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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調查對象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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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地
6成北北基桃竹

學歷大學以上近9成

2022捐款人樣貌

女性居多佔7成4

超過5成6未婚/近7成無子女

超過6成39歲以下

有宗教信仰者6成3
無宗教信仰者3成7

7成7為受僱者
以服務業居多
接續為非營利事業、軍警公教

平均月收入
46,670-105,000元最多(34.9%)
其次為34,000-46,600元(26.7%) 
第三為34,000元以下(24%) 

(N=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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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五關心議題
兒少福利、身障、急難救助、

動物保護、老人福利

捐款人行為

參與公益
捐款仍是參與公益最主流的方式

其次為捐贈發票
第三為購買商品支持

捐款方式
超過8成5捐款人使用過線上捐款
其中8成使用線上信用卡刷卡

訊息管道
公益團體的官方網站/頁面

其次為社群媒體轉發

捐款前
近8成4捐款人會估狗確認
其中9成透過官方網站了解

捐款後
僅5成6捐款人會追蹤相關資訊

金額/頻率
單次捐款金額50-1000元佔3成
其次為1000-5000元約佔2成5
定期定額比例為3成6



46.5%
41.0%

31.9%

20.8% 20.6%
18.1%

15.7%
11.7% 10.9%

4.2%
0.8%

過去一年公益參與的方式(N=1411)

4成捐款人以捐贈發票、支持並購買產品參與公益

捐贈
發票

支持並
購買商
品

加入或
追蹤社
群媒體
網絡

捐贈點
數、紅
利、回
饋金等

捐贈
物資

訂閱組
織電子
報

口耳
相傳
理念

參與
活動

擔任
志工

擔任無
給職理
(董)監
事

捐贈
虛擬
貨幣



0.4%

2.4%

2.8%

5.3%

6.6%

7.3%

9.8%

23.2%

24.9%

26.4%

27.6%

32.0%

32.5%

63.4%

74.1%

其他

親朋好友推薦

本身為受服務對象

可以抵稅

喜歡捐款好禮

發生重大災難

宗教信仰因素

自我肯定，有能力回饋社會

幫自己/家人做功德

對弱勢族群的報導感到同情

沒有時間親身參與公益活動

把捐款視為一種社會投資

自己並非專業人員

認同該組織理念

相信透過捐款可以幫助更多人

捐款的原因(N=1411)

7成5捐款人相信捐款

可以幫助更多人，

6成為認同組織理念



0.4%

2.4%

2.8%

5.3%

6.6%

7.3%

9.8%

23.2%

24.9%

26.4%

27.6%

32.0%

32.5%

63.4%

74.1%

其他

親朋好友推薦

本身為受服務對象

可以抵稅

喜歡捐款好禮

發生重大災難

宗教信仰因素

自我肯定，有能力回饋社會

幫自己/家人做功德

對弱勢族群的報導感到同情

沒有時間親身參與公益活動

把捐款視為一種社會投資

自己並非專業人員

認同該組織理念

相信透過捐款可以幫助更多人

捐款的原因(N=1411)

超過3成捐款人

將捐款視為社會投資，

並期待看到社會影響力

的發生



平捐款金額以501-1000元為首

僅有3成6捐款人定期定額，其中近9成是每月定捐

6%

15%

18%

31%

25%

2%

2%
1%

平均單次捐款金額

(N=1411)

100元以下

101-300元

301-500元

501-1000元

1001-5000元

5001-1萬元

10001-5萬元

超過5萬

4.8%

5.0%

36.1%

70.9%

定額不定期

定期不定額

定期定額

不定期不定額

捐款頻率(複選) (N=1411)

定期定額頻率(N=561)

89.5% 3.9% 0.2%

每月 每年每季 其他

6.4%



4.8%

5.0%

36.1%

70.9%

定額不定期

定期不定額

定期定額

不定期不定額

捐款頻率(複選) (N=1411)

定期定額頻率(N=561)

89.5% 3.9% 0.2%

每月 每年每季 其他

6.4%

50歲以上的捐款人，

超過5成有定期定額

40-49歲 39.2%
30-39歲 35.2%
20-29歲 24.4%



51%

44%
38%

30%
26%

21% 19% 19%

55%

40%
32%

29% 31%

22%

-

17%

兒童福利 身心障礙福利 急難救助 動物保護 老人福利 環境保護 青少年福利 健康醫療

2022 2020

傾向捐款的議題 (N=1411)

前三捐款議題：兒福、身障、急難救助

19%
15% 13% 13% 12% 11%

7% 5% 4%

17%
14% 15%

11% 11% 11%
8% 7% 5%

婦女福利 人權和平 綜合性服務 家庭福利 性別平等 教育與科學 心理衛生 文化藝術 國際合作交流

*2020年為兒少福利，2022年分為兒童福利及青少年福利



51%

44%
38%

30%
26%

21% 19% 19%

55%

40%
32%

29% 31%

22%

-

17%

兒童福利 身心障礙福利 急難救助 動物保護 老人福利 環境保護 青少年福利 健康醫療

2022 2020

傾向捐款的議題 (N=1411)

前三捐款議題：兒福、身障、急難救助

20-29歲捐款人中，近4成關心動保議題

30-39歲 31.6%  |  40-49歲 29.0%  |  50歲以上17.0%

*2020年為兒少福利，2022年分為兒童福利及青少年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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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路基金會
世界展望會
台灣之心愛護動物協會
弘道基金會
伊甸基金會
兒童福利聯盟
家庭扶助基金會
創世基金會
喜憨兒基金會
報導者文化基金會

無國界醫生
華山基金會
陽光基金會
愛盲基金會
慈濟基金會
瑞復益智中心
勵馨基金會
聯合勸募
羅慧夫基金會
Green Peace綠色和平

捐款人最近一次捐款的前20家公益團體
(本次研究統計，團體依照筆畫順序排列)



0.8%

7.4%

8.0%

12.3%

15.7%

17.3%

17.8%

22.7%

33.2%

59.3%

71.0%

其他

街頭倡議募款人員

其他相關平台

群眾募資平台

參與公益相關活動

新聞媒體報導

親朋好友告知

線上捐款平台

公益團體媒體廣宣

社群媒體轉發之訊息

公益團體官方網站/帳號

得知募款訊息的管道 (N=1411) 7成捐款人透過組織

官方網站/社群獲得募款訊息，

6成捐款人透過社群的轉發訊息



35 % 僅有線上捐款

32 %

大多線上捐款
偶爾實體捐款

13 %
一半線上捐款
一半實體捐款

6 %

偶爾線上捐款
大多實體捐款

14 %

僅有實體捐款 實體/線上捐款比例(N=1411)



35 %

32 %

大多線上捐款
偶爾實體捐款

13 %
一半線上捐款
一半實體捐款

6 %

偶爾線上捐款
大多實體捐款

14 %

僅有實體捐款

實體/線
上捐款比

例
(N=1411)

超過8成5捐款人使用線上捐款

僅有線上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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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9.8%

12.9%

24.2%

6.2%

4.8%

6.3%

10.4%

16.3%

12.5%

12.4%

11.0%

28.0%

32.3%

34.2%

31.9%

34.2%

40.6%

34.2%

22.5%
僅有實體

大多實體，偶爾線上

一半實體，一半線上

大多線上，偶爾實體

僅有線上
20-29歲

50歲以上

30-39歲

40-49歲

30-39歲捐款者，超過40%僅用線上捐款



線上捐款以信用卡為主；實體捐款以現金為主

0.3%

0.3%

7.7%

10.3%

16.1%

26.7%

32.3%

64.7%

支票捐款

其他

超商機台

街頭募款捐款

現場信用卡刷卡

超商/店頭零錢捐

郵局/銀行ATM轉帳或劃撥

現金捐款

實體捐款方式(N=915)

0.2%

0.6%

1.2%

2.3%

6.4%

12.2%

22.7%

28.7%

82.7%

其他

虛擬貨幣

手機電信工具

信用卡消費捐贈

信用卡紅利點數捐贈

超商點數捐贈

線上郵局或銀行轉帳

手機支付工具

線上信用卡刷卡

線上捐款方式(N=1218)



2020年自律聯盟調查，

手機支付比例為11.2%，

2022年成長至28.7%

0.6%

1.2%

2.3%

6.4%

12.2%

22.7%

28.7%

82.7%

2.4%

3.4%

9.6%

11.3%

24.2%

11.2%

56.1%

虛擬貨幣

手機電信工具

信用卡公益聯名卡消費捐贈

信用卡紅利點數捐贈

超商點數捐贈

線上郵局或銀行轉帳

手機支付工具

線上信用卡刷卡

線上捐款最常使用的方式 (2022, N=1218  |  2020, N=1250)

*虛擬貨幣為2022新增

-



4.5%

12.9%

26.3%

37.4%

43.9%

78.9%

81.1%

組織只有提供線上管道

線上金流有第三方背書或認證

確認善款可以直接進入公益團體

較為環保

是我習慣的支付方式

不受空間限制

不受時間限制

使用線上捐款的原因(N=1218)

20-39歲捐款人，
近五成選擇線上捐款
因為是習慣的支付方式

4.4%

21.8%

29.6%

85.6%

平板

桌上型電腦

筆電

手機

線上捐款使用的設備(N=1218)

手機
是最常使用的設備

「不受時間空間限制」是捐款人選擇線上捐款的主要原因



2.0%

2.2%

2.2%

3.2%

3.5%

6.2%

6.7%

7.1%

8.2%

32.1%

77.8%

蝦皮公益

YAHOO 公益頻道

igiving 公益網

台灣一起夢想公益協會

其他

7-ELEVEN Open Point APP
全家APP

街口支付

Facebook

LINE Pay
組織官方網站

最常線上捐款的平台(N=1218)

組織官網是捐款人最常線上捐款的平台



1.3%

8.5%

10.1%

10.2%

10.6%

12.8%

14.2%

19.0%

36.2%

55.3%

90.1%

其他

組織紙本刊物

組織官方LINE

組織官方Youtube等影音平台

組織官方Instagram

與親朋好友討論

組織電子報

瀏覽其他相關平台

搜尋相關新聞媒體報導

組織官方臉書

組織官方網站

了解捐款組織或計畫的方式(N=1187)

捐款前，84%捐款人會先搜尋，

其中9成捐款人透過官方網站了解資訊45 %

總是

經常

16 %

有時

12 %

偶爾
4 %

從未

23 %

捐款前，
會搜尋相
關資訊

(n=1411)



4.9%

10.3%

20.5%

22.3%

37.5%

43.8%

有名人背書

不知道從何開始

原本就有參與欲捐款的組織

沒有時間

原本就有關注欲捐款的組織

募款資訊內容已足夠

較少搜尋的原因(N=224)

1.3%

8.5%

10.1%

10.2%

10.6%

12.8%

14.2%

19.0%

36.2%

55.3%

90.1%

其他

組織紙本刊物

組織官方LINE

組織官方Youtube等影音平台

組織官方Instagram

與親朋好友討論

組織電子報

瀏覽其他相關平台

搜尋相關新聞媒體報導

組織官方臉書

組織官方網站

了解捐款組織或計畫的方式(N=1187)

45 %

總是

經常

16 %

有時

12 %

偶爾
4 %

從未

23 %

捐款前，
會搜尋相
關資訊

(n=1411)

捐款前，84%捐款人會先搜尋，

其中9成捐款人透過官方網站了解資訊



2.9%

26.0%

48.4%

49.7%

68.3%

致電詢問組織工作人員

相關新聞媒體報導

募款平台頁面專案進度/成果報告

組織寄發之捐款專案報告

組織官方網站、社群媒體或定期電子報等

追蹤捐款組織或計畫成果的方式(N=795)

18 %

24 %

27 %

17 %

總是

經常

有時

偶爾

從未

捐款後，
會追蹤相
關資訊

(n=1411)

14 %
捐款後，

56%捐款人會持續追蹤

主要透過組織自媒體



6.3%

17.1%

25.4%

46.2%

54.5%

沒有我習慣的管道或方式

不知如何開始追蹤

沒有時間

純粹想發揮善心

信任組織能夠達成目標

較少追蹤的原因(N=615)

2.9%

26.0%

48.4%

49.7%

68.3%

致電詢問組織工作人員

相關新聞媒體報導

募款平台頁面專案進度/成果報告

組織寄發之捐款專案報告

組織官方網站、社群媒體或定期電子報等

追蹤捐款組織或計畫成果的方式(N=795)

18 %

24 %

27 %

17 %

總是

經常

有時

偶爾

從未

捐款後，
會追蹤相
關資訊

(n=1411)

14 %
捐款後，

56%捐款人會持續追蹤

主要透過組織自媒體



45 %

總是

經常

16 %

有時

12 %

偶爾
4 %

從未

23 %

捐款前，
會搜尋相
關資訊

(n=1411)

18 %

24 %

27 %

17 %

總是

經常

有時

偶爾

從未

捐款後，
會追蹤相
關資訊

(n=1411)

14 %

相較於捐款前有8成4以上捐款人搜尋，

捐款後僅有5成6捐款人追蹤相關資訊



看什麼

服務成果58%

追蹤方式

官方網站/社群媒體/
電子報68%

信任組織55%

為什麼少追蹤

8
6

%
1

4
%

27

捐款後
追蹤

5
6

%
4

4
%

總是/經常/有時

偶爾/從未

捐款
方式

僅實體

僅/大多/
一半/偶爾線上

線上支付方式

信用卡刷卡83%
手機支付28%

管道

官網78%
LINE Pay32%

捐款前
搜尋總是/經常/有時

偶爾/從未

去哪搜尋

官網90%

看什麼

組織服務資訊80%
專案募款用途86%

募款訊息已足夠44%

為什麼少搜尋

8
4

%
1

6
%

現金捐款74%

實體支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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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調查對象及方法



30

填答組織基本資訊



填答組織以自律聯盟盟友、北北基桃竹的組織為主

95%

5%非盟友

自律聯盟
盟友

(N=252)

總會會址
(N=252)

67.9%

12.7 %

苗中彰投

13.1 %雲嘉南高屏

6.3 %

宜花東

北北基桃竹

0-10年

11-20年

21-30年

31年以上
15.1%

31.3%

32.9%

20.6%

組織成立
年齡

(N=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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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8.7%

25.8%

24.6%

27.4%

6.7%

5.6%
0.4%

平均全職員工人數(2021)(N=252) 

0人

1-3人

4-10人

11-30人

31-100人

101-300人

301-1000人

1001人以上

10.7%

16.3%

31.3%
12.7%

14.3%

12.3%

2.4%

500萬以下

501-1000萬

1001-3千萬

3001-5千萬

5001千萬-1億

超過1億，未滿5億

5億以上

平均年收入(2019~2021)(N=252)

填答組織主要為4-10人、 11-30人、 31-100人為多
平均年收入為1001-3000萬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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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6%

11.90%

10.71%

9.52%

6.75%

5.95%

5.95%
4.76%

3.57%
2.38%

1.98%

1.59%

1.59%

1.19%

1.19%

0.79%

0.40%

組織主要服務議題類別(N=252)

填答組織主要以身心障礙福利、兒童福利、綜合性服務、
老人福利為主的N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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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O 數位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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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6%填答單位

使用數位工具或技術與大眾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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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6%填答單位

使用數位工具或技術與大眾溝通

86.9%填答單位

使用數位管道進行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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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52.9%

73.4%

87.3%

87.7%

公開資訊的數位管道多元化

了解捐款人想看的內容

宣傳方式貼近捐款人使用習慣

以視覺化以及親民的方式呈現

資訊定期更新

NPO透過數位管道公開資訊會考慮

(N=244)

15.3%

21.5%

33.9%

46.1%

57.6%

60.3%

線上溝通管道多元化

宣傳推廣具有一致性

內容即時更新

內容資訊容易查找

資訊以視覺化以及親民的方式呈現

提供我想知道的資訊

捐款人閱讀公益團體相關資訊時注重

(N=1218)

抓住了視覺化的趨勢，但我們的訊息內容是否有
回應到捐款人最重視的「提供我想知道的資訊」?

捐款人閱覽/NPO公開組織相關資訊時，注重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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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10.8%

23.0%

29.6%

39.6%

57.0%

80.1%

以上皆無，只有確認募款專…

捐款者名錄

組織基本資訊

組織財務資訊

組織發展歷程資訊

組織相關正面或負面報導

組織服務資訊

捐款人會確認的組織資訊 (N=1187)

捐款人會確認/公益團體公開了哪些資訊呢？

45.1%

52.9%

73.4%

87.3%

87.7%

94.3%

99.6%

100.0%

組織章程

董(理)事會名單

立案字號

組織成立願景使命或大事記

組織相關報導

捐款者名錄

組織財務資訊

組織工作報告

NPO透過數位管道公開的資訊(N=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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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會確認/公益團體公開了哪些資訊呢？

>>>
組織公開資訊與捐款人需求大致吻合

0.5%

71.8%

74.5%

95.4%

96.3%

未提供以上資訊

經費預計使用情形

過去服務成果

公益勸募字號

募款用途

NPO線上募款時的提供資訊(N=216)

4.0%

28.1%

49.5%

64.4%

85.8%

以上皆無，只有確認組織資訊

公益勸募字號

經費預計使用情形

過去服務成果

募款用途

捐款人會確認的募款專案資訊 (N=1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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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公益團體透過哪些管道得知/公開資訊呢？

2.90%

23.00%

42.60%

48.80%

48.80%

57.40%

61.90%

92.20%

94.30%

街頭倡議人員

群眾募資平台

其他相關平台

線上捐款平台

新聞媒體

媒體廣宣

利害關係人的口耳相傳

社群媒體轉發訊息

組織官方網站/帳號

NPO對捐款人溝通管道(N=244)

7.4%

8.0%

12.3%

15.7%

17.3%

17.8%

22.7%

33.2%

59.3%

71.0%

街頭倡議募款人員

其他相關平台

群眾募資平台

參與公益相關活動

新聞媒體報導

親朋好友告知

線上捐款平台

公益團體媒體廣宣

社群媒體轉發之訊息

公益團體官方網站/帳號

捐款人得知募款訊息的管道 (N=1411)

>>>組織使用管道與捐款人習慣相當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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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O/
捐款人比較11 捐款人 NPO 相符度

閱讀/提供資訊
在意的是

1. 提供我想知道的資訊
2. 視覺化呈現

1. 資訊更新即時
2. 視覺化呈現
3. 宣傳貼近捐款人習慣
4. 了解捐款人想看內容

閱讀/提供
募款專案內容

1. 募款用途
2. 過去服務成果

1. 募款用途
2. 公益勸募字號
3. 過去服務成果
4. 經費預計使用情形

閱讀/提供
組織內容

1. 組織服務資訊
2. 組織正負面報導

1. 工作報告
2. 財務報告
3. 捐款者名錄
4. 組織相關報導

使用的
溝通管道

1. 組織官方自媒體
2. 社群媒體

1. 組織官方自媒體
2. 社群媒體
3. 利害關係人口耳相傳
4. 媒體廣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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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O/
捐款人比較11 捐款人 NPO 相符度

閱讀/提供資訊
在意的是

1. 提供我想知道的資訊
2. 視覺化呈現

1. 資訊更新即時
2. 視覺化呈現
3. 宣傳貼近捐款人習慣
4. 了解捐款人想看內容

閱讀/提供
募款專案內容

1. 募款用途
2. 過去服務成果

1. 募款用途
2. 公益勸募字號
3. 過去服務成果
4. 經費預計使用情形

閱讀/提供
組織內容

1. 組織服務資訊
2. 組織正負面報導

1. 工作報告
2. 財務報告
3. 捐款者名錄
4. 組織相關報導

使用的
溝通管道

1. 組織官方自媒體
2. 社群媒體

1. 組織官方自媒體
2. 社群媒體
3. 利害關係人口耳相傳
4. 媒體廣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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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使用/公益團體提供哪些數位捐款方式呢？

0.6%

1.2%

2.3%

6.4%

12.2%

22.7%

28.7%

82.7%

虛擬貨幣

手機電信工具

信用卡消費捐贈

信用卡紅利點數捐贈

超商點數捐贈

線上郵局或銀行轉帳

手機支付工具

線上信用卡刷卡

捐款人線上捐款方式(N=1218)

公益團體提供的管道與捐款人使用的方式相當吻合，
以線上信用卡刷卡、線上轉帳、手機支付工具為主。

1.19%

5.95%

5.95%

17.06%

24.21%

43.25%

61.11%

86.11%

86.90%

虛擬貨幣

信用卡消費捐贈

未提供線上捐款方式

信用卡紅利點數捐贈

超商點數捐贈

手機電信工具

手機支付工具

郵局或銀行線上轉帳

線上信用卡刷卡

NPO線上數位捐款管道(N=252)



44

6.5%

7.9%

8.8%

16.2%

19.4%

31.5%

36.6%

44.9%

48.1%

51.9%

88.0%

台灣一起夢想公益協會

智邦公益館

全家APP

蝦皮公益

7-ELEVEN Open Point APP

YAHOO 公益頻道

街口支付

igiving 公益網

LINE PAY

FACEBOOK

組織官方網站

NPO有募款活動的平台(N=216)

公益團體/捐款人在哪些數位捐款平台上募款/捐款？

2.0%

2.2%

2.2%

3.2%

6.2%

6.7%

7.1%

8.2%

32.1%

77.8%

蝦皮公益

YAHOO 公益頻道

igiving 公益網

台灣一起夢想公益協會

7-ELEVEN Open Point APP

全家APP

街口支付

FACEBOOK

LINE PAY

組織官方網站

捐款人最常線上捐款的平台(N=1218)

雙方最常用的線上捐款平台皆為組織官網和LINE Pay，而組織透過
Facebook的貼文、轉發或按鈕，能導流或擴散募款訊息使更多捐款人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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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公益團體使用數位捐款平台時注重的是？

49.8%

55.5%

59.3%

67.7%

捐款內容易懂好讀

捐款環境的安全性

捐款資訊詳實完整

該平台介面設計容易使用

捐款人使用捐款平台時在意 (N=1218)

6.0%

33.3%

37.5%

43.5%

54.6%

61.1%

受眾多、曝光度高

線上捐款人個資安全

可以呈現完整的募款資訊

線上金流的安全性

該平台介面設計容易使用

溝通內容呈現對捐款人來說易讀…

NPO 使用該捐款平台的原因(N=216)

數位捐款平台的考量上，公益團體和捐款人都重視「介面易使用」和「安全性」，
但捐款人在意的「資訊詳實完整」，卻僅37.5%的NPO將之納入重要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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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O/
捐款人比較21 捐款人 NPO 相符度

數位捐款方式
1. 線上信用卡刷卡
2. 手機支付工具
3. 線上郵局銀行轉帳

1. 線上信用卡刷卡
2. 線上郵局銀行轉帳
3. LINE PAY 

在哪些平台上
募款/捐款

1. 官網
2. LINE Pay 
3. FB 

1. 官網
2. FB 
3. LINE Pay 

使用捐款平台
的原因

1. 介面易使用
2. 資訊詳實完整
3. 安全性

1. 資訊易讀好懂
2. 介面易使用
3. 金流安全
4. 可以呈現完整資訊
5. 個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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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化帶給公益團體的助益與不便

益處

1.觸及受眾更廣
2.即時了解受眾想法
3.與受眾溝通更完整

不便之處

1.人力成本提升
2.資金成本提升
3.時間成本提升

1.給捐款人多元捐款管道
2.觸及更多捐款人
3.捐款額增加

1.手續費過高
2.目前無不便之處
3.無法持續經營捐款人

對外
數位溝通

使用
捐款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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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37.3%

45.9%

48.0%

48.4%

50.0%

50.4%

目前無須協助

了解如何蒐集資料

如何讓跨領域的溝通更順利

了解如何將資料整理為資訊

需要專業/專職人力

了解如何資訊視覺化

了解受眾需求並提供內容

公益團體
需要哪些協助？

64.8%
學習不同
數位工具

54.9%
和捐款平
台的合作

51.2%
了解成
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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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O募款數位化現況
募款數位化是指組織逐步
導入數位募款管道、募款
管理系統與各類數位工具
與技術來協助募款的溝通
推廣、行政管理與追蹤成
效等事務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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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團體募款數位化的目標

0.5%

6.4%

11.4%

22.8%

28.3%

32.9%

47.5%

50.7%

81.3%

目前尚未設定目標

產品或服務創新

強化資訊安全

降低人力成本

節省行政時間

更了解捐款人的行為模式與需求

提升續捐率

強化募款能力

提升捐款總金額

推動募款數位化的主要目標(N=219)
提升捐款金額、
強化募款能力、提升續捐率
是募款數位化主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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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團體募款數位化的目標達成率

36%

46%

59%

60%

64%

69%

73%

79%

產品或服務創新

提升續捐率

強化募款能力

更了解捐款人的行為模式與需求

降低人力成本

強化資訊安全

提升捐款總金額

節省行政時間

推動募款數位化的目標達成率

目標達成率前三
• 節省行政時間
• 提升捐款總金額
• 強化資訊安全

目標達成率最末
• 產品或服務創新
• 提升續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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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團體募款數位化現況(N=219)

0.00% 25.00% 50.00% 75.00% 100.00%

捐款人數位個資安全
資安防護

數位資訊安全風險應對
內部募款行政流程
對使用者服務流程
內部流程數位環境

數位捐款人資料蒐集
數位捐款人資料分析
數位捐款人資料使用

了解數位受眾需求
品牌的數位呈現
溝通素材多樣性

衡量募款溝通成效的方式
捐款人個人化溝通

捐款人募款溝通策略
募款數位化願景

募款數位化策略落實
數位技能人才

數位學習
數位領導力

對於數位優化的態度

萌芽起步

新興發展

串聯整合

多點覆蓋

組織數位文化

募款數位化策略

募款溝通方式

募款溝通內容

募款數據及評估

募款內外流程

數位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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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團體募款數位化現況(N=219)

0.00% 25.00% 50.00% 75.00% 100.00%

捐款人數位個資安全

資安防護

數位資訊安全風險應對

內部募款行政流程

對使用者服務流程

內部流程數位環境

數位捐款人資料蒐集

數位捐款人資料分析

數位捐款人資料使用

了解數位受眾需求

品牌的數位呈現

溝通素材多樣性

衡量募款溝通成效的方式

捐款人個人化溝通

捐款人募款溝通策略

募款數位化願景

募款數位化策略落實

數位技能人才

數位學習

數位領導力

對於數位優化的態度

組織數位文化

募款數位化策略

募款溝通方式

募款溝通內容

募款數據及評估

募款內外流程

數位風險管理

萌芽新興發展

整合多點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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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O募款數位化現況指標比較(N=219)

募款數位化願景
溝通素材多樣性
捐款人數位個資安全

願景與共識
溝通素材多樣性
捐款人個資保護

對捐款人募款溝通策略
對捐款人個人化溝通
數位捐款人資料分析
數位捐款人資料使用
數位技能人才

品牌數位溝通
數據分析與使用
數位技能人才

相對成熟階段的指標 仍在萌芽階段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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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知道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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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

攜手NPO落實SDGs 
協力促成永續願景

跨域合作公私部門
發揮中介平台角色

積極培力公益團體
健全非營利組織發展

推動公益責信理念
提升國人公益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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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成就，
就上好事大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