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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基金会》

内容概要

《台湾的基金会》主要向你介绍了有关台湾的基金会，主要内容包括台湾的基金会与当局之间的关系
，为基金会把脉，台湾基金会的个案剖析等。基金会一般是私人或民间发起的非政府组织，以所接受
的捐赠资金或产业为活动手段，资助和开发非赢利性的公益事业，其中包括文化、教育、科学研究、
社会救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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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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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3



《台湾的基金会》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台湾的非营利组织　　2000多年前，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墨子提出了“兼爱”的思想。
《礼记·礼运》篇中也曾记载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说。再观察西方社会，一些早期的慈善
事业更是现代“非营利组织”（Non Profit Organizations，简称NPO）的开端。可以说，人类的慈善、
互助和公益行为，发自亘古，源远流长。　　一、何谓非营利组织　　现代非营利组织的普及，代表
着“组织社会”（Organizational Socie-ty）的进一步发展。简单地说，19世纪以来，举凡工业和商业等
经济性组织，莫不纷纷采用“公司”的形态经营，这些企业组织与“自然人”不同，并没有一个实体
，但是具有“法人”地位，在法律上可以享受和“自然人”类似的一些权利。“法人”的出现，打破
了以血缘和地缘为主要形态的传统组织所难以避免的局限性，它能够实现透过契约关系，结合一群陌
生人，为实现某个特定目的而相互合作。　　在现代社会里，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会与众多“法人”
组织产生种种联系。到了20世纪下半叶，则出现了一种趋势——过去以传统组织形态提供“非营利”
服务的团体和不少社会运动团体开始转型，随之而来的是这类非营利组织的重要性也大大提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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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基金会》

精彩短评

1、解禁后，台湾公民社会迅速发展，在公民自由结社的前提下，由于台湾特殊的国际政治地位，非
政府组织在外交领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再加上台湾的政党选举制度，使得基金会充当了吸纳政
治献金，提供助选人员，获取政治选票的很好渠道。
2、大失所望。
3、全部日本体系，法律归类名称等
4、第四章开始才入正题，而且数据和信息相对滞后和简单。扫扫即可。
5、虽然书里的介绍字里行间带有点政治意味，但也不妨翻翻，至少知道一些基本概念。不过真正在
这一行里做了之后就会更愿意用专业的视角去关注和思考台湾在这一领域的发展。比如跟政府的合作
，真正政治桩脚比例有多大，参加国际组织的活动空间在何？为什么活动支出比例不得低于孽息和经
常性收入80%（页39），这个比例比我国公募还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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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基金会》

精彩书评

1、基金会这个概念在大陆出现的很早，宋庆龄曾一直致力于建设一个慈善机构，并以西方理念为主
的基金会。直到今天，基金会单纯的被放在了放放钱、收收捐的状态下，等到“炒基金”盛行的时候
，更少人还在乎这种基金了，总体来说，大陆的基金会概念实在是不明朗，总体上的定义也的确还是
传统基金会的形式。这本书是一个结构非常简单的书，甚至于连序言都没有，先是介绍了非盈利组织
、基金会的概念及起源，谈到基金会，尤其是现代基金会，必谈到美国，如果说这段历史已然掌握，
那么前一章可以直接忽略了，接着介绍了台湾基金会与当局的关系，在我看来，前三章并没有多大的
启示，第四章起，才进入了正题，从作用到缺陷再到个案分析，“顺理成章”的一本书就出来了。读
完以后，跟自己想的有所差别，原本想借此书探寻基金会在台湾对外活动方面的信息，却发觉，少的
可怜，几乎没有。追根揭底，我想一方面是因为作者是大陆人，这些方面的资料不好找或者在成文之
时不好说，另一方面，或许台湾的“国际空间”的确越来越少。这本书虽然简单也的确是值的反思的
教材，台湾基金会就是我们大陆的影子，一样的要找一个上级机关，一样有地方和国家之分，和数以
万记的台湾基金会相比，大陆的确落后了不止一点半点，不止是数量上，在理念上，我们也是不完善
的。不管怎么说，基金会的出现都是公民社会发展的写照，在这一点上，文中对消费者文教基金会和
医疗改革基金会的介绍让我长了见识，原来基金会不必要那么理想主义：为了人类造福，为了世界和
平的。原来基金会本应就在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为改造社会而存在。所以我在想，基金会的传统和现
代之分，到底是中国被卷入了世界，甚至于亦步亦趋，还是世界改变着中国，让其早晚成为西方话语
体系中的一员？？恐怕在台湾，我们可以找到答案，看看慈济慈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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