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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與志願結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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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為什麼要參與團體？ 
 

一、團體 
 

定義 
通常是由【1 兩 】人以上組成，成員間彼此互動，具有共同目標，並遵守共同

規範，某種程度的相互依賴、相互影響 

種類 家庭、學校、班級、社團、社區 
 

二、團體的功能 
 

功能 說明 舉例 

滿足【2情感需求 】 
人類是具有社會性的群居動

物，需要互動往來 

加入團體，可以滿足情感上的

「社交」需求 

學習【3情緒管理 】 

1. 透過加入團體，了解自己

的角色與定位 

2. 學習情緒管理和人際溝通

技巧 

因年紀相仿而組成的同儕團體，

透過彼此互相幫助、分享生活點

滴來維持彼此的情誼，具有強烈

的凝聚力，例如：籃球隊、樂儀

隊 

 保障、實踐【4權利 】 

 或【5理想 】 

1. 團體能提供保護與合作，

讓成員共同面對困難或挑

戰 

2. 加入團體，可以完成單憑

個人無法達到的目標 

勞工加入工會，透過集體力量，

取得勞資平等協商的權利，平衡

勞資地位不平等的現象，例如：

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高雄市

餐飲業職業工會 
 

三、參加團體對個人的重要性 

1. 成員間彼此的情感支持，可製造和諧環境，並促進團體工作效率，以利完成共同的目標。 

2. 舉例：結合生活周遭的鄰近區域，形成居民共同的歸屬與認同感，成為一個有動力解決問

題或提升生活品質的社區，例如：社區發展協會成立的志工服務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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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志願結社的特徵及影響 
 

一、志願結社的意義 
 

意義 
志願結社是人基於【1 自由意願 】，為實現長期的特定目標，共同結合成

一獨立運作的組織 

權利 
民主國家的人民，有權成立或加入各種自主性的志願結社，來保障、實踐

自己或公共的利益，例如：我國《憲法》明文保障人民的【2結社自由 】

限制 

權利的行使一旦侵犯到【3他人權利 】或危害國家安全，就會受到法律的

限制和制裁。例如：組織不良幫派會影響社會秩序，因此政府制定《組織

犯罪防制條例》，透過法律來維護社會秩序，保障人民權益 
 

二、志願結社的特徵 
 

特徵 意涵 說明 

【4民間性 】 不是政府組織 
1. 由人民所組成的團體 

2. 比政府組織更靈活與彈性，但是也缺乏政府的公權力

【5自主性 】 
由成員自主決定

行動 

1. 除相關法律的約束之外，不受政府或其他團體所控制

2. 較符合個人的興趣與需求，較能發揮公民自治的精神

【6非營利性 】 不以營利為目的

1. 志願結社可透過收取會費、向社會募款或企業管理等

方式自籌經費 

2. 得到的盈餘需使用在達成組織的目標上，不以營利為

目的，也不將利潤分配給成員 

【7組織性 】 
制度化的組織分

工 

1. 志願結社不一定要向政府正式立案登記才能組成 

2. 如想有效率的達成目標，仍須有制度化的組織分工 
 

三、志願結社對公共生活的影響 
 

面向 說明 

參與公共事務 

的管道 

志願結社是人民由下而上，建構【8公民社會 】的基礎，也是公民參與

公共事務的最佳管道，是現代國家民主化、自由化的指標 

增進 

社會公共利益 

1. 由於個人的力量有限，需要透過志願結社，集結更多的資源和人力，

才能擴大個人的影響力，爭取【9共同權益 】 

2. 公民可藉志願結社，自主參與公共事務，以增進社會公共利益 

影響與監督 

政府施政 

公民除了關注社會議題外，也可藉由志願結社積極影響與監督政府施

政，以實現維護【10公平正義 】的理想 

展現 

公民社會的力量 

1. 1987 年解嚴後，志願結社的蓬勃發展，是當代臺灣多元社會的特徵 

2. 透過志願結社，可以形成關心公共事務的社會文化，展現公民社會的

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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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社會中的公共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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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民主社會公共意見的形成 
 

一、公共意見的形成 
 

形成的基礎 

民主國家中，人民的言論自由受到《憲法》保障。有一句名言「我雖然不

同意你的觀點，但是我誓死捍衛你說話的自由」，這就是【1言論自由 】的

精神 

作用 

民主社會中，人民對於任何公共議題都有提出意見的權利，可以自由、公

開討論，表達自己的看法，匯集成【2 公共意見 】，進而形成【3 輿論 】，

發揮影響力 

 

     

    ▲ 公共意見形成示例 

二、表達公共意見的方式 
 

方式 說明 

普遍使用 
【4 媒體 】投書、遊行抗議、座談會、公民投票、透過【5 團體組織 】或

【6民意代表 】表達意見等 

情況 

有時會看到有些民眾或團體採取較激烈，甚至暴力的方式表

達訴求。例如： 

1. 憤怒的抗議民眾與警方形成警民對峙 

2. 意見相左的團體彼此相互叫囂 暴力抗議 

後果 

面對不同的意見，我們不一定要接受，但是使用暴力不但無

法解決紛爭，還可能使爭議擴大，模糊訴求的焦點，甚至導

致【7以暴制暴 】的惡性循環 
 

三、表達意見的原則 

1. 保持理性與和平的態度。 

2. 透過不斷溝通協調，以期達到【8最大的共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