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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在暸解非營利組織服務性社團之募款策略，研究對象包涵了社會志願服務性社團、愛心慈善服務社團、環保服

務社團以及國際性服務社團。以一年之時間，運用質性研究之方式來探討研究旨趣所在。在質性研究過程中，以深度訪談

法進行資料之蒐集；以內容分析法、言談分析法進行資料之彙整與分析。彙總研究主要發現分述如下： 一、非營利組織服

務性社團經費取得之途徑有是來自政府、會費及會員個人捐款、企業或個人捐贈等三項。其中依組織性質不同，其經費來

源的比例也有所不同。 二、非營利組織服務性社團擬定募款策略考慮之因素有組織成立的目的、組織的公眾形象、會員的

認同感、社會的經濟景氣情況、企業策略聯盟、組織成員活動企劃能力、政府公關、組織領導人的領導風格等八項。且因

經費來源不同，其考慮因素也會所差異。 三、非營利組織服務性社團執行募款策略時所使用的方式有藉由辦理活動以申請

經費、加強會員聯繫、資源共享、訓練公關人員、成立顧問團、加強會員優質化等六項。且因經費來源不同，其策略執行

的方式也會所不同。 四、非營利組織服務性社團執行募款策略之困難有政府預算不足、社會經濟不景氣、不熟悉政府法令

、同質化社團太多、會員流失或不繳會費等五項。 五、非營利組織服務性社團常用之募款策略有形象策略、公關策略、行

銷策略、領導策略，且因經費來源不同，所採用的策略也隨之調整。 六、由於社團成員重疊性高，同質化社團太多，造成

社會資源分散，因而影響非營利組織服務性社團之社會功能，是本研究新的研究發現。 七、會員的向心力是組織生命維繫

的泉源，而組織的公眾形象又是提昇會員向心力的主要因素；然而要塑造非營利組織服務性社團的良好形象，組織成員必

需具備良好的公關能力，以取得政府及社會公眾的信任，故良好的公關策略是非營利組織服務性社團永續經營的重要參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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