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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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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式

總樣本數

委託單位

取樣條件

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網路調查

共回收有效樣本數1,070份，誤差為±3.0%。

16-32歲民眾

調查時間 2022/7/27~2022/8/7



受訪者輪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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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

31.7%

68.3%

43.7%

56.3%

65.9%

17.3% 16.8%
11.1%

16.3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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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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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 地區 月收入

78.9%

11.5%

4.1%

2.7%

1.6%

固定月薪 不定期時薪 家人

個人投資 政府補助 個人存款

其他

月收入來源

以網路調查，共回收有效樣本數1070份，誤差為±3.0%。



調查結果摘要



公益/慈善距離

5

對你而言，覺得公益/慈善與你生活的距離有多遠?

14.6%

55.7%

21.2%

2.7% 5.8%

5分鐘能
走到的鄰居家

像500公尺外
的商店一樣

像跨縣市
一樣的距離

要搭飛8小時
以上的國家

跟外太空距離
差不多



愛心價值認同

6

你是否會覺得「一次捐10萬以上的人或企業，比起一次捐100元的民眾更有愛心」？

3%

14%

62%

21%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公益/慈善信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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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信任台灣的公益/慈善環境嗎?

7%

67%

24%

2%

非常信任 信任 不信任 非常不信任



公益/慈善信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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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種情況，你會對公益/慈善感到失望或憤怒?

52.1%

18.3%

8.0%

6.7%

3.2%

2.3%

3.7%

2.0%

2.1%

1.1%

19.3%

36.6%

6.5%

8.8%

6.8%

14.2%

9.9%

最失望/憤怒 第二失望/憤怒 第三失望/憤怒 第四失望/憤怒 第五失望/憤怒

公益詐騙 83.5%

公益組織人員將捐款放入私人口袋 76.1%

被強迫捐款 47.6%

受助者處境並未獲得具體改善 44.5%

捐款用途和規劃與我預期不一致 33.6%

公益組織在行政或勞動權益、
人事管理上有負面消息

31.7%

捐款個資外洩 28.1%

透過公益手段，為企業洗白形象 22.6%

企業成立基金會，規避繳稅義務 20.0%

組織資訊不公開 17.3%

其他，請說明 .5%



關注議題/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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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關注的公益/慈善族群或議題

17.9%

14.3%

14.0%

9.9%

9.0%

3.9%

7.7%

3.9%

4.4%

3.4%

3.8%

2.1%

2.6%

1.6%

13.2%

11.0%

7.2%

8.5%

10.2%

5.7%

6.2%

5.0%

4.9%

4.3%

4.2%

11.0%

9.6%

5.0%

7.6%

6.4%

6.4%

4.2%

6.0%

5.7%

4.0%

3.6%

2.2%

最關注 第二關注 第三關注 第四關注 第五關注

身心障礙者 51.3%

兒童 41.2%

動物保護 36.0%

災難救助 33.8%

高齡者照顧 33.4%

偏鄉發展 27.9%

環境生態相關 26.9%

家暴議題 23.5%

疾病相關 21.8%

國際人道救援 19.4%

貧窮 17.8%

心理健康 15.0%

LGBT議題 10.0%

青少年 9.9%

原住民 3.7%

外籍移工 3.6%

其他，請說明 .9%



關注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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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甚麼讓你關心這類公益/慈善領域議題

個人信念價值 --------------

媒體上常看到相關報導 --------------

與自身生活經歷相關 --------------

受到親友家人影響 --------------

受到名人/網紅/KOL號召影響 --------------

宗教信仰 --------------

59.5%
46.4%

44.6%

26.5%

8.8%4.3%

其他，請說明 (0.6%)

公司有合作

在大學課堂上有所認識

有養寵物

動物比人善良

讀相關科系

無



訊息來源/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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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會從哪些管道取得公益/慈善資訊？(可複選)

70%

40.9%

21.2%
16.5%

29.3%

15.8%

14.8%

10.8%

7.6% 5.6%

7.%



行動參與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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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願意採取哪些行動支持公益/慈善? 過去一年中，做過的公益行動是什麼？(皆可複選)

41.3%

43.8%

25.3%

32.7%

26.4%

17.9%

12.8%

8.6%

10.0%

2.8%

1.1%

0.4%

10.0%

過去一年做過

60.2%

56.0%

52.0%

44.2%

30.9%

27.5%

22.2%

16.2%

11.2%

5.1%

4.0%

.1%

願意

日常能對他人有益的行為

捐款

捐二手物資

捐發票

關注、追蹤社群媒體上的公益活動，
並按讚或協助分享

購買庇護商品/義賣品/環保產品

參加公益組織舉辦的活動

閒暇之餘到公益單位當志工

跟身旁親友介紹公益理念、活動

另外購買全新物資捐贈

參與海外的志願服務

其他，請說明

一年內沒有特別做過公益/慈善行動

做公益比例
90.0%



行動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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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你在過去一年內，平均多久一次參與公益/慈善的行動？

.9%
3.0%

6.5%
9.7%

22.9%

18.9% 17.9%
20.1%

每天 每周2-6天 每周1天 每半個月 每個月 每季 每半年 一年一次

平均來說，一年參與公益慈善的次數約18.7次。
男性、中部、南部地區、月收超過三萬、偏向信任台灣公益環境族群，年
平均參與次數略高於平均。



行動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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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覺得影響你公益/慈善行動的原因是什麼?(可複選)

70.6%

57.6%

14.1%

8.4%

7.7%

7.5%

5.0%

4.6%

4.0%

4.0%

2.1%

對這個議題是否感興趣

覺得我的行動能幫得上這個議題/組織/某人

受到身旁親友家人的號召

獲得他人的欣賞與肯定

我認識的某人要求我行動

組織提供的紀念品很吸引人

宗教信仰

受到名人/網紅/KOL號召影響

對個人經驗履歷上有加分

可以減稅

其他，請說明



行動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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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認為參與公益/慈善行動，對自己的好處是什麼?

73.2%

45.7%

28.1%

17.9%

10.5%

5.5%

4.3%

4.1%

2.5%

內心得到滿足喜悅

拓展視野，對真實社會有更多的了解

得到成就感

覺得被接納與被需要

結交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收獲親朋好友的認同

對個人經驗履歷上有加分

對生涯規劃更有方向

其他，請說明



資訊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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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種公益/慈善的資訊，會讓你更願意行動?

55.3%

53.3%

45.9%

26.5%

19.3%

7.5%

6.1%

5.5%

5.5%

.7%

具體可信的數據資訊

真實的照片與細節描述

傳遞正面陽光價值的內容

理性溝通、資訊充足甚至較長篇幅的訴求

悲情有迫切需求感的個案故事

與企業或其他品牌合作的公益活動

有趣新穎且美觀的資訊形式

聳動或警告意味濃厚的行動訴求

與名人/網紅/KOL合作的公益號召

其他，請說明

60.4%

58.6%

53.5%

20.8%

15.3%

8.3%

4.2%

3.6%

.7%

未經過整理編排過的雜亂訊息

聳動或警告意味濃厚的行動訴求

重複出現的廣告訊息

悲情有迫切需求感的個案故事

與名人/網紅/KOL合作的公益號召

與企業或其他品牌合作的公益活動

理性溝通、資訊充足甚至較長篇幅的訴求

真實的照片與細節描述

其他，請說明

正面 –更願意採取行動 負面 –感到排斥

16



支持組織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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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在你要支持公益組織前，你會考量的因素有哪些？(可複選)

60.8%

47.9%

38.2%

37.2%

34.1%

30.7%

27.5%

24.9%

14.0%

12.1%

10.8%

4.0%

2.7%

.4%

組織是否會妥善運用資源

組織是否有良好的聲譽

組織幫助的對象或議題是否是我認同的

組織資源是否已經足夠

捐款對受助者能帶來的改變

我是否認同組織的助人信念

組織是否會主動公開，且定期更新成果與財務報告

我所重視的議題，組織立場是否一致

組織提供參與的管道是否可靠便利

組織是否有提供管道讓我深入了解服務內容

組織是否具知名度

週遭親友對這個組織的看法

組織是否提供能留念的回饋品

其他，請說明



結語



需要聯合勸募的地方
邀請Ｚ世代共同幫助弱勢朋友從困境中畢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