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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所面對的社會議題愈來愈複雜，而牽涉的面向愈來愈廣泛，協同努力勢必是一

個必要也必然的趨向(Waddell, 2011)。面對這些日益艱鉅的社會問題挑戰，不管是從環

境，糧食，教育，貧富差距，醫療照護，到人口結構高齡化，沒有一個非營利組織擁有

足夠的有形資源──人力，物力，財力，或足夠的無形資源──知識，訊息，影響力，

可以獨自承擔這些社會問題的處理。 從近幾年非營利組織關心公私協力，以及社會企

業發展的狀況，我們可看出對於如何匯集公部門，私部門，以及非營利組織部門這三大

力量，學界與實務界都賦予很大的關切。 今年初，社會創新評論 (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的兩位資深作者提出“眾效”（collective impact）的概念， 並大力倡

議非營利組織與外部重要攸關機構團體建立鏈結的迫切性 (Kania & Kramer, 2011)。 

然而，除了組織間協作的力量以外，也有另一種合作協力：來自於公眾的關心以及

參與。 以台灣為例，幾位網路客在八八水災後成軍，開啟了政府與民間的資訊串流，

動員整體網民，把救援人力，物資做最好的分配調度 (劉致昕，2011)。其他的例子則包

括，民間自主發起，歷時六年、即將完成全台鄉鎮 377 場表演的「319 兒童藝術工程」，

以及由地方環境教育團體推導，引發全國政治話題的白海豚國民信託認股與聯署運動。

原先弱勢的非營利組織分別運用影音紀錄、媒體、部落格等工具建立了合作以及溝通的

平台，串連了包含學界、商界、醫界、藝文界等以及數以萬計民眾的參與，進而凝聚了

社會改變力量。類似的動員參與模式，其實已經在世界各地發酵。面臨今日一連串嚴峻

的挑戰，有些公益團體以主動、富創意的做法來引進促成公眾更積極參與公共事務。台

灣的非營利組織可以從諸類資源串整看到什麼樣的趨勢來解決社會議題？  

去年在美國出版的一本著作 建立公益團體的聯結網絡：透過社群媒體改變世界1，

即針對如何在 Web 2.0 的環境下，建構組織的網絡文化以及其運作方式，提供很精闢的

頗析。兩位作者 Beth Kanter2 與 Allison Fine3分別是美國知名的部落格版主以及作家，

除了多年來參與美國本地以及跨國運作的非營利組織運作，近年來也致力於研究並分享

非營利組織在數位時代的相關管理議題。她們這本新作開宗明義先介紹何謂網絡型 NPO 

(Networked Nonprofits)。意指具備低門檻、高通透性的一種組織型態，讓外部或內部人

員都可很容易地針對組織運作進行了解與互動。網絡型 NPO 透過形塑與分享工作內容

                                                       
1原文書名：The Networked Nonprofit: Connecting with Social Media to Drive Change，目前尚未有中文譯

本。 
2  Beth Kanter  的部落格 http://www.bethkanter.org/  特別針對非營利組織相關議題提供豐富的撰文，評

論，意見交流及資訊分享。是全美國在此主題領域最受歡迎的部落格。 
3
作家 Alison Fine 曾於 2006 撰寫過另一本極獲好評的得獎作品，Momentum: Igniting Social Change in the 

Connected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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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集民眾，以提高其對公共議題、組織社區服務、或立法倡議的覺察與理解。長遠來看，

這些組織旨在為這個世界建設一個更安全、更公平、更健康的居所。 書名的另一個重

要概念，社群媒體(social media) 作者定義為，透過使用 Web 2.0，點對點的網路應用模

式，使用者之間可以進行雙向或多向的溝通互動，例如部落格、社群網站、多媒體交流

平台以及文字通訊等。 

本書結構分兩部份，第一部份的章節，主要說明建立一個網絡 NPO，管理者應具備

的思維。第二部份的章節，則強調集眾匯聚資源的實際運作面。全書旨在提供一個概念

上以及實務操作上的引導，介紹有志於成為網絡型 NPO 的管理者，如何引領公眾對於

社會議題的關切進而參與。各式不同的公眾參與，提供了組織必要的資源及專業能力協

助，但這些參與奠基於關係的聯結以及對於組織的信任。在這過程中，很重要的角色是

自由中介人(Free agent)。 作者闡述自由中介人為，不隸屬於 NPO 的任何個人，但願意

為所選擇 NPO 的公益目標而動員，策劃行動，募集資源，並感染其他潛在攸關人。自

由中介人通常對於使用社群媒體非常嫻熟自在。 

書中首先以 Twestival 的個案為例，說明自由中介人如何動員參與。 發起者 Amanda 

Rose 是一位加拿大的專業行銷經理。當她和朋友決定嘗試利用推特 (Twitter)來為公益

團體募款之後，接下來她們思考，為什麼樣的公益目標？為什麼樣的團體？如何進行？

在經歷好幾輪的線上討論，她們決議要為一個非營利組織 charity:water 募款。這個組織

符合她們設定的條件：國際支援，組織目標清楚明瞭，組織資訊透明公開，成效可觀察

衡量。 原本她們的計畫只打算邀請舉辦 40 至 50 場活動進行，然而一旦訊息開始傳遞

滾動，Twestival 最後產生 202 場活動在全球各地同一天不同時區舉行，活動場次多元

豐富，從晚餐派對，雞尾酒會，至摸彩抽獎花樣百出。最後一共募得了美金 25 萬（折

合台幣 750 萬），而獲贈的目標組織 charity:water，沒有動用到任何組織內的人力資源。 

這些分散但有網絡連結關係的參與者， 志願提供她們的時間與專業能力，自主籌

劃有利於公益組織的活動。 而能夠被他們鎖定的組織便必須具備網絡型 NPO 的特質：

組織門檻低，促使組織內與組織外的人容易進行交流互動。 建構這個特質的一個關鍵

因素則是透通性(transparency)。 這樣的透通性不限於我們平常狹義認定的財務透明度，

公佈財報，年報， 而是廣泛至非營利組織能夠將自身視為一個公器，接受檢驗，討論，

並願意也能夠集思廣義，收納不同角度的意見。 

除此，作者特別點出許多 NPO 的組織思維皆框限將自己視為一個獨立的個體，而

忽略了各 NPO 其實都是一個更大的生態體系(ecosystem) 中的一部份。 往往非營利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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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和投身其中者會事倍功半就是因為花費過多力氣想讓自己成為唯一。 因此，必須要

思考的是，如何把組織定位在這個網絡體系內，並找到適當的連接點，促成更多的合作

與協力。有很多新穎的做法，例如，群眾外包 (crowdsourcing)，可以納入更多有志的參

與，而這些模式，不僅能減輕 NPO 工作負擔，更是帶進創意，強化影響成效。 作者也

強調，雙向溝通是引發參與的關鍵。社群媒體的最大特色便在於其功能不只是單向的傳

聲，而是透過多元開放的交流反應而鞏固連結以及強化參與動機。 

兩位作者豐富的實務經驗促使本書大量援用不同類型 NPO 的個案，其中有成功的

範例，也有條件尚未成熟而功敗垂成的經驗。有興趣的讀者除了參照書內介紹的工具

外，務必留意書中討論的不只是技術層面（網路科技）的如何運用執行，所有新穎的工

具使用(application) 都涉及更深層有關組織結構以及組織文化的議題。 從這個角度來

看，這本書更適合 NPO 高階管理者，以及董監事理監事層級，從宏觀的策略角度來閱

讀。不熟悉社群媒體的管理者，可視閱讀本書為一個從新角度來看待 NPO 外在環境的

經驗； 對於已具網絡經營的管理者，書內的具體建議以及反思問題，可提供組織建構

多渠道的策略選項。 

總括而言，這本書兼具概念剖析及實務介紹，讓 NPO 管理者能夠勾勒未來發展的

趨勢。NPO 管理者可以從書中討論，引發一些觀念上的突破，例如，NPO 的支持者以

及能夠支持什麼，有各式各樣的可能性。從眾多自由中介人的案例，除了金錢贊助或時

間的貢獻，還有許多其他參與以及提供資源的方式。 雖然書內有很多有趣且發人深省

的個別案例，本書畢竟不是嚴謹的研究，缺乏統整性的分析，例如不同類型的 NPO 在

網絡建構時所面對的應用侷限。書中也未探討執行後的結果，例如時間的節省，多餘費

用的支出，不同類別成本間的轉移，或其他後續成效。 對於具體成效評估有進一步興

趣做探討的讀者，可參照本文後的相關建議閱讀。 

除了提供 NPO 實務工作者一些管理思維的啟發，這本書討論的主題，對於學術界

同樣具攸關性。 本書提到的組織與個人的連結，從心理學與社會學都有值得進一步探

索的空間。 若將分析單位延伸至組織間的連結，從策略管理的角度，也有不少研究議

題可發展。最新的管理著述已提出，有必要將互動協同關係的角度帶進策略擬定以及執

行(Chen & Miller, 2012)，因此私部門的廠商動態競爭 (competitive dynamics)架構，可以

進一步發展為適用於非營利組織的動態合作(collaborative dynamics)思維。綜合網絡治理 

(network governance) 的概念，研究者或許可以協同實務工作者，共同研討出，如何在

現今非營利組織面臨的挑戰下：資源普遍性不足以及社會問題愈趨複雜難解，利用串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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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力量，不僅是克服營運挑戰，更期許透過組織網絡文化意識的形成以及落實為營運機

制後，能夠在所關切的社會議題上，產生更深層遠大的影響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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