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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營利組織轉型社會企業之個案研究： 

以社會網絡與組織寬裕資源觀點 

 學生：王秋蓉                                 指導老師：楊敏里 博士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碩士班 

摘要 

近年來國內吹起一股社會企業的風潮，在政府資源補助縮減下，非營利組

織開始思考朝向社會企業自立自足的經營模式，期能透過另闢財源的管道降低

依賴外界，又能兼顧其社會目的。 

本研究以五個不同性質的個案公司為研究個案，並以擔任組織轉型的領導

者或相關人士為主要訪談對象，採用質性研究中的個案研究法進行研究。研究

結果發現，(一)社會網絡的影響有：(1)非營利組織轉型為自立自足的社會企業

時，領導者透過持續且主動的向外拓展人脈網絡，並爭取政府補助，使組織營

運穩定。(2)內部的員工凝聚力較高，是透過不斷溝通擁有共識朝社會企業發展。

(3)擁有內、外部的緊密網絡關係，使非營利組織轉型社會企業時，資源不斷的

從網絡中獲得而降低轉型時的阻礙。(二)組織寬裕資源的影響有：(1)有四間個

案公司透過內部事業單位擁有固定的財務來源，而有一間個案的財務來源是以

補助和捐款方式並追求夠用就好的理念。(2)五間個案公司的顧客網絡皆從非營

利組織創立時開始維持關係，並漸漸地保有緊密關係，使個案公司轉型時給予

資源協助。(3)非營利組織的內部成員擁有高凝聚力與跨部門的互助合作，使擁

有向心力的員工在非營利組織轉型時有足夠的人力資源協助。 

 

 

關鍵字：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社會網絡、組織寬裕資源、個案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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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studies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 transforming 

 into social enterprise： 

in the view of social network theory and slack resources 

Student：Ciou-Rong Wang          Advisor：Dr.Min-Li Yang 

 

Institute of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social enterprises are more commonly seem in Taiwan. 

Since government start to reduce the financial subsidy for non-profit organization, 

they are consider to become self-sufficiency. The organization open up financial 

resources in order to reduce the financial dependent on others and achieve their 

social purpose.  

 This study basis on five organizations which are different in property. The 

leader or relevant parties in 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were interviewed.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case study research. The result shows that (I) the influences 

of social network are as follows: (1) the leader stabilize non-profit organization 

which is in the stage of becoming financial self-sufficiency by establish their 

personal network continuously and actively. (2) There are high cohesion among 

employees due to constant communication and consensus to become social 

enterprises. (3) High cohesion amo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organization make the 

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easier because they can obtain resources from the 

network. (II) The influences of slack resources are as follows: (1) in this study, four 

organizations have stable financial resources from internal institutions, and one 

organization receive just enough financial support from subsidy and donation. (2) 

Five organizations in this study maintain their costumer network from the beginning 

when organization was founded. Close relationship was form and it provide 

resources during 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3) Due to high cohesion am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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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ees and intersectoral cooperation in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they have 

sufficient human resources during 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Keyword：Non-profit organization、Social enterprises、Social network、Slack resources、

Case study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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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說明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說明研究目的；第

三節說明研究流程；最後第四節則說明論文結構。茲將各節分別說明如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自 1990 年來各領域的非營利組織呈現逐年成長，根據我國內政部統計，

非營利組織的數目從 1990 年的 1,809 間，成長至 2013 年 13,303 間，總體成長

了七倍之多。雖然組織的數目持續成長，但是非營利組織在營運上的資金來源

並非同比例成長。以往非營利組織的主要經濟資源多依賴政府補助、企業與民

眾的捐助；但是隨著大環境的經濟不景氣，如 2008 年金融海嘯來襲使得國內

景氣指標呈現低迷，再加上國內產業出現外移、民眾消費力下降等因素，使得

來自企業和民眾的捐款逐漸下降，又逢政府對非營利部門的預算減縮，導致許

多非營利組織發生財源危機。 

非營利組織面臨種種經營上的困難，又要兼顧組織所要達成的社會目的；

因此，非營利組織嘗試採行企業化方式來開拓財源(鄭勝分，2004)。部分非營

利組織開始思考如何採取新的募款方式，和創新的方式改變組織的經營型態並

延長組織生命，而將事業化或營利的思維帶入非營利組織內，已成為近幾年之

趨勢。在 Salamon (2003)的研究中發現，從 1999 年至 2003 年非營利組織除了

仰賴慈善捐助之外，主要的收入來源為商業收入，並且商業收入之比例明顯增

加，次之則為政府補助。 

近年當歐美國家開始盛行「社會企業」的企業型態，並被引入國內。社會

企業逐漸成為近幾年國內新興起的企業型態。社會企業是指具備社會使命並融

合企業經營與社會訴求，並以市場機制產生的公共利益來解決社會需求的問題。

因此，非營利組織朝向轉型為社會企業的經營模式，將會是開創非營利組織找

到新契機的一條可行之路。 

就我國研究非營利組織轉型為社會企業的研究中，有以策略面切入探討非

營利組織因財源緊縮的問題，故採用事業化方式轉型為社會企業或創投的經營



 

5 
 

型態(金玉琦，2003；許竣傑，2004；林源泉，2006；廖嘉展，2012)，或者以

個案為基礎直接探討從非營利組織轉型為社會企業之歷程(梅海文，2009；許

素英，2011；張馨方，2013)。 

本研究整理非營利組織轉型為社會企業的相關文獻中，發現以往的研究探

討非營利組織轉型所面臨之困難及挑戰居多。然而探討管理者如何運用本身及

組織中的資源帶動企業轉型並得以持續經營的相關研究甚少，故本研究採用個

案研究法，探討非營利組織轉型社會企業時，領導者的社會網絡與組織寬裕資

源的多寡受到的影響程度，進行深入訪談，以作為非營利組織轉型及相關研究

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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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非營利組織的數量在過去二十年中呈現逐年遞增的情況，其組織在大環境

的不景氣下面臨財源緊縮和政府政策等因素，促使非營利組織逐漸地走向社會

企業的經營模式得以生存或永續經營。因此本研究藉由質性研究的個案研究法

探討社會網絡與組織寬裕資源在非營利組織轉型社會企業的影響程度，並彙整

和分析訪談資料，給予非營利組織與相關研究對於轉型議題的參考依據。 

因此本研究的目的為： 

一、 從五間個案之結構洞探索非營利組織轉型社會企業的異同。 

二、 探討非營利組織轉型社會企業時，領導者的社會網絡及組織寬裕資源的

多寡對轉型有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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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流程 

此節將說明本研究的研究流程，內容包含緒論、文獻探討及研究設計。首

先，確定研究主題、動機及目的；其二，依據研究相關文獻資料加以蒐集並整

理，透過文獻整理以利更加了解研究主題的意涵及方向，並作為個案研究法理

論發展之基礎；其三，依據欲研究的方向挑選適合的研究對象，並進行訪談，

訪談後進行資料分析、理論印證，以及提出命題；最後，依據資料結果提出本

研究的研究結論與建議。茲將本研究之研究繪製如圖 1-3-1 所示。 

 

 

 

 

 

 

 

 

 

 

 

 

 

 

 

 

 

 

 

 

 

圖 1-3-1 研究流程 

確認研究主題 

研究動機及目的 

相關文獻整理 

描繪理論架構 

研究設計與個案選擇 

個案訪談 

將訪談資彙整成逐字稿 

 

將訪談內容與理論作印證 

並提出命題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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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論文結構 

本論文將分為五章，分別說明如下。 

第一章緒論，將介紹本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流程與論文結構。 

第二章文獻探討，主要針對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社會網絡及組織寬裕

資源相關文獻資料進行蒐集與整理。 

第三章研究設計將建構出理論架構，並說明其定義以及個案選擇。 

第四章資料分析，將個案訪談後的資料進行整理與理論印證，說明個案中

領導者的社會網絡及組織寬裕資源多寡對轉型的影響，進一步提出命題。 

第五章說明本研究的結論與建議，包含研究結論、管理意涵、研究建議與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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