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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內文： 
近幾年台灣的線上群眾募資平台逐漸建立，隨著時間的推移，漸漸地發展出各自獨特的

特色。但往往卻忽略了從學生時期所參與的各個社團活動之募資，但不得否認線上的募

資目前並非為主流，因而想建立一個專屬於社團募資可以使用的平台，解決大學社團募

資會遇到的問題。研究內容主要分為四大類，校園募資現況與問題、區塊鏈定義與應用、

募資平台設計與規劃、問卷結果與分析。 
校園群眾募資的募款來源主要是以店家為主，卻相當耗時費力且達成率不高，因此想藉

由此平台擴充募款來源讓消費者們都可以較容易知道相關訊息。而在獲利來源的部分主

要是募資者，本研究也會探討區塊鏈以及社群商務的應用，希望未來能結合區塊鏈，讓

募資捐款的流程更佳的透明化，目的是提高捐款者的信任度，對於初次使用或曾經捐款

過的人，能夠再次進行捐款。 

 
 
 

關鍵詞:群眾募資平台、大專募資平台、區塊鏈、社群商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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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背景 

大學時期的社團活動參與經驗，是培養大專院校學生多元能力的重要途徑，校

園中的任何學習經驗或學習規劃，都應存在協助學生規劃未來職場發展的教育理

念。(蔡珮珊，2019)面對社會的快速發展，以及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學生在參與

社團活動的經驗對於能力訓練、人格養成等皆有重大影響。大學時期的社團活動參

與經驗，是培養大專院校學生多元能力的重要途徑，校園中的任何學習經驗或學習

規劃，都應存在協助學生規劃未來職場發展的教育理念。(蔡珮珊，2019)面對社會

的快速發展，以及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學生在參與社團活動的經驗對於能力訓練、

人格養成等皆有重大影響。蘇士博(2000)指出社團想經營得好必須包含豐富的社團

活動與充裕的經費。因此經費可說是社團經營不可缺少的要素，本組透過自身經驗

及觀察發現目前學生募資方式較單一缺乏管道，並且耗費大量時間成本、人手不足

的問題也造成宣傳效率不佳，再者店家無法確認資金用途，金錢流向不夠透明，對

學生缺乏可信度，種種問題導致活動募資困難，耗時又費力。以台灣環境而言，微

型企業及個人創業的營收規模相對較小，校園募資相對困難，除了募款不易之外，

社團的募資計畫仍然面臨許多困境，例如專業知識的缺乏、對目標市場不了解等皆

是募資者會遭遇之挑戰。 

第二節、研究動機 
群眾募資的興起成為改善創業環境一大助益。提供一個網路平台讓社團們或任

何有意成立活動與完成夢想的人可以自由發表專案，利用網際網路向大眾尋求資

金，有興趣的投資人則出資支持，協助學生們克服活動初期的資金問題，資金來源

為向群眾募集大量但小額的資金，作為活動的資金基礎。群眾募資網站除了改變上

述資金的募集方式，也拉近了過去創業環境與目標市場的距離。 

第三節、研究目的 
根據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本研究希望透過台灣群眾募資網站上累積之專案，

檢視平台中的差異現況，分析背後之影響因素;並且研究進一步探討大、小型募資專

案各自掌握哪些利基，希望藉由問卷調查能明確得知募款者與贊助者所遇到的問題

並且加以解決，根據以上資訊進行整理，建構出大專社團募資平台。 

第四節、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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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獻探討法 

根據書報雜誌、新聞、網路，蒐集群眾募資及大小型募資案相關內容並進

行整理和分析。 

2. 實地探訪 

(1)拜訪度度客募資平台創辦人，了解目前市場狀況、趨勢與平台營運模式。 

(2)拜訪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研究人員了解現今區塊鏈技術與應用。 

(3)逐一拜訪商家與社團了解其募資與贊助經驗。 

3. 問卷調查 

利用文獻蒐集以及個案研究內容，進行相關資料分析，並針對群眾與社團

進行問卷調查，以獲得研究結果。 

第五節、研究流程 

圖 1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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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探討 
第一節、大專社團募資活動研究與募資現況問題 
一、學生社團之定義 

學校社團依學校規準而設立，是一個教育組織，亦是社會的小型縮影，蔡志賢

(2016)認為學生社團是校內一群志同道合的學生，為了相同的目標與理想，在符合

學校規定的前提下，提出申請而成立的學生團體。楊蕙宇(2018)提出大學學生社團

需要有以下條件:(一)成員為大學校內學生；(二)依學校規定申請核准成立並由學校

老師輔導；(三)依個人興趣自由參加；(四)擁有相同的目標與理想。賴科位(2001)認

為一個健全發展的社團，在社團運作過程中必須具備凝聚力(cohesion)、組織力

(organization)、資源力(resource-fulness)、與活力(energy)，並且達成此四種狀態才能

向外擴展，能夠使社團成員因參與社團而滿足。 

依據教育部年度大專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實施計畫分類，將社團分為五

類，分別為:學術性、服務性、體育性、康樂性、自治性，分述如下: 

1. 學術性:以學術研究或文藝、技藝教學為主要宗旨者。 

2. 服務性:以校內外服務為主要宗旨者。 

3. 體育性:以體能或體育活動為主要宗旨者。 

4. 康樂性:以康樂或休閒活動為主要宗旨者。 

5. 自治性:以自製或社團聯誼為主要宗旨者。 

二、大專社團活動參與之研究 

今日大學社團活動呈現多樣化發展，學生經由參與社團可以培養群育、增進知

識、提高興趣，並習得領導能力(蔡佩珊，2019)。李立群(2012)提出學習者在參與學

習的過程中，對該項活動的參與程度和態度，並感受與期待目標的達成程度。許龍

君(2003)研究發現，學生參與社團時間越長，其人際關係較參與社團時間短者為佳，

並且學生在社團中能夠學到寬容、體諒、合作情感，表現出積極人生建立良好人際

關係。 

綜合上述文獻得知，社團活動的參與不但可培養學生更多元化的價值體系，在

某種程度上與情緒處理及自主性發展也有相關性，若是社團的經營能正常運作及發

展，即可發揮多元學習的功能。 

社團要維持良好的營運，須具備豐富的社團活動與社團計畫，且有完善的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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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及運作公開透明化，透過籌辦活動社員及幹部間協同合作方式，使社員滿意度

提升。同時活動的組織行為也會因社團領導人、學校行政資源等而有所影響，以下

分別敘述: 

1. 社團領導人能力之影響 

王誕生、吳昌憲、葉琦文(2003)研究發現，大學社團領導人的領導能力對

社團的凝聚力、組織力、活力有顯著的正相關。意味著社團幹部領導效能

越高越能激發部屬產生達到目標的動機。因此社團領導人在承續經驗上極

其重要，將過往辦理組織活動的經驗傳承，能加深社團的扎實根基。由此

可知社團幹部領導能力及控制能力，對於社團的運作具有顯著影響因素。 

2. 學校行政資源之影響 

陳茂祥(2001)提出，大學學生事務處對其活動之指導，應提供充足的機會

與資源給學生使用，如此能促進學生和學校建立休戚與共的正向關係。蔡

佩珊(2019)研究發現學校行政單位的配合與支持，以及指導老師熱誠的教

導，才能真正發揮寓教於樂的功能。學校對社團活動的重視程度對其發展

的助益最為直接，且學校行政單位的全力支持，可有效提升社團士氣，通

過校內教師及其他單位的輔導，會使社團發展更為順暢。 

綜合以上發現，社團運作會影響社團發展，有能力的社團領導人加上完善的校

內資源，才能健全組織創造更大的績效，讓社團活動的益處擴大影響，進而回饋給

學生、學校及社會大眾。 

三、大專社團募資現況與問題之研究 

李明憲(2001)指出各社團在推展學生社團工作時最困難的因素除場地問題外，

還包含經費問題，社團經費補助的主要來源為每學期學生繳交之社團活動費，且社

團快速成長所分配的經費更趨緊絀，可謂粥少僧多現象。張良漢、蘇士博(2000)表

示一個社團想經營的好，能吸收更多學生參加，並且能永續生存及發展必須具備以

下條件:(一)組織架構明確，幹部健全；(二)豐富的社團活動與社團計畫；(三)完善的

設備與空間；(四)好的社團規範；(五)經費充裕且運用公開透明化。綜上述得知，經

費是社團營運中不可缺少的要素，想要辦好活動就必須擁有足夠的經費，目前社團

經費仍以社員繳交支社費為主，若是想配合社團快速的成長，需開創更多管道。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和實際探訪方式，將回饋整合後整理出目前大專社團遇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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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資困難主要為: 

1. 缺乏募資管道 

2. 耗時費力 

3. 金流不夠透明 

4. 學生可信度低 

5. 無法在短時間內完整表達活動內容 

其中又以缺乏募資管道占比最重。目前學生募資管道以校園義賣、拜訪店家、

街頭拉讚為主，台灣首家群募顧問公司「貝殼放大」顧問林大涵指出，學生在資金

籌措方面，因缺乏人脈籌到的經費通常比一般提案人少近 30%，並且在募資過程中

無多餘經費做廣告宣傳，導致出現募資金額一度停滯的狀況。教育部人權教育諮詢

暨資源中心(2019)提到學生活動與企業合作已成常態，從特約商店、企業參訪、各

成果發表會到校慶，處處可見企業參與的痕跡。企業提供活動所需經費、學生提供

各種宣傳曝光或攤位是最為常見的合作模式。由此可看出，學生和企業間的合作對

於活動經費有一定程度的影響，然而當募資進入商業贊助就得依序面對資料、信件、

提問、回饋四個問題，下面分別敘述學生在此四部分遇到的問題: 

1. 資料 

資料準備指的是贊助企劃書的撰寫與呈現，企劃書是企業在考量是否合作

的第一階段，在此階段常遇到學生撰寫之企劃書內容虛無縹緲，對於能帶

給企業什麼樣的效益並無太多論述，企業注重的並非鉅細靡遺的活動流

程，而是簡單清楚的經費資料和具體的贊助回饋方式，將交給學校的企劃

書原封不動地呈現給企業更是現今學生募資的常犯的大忌。 

2. 信件 

信件是學生與企業聯絡的其中一種方式，信件交談過程中若是能帶給對方

好的印象，後續合作的可能性也能得到提升，在此部分學生常犯的錯誤

有:(1.)語氣有失禮儀(2.)內容缺乏具體佐證或無說服力(3.)發信時間不當

(4.)語句不順、詞不達意等。寄送給企業之信件應針對不同品牌客製化撰

寫，而不是通篇到底的罐頭信件。 

3. 提問 

在談論的過程中，企業的疑惑不外乎就是活動與品牌的聯繫、活動宣傳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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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及具體的回饋，在這部分，很多學生會抓不到企業的痛點，不懂對方要

什麼，導致雙方在討論期間出現牛頭不對馬嘴的現象。 

4. 回饋 

傳統意義上，企業往往只有金錢贊助一途，但事實上，比起「贊助」這樣

的單一選擇，「贊助合作」反而更易引起企業興趣，以合作代替傳統拉贊，

反而讓雙贏的機會大增，但學生常以社團自身利益去尋求贊助在活動結束

後，無法如期給予回饋，或是根本不記得要回饋對方，導致企業對學生活

動的印象淪為「要錢」。 

整合以上發現，學生在進行活動募資時仍需進行諸多改善，在缺乏管道的情況

下，能抓住與企業合作的機會無非是最大的利益，現在社團募資大多以人工方式進

行，親自拜訪店家，使用網路募款方式的社團較少數，在同一個時間內無法進行多

方行銷，募資管道不易尋求，且因短時間內企畫內容說明不清，在活動結束後並無

提供結案報告給贊助方，金錢流向不夠透明，導致企業和大眾對學生社團活動可信

度不高，贊助方看重資金的使用和具體的回饋，若能夠以重點式撰寫企畫反而較易

引起贊助方興趣，提高募資效率。 

第二節、群眾募資機制與平台營運模式 
一、何謂群眾募資 

群眾募資(Crowdfunding 群募)是一種新興的籌資型態，透過向社會大眾集資，

並利用網路的方便性及資訊的傳播互動，達成個人或團體的目標，近年來，群募已

然成為網路時代進入公共議題的窗口。其概念來自於廣義群眾外包(Crowdsourcing)

的概念，是將一些需要仰賴大量人力完成的工作，在特定平台上外包給網路上不特

定的一群自願者(Howe，2006)。群眾募資的核心價值為通過小眾力量來提供創新及

創業者所需的資源，實現「你有想法，我來贊助」。具有社群互動與回饋的概念(中

小企業白皮書，2015)，其優勢包含: 

1. 集資程序簡易:傳統募資可能得透過創投、銀行方式集資，而募資平台的出

現打破時間及空間限制，直接向群眾募資，藉由網路傳播的力量吸引有相

同理念的人出資。 

2. 成案門檻低:大多數平台提供免費加入或免費啟動專案的機會，即使沒有成

功募資也只需支付平台約百分之五至十的手續費，使提案人較易維持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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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及營運的獨立性。 

3. 免費市調及預知市場需求:提案人在提案計畫書中詳細的介紹發想經過，達

到免費的宣傳效果，在執行計畫前，透過觀察進而探討可行性及市場接受

度，以此減少誤判損失。 

4. 與群眾互動的機會:啟動募資專案可以直接與群眾互動，取得他們對產品或

服務的意見和回應，能夠與潛在客群進行更加頻繁的接觸。 

群眾募資崛起的原因(Agrawal et al.，2011)包括:(1.)由於全球經濟危機，創業者

與新創公司無法從傳統管道取得資金而造成資本短缺。(2.)WEB2.0科技的演化，能

更容易發展網路平台，該平台可使專案發起者與專案投資者互動。(3.)群眾外包的普

及與成功。這些因素解釋了群眾募資成功的原因，卻不能說明單一創業專案成功的

原因(劉盈珮，2014)。整體而言，群募是現今社會資金需求者一個新穎且低成本的

融資方法，就現階段來說，提案者可以在平台提案及說明回饋方式，吸引社會大眾

支持，因科技的方便而更有效率。 

二、群眾募資平台之運作 

群眾募資平台（Crowdfunding platform）作為溝通媒介，不僅為提案人創造一個

容易進入、程序簡單的集資管道，也提供贊助人一個溝通管道，能直接與提案人交

換意見，並選擇自己感興趣的專案支持，募資平台的出現使兩者間能夠更加了解彼

此，同時平台也成為產品、理念測試的管道。目前全球群募平台種類主要可以分成

四種類型(見表):1.回饋型(Rewarded-based)、2.捐獻型(Donation-based)、3.借貸型

（Lending-based）、4.股權型（Equity-based），其中又以回饋型最為常見(高啟仁，

2014)，捐獻行位居第二，例如大眾較為孰知的美國的 Kickstarter、Indiegogo及台灣

的 flyingV、嘖嘖、度度客，都是屬於回饋型或捐獻型的群募平台。 
表 1群眾募資平台比較圖 

平台類型 定義 特性 主要平台 

回饋型 

贊助人透過資金贊助

獲得產品或服務，其

回饋產品價值低於贊

助金額 

募集總額最高 

小額捐款 

耗時最長 

Kickstarter(美) 

嘖嘖(台) 

FlyingV(台) 

捐獻型 
贊助人直接小額捐

款，且無獲得實質上

Kickstarter(美) 

Indiegogo(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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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饋，偏向公益類

型的垂直型募資平台 

GoDreamer(台) 

 

 

借貸型 

贊助人透過贊助換取

財務報酬或未來利

益，類似於債權型態 

募集時間最短 

明確的利息及本金

償還計畫 

KIVA 

Lending Club 

 

股權型 

贊助人透過資金贊助

支持專案，以換取股

權 

募集總額最低 

大額募資 

投資會員限制多 

Funders Club 

Crowdcnbe 

本研究經過上述文獻，由於回饋型平台擁有回饋贊助人，且多為小額捐款的特

性，因此將本平台定位為回饋型平台進行構思、設計，使學生能夠用自身微薄的力

量去回饋大眾，增加贊助人的贊助意願。 

以往個人或創業者在資本市場最常見的問題就是因為缺乏擔保而導致募資困

難(程凱，2016)。相較於傳統銀行或股票集資方式，募資平台不需提供任何擔保品，

近年來，也因小額付款的便利，讓贊助人可以跨越地域限制，因此本平台選擇以回

饋型為設計方向，以下圖二簡要說明傳統集資與透過募資平台募資的差異。 

圖 2傳統集資與募資平台差異圖 

專案要進行募資，首先提案人需選擇適當的平台，並按照其規定將資訊公開在

平台上，包含:企劃書、執行時間表……等，同時提案人也要提供承諾，對於贊助人

提供回饋，例如:提供贈品、較優惠的價格或是其他優惠措施。 

提案人會制訂一個募資金額並在一個期限內達標，平台會根據實際募到的金

額，扣除一定比例的手續費用後，將募到的金額交至提案人，若金額未達標則必須

將款項退回贊助人，這樣的運作方式稱為「全拿或全無」，是多數平台使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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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專案金額達標後，提案人按照計畫履行承諾，並不時向贊助人報告進度，最後提

案人需完成結案報告供贊助人知曉。 

三、群眾募資議題探討 

群眾募資看似簡單方便，實際上仍存在不少風險，理想和現實中往往還有一段

距離，以下我們整理出幾項群募風險進行探討。 

1. 募資專案下架或無法如期交貨: 

群募專案常常以「綁預售」方式進行，贊助人投入資金就等於預購某項產

品或服務，實際上募得資金有一大部分會花在製造及物流成本，每一筆贊

助都等於一項產品的售出，提案人必須思考研發和營運資本，否則仍會發

生無法交貨之問題，因此贊助人需承擔:(1.)創新產品失敗風險(2.)企業倒閉

風險(3.)經營階層詐欺等風險，由於群眾募資投資人所面臨的投資風險極

高，故法規相關的配套措施極為重要(林瑛珪，2016)。在無法如期交貨的

情況下，首先必須知道提案者與贊助者是否為買賣契約關係，如果是，則

在有說明交貨期程（ex.提案者會提案文宣說明整體時程表、預計交貨期）、

或經贊助者催告後，屆期而無法交貨時，如果「可歸責」於提案者本身事

由，便會產生民法給付遲延等相關責任（蔡朝安律師、陳全正律師/普華商

務法律事務所）。 

2. 提案被抄襲或仿冒之風險: 

啟動群募時提案人需將企畫完整公開於募資平台，意味著創意會公諸於

眾，在上市前產品可能會被抄襲、仿冒，或上市後很快會出現競爭品，在

此同時，功能型商品的提案者，智財佈局首要考慮的是專利保護，但若企

業規模較小，可能尚無能力採取申請專利或提出訴訟等保護智慧財產之措

施，因而無法繼續存活(林瑛珪，2016)。其次，在群募上架之前，熟知商

品設計的成員多為提案者與其合作廠商和員工，彼此間須有一定程度的信

任感，這是廠商較常見的狀況，在有多國申請案的情事，可輔以優先權，

將第二個以後申請專利的國家，援用於第一件基礎案的申請日作為審查基

準日。 

3. 資訊不對稱之風險 

透過群募集資之企業受到的資訊揭露規範往往不如公開發行公司嚴謹，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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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贊助人可能因資訊不對稱而承擔較高的投資風險，且公司亦較易發生管

理階層舞弊風險，此時法律規範配套措施極為重要，以股權行群募為例，

美國在 2015 年通過《新創企業推動法案》後，也針對股權群眾募資的後

續成效追蹤，設定詳細的格式規範，因此，現在可以運用這些資料，來教

育正確的股權群眾募資風險概念。與中國相較，台灣的整體商業環境更接

近美國，應該更適合發展股權群眾募資(Jason Best，2017)，2017年我國立

法院通過了《產業創新條例》和《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金融科

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也已經出了委員會，展現出了台灣在創造友善投

資人、新創生態系的決心，若能整合以上法規，再搭配股權群眾募資，將

營造出台灣作為東亞科技金融重鎮的條件。 

第三節、區塊鏈定義與社群商務的應用 
一、區塊鏈之意義及特性 

區塊鏈概念源自於中本聰的比特幣白皮書，是透過去中心化和去信任化的方式

集體維護一個可靠的資料庫的技術，是一種分散式計算架構，裡面的每個網路節點

執行並記錄相同的交易(劉繼元，2018)。區塊鏈技術根據複雜的密碼學來加密資料，

再透過巧妙的數學分散式演算法，讓互聯網最讓人擔憂的安全信任問題，可以在不

需要第三方介入的前提下讓使用者達成共識，以非常低的成本解決了網路上信任與

資料價值的難題(Lydia，2016)。 

區塊鏈技術是整合軟體、密碼學加密技術與賽局理論，根據上述得知區塊鏈是

為在不需第三方介入之情況下也能維護一套由多個參與者組成的網路資料庫，以下

就區塊鏈的定義分成三個面向說明: 

1. 法律面:區塊鏈本身結合認許制或其他方式來控管節點，決定讓哪些節

點參與交易驗證及存取所有資料，目前區塊鏈可分成非實名制和實名

制，其中實名制如 GCoin區塊鏈已經可做到可認許制，能配合金融監

管所需的反洗錢與身分驗證規範。 

2. 商業面:區塊鏈的運作原理由多個節點組成一個網路，當某一個節點要

發起一筆交易時，會先將交易廣播給其他節點，此時所有節點都可以

經由共識演算法來決定誰可以驗證這筆交易，由此方式在各點間移動

有價物交換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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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術面:區塊鏈的底層技術由節點、區塊、獎勵機制等形成，透過這些

方法達到讓 P2P的電子現金系統避免雙花攻擊，提供可公開維護的分

散帳本資料庫。 

區塊鏈運用其去中心化、訊息透明公開、防偽等優勢，解決了數據追蹤及資訊

防偽問題，在區塊鏈形成的過程中可以看到以下特色: 

1. 去中心化:去中心化為區塊鏈的核心宗旨，強調其共享性，無須依賴第三方

機構作為驗證交易之機構，而是通過分散式運算改由電腦加密演算法進行

精確且嚴謹之驗證，任何節點間的權益是均等的，不僅大幅降低交易成本，

也使小額支付成為可能。 

2. 匿名性:區塊鏈透過公鑰匿名的方式進行資訊傳遞，各區塊節點的身分資料

不需公開或驗證。 

3. 不可竄改:外界若想惡意竄改區塊鏈上的資料，必須獲得網路上 51%以上

的算力才能實現，故整個網路資料的安全性得以確保。  

4. 開放性:區塊鏈技術的基礎是開源的，除交易的訊息會另外被加密外，其他

運算數據皆對所有人開放，任何人都能通過公開介面查詢。 

5. 獨立性:類似於中心化概念，基於協商一致的協議及規範，整個區塊鏈系統

不依賴的三方，所有節點皆能在系統內自動安全驗證、交換數據，不需任

何人為干預。 

二、區塊鏈之發展 

梅蘭妮・斯萬(2016)在區塊鏈:新經濟藍圖及導讀《Blockchain:Blueprint for a 

New Economy》一書中提到，區塊鏈發展可分為三階段，以下分別整理出從區塊鏈

1.0到區塊鏈 3.0的功能應用。 

1. 區塊鏈 1.0：虛擬貨幣—比特幣 

區塊鏈 1.0是透過區塊鏈技術為基礎所創建的比特幣虛擬貨幣體系(沈家 

瑞，2018)。在此階段應用於支付整合、加密貨幣及數位交易平台。 

2. 區塊鏈 2.0：智能合約 

區塊鏈 2.0開始出現智慧財產、智能合約，能夠自動執行合約條款的電腦

程式，轉換不同資產並創建不同資產單元的價值，主要應用在金融資產交

易活動，如:股票交易、交易信託、合約管理及交易清算等。 



11 
 

3. 區塊鏈 3.0：其他應用（IOTA—連接實體生活、物聯網） 

區塊鏈 3.0透過較為簡單的演算法，讓每個鏈上的交易者都可以參與加密，

且不需全體認證，不需礦工，可以加快加密時間，因此能進行物與物之間

非常小、但頻率高的交易。應用於物聯網、社群共享、供應鏈管理及智能

家庭等。 

三、區塊鏈於募資之應用 

以太坊是一個開源的有智慧型合約功能的公共區塊鏈平台，使開發人員能夠建

立和發布下一代分散式應用。可以用來編寫程式擔保和交易任何事物:投票、金融交

易所、眾籌等(劉繼元，2018)。根據統計，有近五成的捐款者都希望公布捐款的使

用情形；有 45%的為捐款者，躊躇的原因都是擔心捐款沒有被妥善運用(聯合勸募，

2011)。由此可見，募款後金流的透明化是影響贊助人出資與否的關鍵。度度客

(dodoker)於 2015 年上線，作為我國第一個導入區塊鏈技術的群眾募資平台，整合

區塊鏈強化公益募資平台的金流透明度，將捐款人的匯款紀錄寫入以太坊公有區塊

鏈上，再透過圖像方式及時呈現款項的運用，並且與工研院合作，將智能合約技術

與公益募資結合。當一個募款專案發起時，所有相關資訊包含:專案的名稱、發起時

間、募款週期、目標金額及區塊鏈地址皆以智能合約方式記錄在以太坊區塊鏈上，

當點入「專案發起記錄」時，會導到第三方的區塊鏈檢索網站 Etherscan，即可看到

發起的詳細資訊。除了將募款專案與捐款資料全部寫入區塊鏈外，度度客還提供讓

專案的發起者自由分配贊助的規劃的服務。例如:將 5萬元的額度，分配 2萬元給外

部供應商，或分配 3千元到其他參與夥伴。提案者因此具備有分配的數位規劃工具，

更省時便利，不可竄改的區塊鏈記錄一攤開來，既可以對捐款者負責，也能在發生

爭議時，成為有利的仲裁指標。此外，系統也會自動產生報表，更容易與銀行帳本

對帳。 

本研究以度度客的案例作為此次專題的參考基礎，利用區塊鏈的特性，串連主

題「大專社團募資平台」。基於區塊鏈之數學加密演算法，贊助者透過募資平台進

行募資活動參與者之贊助明細與募資契約之權利義務，一旦寫入區塊鏈即不可被篡

改，以確保不被有心人士或是駭客修改其權利義務關係，也藉由區塊鏈的獨立性與

安全性，在平台內自動安全地驗證、交換數據，不會被干擾，資金帳目與紀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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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鏈中移轉迅速且低成本，省下透過銀行轉帳匯款的時間及交易成本，也能清楚

讓贊助者明白金錢的流向，並兼顧雙方隱私，所有紀錄皆為永久保存，權益不受損。 

 

第三章、問卷訪問調查與結果 

第一節、群眾訪問調查分析 
本研究將問卷調查對象分為群眾、社團進行發放及填答，並針對不同對象設計不一

樣的問題。此問卷針對群眾為作答對象，共計收回 52份。採不記名式問卷訪問調查。 

一、性別 

填表人性別分佈為男性 27 人次(佔 51.9%)，女性 25 人次(佔 48.1%)，受訪者以男

性較多。 

二、年齡 

填表人年齡以 21 歲~30 歲居多，為 21 人次(佔 40.4%);其次 20 歲(含)以下為 17 人

次(佔 32.7%)之後依人數多寡依序為：31 歲~40 歲 9 人次(佔 17.3%)、41 歲以上 5 人次

(佔 9.6%)。 
表 2群眾基本資料表 

類別 受訪者屬性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27 51.9% 

女 25 48.1% 

年齡 

20歲(含)以下 17 32.7% 
21歲~30歲 21 40.4% 
31歲~40歲 9 17.3% 
41歲以上 5 9.6% 

三、有無贊助經驗，贊助方法為何？ 

(1)填表人中 26人次(50佔%)贊助過;26人次(50佔%)未贊助過。 
表 3有無贊助經驗數據資料表 

類別 受訪者屬性 人數 百分比 

有無贊助經驗 
是 26 50% 

否 26 50% 

(2)填表人中贊助管道為使用募資平台有 15人次(57.7%)為最多，其次為義賣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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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6人次(佔 23.1%)，之後依人數多寡依序為: 學生親自詢問 3人次(佔 11.5%)、學

生親自詢問 3人次(佔 11.5%)、其它 2人次(佔 7.7%)。 
表 4贊助管道數據資料表 

類別 受訪者屬性 人數 百分比 

贊助管道 

募資平台贊助 15 57.7% 

義賣活動 6 23.1% 

學生親自詢問 3 11.5% 

其它 2 7.7% 

(3) 填表人不願贊助原因為短時間無法將活動內容完整表達 6 人次(佔 23%)其次為

金流不夠透明 6人次(佔 23%)，之後依人數多寡依序為: 其它 5人(佔 19.2%)、不感

興趣 3人(佔 11.5%)。 
表 5贊助人不願贊助之原因數據資料表 

類別 受訪者屬性 人數 百分比 

不願贊助原因 

不感興趣 3 11.5% 

金流不夠透明 6 23% 

短時間無法將活動內容完整表達 12 46.1% 

其它 5 19.2% 

	 	 根據群眾訪問得出，大部分群眾會使用募資平台贊助(57.7%)，由訪問得知群眾不願

贊助原因為金流不夠透明(23%)與無法在短期間內了解學生活動具體內容(46.1%)。 

四、與群眾解釋設立大專社團募資平台，群眾是否會支持? 

(1)本研究填表人中34人次(佔65.4%)支持;16人次(佔30.1%)不支持;2 人次(佔3.8%)

無異議。 
表 6對架設大專社團平台支持與否數據資料表 

類別 受訪者屬性 人數 百分比 

架設大專募資平台 

支持 34 65.4% 

不支持 16 30.1% 

無異議 2 3.8% 

根據訪問得出聽完本組所欲創立的大專社團募資平台，有超過五成民眾(57.5%)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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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架設大專社團募資平台。 

五、實際訪問內容(本內容已經過當事人同意能夠公開發表) 

楊先生:有實際遇過在路上尋求贊助的學生，以簡單的企劃書敘述活動內容，但由於

我不清楚實際的金錢流向因此對學生信任度不高，但聽取了令組欲架設之大專募資平

台，對於平台能夠詳細記錄金錢流向，事後也能夠看到結案報告書，有相當大的興趣，

能夠得知自己所贊助的金額花到哪去，會使我的贊助意願提高。 

日期 2019年 12月 22日 

第二節、社團募資現況分析 
此問卷針對社團人為作答對象，共計收回 72 份，作答者皆有社團參與經驗。採不

記名式問卷訪問調查。 

一、性別 

填表人性別分佈男性為 45 人次(佔 62.5%)，女性為 27 人次(佔 37.5%)，受訪者以

男性較多。 
表 7社團募款人基本資料表 

類別 受訪者屬性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45 62.5% 

女 27 37.5% 

二、社團人募款所遇到之困難 

(1)填表人募款管道為拜訪店家 42人次(佔 58.3%)為最多，其次為街頭募款 22人次

(佔 30.6%);之後依人數多寡依序為：校園義賣 6人次(佔 8.3%)、其它 2人次(佔 2.8%)。 
表 8募款管道數據資料表 

類別 受訪者屬性 人數 百分比 

募款管道 

校園義賣 6 8.3% 

拜訪店家 42 58.3% 

街頭募款 22 30.6% 

其它 2 2.8% 

(2)填表人募資困難為短時間無法將活動內容完整表達 23人次(佔 31.9%)為最多，其

次為金流不夠透明 15 人次(佔 20.8%)、不感興趣(20.8%);之後依人數多寡依序為：耗時

費力 13人次(佔 18.1%)、無法說服店家 4人次(佔 5.6%)、其它 2人次(佔 2.8%)。 
表 9募資困難數據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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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受訪者屬性 人數 百分比 

募資時遇到困難 

耗時費力 13 18.1% 

金流不夠透明 15 20.8% 

短時間無法將活動內容完整表達 23 31.9% 

不感興趣 15 20.8% 

無法說服店家 4 5.6% 

其它 2 2.8% 

根據訪問得知社團人普遍募資管道以拜訪店家為主，在募資過程中社團常被店家以

不清楚活動內容與金流不夠透明為由拒絕贊助。 

三、實際訪問內容(本內容已經過當事人同意能夠公開發表) 

蔡同學:本人就讀東南科大表演藝術系，當時一年級加入熱舞社，期末成果發展時，

全社團為了募集資金，於是去到附近的深坑老街一一拜訪路人與店家向其說明我們來自

哪間學校、什麼社團、辦什麼活動，但店家和路人多半以我不清楚為由婉拒，使我們在

募集資金時感到乏力與耗時。                       日期 2020年 2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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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大專社團募資平台服務設計與開發規劃 
第一節、大專社團募資平台開發規劃 
一、大專社團募資平台規劃的功能 

1. 文案撰寫 

募資人要按照平台的規範，將專案的研發計畫、功能、專案雛形、製作時間表、

上傳時間表等資訊，公開在募資平台上。 

2. 金流機制 

金錢皆以區塊鏈做管制，募資平台會要求募資人制訂一個募資金額，如果在一

個期限內成功達標，平台會根據實際募到的金額，在扣除手續費之後，將募得

的金額由第三方支付給募資人。如果金額沒有達標，則募資人必須把款項依贊

助人個人意願一一退回給贊助人或進行轉贊助。 

3. 回饋區 

贊助人可底下留言給募資人回饋建議進行雙向溝通。 

4. 結案措施 

募資人在專案募資成功後，提供結案報告專區給募資人上傳他們的成果相片、

影片等等，供贊助人或大眾觀看，讓贊助人清楚了解他們所贊助的專案是真的

有實際上的運作，而非空白專案。而募資人兌現承諾，對於願意支持專案並有

金錢贊助的贊助人提供回饋。回饋的方式有很多種，例如：讓贊助人用優惠的

價格，拿到第一批產品，或是提供其他的贈品、優惠措施等等。 

二、大專社團募資平台規劃的發展及趨勢 

1.市場概述 

群眾募資現有規模已經達 51 億美元，若單計算一小時的募集金額，其可以達

到每小時 6萬美元，相當於台幣約 180萬元，群眾募資是一股令人無法忽視的新興

力量（游仲宇，2019）。目前全球市場上最大的群眾募資網為 KICKSTARTER、

INDIEGOGO，而台灣市場上最大的群眾募資平台為 FLYINGV，皆以群眾募資為主。

綜觀上述內容所得知，並無一個是以特定募資對象為核心的募資平台，本組經由文

獻探討及問卷調查，因應上述趨勢所缺乏的，加上有過豐富的現場募資經驗，進而

建構出專門提供給大專院校社團募資的線上平台，除了是個創新的趨勢以外，更與

目前市場上的募資平台有一個明顯的市場區隔，提升平台之附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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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發展策略 

大專社團募資平台為一個線上募資平台，主要研發方向為專屬全台大專校院的

社團進行募資的地方。平台行銷策略為透過各大線上網路社群媒體進行推廣，並積

極結合各大校園進行行銷、宣傳等等行為，提供各個大專社團良好的募資支援。且

平台上的運作機制皆以區塊鏈做為管制，以達到募資雙方安全與誠信為本。 

3.機會與優勢 

在募資計畫中，社團必須研擬專案內容與募資方案，向民眾說明募款用途、捐

款選項與幫助的方式。而如何吸引民眾捐款，是社團在做計畫時重要的考量。中正

大學社會福利學系三年級的李湘葳表示，在與機構接洽時剛好碰上機構的年度評

鑑，內部人員因為事務繁忙，不太能即時回覆學生們的問題(中正Ｅ報，2018)。在

社團進行募資時所耗費的時間與遇到的困難相當的多，但社團使用此平台進行募

資，藉由網路傳播能夠更加的節省人力與時間，贊助人也能透過平台瀏覽專案，快

速的了解社團所在進行的活動、金錢的流向，大大的提升民眾贊助意願，且本平台

專為大專院校社團設計，結合交流互動等特性，促使社團及群眾雙方意見能夠及時

反饋。在社團募資金額目標低於其他群眾募資所需的情況下，此平台相較現有其他

平台會更適合社團募款，成為社團重要的助力。 

圖 3平台規劃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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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大專社團募資平台雛形 
一、大專社團募資平台雛形之應用 

1.提案申請 

提案社團必須為符合學校認可之社團。並提供完整提案企劃書資料，所撰寫之專案

企劃書須遵守平台內所規定之格式。包含: 

(1)專案名稱。 

(2)專案活動目的、摘要、介紹。 

(3)專案活動宣傳影片、圖像。 

(4)專案活動回饋。 

2.募資平台接收社團專案的申請 

募資平台接收社團的專案並審核是否有符合平台規定。 

(1)符合規定之社團，平台將專案上傳至平台網頁並進行募資。 

(2)未符合規定之社團，平台將退回專案給提案社團。 

 3.贊助人透過募資平台接收社團專案資訊 

贊助人透過平台內的專案了解社團活動目的與內容。 

(1)贊助人對於活動有興趣並且進行贊助。 

(2)贊助人對於活動有興趣但不進行贊助，仍可對於活動表示支持，可在專案下     

方支持鍵點選表示支持此活動。 

(3)贊助人若對於活動沒有興趣，可選擇在下方回饋欄說明原因。 

 4.社團募資期間 

募資期間平台提供社團進行募資。 

(1)募資期限內社團達成所需募資金額，平台將收取 5%平台管理費，並透過第三方

支付將募資金額匯款給社團。 

(2)募資期限內社團未達成所需要募資金額，提案社團將主動聯繫所有贊助人，並依

照贊助人意願進行退款或轉贊助其他專案。社團募資失敗並不需付任何費用。 

 5.回饋方式 

依照社團的活動性質進行回饋。 

舉例一：熱舞社成果發表達成募資金額，回饋贊助人成果發表門票與感謝函。 

 6.結案報告 



19 
 

社團活動結束後上傳活動影片與相片，並分享活動心得與感想供贊助人觀看成果。 

二、贊助人介面 

圖 4贊助人介面圖 

三、募資人介面 

圖 5募資人介面圖 

第三節、大專社團募資平台營運模式設計 
一、營運模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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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團與募資平台之關係 

社團提交專案及影音圖像至募資平台上，募資平台審核社團是否符合平台規 

定。 

圖 6社團與募資平台關係圖 

2. 募資平台與贊助人關係 

募資平台推廣吸引募資人前來贊助，贊助人瀏覽社團專案選擇是否要贊助。 

圖 7募資平台與贊助人關係圖 

3. 募資平台與第三方支付 

募資平台與第三方支付簽訂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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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募資平台與第三方支付關係圖 

4. 贊助人與社團與第三方支付關係 

(1)贊助人匯款贊助金至第三方支付，第三方支付接收贊助金。 

(2)第三方支付匯款贊助金至社團，社團接收贊助人所贊助金額。 

圖 9贊助人、社團及第三方支付關係圖 

5. 社團與贊助人關係 

回饋與聯繫贊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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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社團與贊助人關係圖 

二、完整營運模式圖 

圖 11完整營運模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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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論與未來展望 

第一節、研究結論 

本研究根據以上之文獻探討及問卷分析，經過彙整與討論後得知: 

1. 目前無針對學生社團募資為主的平台 

2. 學生進行募資活動時最主要的困難為缺乏募資管道 

3. 大眾對學生社團活動還是保有不信任態度 

由此更體現出「大專社團募資平台」的重要性，本研究以文獻結果和親自拜訪度度

客驗證區塊鏈運用於募資平台能夠簡化交易流程，利用其特性完整保留資料，且不易竄

改，解決網路上信任與資料價值的難題，作為本次主題開發之平台特色之一，架設專屬

大專院校社團募資平台，提供社團新的募資管道，結合相關技術解決金流不透明等問題，

提升學生社團可信度。 

第二節、未來展望 
本專題研究之大專社團募資平台因有配合使用區塊鏈的方式進行金流，因此金錢的

去向足夠透明，除了能有效增加群眾對於大專社團活動的可信度以外，也能順利提升對

於本次專題開發之平台的使用度。大專社團專案所需募資的金額通常不多，因此本平台

收取之手續費也相對較低，對於大專社團使用本平台發起募資專案所需花費的成本來

說，遠低於以現場方式所進行的拉贊行為，加上本主題中開發之募資平台裡的各項功能

及營運特點，相信能大幅提升全台各個大專社團對於本平台的使用度，藉此進而發起更

多專案，舉辦各式各樣的活動，增加校園生活色彩，而各個贊助人也能放心挑選自己感

興趣的活動進行支持、贊助，不需擔心金錢白白流失又得不到回饋的問題，創造平台、

募資方以及贊助方三贏的局面。且現已完成本募資平台之雛型，期望在不久將來能正式

上架測試並使用，成為目前市場上所缺乏的以針對特定對象為目的經營之募資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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