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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願景人的信

親愛的願景人，新年平安。

2021是驚濤駭浪的一年，疫情在台灣不僅造成許多

家庭的生離死別，甚至全民一起走過很長時間的集

體恐慌。

所幸，我們挺過來了，這個課題讓大家體會到當大

疫來襲時，沒有人是局外人，人與人之間竟是如此

緊密關聯，尤其在艱困環境中，更能學習到韌性。

「努力讓台灣更好」是聯合報系願景工程十年前成

立的宗旨，我們希望透過願景工程的每個報導和行

動，促成台灣一點一滴的正向改變。我們也好奇願

景工程對社會的價值何在？於是去年委託資誠會計

師事務對願景專題做了一個「社會影響力報酬率」

（SROI, 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的科學調

查，結果獲得23.99元的成績，也就是說，願景工

程每投資1元的報導或行動，可獲得社會23.99元的

影響力回饋，這是非常高的，令人欣慰。

特別要向好朋友報告一件重要的事：為了讓願景工

程的影響力能夠持續擴大，我們去年轉型成立了「

財團法人願景工程基金會」，邀請行政院前院長陳

冲先生出任董事長，希望透過公共化，讓願景工程

走出聯合報系，擴大與廣大的社會力量結合，

2022年我們新的願景是：「為改變發聲，讓改變

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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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回顧過去一年願景工程做過的事：

◎氣候變遷當務之急：人類為地球暖化救贖的巴黎協議挑戰很大，全球碳排量

還在快速增加。願景工程連做兩套專題《碳鎖台灣》、《前進COP26》，好好

檢視了台灣的減排政策，並排除萬難派遣記者前進英國格拉斯哥現場採訪氣候

峰會，亦趁警戒降級與理律法務所及聯合報合辦「氣候危機行動論壇」。

◎高齡者的懲罰：家裡如果有長者，可能會有深刻體會，全台有四十萬老人鎖

在沒有電梯的老舊公寓裡，不能外出、不能移動，成了悲慘的《囚居晚年》。

老人最好騙，是個悲哀的常識，特別是眼花瞭亂的現代金融商品，理專最愛找

老人推銷，結果使老人一輩子積蓄血本無歸，這是《高齡者金融剝削》。

◎社會平權：履歷表貼上照片，大家習以為常；但有沒有想過對顏面傷殘者其

實是不公平的歧視？願景與陽光基金會合作倡議《臉部平權》，希望公部門及

企業可以從履歷不貼照片開始。不論是精神疾病或罕見的選擇性緘默症，一個

成熟公義的社會都應予認識和接納，願景做了《精神病，不OK也OK》、《無

助的沈默》，引起不少回響。

◎大疫之下：疫情使百業蕭條，願景探索了《滑梯社會疫情悲歌》，弱勢者更

弱勢，甚至有更悲的《疫情下孤獨死》。但艱困也使人磨礪，《大疫青年》在

疫情中突圍，為人們帶著希望。

當然，還有與願景長期合作的夥伴社企流，今年我們一起倡議《甜甜圈星

球》，探索台灣民眾對永續的認知。願景一直關心的教育議題，也與台師

大合作製作《翻轉閱讀弱勢》，別因閱讀缺乏關閉了偏鄉孩子探索世界的

機會之窗。

2022我們會更加努力，為改變發聲，讓改變發生。更期待您的支持與祝福，我

們虎年繼續前行。

財團法人願景工程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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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工程十年蛻變：

成立基金會 邁向公共化

十年來，報導加上行動的新模式，在各位夥伴的支

持下，在許多議題上，推動了正向改變。

十歲的「願景工程」已於2021年8月進一步蛻變為

「願景工程基金會」，將不再專屬聯合報系；而是

進一步公共化，以財團法人的身分，邀集各個媒體

、獨立記者、NGO、企業及所有對台灣未來有更美

好想像的人，只要有同樣的「願景」，就成為「工

程」的一份子，成為台灣共好的力量。

「財團法人願景工程基金會」由行政院前院長陳冲

擔任基金會董事長。他說，願景十年，成績斐然，

關注的議題既廣且深；公共化之後，他將邀請更多

媒體、政府、大眾參與，引入各界資源，讓報導與

倡議更深、更遠、更大。

願景工程公共化

願景工程基金會董事會的組成，具有跨領域與跨世

代特色，十一席董事除董事長陳冲外，還包括「為

台灣而教」創辦人劉安婷、AAMA台北搖籃計畫共

同創辦人顏漏有、活水影響力投資總經理陳一強、

提倡環保造紙的榮成紙業董事長鄭瑛彬、政大風險

管理與保險學系教授彭金隆；其餘五席為聯合報系

執行董事項國寧、聯合報系總管理處執行長黃素娟

、聯合報社長游美月、聯合新聞網總編輯王茂臻及

聯合線上總經理官振萱。

謝謝您過去十年對願景工程的愛護；未來「願景工

程基金會」更希望與您攜手，成為推動台灣更好的

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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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工程完成媒體首份SROI評估社會影響力

願景工程十年耕耘，2021年以「社會投資報酬率

（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SROI）」的專業

方法估算，並經國際組織認證，以「偏鄉交通」專

題而言，每投入一元，就能產生23.99元的社會價

值。

SROI是當今注重「社會影響力（Social Impact）」

國際趨勢下，發展出的量化指標，用以衡量企業或

組織為社會、環境及經濟所創造出的價值。願景工

程是台灣第一個使用SROI方法將影響力量化的媒

體組織。願景工程十年來堅持「不只報導、還有行

動」，挖掘社會議題之外，也以行動串連政府及民

間資源，促成政策及現狀改變。

「報導＋行動」的改變配方，對社會問題究竟多有

效？願景工程委託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選定「偏

鄉交通」議題，以SROI方法，從「衡量（Mea-

sure）、管理（Management），到極大化社會價

值（Maximize Social Value）」的三Ｍ公益管理

新哲學，計算願景工程的社會影響力。

費時近一年，大規模訪問此議題的利害關係人，包

括受訪官員、學者、民眾、客運業者、記者、讀者

等，各自畫出「事件鏈」、蒐集關係人回饋等，評

估願景專題對政策推動、在地影響的貢獻，檢視改

善偏鄉交通效益及未來方向，讓媒體效益最大化。

願景工程SROI報告書獲得英國「國際社會價值」

組織的認證，確認研究方法、過程及計算皆符合公

認原則。報告書指出，「偏鄉交通」數年的持續追

蹤與活動，同時具「政策推動」與「在地影響」的

效果；促成的前三大價值為「促成對偏鄉交通議題

的理解、關注和反思」、「增加行的安全」，並在

政府方面達成「既有政策擴大和加速」；更促成「

跨部會達成汽車運輸業法規鬆綁」及「民間資源投

入」。



【影響力報告】2021願景榮耀 Vision Project Annual Report 2021

0 5

2021 願景榮耀

卓越新聞獎｜特寫新聞類

《疫情下的孤獨死》

曾虛白新聞獎｜音頻類 首獎

《告別不義之財》

TVBS永續新聞獎｜人氣獎

《無助的沈默》

現代財經新聞獎｜首獎

《滑梯社會：疫情下的弱勢悲歌》

社會光明面新聞報導獎｜特優

《滑梯社會：疫情下的弱勢悲歌》

扶輪公益新聞獎｜首獎

《囚居晚年》

消費者權益報導獎｜特優

《高齡者，你被金融剝削了嗎？》

銀響力新聞獎｜最具影響力獎

《退休力大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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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有成

採訪航程  570,000+
國內外採訪航程超過57萬公里

專題報導

歷年採訪製作超過145個專題報導

青年論壇  37+
巡迴全台大專院校舉辦青年論壇37場

國際名人論壇  3+
邀請國際名人舉辦3場論壇

願景開講  77+
開放各界申請願景開講超過77場

公民沙龍  15+
邀請專家或青年創業者於公民沙龍分享超過15場

論壇  6+
配合倡議主題舉辦大型論壇，跨界討論交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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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年華  4+
舉辦「大風吹——吹翻書的人」閱讀嘉年華、「明日餐

桌」好食市集、「幫地球降溫」牽手種樹嘉年華、「力

世代」社會創新嘉年華，邀請各界合作夥伴共襄盛舉，

鼓勵民眾一起參與行動

合作夥伴

對外展開各式合作累積超過150個合作夥伴

工作坊  1+
首度舉辦跨部會的「移動翻轉偏鄉-跨界工作坊」，邀

請中央部會及地方政府各局處代表進行討論，盼能透過

橫向、縱向串連，接起偏鄉交通的最後一哩路

會員獨享活動  7+
不只報導也讓會員一起參與認同的議題行動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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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居晚年

人老了，上不了樓，當年走過「客廳即工廠」拚經

濟年代的長輩，老來落得「客廳即臥室」。沒辦法

隔間的，也就這麼過日子，以病容見客。長輩的隱

私及尊嚴，成了奢侈的事。

根據內政部統計，全台近43萬長者住在無電梯公

寓。當老邁身體無法應付爬樓梯的日常挑戰，就

醫、購物及各種人際互動，都因「行不得」形同

囚居。缺乏無障礙設計、長年無力整修的環境，

更讓「家」遍地風險。

願景工程揭露全台「囚老族」數據，實地造訪、解

析困境如何造成，專訪多個學者、社福團體、政府

單位，替長者找出安居路。

只要是沒有電梯的老公寓，

即使在二樓，對於行動不便，

卻需要出門就醫、活動的長者來說，

都是都市中的醫療偏鄉。

台北市聯合醫院總院長 黃勝堅

正向改變

⒈報導刊出後，我們收到十數篇投書，眾人傾訴著

這幾年為了增建電梯何其辛勞、溝通無比困難

，或彼此分享走出難關的方法。我們也成功爭

得政府部會修法回應，放寬加設電梯的限制並

提高補助，期望降低囚老人數。

⒉內政部營建署受訪表示，放寬相關法規，讓更多

有長者上下樓需求的家庭，可在自宅公寓安裝

電梯，未來也研擬修改《建築法》或《都市更

新條例》等相關法條，擴大無障礙設施的施裝

標準。

⒊衛福部日前攜手內政部推出「銀髮安居計畫」。

串聯戶籍、建物、長照需求、中低收入戶等大

數據資料，編算「銀髮安居指數」，再製成「

銀髮安居高度需求名冊」，作為內政部「包租

代管」及衛福部長照、老人福利等政策的基礎

，還給長者安居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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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SUSTAINABLE CITIES AND COMMUNITIES

誘兒奶粉甜祕密

一歲大的孩子常喝的成長配方可能不是「奶粉」

，這說法應該讓許多家長嚇一跳。

願景工程調查台灣市售21款成長配方發現，其中

高達七成沒有標示乳粉含量，品名中巧妙地沒有

「奶粉」二字；高達95%含有精製糖。經學者計

算，部分配方奶喝兩到三杯，就可能超過國際醫

學組織的每日糖建議攝取量。

此專題諮詢了十三位營養師、兒科醫師，呼籲政

府將成長配方納入「特殊營養食品」加強管理；

從標示添加糖含量做起，鼓勵廠商研發「減糖配

方」，免讓童年陷入甜蜜陷阱。

一歲以上的幼兒和大人一樣，

都是以六大類食物為主食，

母乳和乳品變成配角。

營養師 吳芃彧

食品製造廠商有責任

揭露成長配方的添加糖含量，

並回頭思考添加糖必要性。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教授 黃延君

正向改變

立委陳秀寶和莊競程舉行記者會，呼籲食藥署和國健署積極管理，明確定位成長配方是「特殊營養食品」

還是「乳品」，輔導業者符合規定，杜絕混淆家長的行銷亂象。食藥署食品組組長蔡淑貞回應，將諮詢專

家、尋找更好的管理方式。



【影響力報告】2021願景專題 Vision Project Annual Report 2021

1 1

ICONS
#15 LIFE ON LAND
COLOUR & BLACK/WHITE

ICONS

LIME GREEN

PMS: 361 C
C 75 M 4 Y 100 K 0
R 86 G 192 B 43
HEX: 56C02B

陸地生態

49

ICONS
#7 AFFORDABLE AND CLEAN ENERGY

YELLOW

PMS: 1235 C

C 0 M 31 Y 100 K 0

R 252 G 195 B 11

HEX: FCC30B

COLOUR & BLACK/WHITE

ICONS

永續能源

55

ICONS
#13 CLIMATE ACTION
COLOUR & BLACK/WHITE

ICONS

DARK GREEN

PMS: 7742 C
C 74 M 32 Y 95 K 19
R 63 G 126 B 68
HEX: 3F7E44

氣候行動

54

ICONS
#12 RESPONSIBLE CONSUMPTION & PRODUCTION
COLOUR & BLACK/WHITE

ICONS

DARK MUSTARD

PMS: 131 C
C 18 M 48 Y 100 K 2
R 191 G 139 B 46
HEX: BF8B2E

永續消費
與生產碳鎖台灣

台灣大旱、珊瑚礁白化、病媒蚊向北繁殖、澳洲與

亞馬遜大火，這些兩三年內竄起的現象，通通和地

球升溫相關。溫室效應對地球的傷害，已從危言聳

聽成為現實，牽動民生。

它的下一擊，更直接對準了經濟。

減碳、課關稅，是國際面對氣候危機的重要手段。

聯合國2015年提出巴黎協定，以及歐盟2019年宣

布歐洲綠色政綱，皆要求各國需達到排碳增減相抵

的「碳中和」目標，才能在本世紀末前，把全球升

溫控制在攝氏1.5度以內。

目前全球已超過百國簽署「2050碳中和」承諾，

如微軟、亞馬遜、蘋果等龍頭企業，更要求供應鏈

減少污染。歐盟則將在2023年，對高碳排貿易產

品收「碳關稅」，以出口為導向的台灣，若未及早

因應，恐從供應鏈消失。

國泰金控投資長程淑芬、台大國發所教授周桂田、

環保背景的立委洪申翰等人接受採訪時，皆異口同

聲形容，這是一場「新國安危機」。原本看不見摸

不著、排了沒人知道的二氧化碳、甲烷等溫室氣體

，將成為廠商不得不支付的成本。

但經濟新聞、環境新聞向來生硬。我們在〈碳鎖台

灣〉專題中，先介紹氣候危機在台灣環境造成的實

質影響，包括登革熱感染地圖向北移等，讓讀者對

緊急現況有感，再進一步深入探討政策與商界應變

之道。

人民眼看就要墜落氣候懸崖，

卻看不到政府有積極的防護作為。

綠色和平組織專案主任 張皪心

正向改變

⒈獨家掌握台電預估未來15年的用電需求。到了

2035年，台灣用電將約成長二到三成。重中之

重的綠電發展，卻未根據國際局勢變遷，用電

量超乎預期提出改善，仍跟隨政府2016提出的

舊藍圖，進度甚至落後。

⒉獨家揭露台達電、台積電、友達等8家科技巨頭

，決定在6月共組「台灣氣候聯盟」。取得開發

金控在金融業開出的第一槍，誓言全資產組合

在2045年達成碳中和。

⒊與相關團體、部會合作，前往第26屆聯合國氣

候變遷大會 （COP26）採訪。

台灣經濟命脈是出口貿易，一旦歐盟、美

國開始課碳關稅，等於逼國際品牌企業非

找綠色代工或供應商不可；台灣若不及早

因應，將從供應鏈中消失。

亞洲投資人氣候變遷聯盟主席 程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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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不義之材

種樹、護樹，深植在國人心中；但「伐木」對多

數人來說，卻是傷害山林、破壞水土保持的象徵

，總與山老鼠畫上等號。但其實，在山中，伐木

工人手中的鏈鋸，是企圖為台灣永續林業伐出生

路的手術刀。

台灣早年歷經大伐木時代，百萬年的原始檜木林

慘遭盜伐，也讓台灣全面禁伐天然林，今年是第

30年。但其實，國際間其他的山林保育模範生們

，卻早已改弦易徹，興伐人工林、提高國有材自

給率。

反觀台灣，無處不在的木材製品，桌椅、地板等

，卻將近99％是進口，自給率只有1.02％。大批

木材越洋來台，消耗燃油、徒增碳足跡，更有許

多木材，產地來自東南亞、南美洲，至今仍有4成

原木來自天然林，甚至熱帶雨林。

事實上，相較水泥、塑膠或鋼鐵，木材是唯一可再

生資源，生產過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木材低了3

倍到30倍。當我們真的走進伐木現場、木材工廠時

，都看見伐木的必要性，人工林不伐，反不利生長

、生態，木材產業更因此凋敝，成為惡性循環。

台灣每年的進口原木中，約

有 53% 來自馬來西亞的天

然林。台灣長期將伐木視為

破壞山林，實際卻在啃噬其

他國家的天然林。

荒野保護協會專員 沈競辰

正向改變

⒈報導推出後，引發監察委員重視，監委范巽綠、

林盛豐聲請自動調查，要求行政院、工程會、

教育部、環保署等單位，建立良好機制，讓法

規與時俱進。

⒉林務局、國貿局也合作，先針對國內紅檜、扁柏

、牛樟、肖楠等四種貴重木加嚴管制，須取得

合法文件及木材標章才准出口。

⒊更重要的是，台灣伐材環評門檻趨嚴，三年前從

4公頃改為2公頃，成為推動國產材一大困境。

報導後，環保署與林物局討論調整環評門檻或

認定標準，近期已多次開會，希望能讓生態保

育、產業發展，找到平衡。

製作此專題的每一個現場，都是不易抵達之處。需

要在險惡地形中隨伐木工班攀登，卻讓我們看見每

一個真實的現場，也才能揭開國產材從產業到政策

的困境，也盼能藉由專題，讓永續林業之路，再往

前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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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不平等

善待每張臉

5月17日是「國際臉部平權日」，這天和你我都有

關——在不同生命階段裡，我們或多或少都曾對自

己的長相感到不滿或焦慮——痘痘、塌鼻、小眼

⋯⋯。當許多人選擇醫美或修圖軟體讓自己看起來

「完美」時，有些朋友卻因臉上明顯的疤痕或差異

而無所遁逃。

顏面損傷傷友勇敢地選擇與疤痕共存，接受差異是

「我」的一部分。願景工程在「臉部平權日」的前

一天刊出他們的故事，領讀者認識「臉部平權」、

思考「履歷不貼照」的意義，善待每張臉，放下外

貌焦慮也放過自己。

我應徵專業工程師，

為什麼不是看寫程式的能力厲不厲害，還

要擔心因為長相被刷掉？

如果用人唯才，

求職者也會更注重提升專業能力，

對整個社會都好。

臉部平權大使 郭采瑀

正向改變

報導刊出後，願景工程臉書粉專上引起許多討論，

臉書互動次數達到4,465。許多人首度認識「臉部

平權日」，引人省思轉「履歷貼照」的鐵律並非舉

世皆然。知名YouTuber「志祺七七」也引用本專

題製作節目，觀看次數近6萬，讓新觀點廣傳。

沒有血管瘤的是我？

或者，有血管瘤的才是我。

我相信臉上的血管瘤

是我卓越的標誌。

臉部平權大使 黃立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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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與
正義制度高齡金融剝削

高齡金融剝削又稱「21世紀之罪」，是高齡化社會

的產物。它是指，照顧者或其他具有信賴關係的人

，如銀行理專、保險業務員，或親朋好友，為了自

己或他人利益，在非法或未授權的情況下，不當使

用或支配高齡者的財產。

台灣是個老得特別快的國家，加上新冠疫情爆發以

來，各國為了挽救經濟，紛紛採行低利率政策，更

讓金融機構比以往有更強大的誘因，向長輩出售不

適合的商品。

我們分析台灣這些年常見的高齡金融剝削成因、樣

態、個案，最後找尋適合台灣的解決方法。我們呼

籲政府，必須立法保障高齡金融消費者，要求金融

機構在內稽內控中，納入對高齡者的保護。

我們的願景是，只要多一個人認識高齡金融剝削，

台灣就能少一個金融剝削的個案。

高齡金融剝削可憎之處，

在於長輩失去的，不只是金錢，

更是一種信任關係的斷裂，

這讓很多人出事了不敢說，

只能鬱悶在心頭。

金融評議中心董事長、陽明交大特聘教授 林志潔

正向改變

金管會提出，預防高齡金融剝削作法將更加成型，

暫定有5措施，包括：

⒈評議中心將研議建立金融剝削資料庫。

⒉研議明年金融業公平待客原則評比時，增加弱勢

客戶（包括高齡者）的評核項目或比重。

⒊英國金融行為監理總署（FCA）今年初發布「公

平對待弱勢客戶指引」，將納入監理參考。

⒋無論日常監理或實地檢查，如有發現金融業對高

齡客戶不當行銷或其他違規情事，一定加重處

分。

⒌推動白話契約，金融業應以粗體等醒目、淺顯易

懂方式表達。

過去我以為大多數的受害者，

是社經地位不高的金融弱勢，但每天接觸

案情，才發現，高齡金融剝削無所不在，

跟社經地位、學歷，沒什麼關係。

金融評議中心總經理 洪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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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孤獨死

大疫之下，上百個被隔離的家庭，無法送別因

新冠肺炎猝逝的親人，他們該如何走完這段漫

長的告別式？從5月至今，被媒體報導過的家屬

故事非常多。但記者聯繫上一位特別個案，她

的母親是5月疫情中前十位死者，更可能是第一

位不幸在家「孤獨死」的死後確診者。

記者寫下她發現母親離去，從病逝到安葬，35天

內的種種心情。找到協助本案的殯葬業者、案發

現場清潔員，以及生死學專家，解析告別之路該

如何走？這位家屬希望，以這段經歷幫助像她一

樣，正在面對親人往生之痛的遺族，也帶給讀者

度過疫情的力量。

正向改變

⒈在疫情的數字之外，看見數字背後真實的生命景

況。大疫之下，被改寫的生命腳本，為大歷史

留下微觀的深刻紀錄。

⒉在報導頁面、聯合新聞網、願景工程、臉書粉絲

頁上，逾百名網友對此動容，紛紛留言為彼此

鼓勵，分享自己面對親友離世的心情。

⒊本報導受訪者也在事後致謝願景工程，透過一個

月間的密集採訪，她重新思考這段經歷，反芻

並逐漸接受了現實。如今，這位受訪者得到繼

續往前走的動力，將對母親的思念轉化為自己

助人的動力，讓母親遺愛人間。

喪葬儀式的真正意義，

是讓死者有所去，生者有所依，送別往生

者的肉體，迎回另一種面貌的他。當生者

記住和亡者的回憶，我們才能讓這個人，

在大家的心裡，再活過一遍。

慈濟大學人類發展與心理學系助理教授 彭榮邦

我們一個人負責接遺體，

另一個人負責消毒，然後全程用手機幫

家屬轉播。從太平間到殯儀館，到送入

火化，每個階段都會拍給他們看，這是

我們唯一能幫家屬做的事情。

殯葬業者 蘇文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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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不平等

無助的沈默

「選擇性緘默症」（Selective Mutism），一個

多麼陌生的名詞，爸媽沒聽過、學校老師也不清

楚；平均140人當中就有一人因此受苦。選緘患

者因過度焦慮，在校8小時說不出話、全身繃緊

，甚至要躲在廁所才能夠吃飯。台灣曾有選緘女

孩因焦慮「凍結」、無法出聲求援，遭到多次性

侵。

願景工程以文字、影像及圖文懶人包報導選擇性

緘默症的心理機轉、人際互動上需要的協助，喚

起台灣社會對「選擇性緘默」的認識與理解，並

在教育及醫療政策上提出相應的對策。

選緘者無法與記者面對面、以聲音交談，我們只

能透過文字訊息對話；這也是選緘者特殊之所在

，因此我們將採訪取得的文字素材做成通訊軟體

LINE的對話影片，為讀者呈現與選緘者溝通的

情境。選緘者小宇也獨家授權他在校凍結的畫面

、以氣音說話的畫面。

選緘不是任何人的錯，

但每個人都需要學習。

希望揮別對選緘無知的年代，

把悲愴留在過去，讓環境更友善，

讓未來的選緘兒和媽媽們更幸福！

選緘者家長、選緘協會創辦人 黃晶晶

說不出話的感覺像喉嚨卡著熱氣球，

話好像要飄出口、又出不來，很難受。

選緘者 Rochelle

正向改變

衛福部心口司司長諶立中接受願景工程採訪，並

在受訪後主動邀請選緘協會提案申請公衛宣導經

費；選緘協會表示，未來從事校園推廣、倡議行

動時，都會引用〈無助的沈默〉。

桃園市大成國小已經將專題報導轉貼在官方網站

上，呼籲教師、家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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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改變

我們提出四點主張：

⒈整合金融、社福、法律等領域資源，在金管會或

衛福部底下，以專責單位形式，設置一條可讓

全體弱勢族群諮詢輔導的金融張老師專線，從

事前保護做起、落實源頭管理。（短期）

⒉ATM應增加越南文、印尼文等新住民語言，由

中華郵政公司帶頭推動。（短期）

⒊改變現行金融機構對弱勢者借款、還款能力的評

估方式，仿澳洲Good Money模式，提供國內多

數弱勢者適用的微型貸款、無利率貸款或低利

率貸款。（中期）

⒋廣設社會住宅。（長期）

疫情滑梯社會

「滑梯社會」意指人遭逢急難滑了一跤，就再也站

不起來的社會。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對經濟弱勢衝

擊更大。

今年5月中旬以來的疫情比去年還要嚴峻，欠缺話

語權，不會替自己搏版面、要資源的弱勢族群，處

境令人憂心。有鑑於此，本報與台灣金融研訓院合

作，得到研訓院去年中進行的經濟抽樣調查資料，

針對「一周內籌不出10萬元」這個變數，其與收入

受疫情影響、年齡層、儲蓄情況、支付生活必要支

出等變數，進行交叉分析，希望進一步勾勒出疫情

對弱勢族群的影響。

我們從數據提出問題，再分為老危、青貧兩族群深

入探討。

國內低收及中低收入人數58.3萬人，其中近一成

屬65歲以上老人，尤其隨人口高齡化，不少貧困

或近貧老人，困在社會陰暗角落，無法獲得政府任

何救助。

至於青年，則是國家的希望，卻被低薪、高房價壓

得喘不過氣來，加上消費習慣改變，支出比收入多

；如今新冠肺炎疫情重擊，如何撐住一路下滑的年

輕世代是首要之務。

百工百業都受疫情影響，

當生活碰到困難，第一個從社會階梯上

跌下去的族群，就是最弱的那些人。

你我不能老活在同溫層，放任貧困族群

的形成。

台灣金融研訓院院長 黃崇哲

接著，我們提出解答。古語有云：「授人以魚，不

如授之以漁。」送魚給人只能救一時之急，而教其

捕魚則可解一生所需。然而在新冠疫情重創無數中

低所得者生計之際，這句話若能改為「授人以魚，

還要授人以漁」，也許更能符合這些弱勢族群的需

求，既能救急、也能救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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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復之後

與死神拔河兩周後，染上新冠肺炎的54歲李先生

終於脫離險境。告別加護病房，轉入新冠專責病房

當天，他還來不及慶祝，便再度感到呼吸困難、四

肢無力。原來病毒雖減弱，體內受損的器官卻尚未

復原；迎接他的不是康復，是各種後遺症。

留下15,000人確診紀錄後，台灣度過第一次疫情

大流行。人們即將重返生活軌道，無法完全康復的

確診康復者，卻仍和生理，或心理的疾病共處。

根據各國研究，重症、輕症，甚至無症狀染疫，都

有可能留下諸多後遺症。WHO資料顯示，約25%

染疫者痊癒後，持續至少一個月的呼吸困難、肺部

纖維化、胸痛、心悸、嗅覺及味覺喪失等症狀，更

有少數病患超過三個月。

正向改變

⒈衛福部召集20多名心肺復健相關領域專家學者

，花了近2個月制訂完成「COVID-19感染復健

治療指引」。

⒉獨家取得該份「治療指引」草稿，並訪問參與其

中的佳里奇美醫院院長周偉倪，說明目前指引

已出爐，為何急性後期整合照護（PAC）制度

仍卡關，尚未上路？

⒊除了北醫附醫、台北榮總外，台大醫院也正式成

立「新冠肺炎長期追蹤整合門診」。專題受訪

者回饋，本報專題推出後，各界更積極看待後

遺症問題。

⒋出刊當天，多家電視台同業引用本報資料，選為

當日重要新聞。

台灣疫情下的焦點，多對準防堵與搶救，

卻忽略了康復者的長期追蹤。

採檢陰性，只是體內可驗出的病毒消失，

不代表身體從此痊癒。對許多病人來說，

這是另一場長期抗戰的開始。

北醫附醫復健科主治醫師 林昀毅

近期同業關注本議題的方向，多聚焦在數據層面，

鮮著墨「就醫、照護」的焦慮過程。從各國經驗可

見，清零不切實際，這一波傳染結束，只是為下一

次爆發爭取準備時間，大家需要為後疫情時代再度

超前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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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OK，也OK？

23歲的世界網球選手大坂直美去年宣布退賽，原

因是受憂鬱症所苦。她在《時代雜誌》撰文：「我

希望人們可以理解，不OK是OK的」。國內知名

YouTuber阿滴也發布影片坦露自己在憂鬱症掙扎

中，近乎失能的經驗。

不僅名人現身，許多素人公開在社群媒體上談論情

緒疾病，輪播憂鬱症、躁鬱症來襲時的瘋狂。連出

我只想自由、我只想痛苦被看見、

只希望其他人別像我那麼辛苦。

精神病友 黃靖茹

為什麼快樂、樂觀才是正確的呢？

精神病友 張閔筑

版市場都掀起病友的自我書寫風潮，彷彿憂鬱症、

躁鬱症不再是難言之隱。

然而社會對於患者的接納與理解，果真跟上了嗎？

願景工程推出民調與專題，探討「不OK」，真的

「也OK」嗎？

民調發現，全台平均每14人中，就有一人曾受情緒

問題所苦。若罹患憂鬱症或躁鬱症，有64%民眾

願意告知他人，77%民眾會尋求醫師、心理師或諮

商師的協助，顯示諱疾忌醫的風氣有所改善。

但罹患情緒障礙，仍要面對求職阻力。若身為人資

主管，59%民眾傾向不錄用憂鬱症或躁鬱症應徵

者。若攸關親密關係，民眾的態度更為謹慎——婚

前發現伴侶患有情緒障礙，有47%民眾選擇暫緩

結婚。社會並未百分百接納憂鬱症、躁鬱症。為何

年輕世代仍要不停地說？



【影響力報告】2021願景專題 Vision Project Annual Report 2021

2 0

44

ICONS
#2 ZERO HUNGER
COLOUR & BLACK/WHITE

ICONS

MUSTARD

PMS: 7555 C

C 18 M 37 Y 100 K 1

R 221 G 166 B 58

HEX: DDA63A

零飢餓

ICONS
#11 SUSTAINABLE CITIES AND COMMUNITIES
COLOUR & BLACK/WHITE

ICONS

GOLDEN YELLOW

PMS: 1375 C
C 0 M 45 Y 96 K 0
R 253 G 157 B 36
HEX: FD9D24

永續城鄉

52

ICONS
#10 REDUCED INEQUALITIES
COLOUR & BLACK/WHITE

ICONS

MAGENTA

PMS: 219 C
C 6 M 98 Y 9 K 0
R 221 G 19 B 103
HEX: DD1367

In January 2018, the United Nations launched a revised design of Icon 10, as seen on this page

減少不平等

體檢行的正義3.0
願景工程「體檢行的正義」從2018年以來，接連

報導偏鄉交通面臨的困境，促成政府跨部門整合

，從交通、衛福、原民，鬆綁偏鄉白牌車，並加

入長照接駁，企業、非營利組織都投入運作。但

現行制度僅能滿足基本民行。

留在偏鄉的人們，生活所需的食材、物資，仍礙

於路程遙遠、成本龐大，難以運進山區。當學校

、社區據點、文化健康站，都有相同需求時，現

狀是各訂各的貨，各自面對高額運費，貨運業幾

乎是「佛心」協助，但難道沒有更好的方式嗎？

若能允許偏鄉車輛客貨混載，加入食材、觀光運

輸行列，才能真正發揮規模經濟與調度效益，網

住交通、社福、長者、兒童、觀光，不漏接每個

需要的環節。行政院定調2019年是地方創生元年

，國發會也整合各部會資源，強調「地方創生的

核心是人」，但要如何把人留著，讓外面的人進

來？追根究柢，在創生前，更重要的是打通交通

障礙。

客貨混載是偏鄉不能說的祕密，

早該解禁了。

淡江大學運輸管理學系副教授 羅孝賢

正向改變

⒈交通部著手研議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鬆綁幸福

巴士等經營偏遠地區的「市區客運業」，可隨

車運送當地所需物品。政策將以內政部公告的

六十八個偏鄉優先施行。

⒉教育部國教署長彭富源表示，教育部與農委會

啟動中央廚房計畫，以35億經費興建中央廚

房、聯合採購食材，並補貼運費，今年7月前

可到位。

我們欠偏鄉一個公道。

交通部長 王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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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進COP26

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COP26）落幕，近

兩百國簽下「格拉斯哥氣候協議」，明訂世界需團

結減碳，在明年底前強化「2030年減排目標」，

加速致力於分階段削減「未使用碳捕捉技術的燃煤

發電」，並淘汰「無效率的化石燃料補貼」。

雖然在會議結束前，中印等國代表要求將原本草案

中的「分階段淘汰」（phase out）改為力度較低的

「分階段削減」（phase down），結果不盡人意，

主席甚至一度失望哽咽。

但本協議仍是第一筆提及化石燃料的聯合國氣候協

議，是當今人類最重要的國際議題之ㄧ，甚至有專

家形容，從此之後，歷史因此一分為二，從此即是

「後COP26」時期

願景工程與聯合報系攜手，出動特派記者遠赴蘇格

蘭，在當地採訪一個月，我們關注氣候會議內的重

大決議、描寫現場內、外緊張氣氛，更廣邀來自台

灣的各界代表，分享對零碳未來的願景。

正向改變

COP26結束後一週，願景工程基金會接續與理律

法律事務所聯手，召開「氣候危機行動論壇」，邀

請數十名法律、環境、工程專家與青年代表，甚至

台灣六都首長、副手出席，一同對抗氣候變遷。

為達成淨零，

減緩與調適缺一不可。

減緩意指找出適當的路徑，

讓排碳逐年遞減；

調適則是培養與災害共存的韌性，

讓損失不致於無法承受或挽回。

台灣青年氣候聯盟執行長 侯俊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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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正義2.0
去年10月，作家陳柔縉遭外送員追撞身亡，她在台

的日本友人、作家田中美帆撰文，指稱台灣交通的

不文明程度「讓人憤怒」。在她眼中，台灣交通文

化仍停留在30年前，輪子最大，駕駛不讓行人；

狹窄巷弄中車輛竟不減速硬是擦身而過，讓她奉勸

日本人在旅遊禁令解除後來台，一定要留意交通安

全。

聯合報系願景工程2012年曾啟動「公路正義」系

列報導，探討台灣欠缺禮讓行人的駕駛文化，時隔

10年，願景工程基金會再度追蹤「公路正義」的演

進，進行全台跨縣市比較的大型民調，結果發現禮

讓文化已然形成，但是，死傷事故不減反增。

事故現場的血跡擦乾、家屬淚也流乾以後，設計不

良的路口、路段卻依然故我，沒有改善。人們總歸

因於肇事者開太快、沒有注意前車狀況，未曾檢討

是不是「道路會殺人」。

為找出肇事主因，願景工程基金會與聯合報合作，

前往交通事故死亡數、死亡率「前段班」的鄉鎮與

路口，邀集專家學者及官員「會診死亡路段」，剖

析道路病因。盼台灣交通終有一天邁向「零死亡」

的願景。

很多人說我爭取國賠是要錢，我不要。

為什麼一條安全的路，

是用我兒子的命去換？台灣的道路設計，

不是該讓第一次走的人也安全嗎？

事故身亡者家屬 洪媽媽

正向改變

⒈交通部今年報告「道路交通安全精進作為」，提

出21項改善措施，宣布投入5.8億元，年底前改

善1,322處路口，包含行人穿越線退縮、增設庇

護島左轉道、推動車道瘦身、讓直行車與待轉

車分流、提前減速等。道路安全預算今年為3.2

億元，明年也將倍增為6.4億元。

⒉督導道安業務的政務委員吳澤成及王國材表示，

將參考衛福部1966長照專線，建立里民通報危

險路口、死亡彎道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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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ONS
#3 GOOD HEALTH AND WELL-BEING
COLOUR & BLACK/WHITE

ICONS

KELLY GREEN

PMS: 7739 C

C 81 M 15 Y 100 K 2

R 76 G 159 B 56

HEX: 4C9F38

健康福祉

ICONS
#4 QUALITY EDUCATION
COLOUR & BLACK/WHITE

DARK RED

PMS: 200 C

C 16 M 100 Y 86 K 7

R 197 G 25 B 45

HEX: C5192D

優質教育

ICONS
#17 PARTNERSHIPS FOR THE GOALS
COLOUR & BLACK/WHITE

NAVY BLUE

PMS: 294 C
C 100 M 86 Y 29 K 23
R 25 G 72 B 106
HEX: 19486A

夥伴關係

ICONS
#11 SUSTAINABLE CITIES AND COMMUNITIES
COLOUR & BLACK/WHITE

GOLDEN YELLOW

PMS: 1375 C
C 0 M 45 Y 96 K 0
R 253 G 157 B 36
HEX: FD9D24

永續城鄉

地球資源只會越用越少，

人類只會剩下『循環』這個選擇。

電電租創辦人 高蓉琦

大家都覺得垃圾丟垃圾桶以後，

就此生互不相欠、不干我的事，

但廢棄物只是用不同形式跟我們共存。

RE-THINK執行長 黃之揚

專欄：大疫青年
新冠疫情像生命亂流，打亂了這代年輕人原本的職

涯衝刺與生命節奏。工作消失、前途未知。但這代

由九二一震盪出生、成長的年輕世代，已準備好與

考驗共存。

這一切艱難，「肯搯拿（韓語：沒關係）！！」他

們自我解嘲、也自我喊話：困頓是一時的，而未來

還沒來呢！願景工程訪問了大疫之下堅持前進的年

輕世代，讓他們訴說自己的故事。

專欄：循環經濟
在環境汙染、資源有限、極端氣候的三重夾擊下，

產業轉型是勢在必行。相對於線性經濟，「循環經

濟」不視「丟棄」為商品的終點，反而以終為始，

確保資源在製造鏈中循環再生。如此不只減少廢棄

物產生，更可改善過度開採天然資源的問題。

歐盟2020年公布「循環經濟推動計畫」（A new 

Circular Economy Action Plan）指出，應用循環

經濟原則可望帶來0.5%的GDP成長、增加70萬個

就業機會。可見「循環經濟」也是一樁好生意。

願景工程報導國內外循環經濟案例與know how，

從業界經營模式到個人的消費選擇、政策的推動現

況，反思永續發展的可能性。每個人都能為循環經

濟盡一份力，為下一代留下更好的生活環境。

ICONS
#13 CLIMATE ACTION
COLOUR & BLACK/WHITE

DARK GREEN

PMS: 7742 C
C 74 M 32 Y 95 K 19
R 63 G 126 B 68
HEX: 3F7E44

氣候行動

51

ICONS
#9 INDUSTRY, INNOV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ORANGE

PMS: 1585 C
C 0 M 71 Y 98 K 0
R 253 G 105 B 37
HEX: FD6925

COLOUR & BLACK/WHITE

ICONS

產業、創新和
基礎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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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願景活動 除了報導，還有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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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餐桌 會員活動

願景工程長期關注「飲食革命」議題，自2015年起陸續推出

食物零浪費、探討食品添加的舌尖上的化學、動物福利等食物

來源多面向報導，也曾舉辦大型活動「明日餐桌」好食市集，

將倡議落實成實體活動，延續這份累積已久的能量，2021年

與致力推廣食物轉型計畫的家樂福攜手合作，推出以「食」為

主軸的願景工程會員專屬活動。透過導覽，會員們首先了解家

樂福影響力概念店的五個好食新思維（裸得好、品自然、買永

續、挺社企、食在地），接續則在主廚漢克的帶領下，製作動

福雞蛋沙拉三明治、奶油醬燒紅鬚玉米筍、貼體包薑燒豬肉、

鳳梨莎莎醬與希臘脆餅、香蕉希臘優格鬆餅五道菜，每道菜都

融入剛學到的飲食新觀念，兼顧美味、健康及永續，讓大小朋

友一起動手DIY，建立起正確的飲食觀念。

相關報導



【影響力報告】2021願景活動 Vision Project Annual Report 2021

2 6

下一站，人貨請上車 線上活動

前兩年推出的《體檢行的正義》專題關注偏鄉缺乏公共運輸的情形，系列報導及工作坊邀請了中央及地

方部會橫向討論，促成了法規鬆綁，但偏鄉交通的待解問題仍未畫下句點，今年推出的《體檢行的正義

3.0》就聚焦在：偏鄉的車進來了，但現行法令規定「客運不能載貨」，只載人不能載貨的狀況下，即使

車沒載滿也無法利用剩餘空間，造成運能浪費，影響到了偏鄉學童的午餐食材新鮮度、青年返鄉發展的

意願。延續專題，願景工程希望蒐集到更多偏鄉的交通故事，因此舉辦了線上活動「下一站，人貨請上

車」活動，以當時本土疫情正盛、許多人選擇叫外送、宅配的情境切入，在社群上詢問大家知不知道像

「小黃載包裹、外送食物」這些行為是觸法的？並向讀者募集了「載人也載貨」而開展的小故事，讓因

「人貨共乘」所發生的希望與困境更為人所知，盼各界共同尋求解方，接起偏鄉的最後一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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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願景工程會員獨享種樹行動 會員活動

2020年秋天，願景工程與中國信託、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三方合作，舉辦「為地球降溫－會員獨享

種樹行動」，在金山及雲林兩地種下超過兩千棵樹，活動獲得願景工程會員大力好評。2021年秋季，本

土疫情趨緩，愛地球行動不停歇，再度攜手中信及慈心，認養桃園大園與宜蘭五結共2,000株樹苗，並

邀請50位願景工程的會員們一起到桃園草漯沙丘種下1,000棵樹苗，在東北季風的強烈吹拂下，此處有

沙塵暴、海岸線退縮的問題，對鄰近工業區造成諸多不便，當日的種樹行動就是希望樹苗長大後能長成

人工防風林，守護桃園海岸線，活動參與者不分年齡、背景，從高齡長者到學前小孩，甚至動過髖關節

手術的血友病友，都一同鏟土種樹，在細雨中為永續環境付諸行動。

相關報導



【影響力報告】2021願景活動 Vision Project Annual Report 2021

2 8

甜甜圈星球：永續新生活的100個行動 系列策展

願景工程與社企流、星展銀行（台灣）攜手主辦的「甜甜圈星球：永

續新生活的100個行動」系列策展，發起全台第一個永續素養大調查

，並推出專題、懶人包、論壇等內容，開啟個人、組織、城市皆可共

同參與的行動。截至年底，共計上萬人完成永續素養大調查填答。

論壇則邀請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阿美族金獎歌手舒米恩等來賓，分

享實踐永續之路的多元心得，論壇相關露出共觸及646,942人次。為

了讓願景會員們能更了解落實在生活中的永續，還特別規劃兩場會員

專屬永續活動——「永續小旅行」、「永續手作坊」，讓大家用輕鬆

的方式認識生活與永續的關係！

永續小旅行 永續手作坊 甜甜圈星球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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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危機行動論壇

近幾年地球各地受到氣候變遷影響，熱浪、野火、旱災、洪

澇頻發，而且越來越劇烈，造成人命、財產，甚至物種的嚴

重威脅。在台灣，我們也面臨旱澇交錯、熱島效應、珊瑚白

化、能源窘迫等挑戰，在全球減排浪潮下，舉凡國際貿易、

環境永續，台灣都無法置身事外，勢必快步與國際接軌，以

免提早淪為氣候難民。減碳、永續，是地球公民無可迴避的

關鍵字，願景工程與理律法律事務所規劃舉辦「氣候危機行

動論壇」，邀請六都首長或副手、法界、商界、環境工程專

家、教育界及青年集思廣益，當天活動中，理律法律事務更

提出了九點針對氣候變遷的建議，期盼透過各界的對話和討

論，更加速台灣淨零碳排政策與行動。

相關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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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雞蛋工作坊 會員活動

友善雞蛋工作坊 會員活動

台灣人一年吃掉77億顆蛋，卻很少人知道許多產蛋的蛋雞，終其一生只能在A4大小的格子籠裡不斷產蛋

直到死去，這不只是人道問題，也直接影響了雞蛋的衛生和品質，但近年來，這樣的飼育方式在各方努力

下有了轉變，願景工程與台灣動物研究會社攜手合作，共同舉辦「友善雞蛋工作坊」，邀請42位大小朋

友到苗栗友善飼養雞群的「誠墾友雞農場」，親自走訪雞舍、撿雞蛋、品嚐美味雞蛋料理，以及製作香噴

噴的雞蛋鬆餅，從玩樂和課程中認識「非籠飼雞蛋」，見證有快樂的雞才有快樂的蛋，就有帶孩子參與的

家長表示，「孩子在都市久了，還以為雞蛋是種在土裡，因為工作坊才有機會認識母雞的生存環境。」

相關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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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微小到迴盪 願景工程十年線上展

2021年，願景工程10歲了！秉持「努力讓台灣更好」初衷，10年

間在台灣媒體界發起實驗。不只製作專題報導，更規劃倡議行動，

成功促成多項政策進展。在10年之際推出「從微小到迴盪」線上展

覽，回顧歷年經典報導及幕後，邀請讀者回顧願景十年路讀者可以

製作自己的議題大頭貼，並選擇關心的議題在社群上表態！除了換

大頭貼，我們也將這些議題化為多款可愛的圖案並印在Ｔ恤上，讓

讀者能穿上議題，化身為行動廣告為自己在意的事發聲，讓這些值

得被關注的社會問題被更多人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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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2019連續三年參與支持g0v「公民科技創新

獎助金」計畫，挖掘具有潛力且有助公益的科技專案，共

支持17專案開發。2020年g0v以「教育」作為年度主題，

開辦「零時小學校」（工作坊＋Demo Day），號召不同領

域的知識愛好者，運用資訊科技、分析問題、協作分工，

促使更多教育專案有機會邁向標準化、數位化與服務化發

展，讓知識在社群活起來。願景工程也加入行列，共同獎

勵開源的教育科技專案，2021年持續支持，期盼開源專案

讓教師和學生都能有機會獲得均等和一流學習權。

g0v

法藍瓷

法藍瓷「啟動想像」計畫為偏鄉孩童提供術科推廣、美感教

育課程，願景工程長期關注偏鄉教育，成為公益夥伴支持想

像計畫，此計畫已是連續第6年舉辦，召募大學生赴偏鄉，

預計集結12組團隊完成授課培訓，再各以20萬基金前往彰化

縣廣興國小、台東縣霧鹿國小、高雄市圓富國中等，共12所

國中小服務。往年參與者曾帶領偏鄉孩子，傳授動畫技術，

學習使用專業軟體、完成劇本和故事，他們將加拿部落為題

對外合作

相關報導

材，完成了《嬰兒祭》、《射耳

祭》、《小米播種祭》三部全長

18分鐘的動畫，接著報名國內外

多項兒童動畫比賽，將藝術結合

自身文化，想像計畫投入資源分

擔偏鄉教育資源短缺、提供「藝

起學」創新實驗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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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工程10年來關注國內重大議題，許多讀者閱讀報導後，感動之餘更願意付諸行動關懷。為了讓每一位

讀者，都能成為改變社會的加速器，我們與聯合勸募協會開設「願景工程－即刻行動」專案，讀者可在捐

款時指定捐助議題。

2018年第四季起以「體檢行的正義」議題補強偏鄉交通服務，以及「校園營養午餐」議題支持弱勢兒少餐

食，2019年9月起改以「偏鄉長照」議題支持偏鄉照護服務，以「毒癮悲歌」議題支持反毒教育、戒毒陪

伴服務，以「綠生活實踐+」議題，支持環境教育服務。2020年9月再加入「搶救能源弱勢」議題，支持社

福團體購置節能電器，擺脫能源弱勢的困境。

合作至今，募得捐款累計4,272,576元。除了單筆捐款，定期定額的捐款筆數更從2018年的8筆成長至2021

年的252筆，顯示願景工程讀者也與我們攜手努力讓台灣更好。

「願景工程－即刻行動」專案募款金額將由聯合勸募協會經專業評估後，依照議題擇定具有執行力的社福

團體接受捐款，並定期回報執行成果，確保每一塊錢都能發揮最大效益。

聯合勸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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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夥伴
「為改變發聲、讓改變發生」是願景工程基金會的使命。

2021 年，「願景工程」公共化後，我們期待與媒體、獨立記

者、NPO、新創組織、學界、企業等社會各角落的個人與組

織合作，一起深入挖掘公共議題、監督政策。

合作洽詢：contact@visionproject.org.tw



願景工程一直期許成為台灣正向改變的加速器，

特別感謝一路支持的合作夥伴以及每一位接受我

們採訪、請益的朋友。每一次報導與行動激起的

改變漣漪，還持續向外盪去，不舍晝夜。

2021影響力報告｜設計/編輯/插畫—陳靖宜   撰文—何振忠、梁玉芳、許詩愷、周妤靜、鄧文舒、蕭繡婉、李昱萱

願景工程基金會期盼以推動正向改變為前提，與個人、企業或機構進行合作，

也歡迎各界的捐款。有了您的支持，就代表願景工程報導內容，能對所有讀者

免費公開，也代表內容與行動保持獨立。「財團法人願景工程基金會」每一季

會於官網公布捐款徵信，感謝各界支持一同努力，讓台灣更好。

如何捐款

願景工程基金會官網

採用FSC認證紙張及環保大豆油墨印製

如何捐款
每一塊錢的捐贈，都是我們以報導＋行動，改變社會的支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