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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非營利組織如同營利組織一般也面臨了激烈的競爭，如何籌措足夠的財源以維持非營利組織的運作，達成社會任務與使命

，可以說是非營利組織面臨的重大課題之一。 因此，行銷策略的應用成為非營利組織關注的焦點。傳統募款方式也逐漸出

現轉變，非營利組織如何行使「善因行銷」成了一項重要的課題。除了從行銷策略來看，本研究另一項關注焦點為個人層

面的「心靈會計」對非營利組織募款成效的影響。 本研究以慈濟功德會為研究樣本對象，共發出紙本問卷200份，共回

收200份，有效問卷200份，佔回收問卷的100%。根據問卷統計結果，本研究認為，善因行銷與心靈會計皆會影響非營利

組織的募款成效，而且善因行銷的預測力較為顯著。

關鍵詞 : 善因行銷、心靈會計、非營利組織募款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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