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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於社福慈善機構的蓬勃發展，社會需求超越了社會資源的成長速度，加上經濟不景氣與政府政策的改變，使社福慈善機

構陷入財務日漸緊縮的情況，也迫使社福慈善機構更主動、積極的開發各種管道尋找資源，甚至是創造資源，所以，在經

營策略上已有漸仿效營利組織，採行商業行為以維繫機構的生存及實現機構的理念，然而，在發展商業行為過程，對於內

部組織成員及外部接受度是否都能如社福慈善機構預期之效應，實為重要課題。因此，本研究希望藉由社福慈善機構發展

商業行為的情況，來了解不同的商業行為是否會影響其組織形象。 本研究將以台北地區的民眾作為研究母體，採行簡單隨

機抽樣方式來選取受測者，共發出330份問卷，回收321份問卷，資料分析方法採描述性統計分析、因素分析、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及事後檢定。 根據研究結果發現，不同商業行為類型的社福慈善機構對於其組形象皆達顯著性差異，且社會大眾對

於社福慈善機構設置庇護工廠對外營業型行為，在組織形象的看法都較趨於正面。 因此，在商業化的過程中，雖可為機構

帶來不少利益，但並非對機構完全沒有影響；所以，當機構在發展商業行為類型時，應多瞭解社會大眾對機構有哪些期待

與需求，這將會對機構形象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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