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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觀念

一、傳統上有關非營利組織的定義(Wolf, 1990)

1) 必須具有公共服務的使命。

2) 必須應被組織成一個非營利或慈善法人。

3) 他們的治理結構必須排除自利營私之經營結構。

4) 組織本身享有減免徵稅之優惠。

5) 具有可以提供捐助者減、免稅的合法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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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主性、倡導性和影響力(蕭新煌，2017)

• 一是自主性

• 大多數非營利組織負責人都自認不受特定家族、個別財團、政府官僚或某個政黨的支
配和控制。

• 在決策過程和人事任用上，也都能自主地做決定，這從第三部門的自主性可反映出台
灣民主的成熟度。

• 二是倡導性

• 大多數的非營利組織執事者，自信自己的組織有意識到應該發揮改革和改善社會功能
的使命感，諸如貧富差距、社會不公平和環境保護等重大社會議題。

• 期待自己能對這些議題透過「平和」但「積極」的改革途徑，對政府施壓，期待改變
政策來改善社會上存在的不良問題。

• 對於激進的抗爭活動手段，則顯得有些保留，不過他們卻懂得如何串連、聯絡和相互
聲援去讓他們的訴求得到倡議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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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影響力

• 半數非營利組織領導階層自評已有監督政府施政和遊說法案立法的影響
力，也有三成組織已投入政府公共政策的諮詢過程。

• 第三部門組織自許對社會大眾有提供服務給有需要的個人和團體，以及
宣導、啟蒙和教育大眾的社會影響力。

二、自主性、倡導性和影響力(蕭新煌，2017)



當前社會環境對非營利組織的影響

• NPO自主性企圖強，但仍有問題(蕭新煌，2017)

• 政府法令不夠周延、資源分配不均。

• 政府官員的威權心態未完全根除。

• 政府與NPO仍有互不信任之狀況。

• NPO自主性下，帶有排斥政府的色彩。

• NPO經營管理上的限制

• 人員不易留任，加以政府社會安全網產生磁吸效應，社工人才往該
方向流動，不利NPO發展。

• 資源稀釋，國內NPO組織大幅增加，但政府和民間資源有限。



當前社會環境對非營利組織的影響

• 疫情對NPO服務、經營和管理上的衝擊

• 服務關係產生斷裂，不易建立關係。

• 志願服務人力運用中斷，對於志願服務的人力資源管理造成影響。

• 人力資本不易培植，人才流失造成組織服務量能受影響。

• 組織服務中斷，營運績效受影響，可能衝擊下一年度的資源取得。

• 社會環境之影響，不利於傳統募款活動(義賣活動、園遊會、募款
餐會等)



因應的策略

• 政府

• 修改不合現實環境的管理規則及法令。

• 建立夥伴關係去除權威官僚心態(如公務人員訓練課程，加入對
民間社會非營利組織的認識與如何建立夥伴關係的內容與實務)。

• 政府不以資源分配去掌控權力，持續釋出資源(擴大公彩基金補
助，如御風而起計畫)。

• 因應疫情，彈性化公私合作關係，建立永續合作之可能性。



因應的策略

• 非營利組織

• 改變資源募集管道之可能，包含結合資訊科技。

• 建立以區域性為範圍，形成小型募款公益組織(小聯勸)。
• 建立與政府合作關係，增加混合資源的取得管道(如下圖)。
• 結合各項資源，建立人才培訓的數位學習平台。





討論大綱

一. 非營利組織與政府之間的合作與協力關係。

二. 如何厚植非營利組織的服務能量？

三. 後疫情下，非營利組織如何走出不同的服務格局？

四. 對於高雄市政府社福政策與執行層面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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