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第一節                                                                  

 86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整理  

根據第一章研究動機與背景、目的、範圍及對象的界定，第二章探尋非營利

組織與佛教團體及其運作績效指標等相關文獻，和第三章進一步的分析問卷內

容、設計與方法後，讓本研究能夠藉由問卷調查、深度訪談等方式，來清楚的了

解台灣地區佛教團體的經營現況及其運作績效。本章節承接上述，將分析問卷調

查及訪談的結果，以讓我們更深一層的體會到非營利組織是如何選定績效評估標

準，是如何評估自身的運作績效。 

 

第一節  基本資料分析  

    根據內政部民政司宗教科與各縣市政府提供之寺廟登記名冊，對抽樣後台灣

區各區域的寺廟進行問卷調查，本研究對象為佛教團體的住持或其負責人。在所

有回收問卷樣本結構中，根據基本資料項目的統計，統計數值見表 4-1-1所示。 

表 4-1-1 組織的基本資料分布情形  

區間  10年 11 ~ 20年 21 ~ 30年 31 ~ 40年 41年以上 

份數  32 47 34 25 19 1.成立時間  

% 20.38  29.94 21.66 15.92 12.10 

區間  10人以下 11~30人 31~50人 51人以上 

份數  73 39 19 26 2.法師人數  

% 46.50  24.84 12.10 16.56 

區間  50人以下 51~300人 301~500人 501~1000人 1001人以上 

份數  5 23 17 28 84 3.信眾人數  

% 3.18  14.65 10.83 17.83 53.50 

區間  高中以下 高中(職) 大專院校 研究所以上 

份數  51 82 20 4 
4.成   員  
教育程度  

% 32.48 52.23 12.74 2.55 

     

 

（一）成立時間：依組織成立時間的分布來看，以 11 ~ 20 年居多數，占 29.94 

備    註：有效回收問卷數為 157份，百分比和為 100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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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為 21 ~ 30 年占 21.66 %，10年以下占 20.38 %，31 ~ 40年占 15.92 %，

以 41年以上為最少，占 12.10 % 。由此可知，目前台灣區佛教團體的成立時間

分布情形以 11 ~ 20 年為最多。 

（二）成員數：佛教團體的組織份子為法師與信眾兩類，其分布情形： 

1、法師：以 10人以下居多數，占 46.50 %，其次為 11 ~ 30人占 24.84 %，51

人以上占 16.56 %，以 31 ~ 50人為最少，占 12.10 %。由此可知，目前台灣區

佛教團體內部的法師人數分布情形以 10人以下 為最多。 

2、信眾：以 1001人以上居多數，占 53.50 %，其次為 501 ~ 1000人占 17.83 %，  

51 ~ 300人占 14.65 %，301 ~ 500人占 10.83 %，以 50人以下為最少，占 3.18 

%。由此可知，目前台灣區佛教團體的信眾人數分布情形以 1001 人以上 為最

多。 

（三）成員教育程度：依組織成員教育程度的分布來看，以高中（職）程度居

多數，占 52.23 %，其次為高中以下程度占 32.48 %，大專院校程度占 12.74 %，

以研究所以上程度為最少，占 2.55 %。由此可知，目前台灣區佛教團體的成員

教育程度分布情形以 高中（職）程度 的人數為最多，而 研究所以上 程度的人

數為最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