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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實物銀行管理及物資發放原則 

112 年 12 月 12 日訂定 

       114 年 5 月 9 日第一次修訂 

一、 雲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有效整合社會資源，藉由公私部門物資的募集、儲存，

設置實物銀行（以下簡稱本銀行），將各類物資存放管控及確實登錄發放數量，提供關

懷物資，避免資源浪費，充分發揮社會資源效益，特訂定本原則，並訂定需求評估機制、

資源連結機制、物資保存機制、服務輸送機制、追蹤領取家戶狀況機制、急難救助應變

機制等 6項機制，使雲林縣實物銀行（以下稱本銀行）發放體制更臻完善，以利行政業

務推展順利。 

 

二、 需求評估機制：有需要物資的民眾可至居住地之公所或社福中心申請，再由公所、社福

中心協助通報本府，本府收受通報案件後，會派員社工依照開案指標實際至民眾家中訪

視評估個案需求，核定是否發放物資： 

（一）申請方式： 

    1. 符合第二點扶助對象者，可攜帶身分證或戶籍謄本，至公所、社福中心或村辦公處， 

       填寫雲林縣實物銀行服務通報表向本銀行提出申請。 

    2. 如欲轉介案件為本府網絡單位、其他政府部門、本縣社會福利機構團體及醫療院所 

       從事社會工作人員服務中個案，協請網絡單位填寫轉介單轉介本銀行做開案服務， 

       續評仍由本府轄區社工評估。倘網絡單位社工不願意填報轉介單，轄區社工可就通 

       報表相關資訊及訪視該網絡社工進案。 

    3. 如申請人各自以戶內不同人輪流申請，規避停發期限，經查證屬實（如發放地址一 

       樣等），則不受理通報。 

    4. 受理通報案件，由轄區社工評估是否給予案家緊急性物資。 

    5. 發放期滿後需自最後發放月後隔一年再行申請。 

（二）開案指標：扶助對象為設籍並實際居住本縣、有自炊事實，且有下列情形之一，並經   

   本府評估確實有需求者： 

1.未領有政府補助有陷困情形之家庭。 

2.已具領社會福利補助者仍未足以因應生活所需，生活陷於困境，經評估認定仍有物資  

 需求者。 

3.失業家庭：主要負擔家計者 1/2以上失業，或戶內有主要負擔家計者失業，且戶內有 

 就讀高中以下子女或需被扶養之長輩/身障者。 

4.家庭突逢緊急變故（如傷病、亡故等意外）致生活陷入困境。 

5.其他特殊狀況經本府派員評估確實亟需協助者。若因特殊狀況如意外或重病，提出相  

  關證明，經審查評估符合可再開案，發放物資以半年為限且不續發。 

（三）停發原則：經本府人員當月不同時間（早、中、晚不同時段）聯絡 3次以上，仍聯絡 

   不上未領取物資者，予以停發。 

（四）結案指標： 

     1.發放已期滿。 

     2.開案原因已改善或消失將予以結案。 



2 

     3.申請人遷出本縣戶籍或未實際居住本縣，予以結案。 

     4.申請人死亡或拒絕服務。 

     5.其他單位已提供物資服務。 

     6.停發期滿 3個月且經本府每月早、中、晚不同時段聯絡 3次以上，仍聯絡不上者，予    

       以結案。 

 

三、 資源連結機制：本銀行運作主要可分作物資蒐集、服務提供 2階段，於物資蒐集階段除

了運用本府自行編列的預算辦理採購物資外，也受理各界捐贈物資，所受贈之食品、物

品依規定開立收據，並辦理公開徵信，於服務提供階段，藉由通報單位、執行單位、協

力單位及轉介單位，各司其職、相互合作，提供民眾完善的實物銀行發放服務： 

（一）物資蒐集階段：除了與固定愛心捐贈企業、團體合作外，自 114年起本銀行也結合 

 本縣愛心大平台系統發起捐物專案，藉由社會響應愛心捐助支持本銀行不足物資，也辦   

   理捐贈儀式記者會希望能拋磚引玉，鼓勵更多民間資源投入，讓社會安全網更強韌安 

   全，也讓物資儲備能更充足。 

（二）服務提供階段： 

    1.通報單位：本縣各公所及社福中心。 

   工作內容：收受民眾申請案件並協助民眾填報相關申請資料，再由公所、社福中心協助 

通報本府。 

  2.執行單位：本府。 

   工作內容： 

  (1)管理實物銀行物資，統籌實物銀行各項庶務，如物資運送、保存、發送及實物銀行超 

       市開設，以維持實物銀行正常運作。 

    (2)收受通報案件後，派員社工實際至民眾家中進行開案、續發訪視，並評估個案需求物 

       資。 

    (3)連結其他單位，完善實物銀行運作。 

    3.協力單位：各鄉（鎮、市）志願服務團體或地方秘書、台北市信華慈善基金會。 

      工作內容： 

  (1)各鄉（鎮、市）志願服務團體或地方秘書： 

固定於每月至各實物銀行據點領取物資後發放給民眾，於發放的過程中實際接觸民  

眾，了解民眾生活狀況變化，即時告知本府，如民眾家中有新生兒，故物資需求增加 

尿布、奶粉等。 

    (2)台北市信華慈善基金會： 

       運用基金會相關資源，提供人力、場地等資源，彌補本府補足之處，協助成立、運作  

       雲林縣崙背區實物銀行超市，讓經社工訪視需要提供物資服務的鄉親，能依照實際需 

       求選擇所需物資，協助遭逢變故、失業困境之弱勢家庭渡過生活危機。 

    4.轉介單位：社團法人雲林縣聯合慈善健康協進會等民間團體。 

工作內容：協助提供相關服務予本府社工評估發放期滿後仍有需求之家戶。 

 

四、 物資保存機制： 

（一） 物資儲存：運用物資倉儲管理系統，針對民間捐贈物資或本府採買物資進行登錄數  

 量、保存期限工作，並辦理入庫作業，後續如有物資調貨或出庫，亦利用系統針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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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儲存並登打數量，以掌握現有物資保存期限及數量。 

（二） 處理保存期限：針對屆期之物資可由本銀行及各據點間相互流通俾利快速發放，或轉 

贈本縣社會福利機構(團體)或長青食堂，以避免資源浪費。 

 

五、 服務輸送機制：本縣物資發放方式可分作物資袋領取及至實物銀行超市（斗六區、斗南

區、崙背鄉）自選物資 2種方式，民眾可就自身狀況，選擇適合自己的物資領取方式。 

（一） 發放規則：按月發放物資 1次，發放期限最長為 6個月。發放期限內受助戶經評估生

活狀況已改善或不符發放資格時，則可提前結案。發放期限結束後經評估生活狀況仍

未改善確有持續救助之必要，得延長發放 6個月，每一家戶至多發放 12個月。 

（二） 發放方式： 

1.領取物資袋：民眾可選擇每月自行到實物銀行各據點領取物資袋或由本銀行協力單位 

 協助送至不方便出門，或時間無法配合據點開放時間之民眾家中。 

(1)適用據點：斗六區、斗南區、虎尾區、西螺區、北港區、臺西區。 

(2)發放項目及基準： 

A、全戶 4歲以上人口數 4人（含 4人）以上者： 

 主食：白米 1包（3kg裝） 

 副主食：麵條、米粉、冬粉等各式食品雜貨（總重達 2.2kg以上），合計 1份。 

 副食品及生活物資：各類罐頭、餅乾、其他食材（總重達 1.2kg以上）及日常生活 

 物資，合計 5份物資。 

B、全戶 4歲以上人口 2-3人者： 

 主食：白米 1包（3kg裝） 

 副主食：麵條、米粉、冬粉等各式食品雜貨（總重達 1kg以上），合計 1份 

 副食品及生活物資：各類罐頭、餅乾、其他食材（總重達 0.8kg以上）及日常生活

物資，合計 3份物資。 

C、全戶 4歲以上人口 1人者： 

 主食：白米 1包（3kg裝） 

 副主食：麵條、米粉、冬粉等各式食品雜貨（總重達 0.3kg以上）1份。 

 副食品及生活物資：各類罐頭、餅乾、其他食材（總重達 0.5kg以上）及日常生活 

 物資，合計 2份物資。 

D、家中有 7歲以下兒童或臥床、年長者，如有尿布或奶粉等特殊需求，或家中有女性  

  有生理用品之需求，經評估後，如該物品本縣實物銀行可提供，特殊需求用品隨同 

  每月物資袋發送至家戶。 

2.至實物銀行超市自選物資：民眾可每月自行至本縣實物銀行超市依照所配之點數， 

 選取自己實際需要的物資。 

(1)適用據點：斗六區、斗南區、崙背區。 

(2)發放基準： 

A、全戶 4歲以上人口數 4人（含 4人）以上者：200點。 

B、全戶 4歲以上人口 2-3人者：150點。 

C、全戶 4歲以上人口 1人者：100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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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發放項目： 

物品種類 點數/單位 

泡煮麵類 5-10/包、15-20/袋 

主食類 15-40/包 

沖煮類 15-20/盒(包) 

五榖沖泡類 20-30/袋 

罐頭類 5-10/罐、20-30/組 

飲料類 5-10/罐、10-20/組 

餅乾類 5-10/包、10-20/袋 

調味品類 10-20/罐 

衛生用品 5-10/包、10-30/袋 

衛浴用品 15-40/瓶、10-20/塊(條、支) 

清潔用品 10-20/瓶(包、盒) 

特殊營養品 100/罐 

成人尿布(奶粉) 100/包(罐) 

兒童尿布(奶粉) 100/包(罐) 

※依市價 25元換算扣點數 5點.市價 50元扣 10點…以此類推；特殊物品類均以 100

點扣點，以上點數換算本府得因應物價變動等因素隨時調整。 

 

3.如有緊急物資需求之個人或家庭，於本府社工評估接受按月核發物資前，得提供緊 

 急物資袋 1次，內容物以即食品為主。 

4.物資內容經本府評估許可依需求予以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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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追蹤領取家戶狀況機制：  

本府針對領取家戶，提供開案評估服務、短期追蹤服務、中期續發評估服務及長期發放

轉介服務： 

（一） 開案評估服務：本府收受通報案件後，將派員社工實際至民眾家中進行開案評估，評 

 估是否有物資需求，及其他特殊物資需求。 

（二） 短期追蹤服務：於每月物資發放時，評估領取家戶戶內生活狀況，判斷家戶下個月是 

 否續發物資，且註明停發原因，並隨時掌握家戶生活變動情形。 

（三） 中期續發評估服務：經社工評估訪視，確有物資發放服務需求者按月發放物資 1 次， 

 發放期限原則上為 6個月，發放將滿 6個月時本府社工將再行評估家戶生活狀況及陷 

 困情形，仍未改善且有持續救助之必要，將延長發放 6個月，每一家戶至多發放 12 

 個月。 

（四） 長期發放轉介服務：長期領取物資之家戶發放期滿後，如經社工評估仍有物資需求 

 者，本府社工將協助轉介其他社福團體持續提供實物給付服務。 

 

七、 急難救助應變機制： 

（一） 如遇有因疫情致生活陷困者增加，或天災造成物資需求量增加，得媒合民間或個人捐 

 助需求物資或依需求購置物資，或轉介相關社福單位，亦能辦理公開徵信、公益勸募 

 受理社會各界物資，以因應急難事件發生。 

（二） 重大災害發生時，本銀行得優先運用物資於災害救助。  

 

八、 申請人有虛偽不實或重複申請補助之情事，經本處查證屬實者，得廢止領取資格。  

 

九、 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處編列預算支應；本處得視經費編列及動支情形，修正或停止

本計畫之給付。 

 

十、本計畫所需書表格式，由本處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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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雲林縣實物銀行發放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