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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清時期

台灣發展重心北移，乾隆時期後艋舺發展迅速

艋舺商業匯集，形成台北市最早的市街—（今貴陽
街二段與環河南路二段交接處）



台北市第一個市街
今貴陽街二段與環河南路二段交接處



因移入人口眾多導致諸多社會問題，
相關窮民救助機構應運而生。



台北仁濟院清代前身—窮民救助機構

保嬰局（1866年，同治5年）

育嬰堂（1870年，同治9年）

回春院（1875年，光緒元年）

養濟院（1879年，光緒5年）

同善堂（1886年，光緒12年）



保嬰局

因重男輕女的傳統觀念，
當時清代社會普遍存在棄
女嬰、溺女嬰之習俗。

清 溺女圖



保嬰局

（1866年，同治5年）

設於枋橋（板橋）

林維源捐出五千圓，再向
當地富戶募捐二千圓，做
為基金 。

當時社會溺女惡習盛行

專收養女棄嬰，後來擴充
恤養貧困無依之兒童。

林維源



育嬰堂

（1870年，同治9年）

淡水同知陳培桂號召當地
仕紳捐助設立

艋舺養生堂街（現附設仁
濟醫院大樓，廣州街243
號）

收容、撫養棄嬰、孤兒及
貧苦無以教養之嬰兒。

育嬰堂碑，台北市政府市
定古物



艋舺育嬰堂圖—淡水廳誌



回春院

（1875年，光緒元年）

淡水廳同知陳星聚號召創立

創立於竹塹城（今新竹市）

因積極「開山撫番」，勞動需求漸增，聞風渡海來
台的唐山客接踵而來。謀生卻非想像般容易，盤纏
用盡或不幸遇上不測，淪為乞民，病倒路邊，其狀
甚慘

收容、救濟行旅病人



養濟院

（1879年，光緒5年）

台北知府的陳星聚號召創設

艋舺育嬰堂旁（現附設仁濟醫院大樓）

以賑濟鰥寡孤獨為目的



同善堂

（1886年，光緒12年）

台灣巡撫劉銘傳委任軍裝
局總辦丁道台號召創立

創辦於艋舺

客死而無力殯殮之停柩所

劉銘傳



1895年（光緒21年、明治28年）
台灣割讓日本



日據時期

清代各慈善機構陷入停
頓，養濟院院民流落街
頭。

1899年(明治32年)5月3日
合併育嬰堂、養濟院、同
善堂為仁濟院，後再併入
回春院、保嬰局。

創立初期仁濟院收養區域
包括台北、桃園、新竹、
宜蘭。

兒玉源太郎



日據時期

1922年(大正11年、民國
11年)搬遷至堀江町（今西
園路）

開設精神療養院為台灣專
業的精神病患監護設施之
始。

院內一隅設有「安老
室」、「行旅病人收容
室」

食堂

堀江町



1929年仁濟精神病患收容室 行旅病人收容室



1923年(大正12年、民國12年)
整修龍山寺町舊址，設為「台
北施醫所」（廣州街243號），
並在施醫所對面，蓋建木造平
房病室，共十六床，以及X光室
和開刀房

台北、基隆、宜蘭、羅東、淡
水各地設診療所，

社會醫療救濟服務。並組醫療
巡迴隊。

偏遠地區請當地醫師免費醫治

為台大醫院前身台灣總督府醫
學校實習醫院。

1920年代台北仁濟院台北施醫所

1929年竹內八和太帶學生至仁濟院實習



日據時期奠基之社會福利事業基礎

醫療

安老

精神病患收容救治

補助盲啞教育及窮苦民眾之育幼教育經費（台北州
立聾啞學校、鎌倉保育園臺北支部）



日據時期奠基之社會福利事業基礎
醫療

施醫所一景



台北仁濟院羅東診療所原
址

光復後為羅東診療所，今
冬山鄉。



日據時期奠基之社會福利事業基礎
安老

安老室



日據時期奠基之社會福利事業基礎
精神病患收容救治

中村讓是東京帝國大學吳
秀三教授研究室出身，來
台擔任台北醫專精神科教
授

並於台北市宮前町（今中
山區）自設「養浩堂診
所」，是為台灣精神病專
科醫院的濫觴。

是台北仁濟院的精神科醫
師

中村讓教授



日據時期奠基之社會福利事業基礎
補助盲啞教育及育幼教育經費

1930年代之台北州立聾啞
學校

台北仁濟院資助窮苦之聾
啞學童教育

鎌倉保育園臺北支部託兒
所

補助幼兒教育經費



1949年國民政府遷台



國民政府遷台後

民國39年財團法人登記

延續清代以降之社會福利事業精神

醫療（仁濟醫院）

安老（安老所）

精神病患收容救治（療養院）

弱勢救助（急難救助、社福方案補助….等）



附設仁濟醫院

民國40年籌設新式醫院，
不惜以昂貴價格添購歐美
新式醫療器材，其中包含
一組大型無影燈設備，當
時台灣僅有二台，另一台
為馬偕醫院所有。

民國66年仁濟醫院大樓開
幕使用，為當時少有之鋼
骨高樓建物。

民國99年完成整修。

民國40年

民國66年民國99年



附設仁濟安老所
西園療養院內設安老室。

民國48年，安老所「頤樂
山莊」啟用，安老業務遷
至淡水。

民國91年仁濟院附設淡水
安老新廈啟用。

安老室



附設仁濟療養院

1922年(大正11年、民國
11年)搬遷至堀江町（今西
園路）開設精神療養院為
台灣專業的精神病患監護
設施之始。

民國71年，仁濟院於新莊
瓊林路籌建精神病分院、
慢性病院舍。

民國88年西園療養院進行
拆遷

西園仁濟療養院

新莊仁濟療養院



西園療養院之外觀

1959年收容之精神病患手繪



位於堀江町之西園療養院

民國93年台北市文化局因
台北仁濟院在精神醫療領
域之貢獻指定保留「第一
病房」為歷史建物。

民國98年，捐贈予台北市
政府。

捐贈儀式

歷史建物-第一病房



台北仁濟院的現況

以目前的格局及影響力遠不及前清及日據時
代，尤其近二、三十年較少於社服界活耀，漸
漸被社會淡忘

除許多專業基金會，像董氏、弘道老人、世界
展望會等基金會外，由於工商發達，各個大企
業幾乎都設有慈善基金會來回饋社會，資源不
夠雄厚的本院，就需要加倍的努力



台北仁濟院社會福利事業推展與規劃

壹、目前推動之社會服務業務

一、「百年守護-社服串愛」之弱勢家庭經濟補助

協助區域涵蓋台北市、台

北縣、基隆市、宜蘭縣、花

蓮縣等，提供150戶經濟窘困

家庭經濟補助，每年經費總

計2仟萬元。

【百年守護－社福串愛】經濟補助專案



二、急難救助

協助遭受急難災害之個人或家庭度過危機，提供個案經濟

支持，扶助自立，協助項目包括生活補助費、緊急安置費、

健保費、看護費、喪葬補助費等。

莫拉克颱風賑災基金捐款



三、辦理國中、小學健康保健講座

四、參與並資助萬華地區中輟生關

懷輔導之「希望教室」、鄰近

小學之學童營養午餐。

校園衛教講座



五、舉辦老人身心活化站

辦理「老人身心活化課程」及「社區健康講座」二項活

動，結合本院附設院所之醫療檢測與老人照護資源，提供萬

華地區長者醫療復健、營養、社會心理等多層面之照護服

務。

六、獨居老人送餐服務

本院曾於94～98年，提供經費辦理萬華區獨居老人送餐服

務；目前接受社會局委託，即將開辦大同區之獨居老人送餐

服務。



七、社區關懷服務

辦理「重陽敬老活動」、「糖尿病宣導活動」、「心理衛生

宣導」等社區活動。

關懷銀髮長輩 為社區民眾健康把關



貳、未來規劃

一、因應長照保險計劃，籌辦長期照護機構，服務長者。

二、爭取里辦公處及學校的合作，做為民眾健康促進的根據

地。

三、擴充服務範圍，由萬華出發，逐步擴展到大同區、板橋

、蘆洲、五股等地區。



重振旗鼓的策略（1）

訂定明確的公益使命:以專業化的腳步朝向提供即
時適切的服務，引頸企盼受助者得到物質及心靈的
幫助

組織價值的風險分析:雖然我們動用的經費主要來
自我們機構自籌的資源，但是為提升我們服務品
質，透過人才的延攬、員工的訓練以以及行政革新
來促進服務的品質



重振旗鼓的策略（2）

爭取社會大眾的認同:以目前仁濟院及三個附設單
位的人才，不足以成就大業，號召社會大眾的認同
及參與，並招募富有朝氣的志工，才能有蓬勃的發
展

具有改絃更新進行重整的勇氣:為擺脫過去將近半
世紀的故步自封，透過人才的世代交替，延攬熟悉
社會福利專業人才，將時代潮流注入於老舊組織中



以仁心濟世為宗旨
繼續朝下一個世紀努力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