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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扶輪出版暨網路資訊協會

理事長暨本刊發行人的話



分攤與訂閱的省思

3502地區前總監 陳弘修���������

很快的，再一個月就 2020年了，對台灣扶輪月刊來說，就要跨入第 60個年度，滿一甲

子了，實在是可喜可賀。台灣扶輪月刊 60年來一直衷心地扮演著一個連結世界與台灣扶輪

社友的角色，更深一層，它也連結了台灣各地區，各社及社友們。每一期的月刊傳達了扶輪

總部 (RI)的訊息及世界各地的扶輪動態給我們國內的扶輪社友，同時也把台灣扶輪社友的

活動和扶輪訊息做一個相互的交流。扶輪月刊的存在讓我們不致成為井底之蛙，也讓我們不

會故步自封，我們是扶輪人就應知扶輪事，我們需要它永續的存在。

台灣扶輪出版暨網路資訊協會的任務，除了準時出版手冊版的台灣扶輪月刊，以及電子

版月刊和內容包羅萬象，可供閱覽、搜尋及下載的「電子扶輪智庫」外。協會亦接下重任，

每年舉辦彰顯扶輪公共形象的「台灣扶輪公益新聞金輪獎」。另外，協會每年印製一本英文

版介紹台灣及台灣 12個地區所做的各項重大服務計畫手冊，發行國外，並在國際年會台灣

館分送給世界各地的扶輪社友，用以推銷台灣及台灣扶輪。

協會出版月刊及其他工作是日日在進行的，因此，我們除了理監事會及多個委員會外，

協會另聘有八位有給職員工各司其職，以確保每月的正式出刊及各項運作，因此，協會必須

有各種的花費，其中涵蓋了職員的薪資、勞健保、印刷費、運費、版權費、房租、翻譯費、

金輪獎的活動費、會議費、律師費、會計師費等等 30多項的支出，有此支出，就必須要有

財源，而因此財源若落在少數社友則負擔就很大而且極不穩定，若財源來自每位社友把它當

成共同的「分攤金」，就變得較公平而穩定，更何況程序手冊有明文規定每位社友均須訂閱

扶輪雜誌。因此，降低費用、全員繳費的分攤制度是理監事會認為是可行之策，尤其在訂閱

率節節下降之際，更是需要如此。

根據國際扶輪的政策彙編 (Code of Policy)明訂地區總監都必須是協會的當然理事，其目

的就要地區總監們共同肩負起推動協會的營運與會務，因為當屆總監是地區最重要、最有影

響力的領導人。因此我們亟力呼籲總監們加強宣傳與督導，讓每位社友們共同繳交「分攤

金」，讓協會繼續為所有社友做最好的服務。

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我們要懇請所有的社友以扶輪的「四大考驗」中的 是

否各方得到公平？來理解分攤金的概念，共同支持台灣扶輪以連接世界，也讓這本代表台灣

扶輪光榮歷史的雜誌能繼續發揚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