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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理技術學院資訊管理系     「資管實務專題」 

101學年度期初專題報告 評審意見回覆表 

出場順序 無 專題主題 樂服志工媒合平台 

問題 1 

全國志工線上媒合平台構想很好，但是需求者與被需求者的來源

如何尋找與合作，才是志工平台一大問題，計劃中並沒有說明如

何處理，如此志工平台的維運才是此專題的最大目標。 

回答 1 我們會與我們的指導老師討論，感謝評審給予我們的建議。 

問題 2 
志工服務時數是否有整合志工服務手冊，建議可整合新北市志工

服務、教育部資訊志工等志工團體。 

回答 2 

目前時數方面，我們將會針對資管系「科技志工」課程所需的服

務時數核發，至於能否適用於志工手冊方面，我們會與服務機構

(單位)、指導老師討論，感謝評審給予我們的建議。 

問題 3 
志工服務需求者是否有審核機制，會由誰審核，建議由學校單位

進行審核，不建議是管理者。 

回答 3 

我們志工時數的審核是由服務機構(單位)審核，在未來會尋找學

校單位(服務單位)來審核我們志工的時數，我們會與我們的指導

老師、組員討論，感謝評審給予我們的建議。 

問題 4 
建議整合社群網站，讓參加志工服務的朋友了解志工服務的獲得

與樂趣，吸引更多對志工服務有興趣的朋友參與。 

回答 4 

在未來，我們會結合 FB 的粉絲團掛件，與我們的媒合平台去做

搭配，此部分我們會與我們的指導老師、組員討論，感謝評審給

予我們的建議。 

問題 5 
建議在功能增加反思與愛心小故事等，讓更多人知道志工服務感

人故事。 

回答 5 
反思、愛心小故事等功能，我們會與我們的指導老師、組員討論，

感謝評審給予我們的建議。 

問題 6 

專案時程規劃上，程式開發、系統整合建置、測試，三者之間必

須是整合在一起的，建議採循環式的作業非流程式作業，同時在

工作安排上建議部分重疊避免閒置人員過多。 

回答 6 我們會與我們的指導老師、組員討論，感謝評審給予我們的建議。 

問題 7 
除了使用一般電腦瀏覽外，建議也可使用 App方式使用，使志工

資訊不落接。 

回答 7 我們會與我們的指導老師討論，感謝評審給予我們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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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理技術學院資訊管理系     「資管實務專題」 

101學年度期中專題報告 評審意見回覆表 

出場順序 13 專題主題 樂服志工媒合平台 

問題 1 志工的服務時數驗證是由誰來驗證審核？ 

回答 1 目前志工時數驗證，是由服務機構(單位)來負責驗證。 

問題 2 
使用者發布分享時顯示個人的名稱或資料，是否會有個資法的問

題？ 

回答 2 我們會隱藏部分資料，例如：姓名將以黃Ｏ清代替。 

問題 3 全國性志工媒合平台給誰用？推廣方面將會是一大難題。 

回答 3 
就目前而言，志工使用對象為資管系，「科技志工」課程來使用，

未來將會發展到校內服務單位或校外機構使用。 

問題 4 細部功能仍需微調，符合校內志工應有功能。 

回答 4 我們會與我們的指導老師、組員討論，感謝評審給予我們的建議。 

問題 5 我們建議範圍縮小，結合校內單位(聯合服務中心、學務處) 

回答 5 我們會與我們的指導老師、組員討論，感謝評審給予我們的建議。 

問題 6 請問是否能讓全校志工都能夠使用？ 

回答 6 
目前我們主要是以資管系「科技志工」課程為客群，當然可以讓

全校或是校外志工所使用，感謝評審給予我們的建議。 

 

指導老師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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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理技術學院資訊管理系     「資管實務專題」 
102學年度期末專題報告 評審意見回覆表 

出場順序 10 專題主題 樂服志工媒合平台 

問題 1 
志工服務時數是否有整合志工服務手冊？ 

如︰北市志工服務、教育部資訊志工等志工團體。 

回答 1 

目前時數方面，我們將會針對資管系「科技志工」課程所需的服

務時數核發，至於能否適用於志工手冊方面，我們會與服務機構

(單位)、指導老師討論，感謝評審給予我們的建議。 

問題 2 請問志工服務時數會由誰來審核？ 

回答 2 
我們志工時數的審核，是由「學校服務單位」來進行審核。 

如：資管系、圖資中心、圖書館、聯合服務中心等等。  

問題 3 請問服務機構(單位)是否能進行註冊？ 

回答 3 

可以的，我們會先與服務機構(單位)進行聯絡、確認之後，將會

請服務機構(單位)連結至「機構註冊」頁面進行註冊，或是由我

們來我們管理者來協助服務機構(單位)註冊帳號。 

問題 4 請問是否能讓其他志工(使用者)註冊，並且使用此平台？ 

回答 4 
目前我們主要是以資管系「科技志工」課程為客群，當然可以讓

全校或是校外志工所使用。 

問題 5 請問現在你們的志工報名與服務單位是否有真正在做媒合？ 

回答 5 
志工可以透過後台報名活動，而服務機構也可以審核時數，目前

我們則是先幫服務機構建立活動，並替他們審核時數。 

問題 6 
你們的活動有發佈還未截止的日期嗎？那請問有校外志工活動

嗎？ 

回答 6 
目前我們的活動更新到 12/15日，未來將會有更多志工活動等著

報名，我們也有校外志工活動，如打工換宿、幸福農莊。 

 

指導老師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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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國內從事志工服務的人口逐年上升。不論是社會人士或學

生，在行有餘力時，都付出了自己的一份心力，不但能夠回饋社會，同時

也能感受到幫助他人後內心充滿著踏實。 

現在的志工服務是相當多元化的，服務領域也一再擴充，志工族群的

規模也逐漸在擴大，越來越多的志工組織、團體紛紛成立，然而這麼多的

服務團體或志工卻無法即時了解當下欠缺的是哪些資源。 

本專題是在建置一個即時性的志工媒合平台，藉由此平台能夠讓所有

的志工團隊、服務機構都能在此發佈志工職缺消息，而有意願參與志工活

動的朋友們，則能在此瀏覽各個消息，不但可以觀看他人的志工與服務機

構分享，亦能即時統計所得到的志工時數並提供查詢，更進一步將平台放

置雲端，目前系統已開發給致理技術學院科技志工使用。 

 

 

 

 

 

 

 

 

 

 

 

 

 

 

 

 

 

 

關鍵字：科技志工、平台、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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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序論 

在這急遽變化的社會結構下，人們對於服務的關注逐漸的增加，而服

務更成為目前潮流的趨勢。志工朋友們，不能即時了解相關職缺與各類活

動動態，也缺少了一個能分享自己服務成效的地方；服務機構們，無法快

速的更新職缺動態和各類活動資訊。正因如此，志工朋友們一路都是默默

的在為大眾付出，只有周遭的親朋好友才知道他們的辛勞；活動資訊無法

快速散播，造成了大眾只知道活動的名義，而不清楚活動的用意。我們將

倚靠著蓬勃發展的網路，建立一個志工媒合平台。達成能夠快速更新職缺

動態的資訊流通，同時讓志工朋友們能夠分享他們的服務成效。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志工與服務機構之間的媒合，大多都必須透過面對面的方式，才能得

知並確認彼此的需求。這樣的模式，不僅僅讓熱心參與服務的朋友沒辦法

在第一時間內得到最新的服務資訊動態，也讓服務機構沒辦法立即得知目

前的職缺需求，從而發布最新的消息讓大眾得知。長久處在這樣的模式

下，不論是對志工朋友還是服務機構，都將造成許多不便之處，如：資訊

無法快速傳遞、資訊完整性不足。因此我們認為當下最欠缺的就是一個平

台。能夠提供多樣化的活動消息、讓訊息更能夠快速傳遞，讓熱衷於服務

的人們能夠利用；服務機構則是能夠在平台上發布最新的職缺動態、即時

更新活動資訊。除了這些功能，我們更希望能夠藉由此平台，將服務的成

果呈現出來。讓大眾們都能夠了解志工朋友們的辛勞與喜悅。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我們開發志工媒合平台，以及服務交流平台。提供服務機構與志工

們，一個便利且即時性的媒合平台，並期許平台能夠建置在雲端伺服器

上，提供給許多人使用。同時滿足志工與服務機構之需求，並且讓雙方都

能快速掌握彼此資訊。此外，除了志工媒合與服務交流之外，亦能分享志

工們的事蹟與服務成效，藉由分享來讓更多人能夠看到，並讓更多熱心人

士能夠一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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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假設 

當今社會裡的需求模式，大多數都已經轉為即時性的模式，如：職缺

動態、大型活動資訊等。然而志工與服務機構的需求模式，仍然停留在面

對面的模式。志工無法立即取得服務活動消息，亦不能時刻分享自己在服

務中體會到的樂趣，更不能管理規劃自己以往的服務資訊、時數；服務機

構無法迅速的發佈服務活動資訊，也無法快速統計每一項活動的參與人

數，更不能把以往的服務活動照片、影音分享給大眾知道。根據這樣的問

題，我們做出下列三項假設： 

一、使用此平台的瀏覽者，能夠容易查詢到所想要得知的志工訊息。 

二、藉由分享出來的照片、活動影音，激勵所有的志工同伴，也以此

來讓更多的人來參與。 

三、志工登入志工專區後，除了能線上報名志工活動之外，也能檢視

自己以往的參與紀錄。 

第四節 研究範圍 

本研究範圍是志工與服務機構之需求進行整合與配對。我們將對志工

與服務機構做出需求調查，調查方式以問卷紙本、電話訪問、網路問卷進

行。我們將從調查結果當中，判斷出需求的功能，而後改善架設方針。並

與相似類型網站[1 - 14]進行比較及調整。進而讓我們架設媒合平台，能夠更

加符合志工與服務機構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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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操作性定義 

下列為研究內相關名詞解釋： 

志願服務：民眾出於自願，非基於個人義務或法律責任，秉持誠心以知

識、體能、勞力、經驗、技術、時間等貢獻社會，不以獲取

報酬為目的，以提高公共事務效能及增進社會公益所為之各

項輔助性服務。 

志  工：志願服務工作者，係指出於自由意志，並且秉著志願服務的

精神(volunteerism)，不計有形的報酬(tangible gain)而

實際付出時間、體能、經驗、知識、技術，來協助他人、貢

獻社會者。公共事務效能及增進社會公益，也因不以獲利為

目的，而得到提高。然而志願服務工作是國民參與的具體表

現，這不僅是一種國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更是一種社會

責任。 

社會福利：社會福利的最早起源，可以追朔到十四世紀英國的「濟貧

法」，其主要是國家對於福利方案、給付水準、以及服務項

目所設計的制度，目的在於去滿足心理、社會與經濟的需

求，可說是直接或間接處理人類需求的方法，去協助處理尚

未獲得滿足的需求或未解決的問題，讓社會中每一個人都能

得到基本的保障。 

社福機構：所謂社福機構即為社會福利機構,他是屬於公益團體項下的

一環,他是屬於非政府組織及非營利組織。 

第六節 章節結構  

本研究章節結構順序為： 

1. 序論：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假設及範圍、操作性定義、章節結構。 

2. 文獻探討：相似類型網站比較及相關論文探討。 

3. 系統研究方法：探討相關文獻，期望發展互動性的媒合平台。 

4. 預期研究成果：預期為志工及服務機構帶來實質上的效益。 

5. 結論：描述本研究成果之結論，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6. 分工執掌和進度表：描述組員分工情形及工作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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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媒合平台 

壹、媒合平台的定義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訓局的網頁對「媒合」有下列定義：「所謂媒

合(Matching)，係指依求職者的意願，選擇適合就業的機會，推薦其

前往求才雇主處應徵的種種過程。」 

貳、媒合平台的類型 

現今的媒合平台類型主要分為兩種，分別為「人工型」與「網路

型」，這兩種的主要差別在於志工是如何與服務機構做接洽。 

人工型又為面對面模式，這類的模式須為雙方親身接觸的信息交

流，包括了語言(如：討論、演講)與非語言(如：手勢、表情)。雖然此

種模式可以立即得知雙方需求，但因為面對面模式是屬於封閉式交

流，有些意見或想法可能會因為對方的關係而沒有被提出來，更重要

的是此模式的傳播範圍小，速度慢，無法快速的讓大眾得知消息。 

網路型則是因為現代科技的發展而衍生出來，藉由電腦、電話來

進行交流，大大的縮短服務機構與志工雙方的空間距離，若是由電腦

來做為溝通橋樑，會因為傳播的方式由口頭轉變為文字的思考，使自

我想法表達更加縝密，也可以反覆思考自己的想法，也不會受限於時

間的壓力與面對面的壓力，更能充分的表達出自身的意見與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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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服務機構 

壹、社會福利機構定義 

所謂社福機構即為社會福利機構，是指國家、社會組織或個人舉

辦的，為老年人、身心障礙者、孤兒…等提供照護的機構，是屬於公

益團體項下的一環。屬於非政府組織及非營利組織。 

貳、社會福利機構類型 

一、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NPO)，其中又可分為社團

法人與財團法人兩類。社團法人：因人的聚集而組成的法人團

體，稱為「社團法人」其名稱大多為「協會」、「協進會」、「聯

盟」…等，沒有“最低基金數額＂的規範。財團法人：因財物的聚

集而設立組織的團體，稱為財團法人，基金會是最常見的財團法

人之一。 

二、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NGO)，不屬於政

府、不由國家建立的組織，通常獨立於政府。雖然從定義上包含

以營利為目的的企業，但該名詞一般僅限於非商業化、合法的、

與社會文化和環境相關的倡導群體。 

三、第三部門(Third Sector)，有別於政府部門、企業部門之外的民

間部門，此三者鼎足而立且能良性互動，仍能形成國家社會的整

體發展。第三部門常接手處理政府沒有能力做，或企業沒有興趣

做的事務，所扮演的角色功能除能緩和社會問題外，更能促成社

會的和諧，平衡社會的發展。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4%BF%E5%BA%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4%BF%E5%BA%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4%BF%E5%BA%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B%84%E7%BB%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C%81%E4%B8%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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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相關網站分析 

下列為相似類型網站分析： 

壹、臺北市社區暨志願服務推廣中心(網站[1])：點擊此網站，首先映

入眼簾的就是左方的愛心，給人的相當大的視覺衝擊；由不善長

電腦操作的人來使用，可能會找不到自己所要使用的功能；跑馬

燈速度偏快；版型無法因應網頁的大小進行調整。 

貳、區域和平志工團(網站[2])：志工行事曆，在開發的平台中，將會

見至一個改良過的行事曆，使得功能更加完善，且盡量避免安裝

外掛程式，就能夠瀏覽網頁。畫面中間的動態圖片會希望是志工

的活動照片，以便號召更多的人參與。 

參、社團法人新北市志願服務協會(網站[３])：將最新的公告置頂，讓

人一進入首頁便可得知目前最新的公告，且設有「文章分享」專區

分享相關的新聞報導，而「感恩園地」則是記載所有善心人士所提

供的資源。 

肆、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志工資源(網站[４])：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志工資

源：公告部分有「近期」標籤，方便知道哪條公告是最近發布，網

頁左下有提供管道讓人加入志工或者尋找志工，也提供最新的媒

合訊息，志工招募管理有效的規劃為地區及單位，這樣想要參加

民眾可以方便搜尋。 

第四節 相關研究探討 

探討過與本研究相關文獻後，得出以下結論：現今網路上有著各式各

樣的媒合平台，但仍缺乏統一性，並且無法即時獲得活動消息，這樣使有

心服務的人們會錯過參與活動的機會。因此，我們希望能夠建置一個功能

完善，且讓使用者方便操作的平台，並將此平台推上雲端，成為一個互動

性的媒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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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系統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流程 

以下為我們研究的流程圖： 

 
圖 一 研究流程圖 

第二節 問卷調查統計圖 

秉持「資料即時傳遞，資訊互動交流」之服務理念，進行志工與服務機

構意見問卷調查，並且從問卷當中各問題加以分析，以瞭解媒合平台之需

求，探討問題所在，並尋求改進方針，提昇資料傳遞與資訊交流之品質。

問卷總共發放了 120 份，其中志工問卷有 107份，服務機構有 13 份。下列

為分析結果，根據每項問題各別說明，內容如下： 



 

20 

 

根據調查顯示（圖 二），在受調查的志工當中就有 77 位並不知道媒合

平台，知道的人只佔三成。由此可知，媒合平台的普遍程度並不高。雖然

媒合平台能夠為志工與服務機構增加便利性，但因為不夠普及的問題，該

如何讓媒合平台普遍化，將會是未來重要的課題。 

 
圖 二 志工是否知道媒合平台 

 

依照統計結果來看（圖 三），服務機構所提供的資訊是否完整，接受

調查的志工們，認同與不認同比例各佔一半。由此可以看出，有部分志工

需要機構提供詳細的活動資訊，甚至提供培訓課程；而另一部分志工，則

是認為活動資訊擁有名稱、時間、地點、內容就已經足夠。因此，培訓課

程這個部分也可列入功能規劃當中，讓服務機構提供課程培訓，讓需要培

訓的志工能夠參與課程。 

 
圖 三 志工對服務機構提供之消息是否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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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服務機構給予志工的資訊交流是否即時，調查的結果顯示如（圖 

四）。問題調查的結果顯示，有一半的志工認為資訊交流並沒有達到即時；

另外一半則認為資訊傳遞速度已經很快速。對於資訊不即時這方面，本組

將會提供即時動態、留言板功能，即時動態能讓志工更快掌握新活動資

訊；留言板則能夠讓有問題的使用者在上面互相交流。 

 
圖 四 志工與機構的資訊交流是否即時 

 

志工是否無法即時取得服務機構分享的資訊，結果顯示如（圖 五），

有8家認為服務機構將資訊分享出去後，志工們都無法即時得知；有5家服

務機構表示不認同。從中我們能得知，服務機構需要一個能替他們傳播活

動訊息的平台，並且這個平台需要能夠即時更新資訊，讓資訊無法即時取

得的問題得以解決。 

 
圖 五 志工是否無法即時取得服務機構分享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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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機構是否使用過媒合平台調查結果如（圖 六），有七成的服務機

構曾經使用媒合平台，剩下的服務機構表示沒使用過。觀察這樣的結果，

我們發現一個好的媒合平台，能夠替一家服務機構帶來很大的便利性，也

讓服務機構的傳播管道多了一種選擇。 

 
圖 六 服務機構是否使用過媒合平台 

 

服務機構是否透過不同媒介來傳遞資訊，結果如（圖 七），我們得知

大部分的服務機構會透過不同的媒介來傳遞活動資訊，讓活動資訊能夠更

有效的傳播出去。媒介可能有媒體、學校、社區宣導等。 

 
圖 七 服務機構是否透過不同媒介來傳遞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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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無法完整歸納及有系統整理，結果如（圖 八），我們對資訊無法

完整歸納及有系統地整理進行調查，有 9 家服務機構表示分享出去的資

訊，並不能有效的進行管理，導致作業上容易有疏失。於是我們認為，提

供一個能夠方便機構管理資訊的平台，是很重要的目標。 

 
圖 八 資訊無法完整歸納及有系統整理 

 

第三節 SWOT分析 

針對志工線上媒合配對及雲端查詢平台做以下 SWOT分析，並根據相同類型之網

站（網站[1-15]），進行網站評估，製作出 SWOT分析表。 

 

表 一 SWOT分析表 

Strengths：優勢 Weaknesses：劣勢 

1.操作簡單，訊息發佈簡易 

2.消息即時且靈通 

3.可發佈活動分享 

1.初期合作服務機構不多 

2.網站成立時間太短，被信任度

較低 

Opportunities：機會 Threats：威脅 

1.線上同類型的平台較少 

2.志工多分享心得，可使此平台

曝光率增加 

1.同性質之網站競爭 

2.其他的志工網站的模式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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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預期研究成果 

第一節 系統功能 

網站簡介－介紹此平台的歷史以及成立的目的。 

服務活動－將各式活動進行分類讓志工會員能夠快速找到自己想要的服務

類別及活動。 

志工培訓－可讓志工會員們在志工培訓看到發布的培訓課程，讓所有會員能

夠快速獲得培訓資訊。 

程序說明－可以讓想申請帳號的志工及機構能夠快速了解申請的流程以及

需之項目，而機構也可以在這裡了解如何發布活動消息以及注

意事項。 

活動花絮－此區可以瀏覽過往的活動照片、活動影音，讓大眾可以去點

閱，分享服務過程中的喜樂，另外志工會員在參與活動後可以

分享自身的服務心得。 

檔案專區－設置檔案專區，檔案附帶活動頁面連結，以供參考活動原文。 

留 言 板－由首頁設置連結，連結至新頁面，一般遊客欲使用留言功能須

輸入 E-mail 留下資料。不論是一般遊客，還是志工會員，在留

言得到回覆後將寄出 E-mail 通知。而志工會員，可另外收到站

內訊息通知。 

社群外掛程式－可以連結到學習服務中心的粉絲團，讓瀏覽者或是志工朋友

們可以關注我們致理的服務動態和消息。 

愛心小故事－放置愛心小故事，讓更多人知道志工服務的感人故事。 

第二節 系統特色 

一、前後台介面簡單、易操作。 

二、提供線上即時查詢時數，使志工可以得知服務時數歷程。 

三、機構會員擁有放置愛心小故事的功能。 

四、提供即時性的資訊，使服務機構與志工能在第一時間內得知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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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使用對象 

志  工：使用此平台，不但可得知目前最新的公告，在登入志工專區

後，可以觀看個人的參加歷史紀錄，也能線上報名有興趣的志

工活動，特別的是可以即時查詢服務時數。 

服務機構：使用此平台後可以發布自身社團的活動訊息，可以藉由平台的

報名功能統計活動的參與人數。也可在活動後進行照片及影片

的上傳分享，還可以發布愛心小故事。 

管 理 者：管理者主要管理此平台的細項資訊即時更新，審核服務機構之

帳號，並且將所有資訊進行管理。 

第四節 開發工具 

開發此專題中所運用的工具如下表敘述，表中簡述該工具功能及專題

中所運用到之部分開發工具。 

表 二 開發工具說明表 

 
Adobe  Dreamweaver CS5.5 

架設平台所需之網頁。 

 
Adobe Flash CS5.5 

製作嵌入平台之動畫。 

 
Adobe Photoshop CS5.1 

繪製修改所需之圖片。 

 
Appserv2.5.10 

架設的網站環境以及資料庫編輯。 

 
Mysql 

資料庫應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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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系統平台架構 

我們的系統將分為前後台，而後台又分為志工、服務機構以及管理者

三種，以下是我們的平台架構圖。 

 

 
圖 九 前台架構圖 

 

 

圖 十 前台架構圖-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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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一 志工後台架構圖 

 

 
圖 十二 服務機構後台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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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三 管理者後台架構圖 

 

第六節 系統雛型畫面 

下列為本系統雛型畫面： 

 
圖 十四 樂服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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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五 網站簡介 

 

 
圖 十六 服務活動-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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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七 服務活動-社會服務 

 

 
 圖 十八 服務活動-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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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九 服務活動-旅遊導覽 

 

 

圖 二十 服務活動-人文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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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十一 服務活動-諮商服導 

 

 
圖 二十二 志工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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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十三 各項流程 

 

 
圖 二十四 活動花絮-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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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十五 活動花絮-影片花絮 

 

 
圖 二十六 活動花絮-相片叢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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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十七 檔案下載 

 

 

圖 二十八 平台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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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十九 聯絡我們 

 

 

圖 三十 留言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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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預期研究效益 

欲讓眾多的服務機構能夠藉由此平台來進行媒合，整合了網路上多而

繁雜的媒合平台。使用者可以觀看個人服務資訊，也可線上即時結算時

數，同時也可分享活動後的個人心得；服務機構可統一在此平台發布消

息，尋找志工伙伴；管理者可以審核服務機構及志工帳號權限，並處理平

台遇到的相關問題進行系統維護，檢視留言板上的留言並可回覆或刪除。 

第二節 預期研究限制 

網站成立的時間較短可能會造成志工以及服務機構對於網站資訊的真

實性抱持質疑，需要較長的時間進行可信度的培養，而管理的部份如果最

後無人控管則網站最後某些功能將無法繼續使用，也有可能導致整個網站

停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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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分工執掌及進度表 

第一節 分工執掌 

以下為我們的分工執掌表。 

表 三 分工執掌表 

姓名 工作內容 
黃秉清 系統程式建置、組員工作進度控管 
楊雅婷 企劃書撰寫、文件修改 
張丞嘉 系統協助、測試、整合 
陳弘庭 系統程式撰寫、書面、版面彙整 
孫玉芳 系統協助、測試、整合 
陳文彬 網站美工、版面編排 

第二節 甘特圖 

以下為我們的專案時程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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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附件一：志工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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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機構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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