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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4年Nonprofits Technology Conference（簡稱NTC）係由美國非營利組織NTEN（No

n-profit Technoogy Enterprise Network）主籌之國際非營利組織交流活動，逾十年來皆在美國不

同的州及城市舉辦，為來自世界各國、不同服務領域的非營利組織，創造一個交流學習、拓

展網絡的場域。

本次會議由超過26個國家的非營利組織工作者，及上百個專為非營利組織提供科技

解決方案的展示攤位共同參與，會議主題逾169場，分別探討非營利組織於資訊科技、數位

涵容、科技與募款、科技與領導力及科技專案與程式等六大議題。亦透過頒發「催化劑獎」、

「終身成就獎」及「年度冠軍獎」等三大獎項，表揚提供數位解決方案的貢獻者；表彰影響

非營利組織甚鉅者；以及在科技運用上具重大突破者，激勵非營利生態圈，並為非營利組織

科技發展趨勢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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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2024年 Nonprofits Technology Conference 是由美國知名非營利組織NTEN（Non-pr

ofit Technoogy Enterprise Network）所舉辦，旨在促進全球非營利組織科技發展，係為全

球非營利組織工作者提供建立典範分享及人脈交流之盛會。會議以主題論壇、工作坊、

圓桌分享、議題聚會及頒獎競賽等形式進行，提供全球非營利組織學習瞭解當前科技

發展趨勢，包含數位涵容、資料治理、數據分析、應用主題等。

數位發展部為推動全國數位發展和數據轉型之機關，為促進全國通訊、資訊、

資通安全、網路與傳播等數位產業發展、實現數位治理與數位涵容。其中，為全面建

構我國社會韌性，特別針對非營利組織領域，提供數位轉型和數據應用之協助，以求

兼顧我國數位發展之多元性與涵容性。爰此，派員參加此次國際會議，透過參與會議

掌握新興科技(如:人工智慧、數據分析等)導入非營利組織之經驗與案例，以及國際非

營利組織的數位發展與數據應用現況，以利擘畫及推動我國非營利組織發展數據創新

應用能力之政策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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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Non-profit Technoogy Enterprise Network 2024年於美國波特蘭舉辦全球非營利組織

科技會議，自3月 12日開始展開至3月15日止，為期4天的議程及相關專題發表，摘

陳如下：

一、3月 12日

(一) Meeting Preparation

(二) Welcome Reception in the Arcade

二、3月 13日

(一) Use your tech to enable generosity

(二) Planning an inclusive and welcoming project

(三) From code to compassion: Rethinking nonprofits in the tech ecosystem

(四) Proactive data and privacy protection for vulnerable populations

(五) Digital transformation: Build an analytics roadmap that works for

(六) Introducing 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doption framework for an

equitable world your org

(七) A nonprofit’s journey: The roadmap to a strategic and actionable data

(八) Your analytics does not have to be dramatic to be useful

三、3月 14日

(一) Employee benefits, motivation, and feedback: A basic guide to

measure and adjust

(二) AI-driven data analysis: Unleashing efficiency while avoiding pitfalls

(三) Data governance made fun and easy

(四) Top 10 automations every nonprofit should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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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Digital preservation strategies for knowledge management

四、3月 15日

(一) Bridging cross-cultural gaps in fundraising and communications

(二) Harness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new era of marketing and

communications

(三) Inclusive data literacy in a diverse organizations

(四) How to train ChatGPT with your data to create your own organization chatbot

(五)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knowledge management

(六) How to store, protect, and use your organization's data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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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國際非營利組織運用數位科技推動公益使命之

關鍵面向

一、數據素養

非營利組織的科技運用及資料分析，應從建立組織的數據素養和數據發展途

徑著手。數據素養的完整建構，對於資料品質的理解、合規性及提升捐款者信任

等議題，具有相當重要性。談到數據素養的分享者，皆提到非營利組織在管理資

料時常見的重大挑戰，包括缺乏跨部門的資料協作、資料整合流程效率不彰、資

料品質低落、網站的資料政策過時...等（如圖1），參與者經由論壇講者的分析，

進行自我檢視。經由會議對談亦發現，組織的數據素養及風險管理概念，對於保

護非營利組織免受資料外洩及濫用，至關重要。

圖1：非營利組織建構數據素養現況與挑戰

非營利組織欲養成數據素養，可從檢視與設計組織業務流程開始，將資料流

內的結構化與非結構化的資料整合起來，率先針對資料品質進行提升，為組織成

員提供培訓，並進一步由各部門共同定義組織的數據應用重點，一起學習資料的

應用方法和詮釋目的。同時建立跨部門協作的機制，以加速數據素養的深化和資

料應用面向的擴散。此外，亦建議非營利組織應邀請組織成員加入數據推動小組

共同制定跨團隊數據協作章程即領導管理方式、定期召開會議、系統性地溝通以

及建立人員信任等，一環扣著一環，方得使數據素養得以內化，發揮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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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位轉型路徑

(一) 轉型策略

非營利組織的數位轉型應兼顧策略面和操作面。 非營利組織希望運用數

據來倡議核心理念，或是透過數據瞭解影響計畫執行的問題以持續精進。論

壇分享者提出了一套模型，透過對齊（Align）、擷取（Capture）、轉換（Tra

nsform）等3個步驟（如圖2），協助非營利組織奠定資料基礎，從數據驅動

（Data-driven）轉變為成果驅動（Outcome-driven），以循證的視野運用數據推

動決策，摘要如下：

１. 對齊（Align）

講者認為一開始要與團隊的成員共同對齊明確的預期目標、成果以及如

何實現目標的核心工作，以便讓整個團隊前進的方向一致。

２. 擷取（Capture）

在擷取這個階段，組織應該要著手制定並啟動具有涵容性的計畫來蒐集

資料並推動變革。而訂定關鍵績效指標並且落實執行，要求團隊成員或

系統擷取、整合並分析資料是必要的。

３. 轉換（Transform）

最後在轉換的階段，應該要激勵團隊並透過儀表板等方式進行溝通，同

時利用數據讓領導者進行決策，並為決策及精進作為課責。

圖2：非營利組織以成果驅動（Outcome-driven）之發展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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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面上，可透過先進、簡易可操作的工具與實作，就能將數據帶入日常生

活，並且為非營利組織工作者提供幫助，並且為他們提供轉型變革所需要的思維

與技能。講者認為投資金錢與時間在資料這件事上，是相當必要的，並列舉資料

帶來的好處，例如：提高工作效率與資源分配、增加捐款金額、專案執行效率、

透明與問責等。

(二) 轉型途徑

非營利組織之數位轉型，高度仰賴參照不同組織的轉型經驗，並透過組

織的trial and error，實踐組織的數位轉型。非營利組織進行數位轉型的4個關

鍵步驟，分別是建立部門願景、找出組織痛點、推動試辦計畫及配置適當資

源，簡要摘述如下：

１. 建立部門願景

建立轉型的願景與目標，使組織全體能認同並朝向同一目標前進發展；

同時形塑組織的數據文化，讓組織日常工作得以數據驅動決策，進而優

化工作流程。

２. 找出組織痛點

數位轉型的過程中，勢必要針對組織的痛點進行盤點，才能達到轉型的

效果。非營利組織常見的痛點主要包含數據孤島（沒有妥適的資料管理

政策）、員工工作效率低落、缺乏數據思維與素養等。

３. 推動試辦計畫

試辦計畫則是建議先從能夠立即見效且風險較低的項目進行推動，透過

這樣的方式，可快速地完成計畫，並以明確的量化結果展現價值，進而

激勵相關利害關係人，以持續支持推動轉型任務。而在推動試辦計畫的

過程中，應盡量使用可複製的模式，提高計畫成功機率，並可策略性地

選擇合作夥伴，以擴展不同面向的合作資源。

４. 配置適當資源

盤點組織內部的相關資源，並妥適分配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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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數位轉型的4個步驟以外，人員轉型與技術驅動轉型同樣重要。人

員方面，須優先針對人員進行培訓，並招募優秀人才，以促進人員轉型；而

技術轉型則需投資於技術基礎設施，強化基礎建設以帶動數位轉型。

非營利組織在資源相對有限的條件下，從小處著手推動試辦計畫較易成

功，並能累積正向回饋，展現關鍵價值，擴散至全面轉型。除了計畫目標以

外，更應凸顯整體計畫投資報酬率（ROI, Return On Investment），透過節省的

時間或金錢彰顯成效，進而促使利害關係人資助非營利組織推動數據相關知

能的培訓，以持續獲得資源進行轉型。

三、資料的應用與保護

(一) 資料應用議題

資料的應用已成為當代不可擋的趨勢，非營利組織亦須迎頭趕上。有關

資料應用，須從資料儲存、保護和使用的流程談起。良好的資料應用與非營

利組織資料管理的能力建構、影響力建立和組織的專業發展息息相關。分享

者強調組織需要資料治理標準和指南、資料追蹤與報告及集中資料管理等支

持。

至於資料生命週期，係指資料蒐集、儲存、處理利用、分享、歸檔至銷

毀的流程（如圖3）。組織的員工及組織領導階層須先凝聚共識、共同定義資

料管理策略以及建立資料保留策略，這些都是非營利組織需要討論及關注的

議題。雖然在實務上，CRM系統可以在確保資料安全的情況下使用資料，但

仍需要資料治理的策略來落實資料的妥善應用及保護，適當的存取控制及高

強度的治理。

此外，非營利組織也極重視保護機敏性資料、轉換和監管資料以及基於

資料建立指標的重要性。論壇中，特別提到目前許多非營利組織正面臨管理

機敏性資料需要同時保持安全性及存取控制之間平衡的困境。所以資料蒐集

與資料保護之間的策略須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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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資料生命週期

非營利組織運用資料來提升募款、擴大支持者群眾，是最常見的實務議

題。會議中的工作坊，特別邀請來自不同組織的分享者（如圖4），共同引導

與會者討論「如何運用科技增強支持者的慷慨行為」。分享者認為，非營利

組織針對支持者的行為，通常缺乏具體的數據來追蹤評估或產出資源募集行

動。

圖4：多元服務領域的分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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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應用，首先需要組織內部成員共同定義出願景和任務優先順序，並

有意識地蒐集、建立和追蹤支持者對於組織提供的不同形式貢獻，包含捐

款、志工服務、捐贈物資或是幫忙連署的民眾所投入的時間。分享者建議非

營利組織工作者，「過濾支持者的動機是不必要的」，公益組織應該容納多

元的支持形式、慷慨的慈善行為，讓支持者能夠透過他們喜愛的形式支持組

織理念。

由於非營利組織需要持續累積支持者、擴大社會面影響力，因此需要瞭

解支持者偏好參與的形式和需求。資料應用能逐步從蒐集和分析資料開始，

勾勒出支持者的輪廓。若能更深一層，從建立資料、追蹤、策劃行動都能邀

請支持者共同參與完成，將能為組織的永續經營帶來巨大的助益。

(二) 資料保護議題

非營利組織生態圈特別著重推展科技運用的同時，應主動為弱勢群體提

供資料和隱私保護。數據應用方面，須更周全地考量弱勢群體和敏感訊息，

識別潛在的數據風險；主動瞭解人工智慧技術和其他形式的數據共享的風險/

效益；獲得策略和資源，在數據道德方面保持主動和透明。

分享者羅列多國法規對於資料的保護相關規定如下（如圖5）：

１. GDPR：歐盟個人資料保護規則

２. EU AI Act 歐盟人工智慧法案：In dev- 尋求建立全球標準

３. HIPPA 健康保險計劃：PHI 國家標準

４. FERPA 家庭教育權利法案：教育記錄國家標準

５. CCPA加州消費者協會：加州消費者隱私法，適用於任何收集加州居民資

料的人

６. Gramm-Leach-Bliley Act 格拉姆-里奇-比利雷法案：金融機構必須揭露隱私

慣例，以保護有關消費者的非公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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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不同國家針對資料保護訂定的法規，顯示各國已正視資料應用的發展與風險

論壇中分享者提到，資料提供者自身亦需有意識（如圖6），理解當資料

一旦給予便可能無法「真正地收回」。

但是社會活動建立在資料應用的基礎上，好處包含提高工作效率、能夠

處理更大量的數據、促進創造力，可以幫助激發想法。然而，亦有相應的風

險需要加以預防及考慮，包括資料濫用的風險則有民眾的權利受到監視（如

人臉辨識軟體、家庭安裝的安全攝影、音訊監控）、政治/法律風險及人際風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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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在資料保護的前提下，常用的Google Script 亦能設定定時刪除功能，達到保護行

為資料的效果

圖7：非營利組織運用數位工具需積極地自我提醒， 主動保護弱勢群體的資料隱私

對於非營利組織邁向數據應用與保護的道路上，論壇分享者認為，主動

保護弱勢群體資料隱私是最佳的道德實踐。應僅將數據用於使用者所同意的

目的範圍，並且合乎規範，考量潛在的利益和風險，盡可能最小範圍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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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將能達到「數據共享」和「資料保護」並進的發展趨勢。

四、人工智慧的應用

(一) 知識管理

人工智慧技術近年快速發展，並發展出許多工具，然而對於非營利組織

而言，往往不知道該從何開始，亦會擔心道德議題。此外，人工智慧創新應

用的典範案例，尚未在非營利組織生態圈中形成風潮，上述因素都導致非營

利組織導入人工智慧的進度非常緩慢。

論壇分享者歸納出非營利組織面對人工智慧技術怯步的幾個原因，其中

包含對人工智慧知識的瞭解程度、策略考量、資源限制、道德及社會議題等4

大面向，並清楚地點出非營利組織面臨的問題及現況（如圖8）。

在人工智慧的應用面，「知識管理」對於非營利組織相當重要，透過知

識管理可以達成減少工作量、提高工作品質、維持產出一致性、有效控管風

險等好處。因此，會議工作坊也提出一套結合人工智慧技術的知識管理方

法，透過預先訓練的人工智慧模型及利用防火牆實體隔離等資安防護機制，

使這套知識管理方法可以在兼顧效能及安全性的前提下，協助非營利組織進

行知識管理。

非營利組織學習應用人工智慧，建議從資料治理及政策開始著手，檢視

與設計整個業務流程，將資料流內的結構化與非結構化的資料整合起來，進

行資料正規化作業。同時提升投資於資訊系統的資源，嘗試導入人工智慧技

術或工具，並且在符合道德及安全性的範圍內，建構出屬於組織的信任層，

同時，組織員工亦需有相對應的培訓機制，提升組織內部人員的素質，透過

這樣的流程將有助於非營利組織推動以人工智慧為基礎的知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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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非營利組織導入人工智慧的障礙盤點

(二) 推動平權的框架草案

目前人工智慧技術仍有許多議題尚待討論，例如生成式 AI的複雜性，使

得大眾難以瞭解其如何運作或是如何產出某些結果。因此，在透明度、資料

隱私、安全性、可解釋性等議題，便需要特別檢視及討論。為了打造數位平

權的世界，論壇分享了人工智慧採用框架草案，希望能在建構數位平權的前

提下，提供非營利組織、社群、技術開發者、贊助者或服務提供者參考，以

利未來讓各界參考協作，打造出實現平權世界的AI工具。

本次論壇中所提出的「人工智慧採用框架草案」中，主要是針對評估

（Assessment）、影響（Impact）及干預（Intervention）等 3個面向進行討論，

而這3個面向又可下分為3個層次進行細緻的說明：

１. 評估（Assessment）

以評估面向而言，主要可區分為輸入（Input）、結果（Outcomes）及問責

（Accountability）這 3個層次的問題，不論是資料集、模型或是工具，都

應該關心其中的組成內容，或是在使用的過程中，會增加什麼內容，亦

會影響到後續如何評估相關的產出，相關產出是否滿足我們的目標或價

值觀。而在問責的層次上，就會需要討論如何在各層面提高透明度及可

近性，以促進平權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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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影響（Impact）

影響面向，則區分為個人（Individual）、組織（Organization）及系

統（System）這3個層次的問題，小至個人，大至組織或整個系統，彼此

都是具有高度關聯性，都會影響我們對於人工智慧使用的偏見、價值觀

或假設，所以必須要瞭解在使用人工智慧的選擇所需負擔的責任。

３. 干預（Intervention）

干預面向，區分為設計（Design）、開發（Develop）及部署（Deploy）這

3個層次的問題，從設計開始，就必須以可近性及可問責性為準則，進而

設計資料集、模型或相關政策；而在開發的過程中，有關資料集、演算

法甚至到介面等項目，都需要進行影響層面評估，當然在後續部署的作

業上，同樣也要考慮問責及影響評估的問題。

分享者建議不論是非營利組織、社群、技術供應商或是服務提供者，都

能夠在運用或導入人工智慧技術前，參考這份框架，以審慎地做出決策，創

建一個平權的世界（如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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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非營利組織NTEN提出之人工智慧採用框架草案

(三) 開啟行銷與傳播的新時代

論壇分享者從人工智慧的可能性範圍、提高效率和產出/成果及勾勒組

織發展進程這三個面向切入。首先是人工智慧風險與緩解作法（如圖 10、圖

11）：

１. AI產生的偏見

如果訓練資料包含偏差，人工智慧模型可能會延續有害的偏差，導致產

出的結果帶有偏見。主要的因應作法會是在使用人工智慧工具時，透過

增加提示詞的方式，以確保得到的答案是公正的，且不帶有刻板印象。

２. 資料隱私

講者認為資料生產者的提示也會被用於訓練人工智慧系統，因此需要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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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資料隱私的問題。主要的因應作法是請使用者留心避免輸入敏感、私

人或受法律保護的資訊。

圖10：人工智慧可能帶來的偏誤和資料隱私風險

３. AI產生的幻覺

人工智慧工具所產製的答案，也有可能陳述完全不準確的事情。所以主

要的因應方式，可透過增加提示詞的方式檢查答案準確性或是引用消息

來源之可信度。

４. 侵害版權

人工智慧工具可以接收受版權保護的資料進行訓練，並產生不受版權保

護的內容。主要因應作法是 ⽤使 受版權保護的資料進行訓練、更加注意

提示詞中所 ⽤引 的資料，並謹慎發布未更改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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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人工智慧可能產出幻覺和著作侵權等問題

圖12：生成式AI可以應用於眾多載體

非營利組織欲導入 AI應用，有以下建議（如圖 13）：1.確定利害關係

人。2.確定應用案例。3. ⽴建 內部指南或規則 (決定何時可以/ ⽤不使 指定允

許的工具）。4.考慮要包含多元性 D（Diversity）、平等原則 E（Equity）

及涵容性I（Inclusion）/道德考慮因素 。5.設定有關隱私/安全的限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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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考慮諮詢律師 。7.決定透明度措施 。7.內容驗證流程。8.對員工進行指

⽤南和人工智慧使 培訓。9. ⽴建 迭代調適的系統。

圖13：非營利組織工作者面對人工智慧時代來臨應有的正確態度

(四) 非營利組織日常應用

目前人工智慧技術已相當進步，可應用非營利組織的實際工作場景，並

為日常工作面臨到的任務提供協助，例如人工智慧工具可根據該領域的趨勢

及理解提出建議，並可針對資料進行基本的描述性統計，對所執行的數據分

析提出整體性的發現或解釋，同時可針對這些發現或資料集進行視覺化的呈

現，以進一步的傳達資料分析的結果與含意。

非營利組織在運用人工智慧的決策過程中，如何在直覺與分析中間找出

平衡點相當重要，尤其在日常的資訊活動中，需要設定實際的期望值與管理

績效。其中，組織應就潛在結果（包含失敗的可能性）進行公開誠實對話，

這點相當重要，透過追蹤並分析活動績效，以做出數據驅動的決策並改善結

果。

非營利組織運用人工智慧如聊天機器人，重點在於自動化任務、提供個

人化體驗及分析數據等面向。組織若能提供足夠的資料，就能依照非營利組

織的具體需求打造客製化的聊天機器人，以提升工作的效率或績效。而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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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工具已相當進步，分享者認為人工智慧工具基本上已可協助非營利

組織產生電子報或社群平台文本內容、作為專案助理或協助募款等工作。

運用如ChatGPT、Microsoft Copilot 等常見的人工智慧工具，也都可以協

助完成日常的任務。然而，在使用這些人工智慧工具進行資料分析時，也要

考慮幾個議題，例如在向個人蒐集資料時，應該要落實知情同意，確保當事

人同意提供資料；針對資料隱私的部分，則必須針對個人資料進行匿名化或

假名化等去識別化處理，以降低重新識別資料主體的風險；就內文解釋的部

分，人工智慧工具目前還無法將背景、環境、組織、政治及歷史因素的條件

納入整體性的考量。所以在使用人工智慧工具時，仍須審慎評估使用。

製作如ChatGPT聊天機器人的過程中，勢必需要資料提供做為訓練，非

營利組織過往的社群媒體貼文、電子報或會議紀錄等資料，都是相當不錯的

資料來源，但若資料量過大，相對的訓練時間會拉長，因此講者建議可採取

逐段訓練方式或近期的資料來進行，以減少訓練所需耗費的時間。而訓練聊

天機器人的資料，則需注意是否有敏感性資料，避免因此衍生資料外洩的事

件發生。

未來與人機協作已是趨勢，非營利組織也不例外，如果組織工作者能瞭

解資料蒐集及清理的方式，就能夠實現更有效率的資料蒐集、管理及分析，

除了運用人工智慧工具建立視覺化圖表外，也可以透過人工智慧工具強化故

事性的論述，協助組織更有效率的完成工作。

五、其他

(一) 科技提升領導力

非營利組織的領導者，應建立涵容的組織文化和基礎建設，確保溝通管

道的多元性和可及性。科技的使用，是為了體現友善，並且盡可能地關照不

同群體的需求。為了讓數位轉型、科技應用能夠落實，分享者建議組織領導

者必須在管理制度透明的前提下，同時讓每個組織的成員覺得工作環境是安

心的，且富有價值感。例如，讓員工在沒有直接主管在場的情況下提供意

見；關注組織內的成員，並瞭解每個人的貢獻；隨時對齊組織的願景，讓組

織成員知道希望達成的影響力。

科技只是工具，人比數據更重要，因此數位轉型和科技導入，要秉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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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以人為本的數位環境為核心。講者也提醒領導者謹記：「每一次互動都會

建立您的聲譽和文化。」數位化的參與已成為新常態，組織領導者應該引領

組織共同決定富有涵容性的指標，並且打造以人為本、令人安心的數位化工

作環境；保持彈性、運用多元管道、確保服務和資源的可及性，與員工共同

體現由科技力催化的組織動力，並且肯認員工的貢獻，形成正向的回饋循環

（如圖14）。

圖14：非營利組織資訊服務商為參與者總結以科技提升領導力的心法

(二) 科技改善組織經營

論壇分享者認為非營利組織決策者應具備的回饋與溝通技巧簡介開始，

談到掌握回饋傳遞，並全方位地觀照員工的工作及生活，打造能激勵員工自

信和成就感的體驗，更強調組織的領導者應該充分理解和適時激勵員工（如

圖15）。

非營利組織的工作者，秉持為社會貢獻與服務的使命感和價值感，投入

組織工作，並非以純利益考量為出發或單純以金錢作為激發員工的誘因。因

此，在組織內部的溝通和工作實踐上，就需要提供更多維度的關懷和貼心設

計。透過數位化工具的演繹和現場請參與者共同上線體驗操作，藉此想傳遞

另一項訊息：不需要高門檻的科技工具，也能對非營利組織的運作有實質的

助益（如圖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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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若要設計出能激勵員工的制度，首先須將員工視為「完整的人」尋找其動機和

痛點，而非僅將員工視為業務上的一顆螺絲釘

圖16：運用數位工具Figma設計出能評估員工工作動機和價值感的工具

(三) 科技促進倡議與群眾溝通

非營利組織的特性是需要向利害關係人或支持者，倡議其組織欲推動的

公益價值，若能與不同族群的受眾順利溝通，能使組織獲得更多的支持度

（如圖17）。因此，運用科技彌合募款和溝通方面的跨文化差距，將能有效

提升組織的對外服務品質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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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運用科技因應多元族群的溝通方式

跨國界的分享者談到，族群多元性非常高、公益領域的議題也非常廣

泛，精準溝通更顯重要卻也高度複雜。方法上，首先非營利組織應對「跨文

化」有所認知，若想爭取更多支持，突破同溫層的最佳方式是：使用雙方都

能理解的語言（如圖18）。

例如，美國的種族多元性相當高，英文作為強勢語言，使得其他語言的

能見度和公共溝通的使用率降低許多，論壇分享者提供具體的情境和解決方

案。首先，當要進行非英語人士的語言訪問時，可以使用人工智慧工具來幫

助翻譯，例如翻譯網頁；在美國，移民社區的英語能力是有限的，如果非營

利組織是提供法律免費諮詢的服務，就應該同時轉譯艱澀的法律知識和依照

協助對象的語言來進行訪問和關懷，這時候簡易的科技工具或是網站可以作

為輔助；此外，針對聽力障礙或聾啞人士、視障人士或盲人社區也應盡量提

供無障礙通道，則不該僅限於一般的言語或翻譯網站。分享者認為，在科技

運用上輔以人類學的視角，更能看見跨文化的脈絡，較能整合出精準的溝通

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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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非營利組織在社群平台宣傳應兼顧文化多元性

群眾溝通方面，許多非營利組織皆面臨募款議題，而面對不同的潛在捐

款者，需要依照世代差異、文化差異來設計溝通方式。組織想最大化支持

者，便需要盡可能排除支持者參與的障礙，例如年長的捐款者有更多的資源

但是他們的捐款方式較常使用現金，而年輕的捐款者則習慣使用電子支付、

直觀的方式捐款。

本次會議參與國家眾多，因此文化多元性的議題相當醒目，如分享者所

提到募款策略，也需要因應不同族群的文化作出調整，例如每個族群的文化

和節慶不相同，在對的時間進行募款，才能達到最好的效果，例如 11月和12

月的捐贈與佛教團體中的齋月捐贈和天課、布施（慈善）和汗水布施（志願

服務）、猶太人也有齋戒的月份。如果組織要面對的群眾或是所處的地點是

該族群為大宗，就要順應和尊重對方的文化，不過度打擾。

非營利組織工作者運用科技擴大倡議聲量的同時，亦須謹記社群的指導

和回饋，有意識地、真誠地去做。不僅在籌款和溝通中體現這些原則，在招

募員工、擴展同溫層和決策領導等方面都應體現同理心和跨文化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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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數位涵容

參與會議的其中一個非營利組織，核心宗旨為關懷協助暴力中的青少年，

其落實數位涵容的經驗值得各類型組織參考，摘要如下：

１. 員工需要數據素養

「數據素養」（Data Literacy）的定義：「是能使用數據系統、合乎道德

地提出和回答現實世界問題的能力。」組織希望員工於日常工作中，定

期輸入、理解和應用數據，以便他們提供快速、輕鬆的數據存取，以及

可以解釋數據的工具。由於第一線員工最能直接從系統中獲得完整的數

據資料作為工作依據，因此，組織為團隊中的每個人提供可操作的數據

和工具，將可以增強組織整體數據素養（如圖19）。而工具的設計，應

該要兼顧快速、輕鬆地存取，包括優先開發可蒐集數據的工具且不斷迭

代更新，更能因應年輕員工的需求。此外，數據產生的背景脈絡也很重

要，讓員工瞭解資料背後的故事和主體，才能幫助員工理解和詮釋數據

所呈現的樣貌。

圖19：“Design from the bottom up, implement from the top down.“

數位涵容的落實，須依基層需求設計並由決策者貫徹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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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設計具涵容性的數據工作流程

以回饋循環機制設計更具涵容性的數據工作流程（如圖20），流程包

括：在每個專案階段尋求回饋可以讓員工表達他們的需求和擔憂，並促

進對最終產品的認可；透過表達意見和接收直接回饋，各級員工之間的

關係得到加強與連結；透過在設計過程中完善語言來形成共同的理解；

員工了解他們輸入的數據如何為整個組織做出貢獻，以及如何使用這些

數據來改善日常工作。

圖20：以回饋循環機制來設計更具涵容性數據工作流程

３. 透過多元化增加洞察力

該組織願意花成本投入具有涵容性的數據轉型，並盡可能地賦能所有的員

工，原因在於當無論工作層級，員工們自身的多元生命經驗和教育背景，

能讓該服務年輕人的組織，更瞭解年輕人的需求；除此，教育背景的差異

提供了組織成員互相學習的機會；而數據素養技能的建立和變化，使組織

內的成員展現出不同的見解，進而完善數據視覺化和訊息傳遞的流程；最

後，回饋循環機制，能增強資料生命週期，不斷成為組織成員資料素養技

能的基礎（如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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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指南針青年合作社以數據為驅動的工作架構圖

該組織落實數位涵容，從設計階段開始到平台啟動約間隔 6 個月；6 個

月後依照回饋機制產出初步報告與分析；18 個月內，為各級員工提供全自動

儀表板。

針對組織內部數據轉型的成果，包括啟動新的程序模型，從平均每個月

100 張票據增加到每個月 2,600 張票據，已進行 3,700 多項社區服務工作的評

估，以及 800 多項暴力中青少年之安全評估。

立基於該組織的成功經驗，分享者建議非營利組織工作者在面對各方需

求時，優先思考的面向：誰在使用這些數據以及如何使用這些數據？員工將

使用哪些類型的資料？數據將如何解釋（語言/語義）？接收和存取資料的頻

率為何？組織內部人員的能力和數據應用限制有哪些？清楚知道組織擁有哪

些支持和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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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拜訪國際非營利組織NTEN

本次除參加非營利組織科技發展國際會議以外，亦同步拜訪美國波特蘭當地

非營利組織NTEN，NTEN成立於2000年，旨在致力於落實數位涵容，促進非營利

組織工作者皆能公平地使用和學習數位科技，並結合其公益願景，共同打造出更

公平、更自由的社會。NTEN主要服務的三大面向為「建立社群連結」、「提供專

業學習」及「描繪改變路徑」。本次希望透過拜訪NTEN的執行長Amy Sample Wa

rd，藉此瞭解國際非營利組織的活動型態，並學習該組織推動非營利組織數位發展

的經驗。

本次拜訪中，執行長 Amy Sample Ward 表示鼓勵非營利組織的社群連結相當

關鍵，由於非營利組織資源相對有限，若有共學夥伴相互扶持及分享經驗、減少

個別試錯的機率，對非營利組織學習科技運用是重要的動力。由於美國幅員廣

闊，各州政府的制度及資源迥異，NTEN的做法是連結企業資源，投入協助人力和

免費工具，促成線上社群（Tech Club）在美國各州遍地開花。亦透過如本次會議

等跨國交流活動，為社群挹注新血及活力，擴大網絡鏈結；同時也會提供 NTEN

會員職位媒合，促進資源共享及人才向上流動。

執行長Amy Sample Ward 也提到為了賦能非營利組織並推動科技發展，勢必

需要提供專業學習資源。因此，NTEN提供會員課程補助，協助非營利組織的員工

考取專業證照，亦出版調查研究刊物供非營利組織學習，瞭解科技發展趨勢。

為了描繪改變路徑的方式，NTEN頒布契合非營利組織的數位平權指南，並

透過多元化、虛實並行的交流活動和社群，供非營利組織生態圈學習他山之石。

此外，亦籌辦年度獎項，提供在非營利組織生態圈內，具有貢獻的資訊人才及非

營利組織工作者爭取榮譽，及建立標竿學習典範。最後，NTEN亦透過研究團隊，

建立專為非營利組織打造的技術評估測驗，提供在科技學習道路上的非營利組

織，隨時檢視評估自我的機會。

透過本次的拜訪和交流，更細緻地瞭解NTEN推動美國及世界各地非營利組

織數位涵容、科技發展的策略與做法。同時，亦向執行長說明我國推動 NGO/NPO

數位轉型的政策理念和具體成果，邀請執行長未來有機會，透過實體或線上的方

式，向我國非營利組織分享其多年來的經驗。

執行長Amy Sample Ward 也表示，歡迎臺灣的夥伴未來參與NTC盛會，分享

我國之數據轉型經驗，讓超過 20多個國家（美國、歐洲、烏甘達、哥斯達黎加、

沙烏地阿拉伯等）的非營利組織，看見臺灣 NGO/NPOs 活躍的能量及數位轉型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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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拜訪執行長Amy Sample Ward，並邀請向臺灣的非營利組織分享經驗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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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

透過參加國際非營利組織科技發展年度盛會，除可精進、充實我國對於 NGO/NPO

活用數據發展創新服務之政策藍圖，亦可透過與世界各國與會者之交流，輸出我國政

府運用科技和數據，透過多元面向的輔導陪伴，協助非營利組織永續發展的成果。本

次會議參與心得簡要如下：

一、該會議針對各國非營利組織當前科技發展趨勢（包含數位工具導入、資料治理、

數據分析等領域）進行介紹、分享與實務經驗交流。透過參與會議吸收新興科

技（如：人工智慧、數據分析等）導入非營利組織之經驗，同時掌握國際非營

利組織之數位發展現況，有利我國未來規劃非營利組織發展數據應用能力之政

策參考。

二、透過實際參與會議，觀察美國非營利組織共學網絡的交流實際狀態，有助於推

動更具創意性及更接地氣之公私協力作法，如細緻地執行 NGO數據共學小聚、

交流研討、成果分享等活動，有效凝聚我國NGO數據學習圈。

三、該會議參與者來自世界各地二十多個國家，且實體與虛擬參與形式並進，顯見

實體交流、累積人脈、尋找學習標竿、串連資源對於 NGO/NPO組織轉型之重要

性。在我國尚未形成此生態圈之前，借鏡先進國家20年一路走來的經驗和成功

路徑，對我國NGO之數據應用學習圈的建構，有實質的助益。

四、拓展政策擘劃視野，藉此鏈結跨國 NGO/NPO之數據轉型資源，為數位發展部推

動 NGO/NPO數據創新應用相關政策提供精進策略。除實質參與全球非營利組織

科技發展盛會，學習案例並參與討論，亦訪談本次會議主辦單位NTEN之執行長

Amy Sample Ward，向其分享本部針對非營利組織數位發展/數據轉型的投注與

成果，建立人際鏈結，未來將可邀請NTEN團隊成員，或其轄下會員向我國之非

營利組織分享國際非營利組織之數據轉型案例。

29



伍、建議

一、大數據、人工智慧等科技蓬勃發展，賦能員工促進組織轉型：將新興科技導入

並應用於工作流程已是國際趨勢。不論是大數據或是人工智慧，皆須建立數據

素養、整備資料流程及培訓賦能組織各級員工，方能順利導入相關新興技術。

藉由參與本次會議，可瞭解先進國家之非營利組織對於數據素養相當重視，且

逐步落實資料應用策略，及導入大數據或人工智慧等新興技術，以運用資料發

展創新服務或助益組織轉型。因此，建議可參照國際非營利組織之成功經驗，

制定相關政策以增能我國非營利組織數據素養及學習資料整備等相關工作，奠

定未來導入新興科技之發展基礎，進而強化我國之社會韌性。

二、優化我國非營利組織數據培力及應用輔導等措施，輔導方案須契合時代趨勢與

時俱進：本次會議有多場議程皆與人工智慧主題相關，顯見國際非營利組織導

入人工智慧技術之趨勢已成為主流。然而，人工智慧技術目前仍有許多議題尚

待討論，如資料完備程度、安全性、資料隱私、偏見與幻覺等，皆為導入人工

智慧技術時，不可忽視之議題。為使我國非營利組織接軌國際發展趨勢並減少

導入新興技術之衝擊，建議可參考國際非營利組織之推動經驗，例如導入學習

門檻較低之No-code AI課程，協助我國非營利組織邁向資料分析或人工智慧等

資料應用技術，推動我國非營利組織邁向數據轉型路徑。

三、建立標竿案例，加速學習及擴散效果：美國與我國皆為多元族群融合之國家，

本次國際盛會充分展現美國對於多元文化具高度重視。從會場安排、活動設計

至實際議程，處處可見多元文化及涵容之細節。此外，更有多場會議分享數位

涵容之經驗與作法，以持續擴散數位涵容之精神。故建議我國針對非營利組織

之數據賦能工作，除重視數位轉型及新興科技導入外，在制定資料發展相關政

策時，更應將數位涵容納入考量，平衡不同區域、不同群體之需求，藉此建構

以人為本、多元涵容之資料創新環境。

四、強化國際交流與跨域共學：持續關注先進國家之非營利組織在數據素養以及新

興科技應用於公益服務的最新趨勢。透過參與國際性交流會議、技術交流活動

等方式，獲取國際前瞻科技資訊，並與擁有數據轉型經驗或新興科技導入經驗

的國際非營利組織保持溝通與交流，以便促使我國非營利組織在數據轉型領域

能與國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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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

一、會議議程

圖23：2024年 3月 12日 會議議程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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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2024年 3月 13日會議議程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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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2024年 3月 14日會議議程示意

33



圖26：2024年 3月 15日會議議程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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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議場景紀實

圖27：來自世界各國的非營利組織工作者，個人可依有興趣的主題，隨意入桌，透過

認識新夥伴，形成學習圈

圖28：論壇分享者舉例數位科技可以簡單地增進跨文化溝通的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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