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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問題

現今人類的生活型態日益複雜，社會發展也愈趨多元，無法用單

一性質的組織來滿足人類各式各樣的需求，若欲達成各種面向的需求

則必須依賴不同種類的組織。一般而言，現代社會組織可大致分為政

府部門、私人企業，以及非營利組織等。

解嚴後，威權體制瓦解，人民享有比過去更多的集會結社自由，

草根力量開始發跡；再加上人民許多需求，公私部門無法即時滿足，

非營利組織的順應而起，便成最佳的註解。非營利組織便主動肩負起

提供服務與健全社會的責任。

蕭新煌(2000)指出有兩個社會脈絡可用來解釋過去二十年來，台

灣非營利組織的成長與變遷。

壹、短期有利的政治因素：

1980 年代早期的政治自由化，是構成非營利部門成長、擴張與

多元發展的有利因素。許多 1980 年代所謂的「地下」民間社團，都

是不同的社會運動與異議團體的自發性組織，目的在於對威權政體施

壓。1987 年解嚴之後，更多不同部門的非營利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在

民間社會中成立。過去有兩波社會運動和後來的非營利組息息相關，

第一波的社會抗議運動促成了台灣 1980 年代中期的民主化，第二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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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會運動與組織，則是民主制度化的結果。在這種政治變遷的脈絡

下，1980 年代以後的非營利組織確有其發展的有利條件。

貳、長期社經發展的因素：

許多社會經濟因素，也對於 1980 年代以後發展的非營利組織部

門有所貢獻。教育的普及，尤其高等教育的發展，喚醒了社會的意識，

要求有一個更好的台灣政治與社會。經濟發展所累積的富裕，讓人們

不再只限於追求基本的溫飽，更加注意社會與政治的改革。

的確，不論是從短期或者長期來看，過去二十年台灣社會的發

展，都提供了豐腴厚實的土壤孕育了非營利組織的成長，吳忠吉 1992

年曾提出現代台灣社會出現的基金會，具有下列五種功能：(馮燕，

2000)

一、提供資訊，服務社會。

二、保護社會弱勢團體。

三、改善社會風氣，扶正倫理思想。

四、主動引導社會主張意見。

五、多元化社會意識型態中，維持各方面意見的平衡。

綜上所述，可知非營利組織存在諸多正面功能，因此非營利組織

在社會力量愈大功能就愈強，而如何使非營利組織力量茁壯就成為重

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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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個別非營利組織力量往往有其限制，因為組織使命性質的不

同，有些非營利組織所關心的議題，對於社會影響非常深遠，但若無

特殊的公關技巧，會因為議題內容欠缺爆炸性或爭議，以致無法喚起

一般民眾的注意與關心。洪建胤(1989)指出許多非營利組織，例如社

會福利慈善機構，所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籌措足夠的經費，使

所有業務或活動正常運作，為了達到此重要目的，往往必須絞盡腦汁

去構思如何將各種資源引進來，通常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透過

大眾傳播的力量，將募款的動機或活動的消息，透過這些管道讓社會

大眾知曉，並引起輿論的注意，進而響應與支持。

過去國內對於非營利組織的研究多由管理的角度切入，鮮少直接

討論非營利組織與媒體間的互動關係。過去文獻若曾討論到此一課

題，多半都只是間接相關的，大部分都是在討論非營利組織公關時順

便提及，並沒有特別說明非營利組織具備何種特質所以需要媒體、兩

者之間存在什麼樣的關係，以及非營利組織運用哪些策略維持和媒體

的關係，對於這個失落的環節，正是本論文企圖加以鏈結之處。在今

電子媒體活躍之際，若能有效掌控與媒體間的互動技巧，無疑是讓相

對於政府與企業部門資源較匱乏的非營利組織，獲得一項可茲運用的

利器。當非營利組織能透過媒體有效吸引社會的關切與省思時，也代

表台灣公民社會的逐漸成型與成熟，無疑是台灣民主發展新的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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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

過去國內相關研究有陳逸潔(1991)對消基會進行行銷公關的策

略性研究；另有潘文文(1995)以兩個宗教型社會組織進行公關策略的

研究；徐木蘭、楊君琦、劉仲矩(1998)亦各以文教、宗教服務以及社

會公益三類型各選出一個為個案，而進行公關策略的研究；王詩慧

(2001)再以公關策略的角度來對於五個醫療性基金會進行研究，上述

其中針對非營利組織與媒體部分著墨並不多。

在大眾傳播力量強大的今日，非營利組織最有力的宣傳管道就是

媒體，透過媒體傳達組織的訊息，以吸引更多的人力與物力資源，藉

此壯大組織的經營與發展，以達成使命的推廣，然而過去文獻直接針

對非營利組織與媒體這兩者有關的研究非常少，在媒體浪潮勢不可擋

與非營利組織發展日趨蓬勃的今日，針對非營利組織與媒體兩者之間

進行研究應有其重要意義存在。

本文選擇崔媽媽基金會為研究個案，主要的原因乃是崔媽媽基金

會的源起與維持，都和媒體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分析原因如下：

壹、崔媽媽基金會的緣起：

崔媽媽基金會是無殼蝸牛運動的延伸，此運動當時被學界稱為媒

介社會運動，用以表達此運動與媒體有非常密切的關係。1989 年間

一名國小老師李幸長有感房價飆高，許多小市民無力購屋，發起此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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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為無殼蝸牛運動，藉此喚醒一般民眾重視此項議題，活動設計以活

潑、幽默為主，如此基調選擇正確，再加上議題本身卻有正當性，順

利獲得當時媒體的重視，無殼蝸牛運動成功媒體扮演重要角色。

此過程在本文第四章會有更詳盡說明。

貳、崔媽媽基金會的維持

大多民眾經由媒體報導，得知崔媽媽基金會乃是專門服務廣大的

租屋族。基金會初期成功的原因，端賴於媒體的大幅報導和支持。基

金會執行長呂秉怡表示基金會從草創至今財務並不充裕，從草創起即

定下目標，以一個月至少要上一則新聞為目標，他自稱靠著這樣打不

死的精神，讓崔媽媽基金會成立至今 15 年報紙刊載約為 1000 則，雖

然呂秉怡不算是媒體人追逐的新聞人物，卻練就讓崔媽媽家喻戶曉的

能耐。(鄭一青，2004)

崔媽媽基金會從無到有的過程，媒體都是不可或缺的角色，本文

希望藉著崔媽媽基金會多年所累積的經驗，給予其他非營利組織在與

媒體互動時，能有更多的創意與想法，畢竟在一個知識型的社會下，

無論是何種性質的組織，若能了解如何透過知識的累積、知識的傳

播，最後加以運用，必能創造出更多發展的契機。特以崔媽媽基金會

為研究案例，基於上述的研究動機，欲探討以下問題：

一、台灣社會的非營利組織需要媒體行銷的原因主要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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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社會的非營利組織和媒體間存在著什麼樣的互動關係？非營

利組織透過哪些策略和媒體保持良好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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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共分為五章，第一章為前言，說明本研究的研究動機與問

題。第二章為文獻探討，蒐集與本研究有關的文獻，內容包含非營利

組織的定義和起源，以及與行銷和媒體之相關理論。第三章研究方法

與架構，根據文獻探討的理論背景，以個案研究的方式說明非營利組

織和媒體的關係。

第四章為個案資料發現，介紹崔媽媽基金會的運作，並說明為什

麼非營利組織需要和媒體互動，以及和媒體互動的方法。第五章結論

與建議，依據個案分析結果與研究發現，得出結論，以及說明未來研

究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