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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記 

筆者曾在文山社大擔任一個月志工，期間發現現任主任非常地有毅力，每天

都能到校，為文山社大盡心盡力，且本身亦為志工職，這種精神或許是非營利組

織所能呈現的一種理想與使命感。未來任期也以下列七項實踐原則為方向：理想

與現實兼顧、激發師生愛校熱情與活力、弘揚多元與包容的校風、知與行合一、

走向制度化、社區紮根與全球思維、經驗傳承與發揚等。 

另外，在服務期間，發現社大行政人員所需處理的事物非常地繁瑣，深深體

認到在人力有限下，學員、志工及老師的重要性。如同現任主任在今年 7 月志工

人員聚會時所言：我衷心希望今後學員與老師不僅能協助校務，還能參與校務決

策，因為只有擴大參與決策，才可能擴大認同，集思廣益，減少決策錯誤。 

在研究期間，發現非營利組織是不同於公部門及私部門，在財源上亦不如上

述兩部門來得充裕，如同前主任秘書丙所言：以非營利組織來講，社區大學它不

太具有募款條件，因為我們的主業還是辦成人學習，那人家覺得成人學習，你又

不是弱勢團體，你們當然要自己付錢，除非你有在做一些弱勢的案子，那種東西

你還可以跟人家募點款，可是你如果不做那個的話，你大概也沒有什麼募款的理

由吧！社區大學在這樣情形下，若遇到公部門補助款減少及招生不佳時，財務問

題就會浮上檯面。 

社區大學身為非營利組織的一員，以「解放知識、催生公民社會」為訴求，

如同 Drucker 所言，政府及企業都應該向非營利組織學習如何成為「對社會有貢

獻的實體」，文山社大行政團隊秉持非營利、公共性及學術性等特質，正符合

Drucker 心目中「社會部門」所承擔的使命。這種不以利益為出發點，即使在財

源拮据情形下，還能不斷落實理念目標；在社區參與方面，也回應重視社區經營

的理念，進而幫助社區的成長。這是值得肯定與鼓勵的事！希望未來能持續保有

它的特色！ 

最後，希望未來文山社大行政團隊在朝向理念目標邁進時，若能配合運用一

些團隊技能，相信對於使命的達成將更有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