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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設立依據 

  一、財團法人臺南市台日文化友好交流基金會捐助章程 

第 一 條  

依照民法暨臺南市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自治條例，定名為「財團

法人臺南市台日文化友好交流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 二 條  

本會以協助政府與民間促進對日交流為宗旨，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下

列業務： 

一、推動台日兩地文藝交流活動，並培育相關文藝交流人才及志工。 

二、舉辦或協辦各類國際性、全國性及地方性等海內外活動。 

三、建立台日文藝及農業文化等交流平台。 

四、促進台日文化創意產業發展。 

五、台日文化學術之研究出版及發行。 

六、協助輔導臺南市轄管產業園區，吸引日本企業投資，並進行相關

研究及技術發展。 

七、臺日農特產品國際行銷推展。 

八、其他符合本會設立宗旨之相關交流活動。 

第 三 條  

本會設立基金共新臺幣六百萬元整，由社團法人台南市台日友好交流

協會、臺南市政府及民間捐助。俟本會依法完成財團法人登記後，得

繼續接受捐贈。 

第 四 條  

本會會址設於臺南市東區東門路二段 158 巷 68 號，並得視業務需

要，經主管機關許可後於國內、外設置分事務所。 

第 五 條  

本會設董事會管理之，董事會職權如下： 

一、基金之籌集、管理及運用。 

二、董事之選聘及解聘。 

三、董事長之推選及解職。 

四、內部組織之設置及管理。 

五、業務計畫之審核及執行。 

六、年度收支預算及決算之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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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捐助章程修正之擬議。 

八、其他重要事項之擬議或決議。 

第 六 條  

本會董事會由董事五人(公派董事一名)組成。 

第一屆董事由原捐助人選聘之，公派董事一名，由市府指派。第二屆

以後董事由前一屆董事會選聘之。董事均為無給職。 

董事須有五分之一以上具有從事主管機關規定之財團法人業務相關素

養或經驗。 

第 七 條  

本會董事任期每屆四年，連選得連任，董事連任不得超過五分之四，

董事在任期中因故出缺，董事會得另行選聘適當人員補足原任期。每

屆董事任期屆滿前一個月，董事會應召集會議，改選聘下屆董事。新

舊任董事，應按期辦理交接。 

第 八 條  

董事會置常務董事三人，由董事互選之，並由董事就常務董事中選舉

一人為董事長。 

第 九 條  

本會董事會每年至少開會二次，必要時得召集臨時會議。 

董事長未依規定召集，經現任董事三分之一以上以書面提出會議目的

及召集理由請求召集董事會議時，董事長應自受請求之日起十日內召

集之。逾期不為召集之通知，得由請求之董事報經主管機關許可後，

自行召集之。 

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議，無法親自出席，得書面委託他人代理；出

席人員以接受一人委託為限，且委託比率以不超過董事出席人數二分

之一為限。 

會議由董事長召集之並任主席，須有過半數董事出席始得開會。對於

議案之表決，以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行之。但下列重要事項之決議應

有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以董事總額過半數之同意並經主管機關

許可後行之： 

一、章程變更。 

二、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 

三、董事長及董事之選聘及解聘。 

四、法人擬解散之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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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各款如有民法第六十二條或第六十三條情形者，應先聲請法院為

必要之處分後，送本府備查。 

前四項重要事項之討論，應於會議十日前，將議程通知全體董事，並

依規定報請主管機關派員列席指導。會後並將董事會會議紀錄呈報主

管機關備查。 

前四項所討論之重要事項，不得委託代理出席。 

第 十 條  

本會得置執行長一人，並得設秘書三人負責企劃及推廣執行與會計財

務，承董事會及董事長之命辦理一切事務。其餘相關人員由執行長視

業務需求，報請董事長同意後聘任之。 

本會為執行業務需要得設專案執行委員會或專案諮詢委員。 

第 十一 條  

本會以每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卅一日為業務及會計年度，每年三月底

前，董事會應審定下列事項，函報主管機關備查。 

一、上年度工作報告及經費收支決算。 

二、本年度工作計畫及經費收支預算。 

三、財產清冊。 

本會上年度收入總額達新臺幣壹仟萬元以上，財務報表應委託經財政

部核准為稅務代理人之會計師進行財務查核簽證，於五月底前函報主

管機關備查。 

第 十二 條  

本會辦理本年度業務計畫以外之工作，應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主管機

關備查。 

第 十三 條  

本會辦理各項業務所需經費，以支用基金孳息及法人成立後所得捐贈

為原則。經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之管理使用，受主管機關之監督；其

管理使用方式如下： 

一、存放金融機構。 

二、購置本會自用之不動產。 

三、於安全可靠之原則下，經董事會同意在財產總額二分之一額度

內，轉為有助增加財源之投資或與政府機關合辦藝文活動之週轉

金。 

本會依前項第三款、第四款管理使用財產時，不得動用主管機關所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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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設立基金之現金總額。 

本會之財產不得存放或貸與董事、其他個人或非金融事業機構。 

第 十四 條  

本會由於業務需要或其他因素，變更董事、財產及其他重要事項，均

須經董事會通過，函報主管機關許可，並向法院辦理變更登記。 

第 十五 條  

本會係永久性質，於解散或撤銷許可時，經依法清算後之賸餘財產，

不得歸屬於任何自然人或營利團體。 

如有前項前段情事發生時，經依法清算後之賸餘財產應歸屬於董事會

指定之設立於中華民國境內之非營利團體。如董事會未有決議或其決

議有違反前項但書之情事時，其賸餘財產應歸屬於本會所在地之地方

自治團體。 

第 十六 條 

本章程訂於民國一百零八年十一月五日，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

令規定辦理。 

第 十七 條 

本章程經本會完成財團法人登記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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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111 年度工作業務計畫書 

一、第一屆第五次董事會 

二、實施內容： 

  

工作 

項目 
活動名稱 計畫重點及預期效益 

經費預算 

（新臺幣元） 

預 定 進 度 地點 

起 ― 迄  

111 年度(2022 年)工作業務計畫成果 

府東創意森林-本館展示區(丙種官舍 B 棟) 

1.  熊本縣南特展 

本次特展展出熊本縣南地區之特色工

藝品並介紹當地的魅力景點，更有日方

精心規畫的一系列 DIY 體驗活動，親自

體驗製作迷你榻榻米、酒標以及彩繪稚

子車、花手箱，期待透過工藝品展出與

體驗活動使臺灣民眾更加了解熊本工

藝品。展出期間也於現場設置縣南地區

的在地特產，民眾可透過特產介紹卡上

的購買連結線上訂購，即使不能出國也

能享受熊本縣特產的美好滋味。 

12/23-12/31 參觀人次 706 人、 1/1-

2/28 參觀人次 2680 人 

15,000 

110/12/23 

︱ 

111/2/28 

本館 

2.  
台灣寄席-一龍齋

貞彌講談秀 

以 YOUTUBE 的線上影音觀賞方式進

行，帶大家飛到日本京都豐島區浄寺知

足庵欣賞濃濃傳統文化落語及講談深

入了解日本歷史，並由柳亭市彌老師帶

來落語 「二番煎じ」及一龍齋貞彌帶

來講談 「は組小町」。讓台灣民眾深入

了解日本歷史並讓久住台灣的日本人

藉此懷念。活動參加人次 706 人 

無料 

110/12/15 

︱ 

111/02/12 

本館 

3.  福島縣工藝特展 

福島縣人文薈萃，產物豐富，因而出產

許多傳統工藝品，白河達摩、三春駒、

赤牛等，皆是長久流傳下來的傳統技術

與藝術。 

活動參加人次 706 人 

10,000 

111/03/7 

︱ 

111/09/12 

本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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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山口縣赤間硯特展 

赤間硯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建久 2 年

(1191 年)，據說當時已被供奉在鶴岡八

幡宮。到了江戶時代，由於禁入山林開

採石頭，只有在必要時取得藩主命令才

可採石，因此極為珍貴。 

  製造赤間硯的石頭質地堅硬、紋理細

緻精美、黏度又夠，易於加工，具備良

硯應有的優秀條件。硯石擁有細密緊緻

的鋒芒，有助於快速研磨出墨，墨色與

光澤度絕佳。 

  1975 年是被指定為「傳統工藝品」。

是山口縣最早被指定的國家傳統工藝

品。活動參加人次 429 人 

5,000 

111/09/12 

︱ 

111/10/6 

 

5.  日本達摩特展 

白河達摩起源於距今 300 年前，領主松

平定信讓當地的南畫家谷文晁描繪原

稿，也是讓當地的職人們至京都修行因

為臉上的特徵被稱為「白河鶴龜松竹梅

達摩」，眉毛代表鶴、鬍鬚代表烏龜、鬢

髮代表松與梅(又或梅)、下方的鬍鬚代

表竹(又或松與竹)，看起來非常福氣。白

河達摩不僅是吉祥物品，也被當作是讓

人心想事成的幸運物。依古老習俗，祈

求商業繁盛、家庭圓滿與學業成功時，

先畫上達摩的左眼，待願望成真時，再

畫上達摩的右眼。每年的 2 月 11 日舉

辦的「白河達摩市」，約有 15 萬人湧入。 

活動參加人次 843 人 

 

111/10/7 

︱ 

111/11/6 

 

6.  
2022 小學生九谷

燒展 

於四月所辦理的原畫徵選，由加賀市九

谷燒師匠精心燒製，於兩地展出。今年

以「幸福的時刻」為主題，台南共募得

950 件，參與學校比以往多出兩倍，共

有 38 間小學共襄盛舉。日本全國也募

得 2,577 件，臺南市今年獲得臺南市長

獎殊榮的是就讀新民國小的王盈又同

學，其作品「和媽媽一起去買菜」，大大

10,000 

111/11/8 

︱ 

112/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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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笑臉及鮮活的蔬菜讓人感受到無比

幸福愉悅溫暖的時光，引人入勝。 

透過日本國家指定工藝品-九谷燒搭起

兩市小學生們的交流橋樑，促使兩市的

小學生認識台日兩國的不同文化，成為

兩地情誼的最佳見證，促進台日兩國的

文化交流，更為疫情衝擊下的環境注入

一股暖流。活動參加人次 3415 人 

111 年度辦理之計畫活動 

7.  2022 台日物產展 

邀請到來自日本鳥取縣-日本海沿岸最

大漁業城市的境港市所出產的「千代

結」酒造清酒。千代結象徵人與人之間

永恆不變的幸福連結與傳承，特別研發

出最適合海鮮料理的搭餐酒款：鮪魚純

米吟釀、鰻魚日本酒以及酒標上畫有最

具知名漫畫「鬼太郎」圖案的純米吟釀

一口杯；還有自江戶時代傳承至今的古

老釀造廠「松井酒造」。酩技  Izumi 

Premium 是代理進口的日本優良產品

全新設計的品牌，包含：清酒杯、燒酎

杯、啤酒杯、威士忌杯等日本酒器，知

名高級吐司專門店 TREESBREAD，還有

我們台南白河地區在地的物產，透過品

嚐日本美酒、品嚐台南農產美食，深入

認識兩地文化，不用出國就可以盡享日

本風情，一解疫情下無法出國的鬱悶。 

活動期間共銷售 98,621 元整。 

來客數約 254 人次。(受疫情影響下) 

75,291 

111/04/21 

︱ 

111/05/08 

後壁 

8.  
台日食農體驗交流

展 

2022 年 5 月 28 日(六)、5 月 29 日(日)

將在府東創意森林與社團法人臺灣大

台南發展促進會共同舉辦「台日食農體

驗交流展」並於 5/26(四)先行舉辦開幕

記者會，希望藉由活動集結臺南市後壁

區及臺南各地區的社區與農友一同推

廣臺南農產，並邀請日本友好城市或廠

242,424 

111/05/28 

︱ 

111/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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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展售日本農特產，讓臺日民眾能夠相

互認識兩國的特色農產。另外活動將由

臺南市後壁區仕安社區合作社安排食

農 DIY 體驗，期待民眾能在體驗的過程

中認識食農教育的重要性。 

活動參加人次 958 人次 

9.  

2022 總爺和風文

化祭-山口縣工藝

特展 

今年邁入第 10 年的「2022 總爺和風文

化祭-山口縣工藝特展」首度特別安排

至暑假間登場，今年除了特別規劃台南

文創美食市集，結合麻豆商圈與麻豆農

會在地特產，並有開幕系列活動，包括

「穿越台灣 1930」、「牧歌音樂工作室

與曲盤聽講文化工作室」、「山本柳日本

舞踊」等 8 場演出，以及大內漆器彩繪、

赤間硯書寫、金魚燈籠彩繪、和風髪飾

手作體驗共 22 場次，還有日式浴衣攝

影體驗、山口縣限定手工藝品有獎徵

答、金魚燈籠打卡網美牆；還首度規畫

將金魚燈籠裝飾在園區的綠色隧道與

民眾暢遊，開幕活動兩日來館及觀看開

幕演出活動人數首度突破10,098人次。 

此次集結 90 多件、12 種類的山口縣傳

統工藝品，包含大內漆器、萩燒、赤間

硯、萩玻璃、萩人偶、武者織、鬼揚子、

仁王面具、石人偶、金魚燈籠、德地和

紙、柳井縞等，日式禪風的展場氛圍，

令人耳目一新。 

開幕活動兩日參觀人次約 10,098 人 

展期期間參觀人次約 10,704 人 

913,902 

111/07/09 

︱ 

111/09/11 

台南

麻豆 

總爺

藝文

中心 

10.  
う ~ 盛夏的宴席 

土丑日餐酒會 

「土用丑日」正是一年當中暑氣正盛的

時期，從古早就有流傳下來在丑日吃一

些「う」開頭食物的習慣，據說就能養

生；也在江戶時代開始，有了吃鰻魚的

習慣，鰻魚的營養高又能避免酷暑，非

常受日本人喜愛，藉著「土用丑日」這

一天，來場美酒與美食的宴席吧!本次活

14,807 111/07/23 

豐藏 

鰻魚

料理

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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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特邀請到台灣清酒協會的專業講師，

來和大家聊聊土用丑日以及日本酒的

特色，並搭配豐藏的鰻魚料理，活動非

常踴躍。 

參加人數約 30 人 

11.  

2022 台日小學生

九谷燒作品招募暨

展覽 

於四月所辦理的原畫徵選，由加賀市九

谷燒師匠精心燒製，於兩地展出。今年

以「幸福的時刻」為主題，台南共募得

950 件，參與學校比以往多出兩倍，共

有 38 間小學共襄盛舉。日本全國也募

得 2,577 件，臺南市今年獲得臺南市長

獎殊榮的是就讀新民國小的王盈又同

學，其作品「和媽媽一起去買菜」，大大

的笑臉及鮮活的蔬菜讓人感受到無比

幸福愉悅溫暖的時光，引人入勝。 

透過日本國家指定工藝品-九谷燒搭起

兩市小學生們的交流橋樑，促使兩市的

小學生認識台日兩國的不同文化，成為

兩地情誼的最佳見證，促進台日兩國的

文化交流，更為疫情衝擊下的環境注入

一股暖流。活動參加人次 530 人 

73,894 

111/10/28 

︱ 

111/11/06 

新營

文化

中心 

12.  

2022 暖暖府東青

農農產交流-府冬

農收市集 

本次市集帶來臺南優質農特產品及日本物 

產，並於 10 日下午舉辦的開幕式，由津輕

三味線臺灣雅三絃會以及台南應用科技大

學音樂系木揚人帶來精彩的演出，為此活

動增添許多藝文氣息。 

本次除邀請多家農家設攤外，也邀請了諸

多飯店業、百貨業者前來參與，期待臺南農

業能有多元發展與異業合作的機會。 

臺南農特產外銷國際時，時常獲得當地民

眾的高評價。因此集結臺南各地區農友展

售臺南農特產，並邀請到大家熟知的關廟

老張鳳梨的鳳梨豆腐乳與鳳梨冰茶、瑞香

農產的芝麻黑豆製品、麻佳柚園新上市的

柚香桂花果醬和柚香紅茶果醬，以及梅朋

友準備了酸甜好滋味的梅釀汁、梅醋、梅酒

等。這次特別邀請到今年榮獲法國農產品

189,885 

111/12/10 

︱ 

111/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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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執行成果效益： 

透過推動日本及台灣間的藝術文化交流活動，達到台灣及日本的民眾互相認識、了解。並

在建構起台灣和日本的文化藝術、農業文化等交流平台之上，促進台灣和日本文化創意產

業、文化學術研究之發展，以及農特產品之行銷與推廣。 

四、活動執行檢討： 

雖然上半年還是因為受到疫情影響，導致部分活動沒有達到預期效益，而活動宣傳度上也

遇到民眾反應知道活動想參與時，常常只剩下 1 天或結束了，未來需要再多思考是否多開發或

增加宣傳平台去提高活動曝光度。 

加值協會 ( 國際油品競賽 金牌的找到田

蔬果農場推廣印加果油。臺南蜂農良軒養

蜂場及蜜香園也出席本次市集，展現臺南 

豐富多元的農產品。臺灣稻米產量數一數

二的後壁區，其中芳榮米廠的臺灣越光米

「台南 16 號米」獲得 2019 精饌米獎臺 灣

好米組冠軍 

在11日市集活動限定一天帶來優質好米及

米製品，並推出米袋彩繪 DIY，體驗的民眾

即可將一公斤的無米樂冠軍米帶回家。 

活動中更限量展售日本四國地方高知縣物

產，帶大家認識《麵包超人》以及坂本龍馬

的故鄉，擁有豐富自然資源以及優美自然

環境的高知縣，絕對值得大家深度造訪。高

知縣對農業發展的理念的理念及技術令人

讚嘆不已，希望未來臺南市與高知縣在農

業上的交流能夠日益頻繁，並增進兩國農

業發展的規劃與技術。 

參觀人次約 1,500 人次 

13.  

日本文化展演 

2022 東亞日本茶

文化 

此次活動以日本傳統樂器講演、茶文化

體驗、和服華道展三場主題活動進行，

除了介紹以日本在吸收中國茶文化後

如何發展出體系化的茶道從何了解抹

茶道及煎茶外，現場也可直接品茗到日

本茶道、煎茶及台灣茶的各風味特色，

另深入淺出的介紹三味線、日本箏的傳

統及現今的結合。 

參觀人次約 580 人 

40,000 

12/28 

︱ 

12/30 

成功

大學

光復

校區

歷史

文物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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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組織概況 

一、 董事名單 

     第一屆董事名冊 任期：自民國 108 年 11 月 05 日起至民國 112 年 11 月 04 日止 

 職稱 姓名 性別 出生地 經歷/現職 任期 

1 董事長 李退之 男 臺灣臺南市 

曾任 

立法委員蘇煥智國會助理 

台南縣政府新聞室主任 

教育部政務次長辦公室機要秘書 

民進黨中央黨部秘書長辦公室主任 

南榮科技大學生技中心副執行長 

第一、二屆臺南市議員(2010-2017)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現任財團法人臺南市台日文化友好交流基金會

董事長 

109.02.03 

︱ 

112.11.04 

2 常務董事 張良澤 男 臺灣彰化縣 

曾任國立成功大學講師、日本筑波大學副教授 

真理大學文學系教授 

現任真理大學台灣文學資料館榮譽館長 

108.11.05 

︱ 

112.11.04 

3 常務董事 殷世熙 男 臺灣臺南市 

曾任   

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副局長 

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局長 

現職  臺南市政府參事 

108.11.05 

︱ 

112.11.04 

4 董事 黃崑虎 男 臺灣臺南市 

總統府 國策顧問 

李登輝之友會總會長 

台灣之友會會長 

108.11.05 

︱ 

112.11.04 

5 董事 張乃彰 女 臺灣苗栗縣 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 志工 

108.11.05 

︱ 

112.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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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組織系統圖 

 

 

 

  

董事會

執行長(兼任)

李退之

交流企畫部

主任 蔡佳容

行政管理部

主任兼和茶寮店長 梁緹穎

行銷公關部

鄭郁霈、曾子桐、林筠哲

董事長

李退之

常務董事

張良澤

常務董事

殷世熙

董事

黃崑虎

董事

張乃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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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111 年度決算表 

財團法人臺南市台日文化友好交流基金會 

收支營運決算表 

中華民國111年度 

項目 
本年度預算數 

(111 年) 

本年度決算數 

(111 年) 

前年度決算數

(110 年) 
說明 

      基金會結餘 778,473 1,302,541 772,957   

壹     收入 4,935,000 6,154,741 7,517,324   

  一   補助收入 600,000 351,395 750,000   

    1     中央政府補助 300,000 341,000 468,000 本會提企畫申請 

    2     其他補(捐)助 300,000 10,395 282,000 紓困減收 

  二   業務收入 4,315,000 5,736,480 6,732,146   

    1   一般捐贈收入 3,500,000 3,640,000 4,589,720 
董事、個人、企業、機

關及公協會捐贈 

    2   專案收入 665,000 1,405,000 1,467,000 執行委辦專案收入 

    3   其他收入 150,000 691,480 675,426 
活動報名費、商品代售

費等 

  三   業務外收入 20,000 66,866 35,178   

    1   利息收入 20,000 66,866 35,178 銀行存款息 

貳     支出 4,935,000 6,119,722 6,987,740   

  一   業務支出 4,935,000 6,119,722 5,381,740   

    1 人事費 2,210,764 2,116,767 2,424,259 專職及兼職人員薪資 

    2 辦公費 394,218 260,918 337,203 租金、通訊、修繕費 

    3 業務費 2,212,043 3,556,295 2,406,688 執行專案業務之支出 

      專案業務費 2,030,000 2,594,359 2,015,093 執行專案業務支出 

      其他業務費 182043 961,936 391,595 

國內外差旅費、公共關

係費、業務推展、會議

費、交通補助、國內外

交流活動 

    4 設備費 45,000 34,555 108,590 硬體設備維護費 

    5 管理費 72,975 151,187 105,000 
保全、火險、公共意外

險、庭園景觀維護等 

  二   捐助 -  -  1,606,000  

    1 捐助國內團體 -     -  1,606,000  

    2 捐助國外團體            -  -     

    3  所得稅費用(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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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賸餘(短絀) 0       35,019  529,584   

      資產負債         

      流動資產 778,473 1,337,560 1,302,541   

      非流動資產 6,000,000 6,000,000 6,000,000   

      流動負債(應付款)         

      淨值 6,778,473 7,337,560 7,302,541 設立基金 600 萬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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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111 年度經費運用情形概況表 

財團法人臺南市台日文化友好交流基金會 

111 年度經費運用情形概況表 

 

 

收入部份 支出部分 

項目 金額 ％ 項目 金額 ％ 受益人數 

中央政府 

補助收入 

341,000  5.54％ 人事費 2,116,767  34.59％ 參考業務報告 

其他補助收入 

(紓困減收) 

10,395  0.18％ 辦公費 260,918  4.26％ 參考業務報告 

 一般捐贈收入 3,640,000  59.14％ 專案業務費 2,594,359 

 

 42.39％ 參考業務報告 

專案收入 1,405,000  22.83％ 其他業務費 961,936  15.72％ 參考業務報告 

其他收入 691,480  11.23％ 設備費 34,555  0.57％ 參考業務報告 

利息收入 66,866  1.08％ 管理費 151,187  2.47％ 參考業務報告 

    捐助 0   參考業務報告 

合計 6,154,741  100％ 合計 6,119,72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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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財產清冊 

財團法人臺南市台日文化友好交流基金會  

111 年度財產清冊  

名 稱 單位/數量 
金 額

(元) 

備註：存放機關及其

證明文件字號 

經法院

登記 

動產-銀行存款 6,000,000 
 

不動產   
 

有價證券   
 

  
 

小計 6,000,000 
 

未經法

院登記 

動產-臺灣銀行存款 1,038,616 
 

動產-玉山銀行存款 272,727 
 

動產-零用金 4,132 
 

不動產   
 

有價證券   
 

應收款  499,925 
 

應付款  477,840 
 

小計  1,337,560 
 

 

  



17 
 

柒、 111 年度捐贈收入明細 

匿名捐贈收入明細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111 3 16 000013 私人企業 2,800,000            匯款 111 5 16

111 9 8 000016 私人企業 700,000               匯款 111 11 7

111 12 20 000017 私人企業 10,000                  現金 -    - - 

111 12 20 000018 個人 10,000                  現金 -    - - 

111 10 18 000019 個人 12,000                  匯款 111 10 18 (單據補開)

合計 3,520,000            

捐贈成大

文化展演

存入專戶

日期 備註
交易日期 憑證

號數

受贈收據

編號
捐贈者簡述 金額或價額 捐贈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