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國際志工生命中的出走」專題講座成果報告書 

主 辦 單 位 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 

活 動 議 題 國際志工生命中的出走-從難民服務看見世界和自己 

活 動 日 期 107 年 12 月 20 日 

活 動 時 間 下午 17 時整至 19 時整 

活 動 地 點 大恩館 507 

主 講 人 賴樹盛 

活動內容說明 

講座: 賴樹盛(英國東英格蘭大學發展研究所碩士，全球在地行動公益協會祕書長) 

      本次專題講座邀請從事國際難民服務十數年的賴樹盛先生，向同學介紹國際難民救援，國際組織合作，計

畫方案，與自我成長。 

     泰國西北與緬甸東南部接壤，兩國邊界長逾一千八百公里，邊境地區多為少數民族傳統領域。過去三十餘

年間，緬甸境內軍事執政及族群衝突，造成十萬餘難民收容在泰國難民營裡，有家歸不得；同時，更有超過百

萬的緬甸民眾被迫成為移工，在泰國土地打工換取溫飽，並為泰緬兩國作出重要經濟貢獻；以及世居泰國西北

山區的少數民族克倫族，因文化差異、耕地有限及現代化衝擊等因素，同樣面臨嚴峻的生活挑戰。 

      2004 年，在泰緬邊境從事難民人道援助工作的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Taipei Overseas Peace Service, 

TOPS），曾在踏松楊縣伊維久村（Evjo）進行小型水力發電搭建計畫。當小型水力發電設備正式運轉，替沒有

電力的伊維久村在黑夜帶來光亮時，老村長眼眶含著淚水、用生硬英文對 TOPS 工作人員道謝，以及部落學童

聚集在教堂唱聖歌的情景，讓當時的領隊賴樹盛感慨萬千。 

      賴樹盛提醒同學：｢難民不只是議題，更是一群人的真實生活處境。｣ 

      雖是簡短的片段字句，卻直接切中了國際參與的重點。因為，任何志工服務，必須以理解與學習服務地

區的歷史與文化脈絡為基礎，這是我們的理念。只有理解在地脈絡、學習當地文化邏輯，才知道當地所需究竟

為何，也才能反思自身行動的利弊、知道自己的能力所及，以及了解自己所提供的服務，是滿足自我還是滿足

當地所需？調查與記錄，則是所有行動與反思的基礎。面對這些、得以感知及深  思彼此間的依存關係，這才

是真正開始『關注』的第一步。 

     賴樹盛進入邊境後就沒有離開過，在泰緬邊境地區，建立起當地草根組織的夥伴關係，協力推動教育、生

態、醫療、文化等社區發展型計畫，致力幫助弱勢兒童、邊境青年及貧困家庭的基本權需求，逐步培養當地社

群自助能量。 

     針對同學的提問，該如何進入國際志工領域，賴樹盛認為，作為一位國際志工，並非到海外才開始服務，

因為志願服務的態度和意義，在台灣或海外都是相同的。平時對生活周遭有所觀察，主動參與公共事務，關懷

他人需要，及時提供協助，經由志工服務的實務經驗，能培養對志願服務的基本認識，同時學習助人工作的技

巧，都能幫助你成為一位「真正」的國際志工。 

     此外，成為國際志工前，需要先問清楚自己：為什麼想去海外服務呢？對他人苦難有所感觸，期許自己能

夠去幫助別人，這是利他動機；想去看看不一樣的世界，促使自身能夠成長，這是利己動機。其實，對大多數人

而言，通常兩種動機都有。 

 確認自己的動機，更能知道如何準備心態，建立合理預期，避免按表操課的樣板服務，坦承面對海外服務時

自己各種真實的情緒，更能把握住認識自己及學習看待世界的機會。出發前，找一張白紙，逐項寫下並思考自己

的動機。唯有你最明白，自己在海外服務旅程的付出及收穫。 

 



 2 

活動照片說明 

會場實錄 會場實錄 

  
活動海報 會場實錄 

  
會場實錄 會場實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