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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非營利組織地理資訊系統之建構與發展：以南台灣七縣市為例 

 
 
 
 
 

摘要 
 
 

自地理資訊系統由自然科學轉而運用於社會科學以來，已廣泛使用至各個不

同領域，包括商業管理、公共衛生、乃至人文歷史面向；在此趨勢下，近年來休

閒遊憩產業亦逐漸朝向重視空間分析，並致力於深入應用與發展。另ㄧ方面，非

營利組織在政府、企業兩種休閒傳遞系統之外，亦逐漸以其服務與教育社會大眾

為使命之基礎，推動各種休閒活動。但基於資源與人才之缺乏，非營利組織缺乏

有效之行銷管道與能力，以致無法將許多具有地方特色與教育意涵的休閒活動與

設施讓更多社會大眾得知。有鑑於此，為提升地方性休閒非營利組織得以提供更

多元與充沛的休閒活動，本研究擬以南台灣七縣市作為研究區域，並以從事休閒

活動的非營利組織為研究對象，結合 GIS 系統工具，建構以非營利組織為主軸的

休閒資訊地圖，期能藉此了解現階段非營利組織休閒資源之分布狀況，並協助非

營利組織激發和鼓勵發展地方特色之休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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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研究問題 

一、研究動機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建構非營利組織（Non-profit, NPO）NPO 休閒空間資訊地

圖，而此研究之動機則源自於以下幾點： 

（1）運用 NPO 充沛的民間力量與在地文化價值發展休閒活動 

基本上，社會的發展須要重視地方內生力量，包括勞動素質的提升、社會關

係的和諧以及生態保育的平衡等等（曾梓峰，2003），NPO 產業即是在傳統的三級

產業外，把多元化社會發展中各種追求生存機會與生活方式有關的營生行為，轉

化為產業的概念，這些生活方式也就是充沛的民間力量與在地文化價值。透過些

力量與文化價值將ㄧ些能提升日常生活品質的社會服務性的行業、一些能改善生

活環境品質的服務性行業，以及能直接提升生活價值、藝術文化與休閒生活直接

間接相關的服務性行業，具體之相關計畫內容涵蓋民生品質、社區鄰里服務、環

境生活品質服務、文化運動與傳播娛樂等方面的新興產業，而其中一部分將成為

能引吸外來人口前往進行休閒活動的特殊賣點與特色（Borzaga, Olabe & Greffe, 
1999）。本研究之動機即期能於政府與企業休閒傳遞體系外，深入探討與民眾密切

相關且更源源不竭的民間資源與在地文化，透過此資料庫之建構提供更多元的休

閒管道與活動。 

（2）透過 NPO 休閒地圖提供 NPO 發展空間 

藉由此研究所建構的 NPO 休閒地圖，可將南台灣七縣市的 NPO 休閒活動與

資訊加以彙整，將原本單一的 NPO，結合其他不同類型的 NPO，建構成 NPO 休

閒網絡，進而提供 NPO 之經營能力與營收，使其增加發展空間與具備解決問題的

能力，進而由「他助」轉為「自助」，再進而達到「助他」的積極精神（Neamtan & 
Downing, 2005；施淑惠，2007）。 

（3）提升 NPO 科技能力與發展可能性 

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其已成為各類組織提供服務時的ㄧ個主要資源，因此

資訊管理應是 NPO 的一項基本功能。如果 NPO 的資訊未能良好管理，則組織的

服務績效會受到影響。而資訊科技的使用則有助於訊息的傳送，提供改善服務輸

送效率及效能的機會。現階段 NPO 應用 GIS 的範圍與功能已日趨增加，包括緊急

救援與網絡建構，本研究擬透過 GIS 休閒地圖的建構提升 NPO 的發展空間。 

二、研究問題 

（1）休閒地理分析的崛起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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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者在從事休閒行為時，經常在特定的空間向度中移動，此空間距離常常

影響休閒者如何進行時間分配與選擇休閒地點，因此地理依賴（geographical 
dependence）因素往往為關鍵決定因素。特別是近數十年來由於美國的電碼解禁與

科技創新，地理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以下簡稱 GIS）與全

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以下簡稱 GPS）逐漸普遍，透過這些地理

資訊軟體的使用，使相關地理資訊的應用，包括地理位置的定位、導航、軌跡等

等都有扮演越來越重要的角色，同時也越來越廣泛地被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對休閒領域來說，GIS 更常被視為一項極為有利的分析與決策工具，依據

Clawson & Knetsch (1966)所建構的遊憩體驗架構，其架構中包含五階段，亦即出

發前期望或計劃之預期階段、去程、目的地現場活動、回程、回憶階段，每階段

接產生不同的體驗，其影響因素也不同，此即「遊憩體驗歷程」。在此體驗架構中，

空間距離對於休閒遊憩更是影響休閒者如何選擇的重要因素之ㄧ。 

（2）休閒服務傳遞體系的擴大 

休閒的盛行需要良好的休閒服務傳遞體系(Leisure Service Delivery System )，
不同的傳遞體系具有不同之運作特性與追求目標（黃金柱，2006）。所有的休閒活

動皆由某ㄧ單位或機構來提供，ㄧ般而言分為政府部門與企業休閒組織的運作與

推動，然若無探討非營利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 以下簡稱 NPO）在休閒領

域的角色與定位，則難以完整說明休閒服務的全部輪廓。簡言之，政府部門訂定

與執行公共政策，企業部門依市場機能進行運作，NPO 部門則處理前兩者未能涵

蓋的事務空間，此三者相互結合始能使國家社會的各種功能運作順暢，使民眾的

需求得到完善的照顧。 

然而早期的休閒研究多著重於政府部門與企業部門；隨著社會與經濟的發

展，社會朝向更加多元與開放，各種不同類型的 NPO 也隨之興起，並且充斥在社

會的各個角落，此種情況亦存在於休閒領域的服務傳遞體系中，因此休閒 NPO 逐

漸成為發展中的休閒傳遞體系中的重要ㄧ環；同時，在休閒生活與活動逐漸成為

現代生活的重要性日趨增加之際，由於 NPO 獨特的使命與特質，使得其所提供的

休閒活動往往具有更深層的社會意義，例如：注重環境生態、追求永續經營、實

現社會公益與關心弱勢團體，因此更值得加以深入研究與分析。 

以台南市為例，1996 年成立的「台南市紅樹林保護協會」，不但致力於從事

紅樹林的復育與生態保育的工作，更藉著舉辦自然生態研究與觀察的活動，宣導

自然生態保護的觀念。該協會更自 1998 年起接受各機關團體的預約，進行台南溼

地自然生態的導覽與解說，同時辦理自然生態攝影比賽；一方面提高社會大眾對

生態保護的參與度，另一方面也藉此加速台南溼地生態資料的蒐集。 

再如喜憨兒基金會擬於高雄縣旗山鎮嶺口規劃一佔地 2000 餘坪的土地，未來

喜憨兒基金會服務體系經營最大期望是將農場創造為兼具心智障礙者終身照護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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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庇護休閒農場的園區。除了提供生產步驟較為緩慢、作息時間較為彈性、與大

自然有更多接觸、復健與職業生活的融合外，更加強於健康體能的維護與充分人

群互動機會以減緩老化，另又結合園區景觀設計、餐飲服務、觀光休閒產業等體

系，以增加喜憨兒多元化生活內容，提升生活品質。這些由 NPO 所建立的休閒產

業將成為未來另ㄧ種新的休閒趨勢與方向。這些發展都顯示出 NPO 在休閒領域的

發展潛力。 

（3）NPO 的產業化趨勢 

除了 NPO 逐漸成為休閒領域與活動的提供者外，NPO 受外在環境變遷之影

響，同時面臨資源匱乏之衝擊，透過自行開發營利之管道，延續組織的生命將成

為所有 NPO 未來無法避免之趨勢。過去 NPO 依賴政府經費與民眾捐款即可得到

足夠的經費進行各種服務活動，但隨著經濟衰退與金融風暴，政府的經費日益緊

縮、民眾收入大幅減少，NPO 不得已必須走向營利的途徑。依據 Salmon (1999) 對
22 個國家的 NPO 調查，發現僅有 11%的收入來自私人的慈善捐款，主要的經費

40%來自政府支援與 49%來自代辦費及其他商業性收入。易言之，NPO 走向產業

化的趨勢已成為既成的事實，而政府也逐漸透過政策培養與授能 (empower) NPO
具有如企業運作般的能力，如勞委會自 2001 年起著手推動多元就業開發方案即為

達此目的，此方案之政策精神在於希望鼓勵地方 NPO 以創新的實驗手法、合作的

精神，結合政府與其他民間資源，創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區域工作機會，刺激地方

經濟發展與就業，此方案一方面可創造就業機會，增加地區性就業機會；另一方

面，可增加地方區域凝聚力，激發和鼓勵發展地方特色（行政院勞委會，2001）。
結合地方特色與活動的休閒 NPO 更成為其主要對象，因此地方性休閒 NPO 如雨

後春筍般出現，提供更多元與充沛的休閒活動。 

（4）南台灣產業發展的受限 

南台灣地區產業結構向來以傳統製造產業為主體，如化學材料業、化學製品

業、石油煤業及金屬業等，皆屬於高耗能及污染性產業，這些產業雖奠定了南台

灣經濟基礎，但隨著南台灣的傳統產業紛紛外移至大陸、東南亞設廠、生產，使

南台灣產業結構出現空洞化的現象。為解決地方發展之困境，近年來南台灣各縣

市首長致力於推動觀光休閒活動，如台南縣的東山鄉的咖啡季、玉井夏日芒果季、

屏東東港黑鮪魚文化觀光季、墾丁春天吶喊音樂祭等等，如何以觀光休閒活動的

推動促進地方產業的發展成為南台灣各縣市的挑戰。 

綜合以上所言，由於 NPO 獨特的使命與特質，使得其所提供的休閒活動往往

具有更深層的社會意義；但基於 NPO 在資源與人力上的限制，其並無法如企業般

具有充沛的經費與資源投入行銷、科技化與企業管理等商業行為。因此本研究擬

以南台灣七縣市作為研究區域，並以從事休閒活動的 NPO 為研究對象，結合 GIS
系統工具，建構以非營利組織為主軸的休閒資訊地圖，以提供社會大眾更充分的



 
 
 
 
 
 
 
 
 
 
 
 

     

5 
 

資訊與更多元的休閒選擇。 

貳、文獻回顧與探討 

（1）GIS 的發展歷程 

GIS 的發展應可追溯至 1960 年代起，加拿大政府為針對廣大未利用的土地進

行開發計畫，以當時的人力以傳統紙圖作業，以及浩大的資料分析工程，估計約

需 200 年的時間，因此若能利用電腦儲存大量資料，並且進行運算分析評估，則

可節省大量的時間；在此實際需求下，出現 GIS 的概念與建置。 

所謂 GIS，Goodchild (1985) 認為 GIS 是一套獲取、儲存、管理、分析及展示

自然現象與其相關資訊的資訊整合系統。施保旭（1997）則認為 GIS 乃是一組軟

體，可以數位化形式蒐集空間資料；有效率的存取、分析這些資料，以得到更進

一步的資料，並以使用者方便有效的方式展現數位化資料，及針對特定應用加以

組合調適所得的應用系統。綜合言之，GIS 的功能包括空間資料的搜集、編輯、儲

存、處理、空間圖形分析、網格 GIS 功能、空間資料展示等等。同時由於 GIS 可

有效掌握規劃及管理空間資訊，使得決策科學化及最佳化並可提高工作效率及降

低成本三大效益，故 GIS 的應用日趨廣泛。 

美國自 1990 年起，開始將普查的資料數位化；這種作法加速了 GIS 在各個

研究領域的蓬勃發展包括實務操作、管理以及研究等各層面（Sperling,1995）。GIS
能夠呈現一種新的視覺空間，開創了決策與管理的新視野；使決策者能夠清楚地

看到政策實行之空間分佈和落差狀況（Magure, 1991）；此外，相關技術和觀念的

傳播，亦可開拓各學科和研究應用之潛能。隨著資訊社會時代來臨，訊息流動日

益緊密； GIS 將可結合越來越多的研究，激發出各種研究之可能性與潛能。另ㄧ

方面，GIS 在最近十年之應用與發展突飛猛進，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其輔助調查工具

與相應之資訊科技不斷推陳出新。以 GIS、PDA、與 GPS 的結合的設計，將傳

統的人工紀錄的社會調查方法，轉換為以「個人數位化助理」(PDA)與和其系統相

容的「問卷設計系統」的數位化社會調查方法，使資料庫能更快速、精準和確實

紀錄事件之軌跡（黃慧琦、石計生，2001）。 

由於 GIS 具有空間分析與視覺化展示功能，以及多元屬性資料整合分析能力，

再加上其建置、更新與管理資料庫的能力，自 1960 年代以來即被不同領域所使用，

在自然科學領域之運用包括：自然資源的管理、消防火警的預防與回應、氣象風

災的預測、都市交通路線規劃、橋樑架設探測、景觀規劃與林地探勘開採、地下

水道建設與養護、環保垃圾處理的地點選擇、環境災害評估以及消防系統規劃，

甚至飛彈的設計、攻擊目標的定位及防衛機能建立等軍事用途（Grimshaw, 1989; 
1994; Budic, 1994; Mitchell, 1997; 逢甲大學地理資訊中心，2000；周天穎、雷祖強，

2003；鄭宗敏，2006）；除此之外，其更被運用於商業管理、公共衛生領域、社會

科學、乃至人文歷史面向（劉麗雯，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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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IS 於休閒領域的應用 

民眾在從事休閒行為時，不斷從一個地方移動到另ㄧ個地方，因此空間概念

成為相關重要的休閒行為影響因素。然而大部分休閒領域之研究多使用休閒時

間，而非空間特質對休閒行為的影響（Sallis, 2009）。為能呈現空間資訊，GIS 藉
由整合空間座標與數位資訊科技，使得存在於空間的任何資訊皆可加入以地理資

訊系統技術為基礎的數位平台，使得以儲存、分析、查詢與展示空間資訊。對休

閒領域來說，歐盛榮（2007）將 GIS 如何應用於休閒領域區分為四種應用類型（如

表一）。 

表 1 地理資訊系統於休閒領域之應用 

應用 說明 
休閒資源／設施 
調查與資料庫建置 

製作休閒資源/設施之主題地圖（如休閒資源分布圖、道路圖

與地籍圖）。 

休閒規劃 
土地使用適宜性分析、區位選擇分析、休閒空間可近性分

析、視覺景觀美質分析、景觀衝擊分析、視覺模擬分析、社

區參與等。 

休閒市場分析與行

銷 

找出某一活動或設施的潛在使用者或目標市場、休閒者使用

設施的最佳路徑、步行時間、廣告促銷資料散佈位置與區

位、市場競爭者分析等。 
空間統計與休閒研

究 
分析休閒資源分布的空間型態（隨機、群聚或平均分布）、

多變量統計分析等。 

資料來源：歐聖榮（2007）。 

第一類主要運用於休閒資源／設施之調查與資料庫建置：藉由 GIS 所提供的

資料輸入（數位板或地址對位）、儲存與處理的功能，配合全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可將所調查的休閒資源／設施，依點、線、面的資料結

構方式來儲存成不同圖層，而後透過製圖學所需之色彩計畫、文字標記、圖例設

計、方向與比例尺之標定，進而製作休閒資源／設施之主題地圖。 

Oh & Jeong (2007) 以 GIS 分析韓國首爾的公園空間分佈；賴進貴、張春蘭

（2002）則以 GIS 建構台灣地區各種文化與生態相關因素的主題地圖，包括人口、

行政區、都市與交通等人文現象，以及地形、地質、水文、氣候、動物、植物等

自然環境；邱獻正（2005）則以 GIS 為工具，以視覺化方式展現古蹟的時空性質；

李永恆、孫鴻志（2006）利用 Google Earth 把不同區域的休閒場所，按主題形式分

類並加以呈現。 

第二類針對某一區位或地區的休閒規劃過程中需要設計必要的分析、評估與

溝通，諸如土地使用的適宜性分析與區位選擇、休閒空間可近性分析、視覺景觀

衝擊分析與社區參與。在進行土地使用適宜性分析與區位選擇的階段，可利用 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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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疊圖功能與多評準的設定，進行休閒設施的區位選擇與應用生態原則的土地使

用適宜性，以找出那些區位／地區是最佳位置。易言之，從此類 GIS 研究可以較

為客觀的方式顯示休閒空間能量的運用是否適宜、是否應進行進一步的重新規劃

與調整。 

以此類為主的研究包括 Rafferty & Obropa (1999) 運用 ArcView GIS 工具分析

紐澤西州 Maurice River 流域休閒空間設施與能力，透過 GIS 將空間運用的相關資

訊提供予政府與各相關當事人（包括在地的草根性團體、廢水處理廠、水源供應

商及農夫等等）進行該流域未來發展決策使用。該研究結果除清楚地計算出

Maurice River 流域整體與各種用途的使用概況外，更可完整地計算當地遊船的使

用已超過該流域使用能量的 7 倍，若要使休閒品質提高，必須擴大其空間規劃。

Caspersen & Olafesson (2009) 將民眾的休閒經驗以 GIS 技術區分為七種不同的經

驗類型，包括荒野（wilderness）、對森林的感覺（feeling of the forest）、全視野的

景觀（panoramic view）、水景（water and scenery）、生物多樣性及陸地型態

（biodiversity and land form）、文化歷史（cultural history）、活動與挑戰（activity and 
challenge）與服務與採集（service and gathering），並根據此七類型之資料整合地區

與都市發展計畫，藉此建構與提供未來休閒規劃之決策系統。 

閻克勤、王櫻燕（2007）則以 GIS 設計一套生態環境及土地使用分類標準與

調查模式，並以此分析土地使用適宜性與生物多樣性，以進行海岸環境的空間分

析與資源利用整合。張本初、林錦輝（2007）以 GIS 為分析工具研究高雄市觀光

最適區位，透過 GIS 對高雄市整體空間分析的結果顯示，高雄市的觀光潛力區位

呈現啞鈴狀雙軸心分布，其中一軸以苓雅區的東半部份集散地，另ㄧ軸以新興區

和前金區為主，次要地區出現在小港區和左營區，符合現階段的高雄市政發展方

向。其他如 Fan et al. (1996)、Fan (1997)、范玉玲（2000）、王淑慧、林子堯（2008）、
邱怡寧 & 范玉玲（2008）則從不同面向研究分析 GIS 於規劃設計階段的應用。 

第三類是利用 GIS 所建置的休閒資源與社經背景資料，將可描述某ㄧ地區居

民社經屬性與休閒資源的空間分佈，進而找出休閒設施的潛在使用者或其目標市

場；利用路網分析（network analysis），並檢視現有休閒設施、資源與潛在使用者

旅行距離間之空間關係，以便找出使用者抵達休閒設施的最佳路徑，以減少距離

與時間之成本；同時也透過 GIS 的空間分析模組，分析不同休閒設施的空間分佈，

以了解整體市場。Vries & Goossen (2002) 則將 GIS 運用於森林與自然地區的休閒

功能之研究，在此研究中其透過土地使用、信仰、音量、步行密度、飛行距離及

道路距離之數據進行遊客與目的地之間的地理分析，研究結果不僅有助於提升遊

客數量，更可促進新地區、居民與自然的發展；Yao et al. (2003) 探討如何應用 GIS
提供至新加坡旅遊的遊客較佳的景點参訪路徑；張家輔（2005）應用於免費公車

路線調整；吳銚堂、陳文福（2005）則應用於公路規畫設計可行性。第四類則是

利用 GIS 進行各種不同議題的研究。如 Termansen et al. (2008)結合 GIS 及其他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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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評估森林政策過程中不同位址的經濟替代效果，此研究顯示藉由不同的森林屬

性可確認出相同的偏好。 

本研究主要目的即進一步確認從事休閒相關活動之 NPO，並嚐試建構南台灣

七縣市 NPO 的休閒資源／設施進行基本資料庫（第一類），以提供旅遊者不同之

選擇。 

（3）NPO 應用 GIS 之現況 

如前文所述 GIS 可運用於自然科學、商業管理、公共衛生、社會科學、乃至

人文歷史面向，在此本研究將針對 GIS 運用於 NPO 之現況做一概況說明。GIS 對
NPO 而言，乃是做為一種能力建立（capacity building）及社會變遷的工具（Sieber, 
2006），其同時也是空間知識、社會和政治權力與地理實務間有力的調和者（Elwood, 
2006）。 

Gronbjerg & Park 於 2001 年使用 GIS 研究 NPO 在印第安納州的組織與人力資

源分布概況，該研究發現 NPO 並未集中於印第安那州的任何一區，相反地，NPO
在各區皆存在著（Gronbjerg & Park, 2003）。其他研究包括針對以 GIS 的空間分析

方式說明 NPO 選擇設置位置之理由（Bielefeld & Murdoch, 2004）；分析維吉尼亞

州 Richmond 地區基金會資助貧窮家庭及年輕學子的資源分配模式，並進ㄧ步檢視

與提供未來資源分配的適宜性（Stutts, & Gist, 2004）；Gulosino (2005, 2006)針對紐

約市的公立學校及社區組織進行 GIS 空間分析，該研究結合 ESRI 的 ARGIS 9.1 與

Google Earths 將 NPO 附近地方的需求與資源以空間方式加以呈現，藉此確認及定

位出該區活躍的 NPO，以使 NPO 提供符合地方需求之資源；Bishop (2009)則運用

GIS 的空間分析特性撿視哥倫比亞地區九個 NPO 符合其服務對象之程度，研究顯

示這些 NPO 滿足程度從少於 1%到 20%，同時顯示出未來將朝向與其他組織的溝

通與網絡建構之必要性。 

國內 NPO 使用 GIS 相關研究包括將 GIS 應用於急難救助（孫志鴻等，2001；
劉麗雯等， 2003；劉麗雯、張利能，2004）、居家服務（蔡瑞明等，2005）、早期

療育（梁美榮，2007；梁美榮、劉麗雯，2008）及社會服務方案的規劃、執行（劉

麗雯，2009）與評估（劉麗雯，2008）。本研究則將延伸 NPO 運用 GIS 之範圍，

透過休閒 GIS 的建立，提升 NPO 的經營與管理能力，作因應未來 NPO 作為休閒

服務傳遞體系的重要準備工作。 

参、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與原因 

如前所述，本研究主要目的即進一步確認從事休閒相關活動之 NPO，並嚐試

建構南台灣七縣市 NPO 的休閒資源／設施進行基本資料庫，以提供旅遊者不同之

選擇。有鑑於此研究目的，故本研究首先以各種方式蒐集南台灣七縣市之 NPO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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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其次，透過問卷進行 NPO 参與休閒活動之調查與分析；接著，再將各類 NPO
休閒活動資訊以各類屬性歸類建檔，並轉為 GIS 軟體資訊；最後將所有資訊彙整

與建構南台灣七縣市 NPO 休閒活動查詢系統。 

易言之，為達到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利用以下方法進行： 

（1）問卷調查 

本研究先以各種方法進行南台灣七縣市 NPO 資料之收集，資料來源與方法包

括：首先，透過各縣市政府社會局網站下載各類社會團體（包含人民團體、社區

發展協會等）；其次，至台灣目前針對 NPO 進行資料庫建構的喜馬拉雅基金會網

站進行南台灣七縣市 NPO 資料之搜尋；最後，收集南台灣七縣市電話簿中登記有

案的 NPO，將此三類計劃加以彙整及比對，建構南台灣七縣市 NPO 基本資料庫。

接著，透過問卷設計與寄發了解 NPO 目前從事休閒活動概況，問卷將區分為基本

資料、主要之運作項目與參與休閒活動的內容、類型與說明，以作為未來進行屬

性分類之依據。 

（2）GIS 分析法 

如前所述，GIS 為一門科技整合之科學，其整合地理數學、測量學與電腦科技，

同時期可利用電腦將地理或空間資料輸入、儲存、尋取、分析、管理及展示資訊

系統，具有空間描述能力。本研究即利用此地理空間描述能力將所有上述資料轉

化為 GIS 各種屬性，以進行南台灣七縣市 NPO 各類的休閒活動進行歸類、分析與

路線規劃。 

肆、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以南台灣七縣市（如圖 1）作為研究區域，並以從事休閒活動的非營利

組織為研究對象，結合 GIS 系統工具，建構以非營利組織為主軸的休閒資訊地圖，

期能藉此了解現階段非營利組織休閒資源之分布狀況，並協助非營利組織激發和

鼓勵發展地方特色之休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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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台灣南部七縣市地圖 

經統整南台灣七縣市的 NPO 約有 3,500 家，在組織的宗旨與服務的內容上，

受訪者如何形容該組織的特色呢？有將近五成（49.1%）的民間社會組織認為

「社會福利／慈善」為其組織特色，其次是「社區服務」（28.3%），而「休

閒娛樂／聯誼」（22.4%）與「教育事務」（22.2%）則居第三與第四。若以社

會團體與基金會比較之，發現社會團體的組織特色同樣最強調「社福慈善」

（47.8%），其次為「社區服務」（30.6%），緊接的是「休閒娛樂／聯誼性質」

（26.1%），而「文化藝術」居於第四（20.0%）。在基金會方面，以「社福慈

善」為特色的組織最多，占了五成七（56.9%），其次為「教育事務」（46.2%），

再其次為「學術研究」（24.6%）。社會團體與基金會最大的不同在於，除了

「社會福利／慈善」是二者共同且最為強調的組織特色外，社會團體認為「社

區服務」與「休閒娛樂／聯誼」是其組織的主要特色，但基金會強調教育、文

化與福利服務。 

伍、結論與建議 

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其已成為各類組織提供服務時的ㄧ個主要資源，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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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管理應是 NPO 的一項基本功能。如果 NPO 的資訊未能良好管理，則組織的

服務績效會受到影響。而資訊科技的使用則有助於訊息的傳送，提供改善服務輸

送效率及效能的機會。現階段 NPO 應用 GIS 的範圍與功能已日趨增加，包括緊急

救援與網絡建構，本研究透過 GIS 休閒地圖的建構將可有效提升 NPO 的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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