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第7屆傳善獎
「用愛陪伴 翻轉人生」
建立北、中區個案管理中心

財團法人桃園市私立脊髓損傷潛能發展中心

經驗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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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服務、緣起

中心立案於民國84年

由脊傷者發起組織

30年來只服務脊傷者
傷友問題多重複雜

尊嚴

希望

新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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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

•職業重
建

1996年

•生活重
建

2000年

•成立網
路工作
室

2003年

•成立客
服工作
室

2008年

•新生命
之家啟
用

2017年

• 頸髓家園
啟用

2021年

• 創設自我
品牌

• 蘊咖啡

2022年

• 成立北中
個案管理
中心

機構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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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願景、計畫

創造一個充滿尊嚴與希望的環境

幫助傷友重拾自信、活出新人生

持續推動倡議與資源整合

提高服務效能，讓更多傷友受益

2022建立兩區個管服務模式

2023資源盤點深化專業服務

2024開發新資源財務自主

三年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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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來的重大創傷

從跑跳人生到困在輪椅上

脊髓損傷心理歷程

否認期

憂鬱期

調適期共存期

震驚期
各個階段可能會重
覆出現或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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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傷年齡中壯年失去家庭支柱

身體失能嚴重，頸髓傷友增加

傷前從事勞動力比例高

醫療復健花費時間長

心理層面及經濟問題無法承受

雙老家庭照顧支持薄弱

脊傷者

問題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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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髓損傷生活重建內容

1.體能肌耐力訓練，加強手臂力量

2.日常生活技能訓練，輪椅技巧

起床.翻身.移位.沐浴.衛生處理

3.交通能力訓練及機、汽車考照

4.社會參與外出訓練

5.作業活動訓練

重建訓練期間：3個月-3個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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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髓損傷分析

53.2%

49.7%

47.7%

72.1%

0.0% 10.0%20.0%30.0%40.0%50.0%60.0%70.0%80.0%

脊髓損傷年齡在29歲以下

受傷原因‐車禍

被他人撞

家中主要經濟支柱

損傷原因分析

4.0%

67.6%

64.1%

58.3%

65.8%

0.0% 10.0%20.0%30.0%40.0%50.0%60.0%70.0%80.0%

經生活重建能維持正常交際活動

無力感

沮喪、失落

焦慮

救援不當造成脊髓損傷二次傷害

損傷後分析

生活重建後僅有四成維持交際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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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問題探討

同儕支持
團體陪伴

有共同的
目標

Sci
群體 無法面對

社區生活

沒有目標
和動力

Sci
個體生活重建

轉介

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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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個管中心

‧111年1月成立

‧個管員及同儕支持員
北區

‧111年5月成立

‧個管員及同儕支持員
中區

‧112年7月成立

‧個管員及同儕支持員
東區

專業成長

建立個案管理服務模式

建立服務區域資源地圖
及發展新的服務內容

在職人員專業知能提
升及脊髓損傷傷友人才
培訓

10



個管中心服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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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管
中心

經濟

醫療

心理

家庭

資源

轉介

服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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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使用狀況

兩區個管中心專業人力

建構個管系統及設備

辦理生命講師培訓課程

到宅指導壓傷衛教知識

1.透過專業人員協助脊髓損傷者建構多元的
服務模式，面對自身處境改善生活品質。

2.培訓生命講師以自身歷程分享，鼓舞社會
大眾瞭解傷友們奮鬥不懈重新迎向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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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使用狀況

到宅壓傷衛教生命講師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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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與執行中的經驗

不如預期 執行中的經驗

1.專業人員流動率高

2.傷友人才培育不易

3.個案服務計畫未達成效

4.建構個管系統未如期

提昇員工福利

提供在職課程

加強組織理念

同儕經驗交流

設計多元課程

傷友照護知識

專業人員評估

家庭支持系統

時間規劃

預算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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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關鍵原因

在地
‧運用在地資源

‧節省營運費用

合作
‧各區慈濟合作醫療巡診

‧傷友醫療問題獲得改善

共好 ‧提昇傷友技能

‧與企業雙贏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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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關鍵原因

個管
中心

北區

桃竹
苗區

中區

雲嘉
南區

高屏
區

東區

脊髓
中心

脊髓基
金會

六區個
管中心

專隊 合作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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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以外的協助

年度 捐款收入 企業% 民間組織% 社會大眾%

2024 29,330,455 6% 35% 59%

2023 32,262,791 5% 36% 59%

2022 26,052,862 7% 26% 67%

2021 26,337,990 5% 30% 65%

2020 28,147,142 3% 12% 86%

2019 23,557,467 4% 32% 63%

優化服
務模式

資源整
合共享

傷友工
作機會 中心官方

Line好友
成長49.3%

942,299 844,414 1,316,900 1,823,700 1,613,140 1,759,827

7,538,389

3,377,657

7,901,397
6,773,744

11,614,605
10,265,659

14,841,204 

24,206,542 

17,119,694 17,455,418 
19,035,047 

17,304,968 

0

5,000,000

10,000,000

15,000,000

20,000,000

25,000,000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企業

民間組織

社會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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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以外的協助

台灣航電(股)公司

祥儀企業(股)公司

台哥大客服(股)公司

友善企業進用身障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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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以外的協助
透過資源合作
短影音培訓及接案
協助重度傷友獲得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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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人員流動率及檢討

年度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離職率 8.3% 16.9% 7.84% 8.62% 22.6% 4.83%

團隊凝聚力

留任獎金.調薪

專業知能

聚餐.員旅

2023年及2024年度

人力異動大之原因

1.因組織調整職務

2.短期方案結束

3.辦理活動繁瑣同

仁無法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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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社會影響力

與國際交流服務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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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社會影響力

全人

全程

全家
醫療
照護

社會
福利

生命
價值

生活
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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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前後差異
項 目 補助前 補助後

生理知識提

昇

傷友因心理因素不願面
對身體失能生活消極，
導致造成身體壓傷。

經個管中心介入瞭解問題及需求，提供同儕
到宅經驗分享及護理師指導傷口護理及飲食
營養均衡的重要性，改善傷友壓傷問題。

建構資源地

圖

未成立個管中心時，中
心是以生活重建為主要
服務，在各區域資源未
做盤點。

1.透過個管中心區域資源在地化整合，貼近
傷友需求可近性，提供及時服務。

2.改善或解決問題讓傷友對個管中心增加信
任度。

社會責任宣

導

預防及認識脊髓損傷宣
導服務是很重要的，但
礙於經費及人力問題，
未積極執行。

1.因傳善獎的補助，規劃生命講師課程培訓
傷友用自身歷程故事分享。

2.進入社區、學校及企業宣導，讓社會大眾
瞭解脊髓損傷預防的重要性。

3.提昇中心曝光度及資源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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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未來展望

個管中心服務再提昇

用生命影響生命

南州樂活園區(體適能、照護)

個管中心

被需要

影響
生命 價值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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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未來展望

行銷募
款方式

文化資
產活用

申請公
私部門
補助

調整支
出比例

認養

制度

組織

財源

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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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指教

陪伴傷友從受
傷那一刻起

都能得到善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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