活，滿足弱勢家庭基本生活所需，故本府自 100 

年 1月起結合公私夥伴資源力量開始推動實物銀行方案，期透

過各界愛心捐助從點到線成面，建構出社會關懷支持網絡。  

二、 服務對象：  

  經社工員評估有需要之高風險及弱勢家庭、其他有關懷及

急難需求個案。  

三、 資源分行設置： 

  100年起設立 51個資源分行。 

四、 實施方式： 

(一)由社工員評估各案家需求，連結定期性生活日用品、節令性及特

殊需求物資，以使案家獲得妥適資源。  

(二)資源需求整合：設單一窗口定期統計本局各中心及所屬單位需求，

進行資源篩選及建檔，藉以確認物資需求總類及數量。 

(三)一般性物資媒合服務：透過資源平台連結企業、廠商、店家、民

                                                      
1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社會局網頁 http://www.sw.ntpc.gov.tw/_file/1588/SG/42337/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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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團體或個人，以定期或不定期方式提供可保存之食物及日常所

需物資，置於既有空間，使個案就近取得妥適之生活資源，以達

弱勢家庭個別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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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五股區公所分行簡介 

  新北市政府自民國 100年 1月開始推動「幸福滿屋－實物銀行」

方案，並陸續在新北市各區拓展實物銀行資源分行，同年五股區公所

分行也配合市府政策成立，目前本行物資存放的情形分述如下： 

一、 設有固定儲存空間： 

  本分行初成立時，物資存放於本所七樓施政簡報中心前方

之儲藏室，如下圖所示： 

 圖 1：舊儲放空間         圖 2：舊儲放空間  

    

後續考量捐入本分行之物資項目及數量逐年增加，因此本所於

105年底重新規劃六樓儲藏室作為新的儲放空間，並於今(106)

年 2月設置完成，如下圖： 

 圖 3：本所 6樓儲放空間      圖 4：本所 6樓儲放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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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過去的儲放空間，新的空間更加寬敞明亮，物資內容也

更一目瞭然，對於本所管理及領用上也更方便有效率。 

二、 使用資訊系統管理： 

  為確保有效管理物資捐助及領用，本分行於民國 101年開

始使用衛生福利部建置之網路管理系統─「衛生福利部社會救

助及社工司實(食)物銀行資訊系統」，對捐入本行之物資進行盤

點，確認物資數量及保存期限，並由本所社會人文課同仁確實

於管理系統登打相關資料，而後再分配予弱勢民眾領用。 

三、 即時處理案件： 

  由於本分行存放空間有限，如遇有外界捐贈大批物資的情

形，本分行會事先與捐贈單位確認物資品項、數量及預計捐入

本分行之日期等事項，先製作通知單寄發予本區弱勢民眾，請

民眾於物資進入後之指定日期至本所一樓社會人文課領取，因

此本所一樓社會人文課即為大量物資進入時之暫時存放空間。 

  藉由即時的捐贈及領用，除解決了本分行物資存放空間不

足的問題，亦減少搬運物資所耗費的人力，提高民眾領用物資

的方便性，同時，也可以將新鮮的物資順利送達民眾手中，避

免物資過量堆積於本所或造成過期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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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分類存放控管保存期限： 

  批次發放完畢之剩餘物資本分行會再搬運至本所六樓儲藏

室與其餘零星捐贈物資做統一管理，而為確保物資能在有效期

限內妥善運用，本分行會依物資之類別及保存期限分別排列，

並標示出保存期限較為接近之物資，如下圖(圖 5及圖 6) ： 

圖 5: 標示物資有效期限        圖 6：標示物資有效期限 

   

利用清楚的分類整理及標示有效期限，讓本分行確實掌握目前

的資源，控管物資的存量，使未來在分配物資予弱勢民眾時能

一覽無遺選擇適合民眾的物資，增加行政效率並符合民眾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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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103至 105年物資捐贈情形 

  配合「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實(食)物銀行資訊系統」運

作，分行可藉由網路系統匯出報表，清楚的追蹤每月物資捐助及領用

狀況；藉由網路系統匯出 103年至 105年的物資捐贈者芳名錄資料，

分析本行近三年的物資捐贈情形。 

一、 103年物資捐贈情形 

  103年捐入本分行的物資以數量計(不計品項單位及價格)，共有

9,907件，藉由系統匯出之資料進一步統計後，可知本分行 103年的

捐贈情形如下(表 1、圖 7)： 

         表 1：103年物資捐贈表 

 

 

 

 

 

 

 

 

 

103年捐贈者 捐贈數量（件） 百分比 

五股三重安北宮 257 2.6% 

五股陀靈寺 150 1.5% 

五股區觀音里里辦公處 50 0.5% 

台北市建國假日花市自治會 873 8.8% 

五股區公所孝恩納骨堂 5,300 53.5% 

新北市中央獅子會 298 3.0% 

新北市五股區公所-防災物資 2,279 23.0% 

褚萬福善士 350 3.5% 

寶纈禪寺 350 3.5% 

總計 9,90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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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7：103年物資捐贈圓餅圖 

 

  由以上圖表可知，捐贈數量最多的是五股區公所孝恩納骨堂2，

其次為新北市五股區公所－防災物資3，第三則是台北市建國假日花

市自治會，其中前兩者皆由五股區公所管轄，所占比例就有全部物資

的七成，為 103年最大的物資來源捐贈者。 

  從本分行 103年的物資捐贈情形也可發現實物銀行政策不僅讓

弱勢民眾有暫時性的物資支援，也能將公部門的資源重複利用，使有

限的實體物資資源發揮其最大的效用。 

二、 104年物資捐贈情形 

  一樣藉由以上方法，由衛生福利部的食物銀行資訊系統匯出捐贈 

                                                      
2
 新北市五股區孝恩納骨堂：新北市立之公墓單位，由新北市五股區公所民政災防課管理。 

3
 新北市五股區公所－防災物資：天然災害緊急救濟物資，由五股區公所社會人文課管理，於物

資屆期前 3個月簽准轉入實物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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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芳名錄資料，分析 104年的物資捐贈情形如下(表 2、圖 8)： 

         表 2：104年物資捐贈表 

104年捐贈者 捐贈數量（件） 百分比 

五股陀靈寺 429 2.2% 

五股區公所孝恩納骨堂 7,379 37.0% 

五股賀聖宮 2,489 12.5% 

五股獅子頭萬善堂 220 1.1% 

台北市建國假日花市自治會 870 4.4% 

南天行政世界道場 1,491 7.5% 

財團法人天得歐氏基金會 4,300 21.6% 

陳朔美 29 0.1% 

新北市五股區公所-防災物資 1,930 9.7% 

新莊玄天宮 15 0.1% 

褚萬福善士 392 2.0% 

寶纈禪寺 392 2.0% 

總計 19,936 100.0% 

               

          圖 8：104年物資捐贈圓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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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以上資料顯示出 104年捐贈數量最多的依舊為五股區公所孝

恩納骨堂，其次為財團法人天得歐氏基金會，第三則為五股賀聖宮。 

  與 103年捐贈者相比，104年物資捐贈者由 9個單位增加至 12

個，年物資總量也由 9,907件提升至 19,936件，本分行的物資來源

更為多元，物資數量也更為充足；另外從捐贈者芳名錄資料中也可發

現本分行捐贈單位除公部門管轄之納骨堂、防災物資外，多為本區之

宗教寺廟，如：五股賀聖宮、五股陀靈寺、寶纈禪寺、五股三重安北

宮，也充分展現出本區民間信仰之特色。 

三、 105年物資捐贈情形 

  105年物資捐贈情形(不計品項單位及價格)如表 3所示： 

表 3：105年物資捐贈表 

105年捐贈者 捐贈數量(件) 百分比 

財團法人天得歐氏基金會 10,690 45.7% 

五股區公所孝恩納骨堂 3,321 14.2% 

五股慈天宮 2,400 10.3% 

新北市中央獅子會 1,750 7.5% 

新北市五股區公所-防災物資 1,234 5.3% 

五股陀靈寺 1,069 4.6% 

台北市建國假日花市自治會 873 3.7% 

社團法人新北市厚德慈善會 653 2.8% 

褚萬福善士 420 1.8% 

中華賀聖宮愛心協會 400 1.7% 

寶纈禪寺 400 1.7% 

中國炭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20 0.5% 

崑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58 0.2% 

善心人士 12 0.1% 

強詠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1 0.0% 

總計 23,40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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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 103及 104年捐贈情形相比，105年物資捐贈者及物資總量皆

為最多，105年捐贈者共有 15個單位，而物資總量達到 23,401 件，

顯示出本分行物資逐年增加的趨勢，另從 105年物資捐贈圓餅圖(下

圖 9)中可發現捐贈數量最多者為財團法人天得歐氏慈善基金會，其

所佔比例高達 45.7%： 

圖 9：105年物資捐贈圓餅圖 

 

  不同於103、104年捐贈比例最高者皆為五股區公所孝恩納骨堂，

105年捐贈比例最高者為財團法人天得歐氏基金會，除此之外，也增

加許多公司行號的物資挹注，顯示出民間團體投入本分行的資源逐年

增加，對於以媒合各界資源的實物銀行來說，民間團體的投入不但補

足公部門資源的有限性，也可顯現市府推動實物銀行政策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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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03-105年物資捐贈月份分布情形 

  接下來由《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實(食)物銀行資訊系統》

匯出之捐贈者芳名錄資料，就本分行 103至 105年物資捐贈情形作月

份分析，如下圖 10、圖 11及圖 12 ： 

圖 10：103年物資捐贈月份分布圖 

 

圖 11：104年物資捐贈月份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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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2：105年物資捐贈月份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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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106年 1-7月物資捐贈情形 

  為了解本分行今年的運作情形，初步統計本分行今年 1至 7月份

的物資捐贈狀況，藉由系統匯出之資料進一步統計後，可知 106年截

至 7月為止，物資捐贈者統計有 6個單位，而在物資數量部份(不計

品項單位及價格)共有 9,429件，捐贈情形如下(表 4、圖 13)： 

表 4：106年 1-7月物資捐贈表 

106年 1-7月捐贈者 捐贈數量(件) 百分比 

財團法人天得歐氏慈善基金會 4,884 51.8% 

五股區公所孝恩納骨堂 1,795 19.0% 

新北市中央獅子會 1,300 13.8% 

中華賀聖宮愛心協會 800 8.5% 

五股三重安北宮 325 3.4% 

寶纈禪寺 325 3.4% 

總計 9,429 100.0% 

 

圖 13：106年 1-7月物資捐贈月份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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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物資捐贈月份分布上，從以上物資捐贈月份分布圖(圖 13)可知

目前捐贈數量最多的月份為 3月，而配合本分行之實際運作狀況及物

資捐贈相關資料比對，3月份的物資捐贈者為財團法人天得歐氏慈善

基金會及五股區公所孝恩納骨堂之春季法會，與 103至 105年之物資

捐贈情形相似，捐入本分行之物資受民間信仰所影響；再者，捐贈數

量次多的月份為 1月，此時為本分行於過年前夕(國曆一、二月)舉辦

之寒冬送暖活動，與 103至 105年捐贈情形相同。 

  期許本分行在106年的後半年度能持續媒合更多元的捐贈單位，

並藉由本區民間信仰習俗中元普渡(國曆九月)，媒合更多民間團體及

各界資源，增加本行物資的豐富度，使更多弱勢民眾能得到物資的補

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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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目前物資領用概況 

  由以上物資捐助情形分析可得知，目前本分行主要捐助者為財

團法人天得歐氏基金會及五股區孝恩納骨堂，另本區宮廟捐入物資也

佔本分行的大宗，而配合本行捐助情形，本區之領用概況大致可分為

兩類： 

一、 批次發放： 

  本分行目前的儲放空間較為有限，而本區物資又多屬宮廟、法會

供奉之物品，捐助時間較為集中且大量，因此本分行會以通知單告知

本區列冊之弱勢人口，於通知單上指定之日期至本所領用物資。 

  此類發放對象主對象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中低收老人及身

心障礙者，本行會依實際發放情形進行輪替，使每種福利身分別皆可

平均分配到物資。 

二、 個人領用： 

（一） 經常性的個人領用：本區之高風險家庭。 

  為關懷本區高風險家庭之狀況，社會課同仁會定期訪視本區

高風險家庭，並配合新北市政府高風險家庭整合型安全網服務計

畫，訪視高風險家庭時同仁會結合實物銀行提供物資協助，期望

透過發放物資給予本區高風險家庭實質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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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臨時性的個人領用：馬上關懷戶、急難救助戶、遊民等。 

   面對突然陷入困境之市民，本分行會發放物資作為短期協

助，期能透過物資支援暫時紓解弱勢民眾實體資源的缺乏，即時

給予食品或民生用品，使之免於陷入緊急性的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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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結論與未來展望 

  「幸福滿屋－食物銀行」政策使許多家庭得到實體上的物資資

源，透過各分行點的拓展更使民眾能快速有效的得到即時的協助；而

本分行的設立除了能將公部門的資源做更進一步的利用外，也可整合

民間的物資，藉由實物銀行系統化的管理，物資的類別、有效期限更

一目瞭然，也使資源的利用更加透明化。 

  由以上各章節的分析，我們也可發現本分行的運作與傳統習俗及

民間信仰息息相關，如：每逢過年舉辦之寒冬送暖活動、中元節的普

渡習俗及春、秋季舉行之法會祭祀等等，皆與市民的生活密不可分，

而本區之宮廟鼎盛，統計至目前(106年)為止登記在案的宗教寺廟共

有 39間，希望未來能有效結合本區宮廟，將在地資源妥善利用，此

外，除本區宮廟外，今年本分行也媒合多家公司行號，促使民間團體

的資源投入，拓展本區資源的豐富度。 

  而為使遍及新北市各區的實物銀行分行能互相連結、互通有無，

建構更穩固的資源網絡，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每年皆會召開聯繫會報，

去年(105年)聯繫會報於 4月 26日辦理，會議中藉由市府彙整之各

分行之媒合成果資料(104年)，能了解到各分行的運作情形，也能作

為未來物資調度的參考依據，如表 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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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4年各分行媒合成果一覽表 

單位：新臺幣 

編號 分行 104年 編號 分行 104年 

1 永和區公所 

4,769,767 

29 泰山區公所 279,535 

2 永和區得和社區發展協會 30 石碇區公所 272,700 

3 永和區保福社區活動中心 31 金山區公所 267,750 

4 土城社福中心 3,651,184 32 貢寮區公所 244,574 

5 北海岸社福中心 3,091,105 33 中和區公所 
241,000 

6 新泰社福中心 2,948,732 34 中和區公所(廟子尾鶴齡交誼中心) 

7 七星社福中心 2,129,901 35 新莊區公所 201,588 

8 淡水區公所 2,094,853 36 汐止區公所 200,430 

9 板橋社福中心 1,988,472 37 八里區公所 197,700 

10 三重社福中心 1,987,058 38 雙溪區公所 179,540 

11 五股區公所 1,940,377 39 坪林區公所 171,528 

12 樹鶯社福中心 1,802,523 40 三峽區公所 161,572 

13 新店區公所 1,558,330 41 瑞芳區公所 114,480 

14 蘆洲社福中心 1,495,700 42 深坑區公所 110,156 

15 萬里區公所 940,955 43 石門區公所 82,372 

16 三重區公所 

824,111 

44 三芝區公所 61,500 

17 三重區公所(老人文康中心) 45 林口區公所 38,962 

18 三重區公所(中興閱覽室) 46 鶯歌區公所 31,360 

19 蘆洲區公所 801,132 47 平溪區公所 20,395 

20 雙和社福中心 552,100 48 
社團法人新北市家長志工教育成長

協會 
2,750 

21 烏來區公所 539,000 49 天元慈善功德會 0 

22 文山社福中心 332,265 50 社團法人新北市社會工作師公會 0 

23 土城區公所 326,190 51 新希望關懷中心 0 

24 樹林區公所 322,698 
   

25 板橋區公所(社會課) 

318,396 

   
26 板橋區公所(溪崑聯合服務中心) 

   
27 板橋區公所(莊敬教育研習中心) 

   
28 板橋區公所(安養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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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新北市其他分行相比，本分行物資在 104年折合現金約有新臺幣

194萬 377元，在新北市由區公所成立的分行中序位位於第三，僅次

於永和及淡水區公所，屬物資頗為充足的分行，因此將物資有效分配

更顯重要；在民眾的物資領用上，為避免捐贈單位集中指定予某一福

利身分別之民眾，造成民眾重複領取多份物資的情形，本分行會透過

與所內社會福利業務承辦窗口的橫向聯繫，掌握本區各項福利身分的

人口，分散外界捐入之資源，提高各類弱勢民眾領取物資的輪替性，

以達到資源的有效利用，照顧到更多需要協助的弱勢人口。 

  最後，期許本分行未來能持續開發民間團體之資源，建構更穩固

的資源網絡，努力讓實物銀行能穩定且永續的延續，也期望透過物資

之挹注減緩弱勢家庭之經濟壓力，使其獲得及時的資源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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