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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非營利組織擔負了社會重要的功能，為使研究的對象更加明確且具公信力，本研究選擇彰化縣截至八十九年九月底成立

的16家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中，宗旨明確，活動頻繁，知名度較高的4家基金會（秀和、至誠、海頓、武聖

宮），依照「組織管理」策略，加以資料蒐集，整理，作深度的訪談分析獲得以下的研究結果： 一、較早成立的基金會，

趨向濟貧紓困、急難救助；新成立的觀念較新，將資源與目標放在防範困境、疾病的預防、社會問題的預防（如單親家庭

、獨居老人、孤兒等服務）。 二、辦理活動較侷限於當地社區所需，議題深入且快速回應效果，但廣度不高，不能普遍。

三、活動的績效，社會資源的取得與該基金會的領導者，志（義）工的熱情成正比。 四、基金會的經費普遍不足（多以孳

息為主），建議活動以收費減輕財源負擔，並藉以提昇參與感及珍惜資源。 五、基金會的幹部及志（義）工，尚賴專業訓

練與輔導，財務管理透明化，徵信取得大眾信任，並參與政府業務承攬如公設民營福利業務⋯.等。 綜上為使基金會管理

制度更健全，政府應制定基金會自我評量表，以及成立專責監督管理體系，重視其角色的扮演，將有助益於社會福利的推

展。

關鍵詞 : 非營利組織，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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