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研院成立社會公益委員會，透過不同的科技研發，

從事不同的公益科技應用與推廣，

「要推動社會公益，首先必須要在工研院內部形成公益文化。」

社會公益委員會的羅達賢主任委員如是說。

深切體認人心是科技深入應用在公益用途的關鍵所在，

讓愛心透過科技發揚，貼近人心，

並且促進社會福祉，

從此科技不再冰冷，有了暖心的溫度。

科技讓愛心
    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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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成立社會公益委員會，透過不同的科技研發，

從事不同的公益科技應用與推廣，

「要推動社會公益，首先必須要在工研院內部形成公益文化。」

社會公益委員會的羅達賢主任委員如是說。

深切體認人心是科技深入應用在公益用途的關鍵所在，

讓愛心透過科技發揚，貼近人心，

並且促進社會福祉，

從此科技不再冰冷，有了暖心的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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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的社會公益之旅

結合科技與公益關懷  
讓世界更美好

為
了具體推動以科技關懷社會公益，現任工研院院

長徐爵民於 2年前提出公益科技長期計劃，

鎖定的主要目標為救援科技、協助弱勢團體的科

技及生態環保科技等。此提案獲得工研院董事會

的高度肯定，隨後並成立社會公益委員會，由

羅達賢主任擔任主任委員，負責推動社會公益

事宜。

工研院公益計畫的經費有限，但是要做

的事可不少，包括應用相關科技於公益、針對

弱勢兒童實施科技教育，以及鼓勵工研院員工

擔任志工等。「一直有人提到經費是否不足的問

題，但我總是回答這樣的經費就夠了，做公益並不

是把錢撒出去就好，而是要懂得 leverage各項資源。」

在 20年前就獲選好人好事代表的羅達賢，在多年的經

驗中，體會出做好事除了慈悲心外，也得要有聰明的

頭腦。

有愛心  也有聰明頭腦

在這樣的思維邏輯下，工研院社會公益委員會在許

多公益事業的推動上都以形成善的循環為目標，「千甲

聚落社區協力農業（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便是很好的例子。在這個個案中，工研院利用

落葉堆肥技術，以竹炭及稻殼炭來改善土質、利用稻

酢液來防蟲、建立生態廁所、建置利用風力微發電系統

驅動的抽水機、採用太陽能曝氣與自製液態肥料等，這

些科技並不高深，成本也不高，但卻讓原本貧瘠的土地

化身為各類蔬果的滋養成長之地。

在工研院的任務描述中，開宗明義便列出「增進社會福祉」是重要內容之一，多年來，

工研院也始終以各種科技研發襄助台灣產業往上提升，現在則更進一步運用科技關懷社會，

希望科技與社會公益產生正向連結。
撰文／陳玉鳳　照片提供／工研院

工研院用愛心關懷，串連科技與社會的連結，讓科技研發充滿關懷

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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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科技與公益關懷  
讓世界更美好

千甲聚落農業的成功，解決了因災變及謀生不易而

聚居於此的原住民生計問題，且強調有機的種植方式，

則能提供一般大眾健康安全的食物，而工研院員工除了

有「口福」外，更能在假日時享受一日農夫的樂趣，

「我們運用工研院科技幫助這塊土地上的居民得以自給

自足，讓原住民能找回生存的尊嚴，這遠比捐錢來得更

有意義。」

在社會公益委員會成立 2年多來，所從事的公益科

技應用及推廣活動不知凡幾，每一個計畫的方式或模式

皆有所不同，但核心精神都很一致，也就是「增進社會

福祉」，在這樣的前提下，委員會選擇補助的院內科技

的確也都能為一般大眾或特定族群解決某些問題。

不只開發科技  也親手傳遞溫暖

例如，「重症病患洗浴床」，便一解久病臥床患者

無法洗澡的痛苦，工研院同仁更親自至偏鄉地區參與華

山基金會的公益活動。「手持式眼底攝影機」除了贈與

愛盲基金會使用外，工研院更成立「醫工服務社」，進

一步推動醫療公益服務。此外，「救災平台 iOS APP計

畫」則是與慈濟、法鼓山等洽談合作，應用於志工救災

活動中。

以科技為核心，工研院總是在思考如何能進一步

發揮公益本色，這樣的思考方式出自於人文關懷文化的

底蘊。「要推動社會公益，首先必須要在工研院內部形

成公益文化，」深切體認人心才是科技深入應用在公益

用途的關鍵所在，所以社會公益委員會當初在規劃任務

時，便將工研院志工文化的養成列為重點之一，具體的

做法就是號召工研院同仁擔任企業志工，這樣的計畫獲

得極大的回響，投入人數截至 9月已達到 2,250人天。

看見你的笑容  是我的心願

「我們的同仁真的很熱情，常常會主動要求提供參

與公益活動的機會。」不過，羅達賢強調要做好志工任

務，必需要有正確的心態及執行方式，如此才能在過程

中達到良好的成效，所以社會公益委員會每年都會規劃

志工培訓課程，今年就已培養 170名以上的志工人員。

來自工研院充沛的公益人力奧援，更讓社會公益

委員能放手規劃弱勢兒童參加的科技體驗營。一位來自

兒童服聯盟的羅姓小朋友在參加完活動後，寫下他的心

得，「我告訴自己以後一定要到工研院上班，因為在那

我可以學到很多事，以前小時候我都不知道什麼是奈

米、太陽能、風力發電、水力發電等；工研院兒童營是

我第一次去過那麼好玩的地方。」

從科技出發，結合工研院內滿溢的公益情懷，工研

院徹底發揮社會公益的效益，已為許多人、許多事提供

解決之道及更有希望的未來，誠如羅達賢所言，「資源

有限，但愛心無限，只要能善加利用院內及外部資源，

一樣能創造極大效益。」過去 2年餘的成績都驗證這個

計畫的可行性，一路到未來，工研院也將會繼續利用他

們專長的科技研發，延續這趟充滿溫度的公益之旅。

資源有限，但愛心無限，

只要能善加利用院內及外部資源，

一樣能創造出極大效益。

工研院社會公益委員會  主任委員  羅達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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