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公益團體收入現況暨
民眾對於社會參與意願之調查



‘’
近年來國內外有許多重大災害及社
會事件發生，自律聯盟觀察到一些
公益捐款的移動，故透過

1.統計分析自律聯盟盟友103/104年度收
入狀況
2.統計分析自律聯盟盟友103/104年度申
請公益勸募字號數量及成果
3.發放網路問卷「民眾對於社會參與意願
之調查」

希望能呈現目前台灣公益團體收入
現況及民眾對於社會參與之意願。

緣起與目的



1.
以自律聯盟盟友

103/104年度收入狀況
為例



自律聯盟盟友103/104年度收入狀況

研究方法

時間： 103年& 104年
樣本數：自律聯盟盟友240家
資料來源：自律聯盟盟友財務報告
統計分析：敘述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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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法人型態

財團法人 社團法人

59%

41%

服務範圍

全國性 地方性

自律聯盟盟友基本資料

69%

14%

11%

6%

地區

北區 中區 南區 東區



自律聯盟盟友基本資料

500萬以下

13.7%

500-1000萬

15.4%

1000-3000萬

28.6%

3000-5000萬

11.5%

5000萬-1億

15.4%

1億-5億

13.7%

5億以上 1.7%

500萬以下 500-1000萬 1000-3000萬 3000-5000萬

5000萬-1億 1億-5億 5億以上

依年收入規模分類



自律聯盟盟友103/104年度收入變化

北區 中區 南區 東區

總收入 = ↓1% = =

政府補助收入 = ↓2% ↑1% =

非政府捐贈收入 = ↓1% = ↑1%

▣以地區比較



自律聯盟盟友103/104年度收入變化

500萬
以下

500-
1000萬

1000-
3000萬

3000-
5000萬

5000萬
-1億

1-5億
5億以
上

總收入 = = = = ↓3% ↑1% =

政府補助
收入

= ↓1% ↑2% = ↓4% ↑2% =

非政府捐贈
收入

= = = = ↓3% ↑4% ↑1%

▣以組織年收入規模比較



自律聯盟盟友103/104年度收入變化

病友/病患 身心障礙者

總收入 ↑3% =

政府補助收入 ↑1% ↑3%

非政府捐贈收入 ↑5% ↓2%

▣以組織服務對象比較

依組織服務對象區分，大部分自律聯盟盟友在政府補助及民間捐
助上，103及104年度收入變化並不明顯，唯有以病友/病患及身
心障礙者為服務對象之組織，在政府補助及民間捐助上有較大幅
度的變化。



2.
以自律聯盟盟友申請

公益勸募字號數量及成果
為例



自律聯盟盟友103/104年度申請公
益勸募字號數量及成果

研究方法

時間： 103年& 104年
樣本數：自律聯盟盟友240家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公益勸募管
理系統
統計分析：敘述統計



▣自律聯盟盟友103/104年度公益勸募申請狀況

自律聯盟盟友103/104年度申請公
益勸募字號數量及成果

單位總數(家) 案件總數

103年度 114 150

104年度 136 177

單位總數及案件總數



▣自律聯盟盟友公益勸募申請狀況

自律聯盟盟友103/104年度申請公
益勸募字號數量及成果

人群服務
自願性健康協
會與醫療科學

公民權利、社
會運動與倡導

慈善、志願補
助基金會

健康照護 動物相關

53.2%(174件) 9.2%(30件) 7.0%(23件) 6.4%(21件) 5.5%(18件) 3.1%(10件)

教育
心理衛生與
危機介入

宗教相關 青年發展
社區改善與
能力營造

就業
糧食、農業
與營養

2.1%(7件) 1.8%(6件) 1.8%(6件) 1.5%(5件) 1.5%(5件) 1.2%(4件) 1.2%(4件)

國際、對外
事務與國家

安全

人文藝術與
文化

環境 醫學研究
公共安全、
災難準備救

災

公共與社會
利益

犯罪與法律
相關

0.9%(3件) 0.6%(2件) 0.6%(2件) 0.6%(2件) 0.6%(2件) 0.6%(2件) 0.3%(1件)

103/104年度公益勸募申請案件數比例－以服務類型區分(共327件)



500萬
以下

500-
1000萬

1000-
3000萬

3000-
5000萬

5000萬
-1億

1-5億 5億以上

103與104年
度比較

↑17% ↑10.7% ↓3.9% ↓8.9% ↑10.2% ↑0.5% ↑15.4%

▣勸募達成率－以組織年收入規模比較

年收入規模在1000萬以下以及5000萬以上之自律聯盟盟友，其104
年度公益勸募達成率較103年度高。

自律聯盟盟友103/104年度申請公
益勸募字號數量及成果



3.
民眾對於社會參與

意願之調查



民眾對於社會參與意願之調查
網路問卷研究方法

問卷調查對象：國內15歲以上一般民眾
抽樣方法(問卷發送方式)：
▣ 調查時間：於2016年8月1日起至 2016年9月15日止
▣ 非隨機抽樣：滾雪球抽樣
▪ 由自律聯盟同仁傳給週遭親友，並再由其親友向外擴散問卷。
▪ 邀請盟友夥伴協助轉發問卷
▪ 於臺灣大學電子佈告欄(PTT)的問卷版上發出問卷

問卷回收情形：發出問卷 581 份，回收之有效問卷計
577 份，無效4份，有效問卷回收率 99.3%
資料處理及分析方法：次數分析、多因子變異數分析
(Scheffe法)、獨立樣本t檢定



填答者描述

▣ 填答者男女比例約為1：２
▣ 近7成填答者為34歲以下之青年
▣ 填答者63.3%為有固定工作者，20.7%為學生，15.3%為無
固定工作者

65.2%
34.1%

女性 男性

22.7%

44.9%

19.8%
11.9%

24歲以下 25-34歲 35-44歲 45歲以上

63.3%

20.7%
15.3%

有固定工作者 學生 無固定工作者

年齡 工作狀況性別



‘’

1.4%

5.2%

12.4%

27.0%

28.6%

37.0%

39.6%

53.5%

82.6%

其他

投書各式媒體

參與公民會議

參與公益賽事

參與公益表演

轉發相關文章

關注公民參與議題

參與志工活動

捐款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社會參與活動類型(複選)

捐款
是最常見的社會
參與方式，

其次為

參與志工活動



‘’
近６成的民眾關注或是

參與過公益團體組織，從

中蒐集到220個團體組織
的名單。

其中最常被提到的10個單
位為：

▣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
基金會
▣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
▣台灣世界展望會
▣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荒野保護協會
▣創世社會福利基金會
▣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
▣綠色和平基金會

依筆畫排序



4.0%

7.1%

7.4%

19.4%

29.1%

29.9%

72.8%

0.0% 20.0% 40.0% 60.0% 80.0%

憤世嫉俗

其他

宗教信仰

受親友家人影響

自我肯定

追求真相以及真實體…

回饋社會

社會參與的動機(複選) 7成以上的人社會
參與的動機是為了
「回饋社會」，
而「追求真相以及
真實體驗」和
「自我肯定」則各
佔了將近3成。



認識社會參與活動的方式很多元，

7成以上的填答者都是利用網際網路。

2.9%

5.0%

21.7%

33.7%

41.8%

77.3%

0.0% 20.0% 40.0% 60.0% 80.0%

其他

路邊攤位

廣播電視

各式海報、傳單、報紙、雜誌

親友家人介紹

網際網路

透過何種方式知道各式社會參與活動(複選)



‘’

將近5成的人，每週花費
不到一小時的時間關注社
會參與議題或活動。

以年齡來看，45歲以上的
族群，相較其他年齡層，
每週投入的時間最多。

47%

30%

9%

9%
5%

1個小時以下 1~3小時 3~6小時

6小時以上 完全不會

每週花多少時間在關注社
會參與議題或活動



有將近8成的人願意和親友家人談論各式社會參
與的議題或活動。

會，挑選話題內容

63%

會，不忌諱任何話題，

侃侃而談

15%

不會，對方沒興趣

11%

不會，自己不了解

11%

是否會和親友家人討論各式社會參與的議題或活動



關於捐款的原因，有6成5以上的人
「相信透過捐款可以幫助更多人」。

另外，也有6成以上是因「認同理念」而捐款，

顯示民眾重視團體組織的核心價值。

1.7%

2.8%
6.4%

8.6%

10.8%
33.9%

36.1%

61.6%

66.4%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其他

被他人說服

自我肯定，表現自己

宗教信仰因素

可以抵稅

沒有時間親身參與志工活動，所以捐款

自己並非專業人員，捐款給專業組織由他們執行

認同理念

相信透過捐款可以幫助更多人

捐款的原因(複選)



6成7的人捐款頻率
為「偶而為之」，
「定期定額每月一

次」則是超過2成。

68%

21%

6% 5%

偶而為之 定期定額每月一次

定期定額每年一次 從來沒有

捐款頻率

• 24歲以下以及學生
族群，捐款的頻率
最低。

• 女性捐款頻率大於
男性



目前會使用網路了解
組織團體責信狀況的

民眾大約佔4成

18%

12%

8%

1%

61%

有使用過哪一些網站來關注團體或

活動的責信情形

聯合勸募

公益團體自律聯盟

衛生福利部公益勸募管理系統

其它

都沒有使用過



‘’
近8成的民眾認

為，公開財務報
表以及工作報告
書相當重要，公
開透明與否，將
會對組織的認同
有影響。

2.5%

27.4%

66.4%

78.3%

78.3%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其它

捐款芳名錄

官方網頁

工作報告書

財務報表

團體組織將哪些資訊公開透明，會使您對

它的認同有影響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