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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   論  

    經由本研究調查結果分析與討論，可得到下列結論： 

 

一、目前台灣境內多數的佛教團體肯定組織運作績效的現況，且認同組織內部一

定要有運作績效的評估準則，但是各佛教團體對於績效的衡量並沒有一致性的標

準。 

 

二、就目前實際狀況而言（見表 4-2-10），台灣區佛教團體較肯定的前六項績效

指標依序為：（一）工作及活動對社會的貢獻；（二）明確的理念；（三）帳冊是

否完備及合法；（四）成員對組織的認同；（五）目標及未來工作的前瞻性；以及

（六）服務品質。而較不受到重視的後六項績效指標依序為：（一）是否有專職

人員；（二）舉辦活動的頻率；（三）在媒體上的曝光率；（四）平均每人的服務

成本；（五）資金數額的多寡；以及（六）資金孳息的多寡。 

 

三、若只考慮「影響團體運作績效的因素」方面，目前影響台灣區佛教團體運作

績效的四項因素中，組織的運作是權數較高的因素，其次依序為：組織的運作結

果與義工貢獻、組織對社會的貢獻度，以及組織與服務對象的互動關係。 

 

四、雖然影響團體運作績效的因素方面以「組織的運作」因素的權數較高，但若

考慮影響台灣區佛教團體的九項運作績效因素，權數較高的前兩項分別為內部的

現況與組織的運作結果（屬「組織的運作結果與義工貢獻」因素），其次依序為：

財務狀況、組織的理念與目標、活動的數量、利害關係人對組織的支持、組織義

工的實質貢獻、與外部團體的關係，以及對社會的實質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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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理論上，非營利組織提供的服務應用於社會上最需要的人，且服務品質應達

到至善，讓其存在於社會的意義與目的增加，能夠對社會產生實質的貢獻；但從

影響各佛教團體的運作績效因素之多屬性決策分析（A.H.P.法）中卻發現，「對

社會的實質貢獻」此一因素的重要性卻是排名在後，因此，佛教團體有必要檢討

其原因所在。 

 

第二節  建   議  

    茲根據本研究提出下列建議，期望能提供台灣區佛教團體與後續研究者參

考。 

 

一、對台灣區佛教團體的建議  

（一）由於台灣區多數佛教團體較不在意外界給予組織的評價，因此組織本身運

作績效的診斷與衡量更相形重要；另一方面，各佛教團體所獲得的資源因組織的

規模、成員的素質等因素的不同而有所差異；此外，佛教團體所提供的服務與舉

辦的活動，對社會大眾能產生普遍性的影響。所以，對於組織內外環境各類關係

人的感受與想法，若能採更開放的角度加以思索與考量，相信佛教團體的工作一

定可以順利進行，對社會的貢獻亦可以增加。 

 

（二）本研究應用多屬性決策分析法於組織的運作績效評估，將可獲得的效益彙

整如下，以提供佛教團體： 

1、可將績效評估項目加以層級結構化，易於了解與使用。 

2、透過多屬性決策分析法簡易的計算可以使佛教團體的管理者容易得到各績效

評估項目的權重，並可方便其進行績效評估。 

3、各評估項目的權重分配，係以科學方法決定，且植基於先前學者所做的研究

之上，故得到的評估權重較能符合佛教團體的績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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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評估項目的權重比列有一定的分配，配合佛教團體組織的特性與需求，藉

以引導佛教團體的所有成員朝最佳績效表現。 

 

二、對後續研究者的建議  

（一）由於本研究對於佛教團體運作績效指標的探討，屬於初步的探索性研究。

建議後續的研究者縮小研究的範圍，將研究主題細部化，使研究對象的差異性能

夠更加顯現。 

 

（二）由於本研究是針對台灣區整體佛教界採抽樣方式來進行績效評估的分析，

所得到的結果並非完全適用於每個佛教團體。因為績效評估的項目，會依各個佛

教團體的規模、經營理念與宗旨、服務對象及組織文化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建議

後續的研究者可從此方向來研究，以個別的佛教團體來訂定其績效評估的標準，

並探討佛教團體內部的上層負責人、管理者與信眾之間，與績效評估準則間的關

係，及在認知上的差異性。 

 

（三）由於組織在進行績效評估時，常會受到評估者個人的偏好、偏見與評估技

術上的的困難，而發生一些偏誤，例如月暈效果、刻板印象，或集中趨勢等偏誤。

建議後續研究者可從此方面進行研究，先訂定出個別佛教團體的績效評估制度，

在依此制度來進行整體性的績效評估，檢視組織的績效評估者是否會發生上述的

偏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