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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群眾募資可謂是近年流行話題之一，透過

群眾募資平台為創業者取得初始資金，不再煩

惱小型創業的資金問題，創新者透過平台與使

用者交流，提出專案並且在成功後履行回饋，

而贊助者可以藉由群眾募資平台與提案者交

流。但群眾募資平台上的專案卻並不是一定成

功，根據調查發現台灣失敗率為四成至五成，

專案項目該如何能成功也成為提案者最直接

面對的問題。本研究透過文獻分析方式，綜觀

有關群眾募資成功關鍵因素的論文，並從贊助

者/消費者層面以及提案者層面分析出群眾募

資專案項目之成敗，並對於群眾募資能夠有參

考應用的價值。 

關鍵詞：群眾募資、成功要素、文獻分析 

 

Abstract 
 

Recently Crowdfounding has become one of 

the hottest issues - entrepreneurs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the fund of small venture because 

they get the initial fund through the 

crowdfounding platforms. Innovators and users 

can exchange ideas, propose projects and 

feedback; on the other hand, sponsors can act 

with proposers on the platform.But it is not every 

projects on the platforms always succeed.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the failure rate in 

Taiwan is 40% ~ 50%; how the project items 

work out is the problem that proposers face 

directly as well.This study make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dissertations about 

critical success factor of crowdfunding by 

document analysis.And analyzes its success or 

failure of crowdfunding project from 

sponsor/consumer and proposer levels, then it is 

valuable to refer and apply for the crowdfunding. 

Keywords ： Crowdfunding, Critical Success 

Factor , Document Analysis. 

 

1. 前言 
群眾募資 (Crowdfunding)，又稱群眾集

資、公眾集資或群募；香港、中國等地區多數

稱為眾籌。根據美國全國群眾募資協會
(National Crowdfunding Association , NLCFA)

之定義，群眾募資為社會大眾透過小額資金的

贊助，發揮群體集結的力量，支持個人或組織

使其目標或專案得以執行完成。群眾募資結合

團購與預購的「預消費」的概念，藉以向公眾

募集產品研發、創業計畫、公益慈善等項目資

金。群眾募資有別於傳統向親友、銀行、投資

顧問公司借貸，網路實現了社會大眾發揮群體

集結力量，透過小額資金贊助來扶持更多元的

微型創業。 

而從2012年開始，群眾募資風潮從歐美國

國家吹進國內，國內群眾募資平台相繼成立，

平台的成立不僅提供資金募集的管道，更是幫

助許多人完成夢想的舞台。而在台灣，已經有

許多知名群眾募資平台成熟發展，像是，

FlyingV、HereO、群募貝果…等。透過一個募

資平台，提案者可以分享專案；贊助者選擇專

案並給予贊助，這種C2C商業模式由生產銷售

端延伸至資金募集端，打破傳統資金的取得管

道，由傳統向銀行、投資顧問公司、親友等管

道借貸，轉而向社會大眾募資，已躍然成為新

一代流行趨勢。 

群眾募資的優勢在於：低創業門檻，提供

創業資金讓募款者免費享有啟動專案機會，易

於維持創意與營運的獨立性；預知市場需求，

透過預售驗證可行性與市場接受度，進而調整

庫存，降低生產成本及營運風險；增加行銷曝

光：能夠與潛在客群進行直接互動，經由集資

過程收到行銷專案與廣告推廣的效果 (EC 

Biz，2015)。群眾募資平台可以分為三類，分

別為債權型、股權型、回饋型，其中以回饋型

的平台為大多數；另一方面，由於技術特性的

發展，讓群眾募資有過往資金籌措過程中沒有

的效果，如市場前測 (Pretotyping)、吸引投資

等。因此，群眾募資除了對創業者有吸引力

外，也是創投(Venture Capital)的關注對象(李昌

明，2015)。 

台灣著名群眾募資平台 Flying V創辦人林

泓全於專訪中提到，創業很難不失敗，但透過

平台獲得群眾支持的專案，較有可能重振旗

鼓，並把失敗作為成功的養分。由此可見，群

眾募資的快速發展，不可不謂對新創事業由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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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前到創業後，起到全面性的幫助(李昌明，

2015)。Massolution.com在 2013的調查顯示，

2013年全球互聯網眾籌網站數目大致在 500至

800家，交易額在 60億美元左右；相較於 20012

年眾籌市場規模為 27億美元，及 2011年僅 15

億美元規模，更可見到此一產業的潛力與影

響。 

但群眾募資並沒有如此的簡單，美國著名

的群募平台 Kickstarter 上琳瑯滿目的美好提

案，超過六成會失敗。根據其提供資訊，由於

上架案件越來越多，分散資金目標，集資成功

率逐年緩跌，2014年首度跌破四成，僅 39%。

台灣本土募資平台競爭相對沒有那麼激烈，平

均成功率約四成到五成(商業周刊，2015)。雖

然群眾募資產業正在蓬勃的發展，但是提案成

功率卻是不增反衰，而影響群眾募資成功的文

獻眾說紛紜。黃丹、許秀英、郭建良(2014)從

提案者觀點探討影響文創類專案於群眾募資

成功的關鍵要素，該研究認為產品屬性、專案

撰寫與社交網路三大構面是影響群眾募資的

關鍵成功因素，但根據其內容分析項目與架

構，發現其背後缺乏理論基礎佐證；而又坊間

缺少群眾募資的系統性知識，導致提案者與贊

助者對此商業型態陌生，因而導致群眾募資成

功率並無有效提高，故本研究藉由統整過去文

獻，探討影響群眾募資成功之要素，望能幫助

提案者更加了解群眾募資生態且更有效率掌

握未來的商業機會。 

綜觀過去相關文獻，歸結群眾募資近年在

過內外相關研究領域與論述主軸，分別有從群

眾募資的說明、平台比較和發展(郭思偉，

2014；曾柏澔，2014)、從資助者觀點探討資助

模式(羅莫席，2013)、贊助者的動機(劉盈珮，

2014；Ordanini et al.,2011)、從創業觀點探討市

場測試與行銷功能(吳佳玲，2013；戴秀珊，

2013)。從上述研究可以發現，目前台灣群眾募

資研究主要在集中在贊助商家的動機，並影響

資金籌措集資性能因素，也就是如何吸引贊助

商投入資金。而較少研究探討募資平台上專案

成功之要素，有鑒於此，本研究目的為從提案

者之觀點探討影響群眾募資關鍵成功因素，希

望能夠使大眾對於群眾募資有完整的了解並

且透過文獻回顧之方式，統整過去相關研究以

及文獻立論比較各文獻所建立之架構、統整文

獻之研究方法歸納出群眾募資專案成功之要

素，使欲從事群眾募資之提案者、投資贊助者

以及群眾募資平台做為參考依據，並對學界探

討群眾募資之研究做出貢獻。 

 

2. 群眾募資之內涵 

2.1群眾募資(Crowdfunding)之定義 

群眾募資 (Crowdfunding)，又稱群眾集

資、公眾集資或群募；香港、中國等地區多數

稱簡稱眾籌、群眾籌資。指透過網際網路展

示、宣傳計畫內容、原生設計與創意作品，並

與大眾解釋讓此作品量產或實現的計畫。有興

趣支持、參與及購買的群眾，可藉由「贊助」

的方式，讓此計畫、設計或夢想實現。在一定

的時限內，完成事先設定募資的金額目標後即

為募資成功，可以開始進行計畫。群眾募資係

社會大眾透過小額資金的贊助，發揮群體集結

的力量，支持各人或組織使其目標或專案得以

執行完成(林雅燕，2014)。群眾募資的概念是

一種更大眾化的募資方式，為更多小本經營或

是創作者提供了募資的可能。所謂的群眾募資

即是大眾集資，大多利用團購加上預購的形

式，向網友募集專案資金(Ordanini,2011)。林泓

全更分析，「群眾募資是行銷，不是募資」，目

前在台灣，物聯網或智慧硬體的提案缺乏大成

功案例，原因除本土市場小以外，關鍵是缺乏

「換位思考」。但有許多概念不錯但沒有成功

的案例，因工程師創業著重功能，但群眾募資

是面對網友，也就是消費者，創業者必須換位

成終端用戶，思考你的產品外形是否夠好看、

是否只是一個半成品(數位時代，2014)。因此，

群眾募資對台灣創業者更重要的意義，應是視

為一個練功的場域，傾聽、收集市場意見，學

習行銷溝通，補強台灣創業缺乏對使用者的理

解、需求掌握度較薄弱的那一面。 

從本質而言，群眾募資並不是全新的作

為，但是社群媒體以及其他線上社群的出現，

成 功 的 塑 造 出 眾 籌 世 代 與 眾 籌 經 濟

(Ordanini,2011)。而謝平認為互聯網金融模式在

未來 20 年將會成為主流，雖然這種判斷還有

帶歷史證明，但借助於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公

眾小額集資這種模式必將迎來大發展

(Kuo,2013)。群眾募資做為一種新興的金融形

式，在全世界蓬勃發展的過程中都遇到了共同

的問題，即群眾募資交易的合法性與消費者權

益保護問題。 

 

2.2群眾募資平台 

根據上述之概念與定義，群眾募資在近年

迅速發展及演進。一般的群眾募資，將贊助者

投入的資金視為捐贈性質的，但對於創業者或

其他人士而言，這是一個良好的集資方式，進

而發展出了其他類型(林泓全，2013)。根據群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Z8zvmb/search?q=auc=%22%E9%83%AD%E6%80%9D%E5%81%89%22.&searchmode=basic
http://primo.lib.ntu.edu.tw/primo_library/libweb/action/search.do;jsessionid=922C746032BAAFCFBCBE2EAD10EAB17B?vl(freeText0)=%e6%9b%be%e6%9f%8f%e6%be%94&vl(56823557UI0)=creator&vl(37955654UI1)=all_items&vl(1UI0)=exact&fn=search&tab=default_tab&mode=Basic&vid=NTU&scp.scps=scope%3a(NTU_GUCCI)%2cscope%3a(NTU_III)%2cscope%3a(NTU_IR)%2cscope%3a(NTU_DARC)%2cscope%3a(NTU_OLDPHOTO)%2cscope%3a(NTU_RELIGION)%2cscope%3a(NTU_CI59)%2cscope%3a(NTU_TCSD)%2cscope%3a(NTU_CHILIN)%2cscope%3a(NTU_BUDDHISM)%2cscope%3a(NTU_CDM)%2cprimo_central_multiple_f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6%B2%E9%9A%9B%E7%B6%B2%E8%B7%AF


眾募資的募資目的和回報方式，可以分為商品

募資和股權募資兩大類。 

根據 Modwenna Rees-Mogg(2014)的著作

中提及，群眾募資之商業模式可分為：捐款、

預購承諾、債權型群眾募資、股權型群眾募

資。其中最普遍的為預購承諾，當前絕大部分

的 平 台 ， 包 括 FlyingV 、 IndieGOGO 、

Kickstarter，皆是以這樣的模式運作，並且獲得

非常熱烈的迴響。 

現今全世界已有超過 1200 個群眾募資平

台，每個平台都各有千秋，除了有上述不同類

型的平台外也有綜合類型的平台。 

2009年 Kickstarter成立後，群眾募資平台

如雨後春筍般的成立。現今在全世界已有超過

1200個群眾募資平台。在台灣地區最具規模的

群眾募資平台為 flyingV，為目前亞洲最大群眾

募資平台。 

群眾募資平台根據其募資項目的和回報

方式而發展出不同的募資類型，募資的類型對

於募資是否成功有著關鍵的影響。Kickstarter

平台 2014 年的年報指出，科技類型的專案總

募資金額遠高於其他類型。緊接其後的則是設

計類專案，其他值得關注的類型還有遊戲以及

電影，都是該平台上非常受歡迎的類型。 

Varian(2011)認為，群眾募資非常適合於那

些創造智慧財產權的行業。在點名時間上，目

前成功的案例主要集中在文藝和科技領域。肖

湘女(2013)也提到隨著關注度提高和功能逐漸

多元化，眾籌模式越來越受到文化創意企業的

青睞。在台灣，社會文化和設計商品為成功件

數最多的類別。反觀在北美洲地區及受歡迎的

科技類別，便沒有受到那麼廣泛的歡迎與關注

(李昌明，2015)。由上述資料可以得知，不同

國家的民眾，對於群眾募資的喜好有不同的差

異，欲進行募資的創業者，可以針對推出專案

的類型選擇適合的平台來進行募資。 

 

2.3群眾募資之相關議題 

吳佳玲(2013)年指出，群眾募資在創業及

新產品開發過程中所發揮的功能包含：資金來

源、市場測試與前期行銷、群眾募資進行籌資

方式，而達到目標籌資金額則須包含以下要

素：(1)提供實質的產品做回饋(2)存在明確的目

標族群(3)為贊助者設定贊助的理由(4)使用不

同的行銷推廣工具並善用延伸社交圈(5)預先

為停滯期做準備。 

黃丹等人(2014)的研究指出對提案者而言

能否成功募資的關鍵影響因素如下：從產品屬

性角度：特色產品或者市場上無同類型替代

品、與文化生活相關產品；從專案撰寫角度：

一般文創類控制在 5,000-30,000rmb 募資目標

金額、募資金額級需多、募資天數控制應在

30-60 提案、從提案動機來看，一些項目「魚

龍混雜」，甚至很多行銷廣告也穿插當中，則

也會影響整體文創眾籌成功率；從社交網路角

度：利用社群網站推廣行銷是關鍵影響因素提

案人社交權廣可帶來更多投資。 

李昌明(2015)研究指出群眾募資之關鍵成

功要素之研究中發現，設定適當的專案長度與

募資時間：以「兩個月以內」為最佳，通常準

備充分且行銷得當的專案，都能在很短時間內

獲得廣大迴響。如果專案超過前述長度，一方

面團隊必須投入大量精神在行銷上之外，也會

讓群眾募資的市場前測功能有失效之虞。善用

社群媒體與內容行銷，由於群眾心理的影響，

如果能在專案正式開始募資的前幾個小時，就

獲得一定程度的贊助，會得到一種「專案十分

熱門，想趕快跟進贊助」的效果。在現行架構

下，群眾募資通常被視為既有社群的增幅工

具。內容行銷，可說是所有群眾募資提案者都

必須熟悉的操作方式。有鑑於目前群眾募資平

台皆有非常完整的內容更新功能，因此提案者

可以輕易的利用這些功能，來為贊助者和潛在

贊助者，提供最新的專案資訊，進而提升募資

的成功率；Pretotyping，依據市場反應，迅速

調整產品屬性：群眾募資平台同時也為創業者

建立珍貴的雙向資訊回饋管道。企業不需要真

正製造出產品原型，而先釋放介於想法和原型

樣本的「概念」給使用者，並在回饋中反覆調

整產品之設計。新產品開發，群眾募資平台能

夠幫助提案者搜集更多經過市場驗證的產品

資訊，所以當提案者需要改良目前產品時，便

可以用較低的成本和較少的時間來設計新式

樣。產量預估，能協助提案者估算最適合的產

量。在平台出現後，創業者可以利用其特性，

來將Made-to-order的模式發揮得淋漓盡致。 

基於前述研究中可以得知，從專案是否能

成功面探討有許多要素均能影響群眾募資的

成功，例如：目標金額、專案影片點播次數、

臉書推薦次數、出資者的回應以及進度報告都

與成功有顯著關聯(陳加樺，2014)；另外從贊

助者的角度可探討其出資意圖進而影響專案

成功與否。 

 

3.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章敘述本研究所採用之研究方法與步



驟，以下分別就研究方法、研究範圍與限制、

研究工具與研究步驟等加以說明。 

3.1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針對近年來國內外群眾募資

之相關文獻作一探討，探討之內容著重於群眾

募資從贊助者或消費者層面探討專案項目成

敗以及從提案者層面探討專案向募成敗。蒐集

國內外相關文獻，探討群眾募資相關理論，藉

此對於研究領域有所理解，用以做為研究設計

上的參考與依據；本文採用「研究分析法」來

進行研究與分析。 

 

3.1.1文獻分析法 

Ranjit Kumar(2000)在《研究方法：步驟化

學習指南》一書中提到文獻分析是透過文獻的

蒐集、分析、歸納、研究來提取所需資料，並

對文獻作客觀而有系統的描述的一種研究方

法。 

 

3.2研究範圍與限制 

3.2.1研究範圍 

本研究範圍主要著重於國內與國外有關

於群眾募資之相關學術期刊與學位論文，以及

國內外群眾募資平台線上參考資料。 

 

3.2.2研究限制 

本研究受限於研究者之能力，本研究僅針

對中、英文兩種語言之文獻作探討。加上群眾

募資為近幾年之新興話題，研究資源較為短

缺，故研究主要以文獻為主，搭配網路上之相

關資料為輔。 

 

3.3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中文資料利用線上資料庫如

「CEPS 中文電子期刊資料庫」、「全國博碩

士論文資訊網」等蒐集國內外及中國大陸之相

關文獻與資料，英文資料則使用 SDOL、I111

等資料庫蒐集。除利用上述資料庫之外，本研

究另參閱美國全國群眾募資協會 (National 

Crowdfunding Association , NLCFA)所公佈之

資料，以及線上搜尋引擎，例 Google、Yahoo

來獲得資訊。 

 

3.4研究步驟 

本研究分為三階段進行，為文獻蒐集與分

析、研究執行、研究討論與結論，分述如下： 

 

3.4.1文獻蒐集與分析 

本階段工作為蒐集相關文獻並且詳閱，縮

小研究範圍並確立研究目的。 

 

3.4.2研究執行 

以前一階段所蒐集與分析之文獻作為立

論基礎。進行文獻之分析並將相關文獻之內容

加以彙整，做為研究結論撰寫之依據。 

 

3.4.3研究討論與結論 

針對相關文獻所分析出之結果，將資料系

統化之描述與解釋，再依據研究目的進行深入

探討與分析，歸納出研究結論，所上述所獲得

之資料，撰寫出研究報告，以提供相關單位做

為參考依據。 

 

4. 群眾募資之成功要素探討 

4.1 從贊助者/消費者層面探討專案項目成

敗 

一個成功的群眾募資案例，背後組成的關

鍵因素有三，第一為專案推動者，提出他自己

的理念及構想，是「出力」去執行的人；第二

為個人或是群體，支持這個理念構想的人，是

「出錢」資助的人；第三為適合的組織、平台，

可以將「出力」及「出錢」的人連結在一起，

實行他們所支持的計畫或是行動。而從贊助者

觀點來看，贊助者是否選擇贊助專案，更是影

響專案成功的最大要素之一；一般而言，贊助

者會贊助專案，是因為他們本身喜歡創新的事

物(Ordanini et al.2011)，且發現專案能夠打動他

們進行贊助，因此才願意出資贊助。 

從 Ordanini(2011)的研究更進一步指出社

會參與感，是另一個重要因素來促使贊助者贊

助專案。贊助者會想要參與專案的過程，例如

藉由發問問題及要求…等互動方式，並且成為

專案中的一部分，這讓他們更有意願去贊助專

案。根據 Gerber et al.(2012)研究表明募資平台

皆屬於回饋型，因此發現使用者最主要的贊助

動機就是為了取得回饋。回饋的方式不論是透

過提供有形的產品或無形的服務，都需要較長

時間來完成交易，因為使用者需等專案全部募

資成功後，提案者才會開始履行回饋方案，但

若能透過及時的更新其他資訊，讓贊助者即便

再等待回饋的時間，也能看見提案者的現況和

努力；雖然很多贊助者都是因為對專案本身有

興趣，因此捐款表達支持，然而，若能提供贊

助者除了報導作品外的回報，將能大幅提高他

們的捐款意願甚至參與感 (新媒體世代，



2015)。且又因民眾的利他人格和對社會公益型

專案有較高的贊助意圖，讓募資專案的成功有

所幫助，這與 Ordanini (2011)的研究中相吻合。 

劉盈珮(2014)影響群眾募資網站贊助者出

資意圖研究中可看到，其研究藉由不同類型及

內容的專案情境，探討網路使用者對群眾募資

專案出資的動機及專案特性對出資態度及出

資意圖所產生的影響。結果發現，群眾募資平

台上為專案出資的意圖多是出於幫助他人且

不求回報的內在動機，和在 Henrik and 

Christoffer (2013)研究中針對什麼樣的因素會

影響贊助者願意投資群眾募資平台上的專案

中發現：提案者必須與贊助者有良好的互動模

式、專案有良好的目的、贊助者能成為專案一

部份並且一起實現它，有著一樣的結果。贊助

者在決定是否對專案出資時，會注意專案品

質、專案的適配性及專案的目標募資金額，這

也表示專案的產品屬性對贊助者出資態度有

正相關影響，且贊助者在面對不同類型或不同

程度目標募資金額之專案時，動機及專案屬性

影響出資態度的程度也會有所不同。 

 

4.2從提案者層面探討專案項目成敗 

創業者的初始資金一直都是個困難的癥

結點，創業者在進行創業過程中，往往需要多

方的幫忙。Gerber et al.(2012)的研究發現，大

多數的提案者使用群眾募資平台最主要的目

的為獲取資金，群眾募資平台除了能透過網際

網路募集資金，更能向社會大眾募集眾多單筆

小額款項。而在群眾募資平台上所需要的不僅

僅只是募集資金，同時也包括募集群眾的支

持。集資者也希望透過群眾募資平台與用互建

立直接且長久的關係，而此長遠關係不僅僅只

是當下的財務交易，而是能延伸往後專案的發

展(林亭佑，2015)。 

而成功也不僅僅只是把專案放上去就會

手到擒來，根據 T 客邦(2015)調查發現，提案

者該如何才能促使專案的成功？(一)做有人

「期待」的事：以市場行銷學的概念來說，市

面上的商品那麼多，要怎麼吸引到消費者的目

光？當然是要推出消費者需要的產品，不過更

厲害的應該是消費者不知道他有這個需求，而

你「創造」期待和需求給他，群眾募資也是一

樣的概念，平台上的提案眾多，成功的提案都

是切中他人的期待，而且有其獨特性，和其他

提案不同就會讓人眼睛一亮。(二)將計劃找出

價值：如果你一直只是計劃是無法讓大眾信服

於你；所以必須將你的專案每一步的計畫內

容、時程完整地呈現，若能找到專業人士背

書，將會更具公信力及說服力，還需要向贊助

者說明你計畫的「價值」，對這個社會有什麼

改變、幫助，內外的價值都需要說明清楚。(三)

做好準備並且努力「宣傳」：當你的提案上架

至募資平台時其實就是一場賭注，群眾募資的

風險就是你不知道自己的計畫是否真的會打

動贊助者；在台灣的募資平台中，大多是提案

失敗資金就回歸贊助者的模式，可能推動了一

整個月但成效不彰，而每個團隊只有一次的群

眾募資機會，所能做的便是在事前做好準備，

事中努力宣傳！ 

而在黃丹等人(2014)的研究中也表明，募

資是否成功除了產品本身屬性的影響外，專案

如何表達也是關鍵成功要素；專案中的產品回

饋、募資理由、募資項目金額、專案內容長短

和募資天數皆為專案撰寫中重要的表達項

目；再根據吳佳玲(2013)探討群眾募資成功個

案研究中發現，群眾募資在創業及新產品開發

過程中的功能包含：資金來源、市場測試與前

期行銷、群眾募資進行籌資方式，而達到目標

籌資金額則須包含以下要素：(1)提供實質的產

品做為回饋 (2)存在明確的目標族群(3)為贊助

者設定贊助的理由(4)使用不同的行銷推廣工

具並善用延伸社交圈 (5)預先為停滯期做準

備。提案者最直接的透過專案的敘述與表達，

傳遞給網路使用者進而讓他們產生認同而贊

助。 

群眾經營群眾募資網站團隊表示(Hemer, 

2011)：群眾募資網站能成功經營最重要的是擁

有「社群」，因為網路社群是募資網站能夠順

利發展的根基；從另一個角度想，提案者的社

群網路根基也是影響專案成功的要素，從Ethan 

Mollick學者根據 2012年對群眾募資的探索性

研究中發現，他認為個人網絡和專案的品質皆

與群眾募資的成功有相關連，和 Giudici et 

al.(2013)從社會資本角度進行觀察，認為個人

層次的社會資本對於集資項目的成功扮演重

要角色；Gerber et al.(2012)更指出集資者除了

希望跟大眾分享個人想法外，也希望能與用戶

建立有意義對話，而這些互動大多是透過社群

媒體如 Facebook或 Twitter 等網站進行。參與

群眾募資除了能提升個人的知名度外，更能讓

集資者透過實際募得的資金，來體認專案或理

念的影響力。另外 Haichao et al.(2014)從社會資

本觀點探討不同國家影響群眾募資的因素也

隨之不同，但從研究中仍可發現，社會資本就

算在不同國家也是影響群眾募資成功的重要



因素，而與林育誠(2014)從資本觀點探討成功

創新者之基因中，因為群眾募資平台是基於社

群 2.0 的概念，可以視為網路創新創業的新型

態，並從社會資本觀點進行探討，皆可發現社

會資本之社交網絡對群眾募資成功與否具有

重大影響。 

提案者不僅要有事前的充分準備，更應該

在專案募資期間設立相當的計劃，透過一步一

腳印完成對專案的負責與對贊助者的回應，一

個專案項目的成功不只是專案本身，更加入許

多不可或缺的因素：有趣、誠懇的宣傳影片

／吸引人的目標產品或背景故事／清楚

有趣的專案說明／不斷更新且內容豐富

的進度報告／提供實用或讓人感到快樂

的回饋給贊助者／從親近的朋友開始，逐

步宣傳給更大的群眾 (Flying V)，從多方

面下去著手，更能使提案者成功募集資

金，為創業尋得希望。  

 

5. 結語 
現代科技發展快速，網路的進步讓人們發

展出新穎的商業模式。從 Web1.0到Web2.0，

人們從單方面獲得資訊轉變到雙向的互動，不

僅僅只是上網尋找自己所需要的資訊，也與其

他人分享資訊甚至是溝通。而由於網路成為消

費者重要的消費管道之一，群眾募資這一新的

商業模式也在近年來引起了一陣風潮，透過提

案者提出專案，在一定時間內若獲得預訂的贊

助金額即可執行專案，此種商業模式增加了人

們實現夢想及創業的可能性。 
由於群眾募資在台灣發展時間較短，目前

在台灣相關文獻較少大多從群眾募資平台做

為研究，因此本文綜整了國內、國外相關文

獻，藉由本研究能夠探討群眾募資之成功要

素，使提案者能夠透過這些要素來吸引更多民

眾贊助其提案，如提供優質的回饋，並且透過

與贊助者的互動，做專案項目的調整，使其更

符合大眾之需求以及透過 Facebook 等社交平

台做行銷，或是將專案項目增加話題性，進而

吸引更多民眾贊助專案項目。 

透過以上的整理，對於群眾募資在不論是

募資前的準備或者是募資過程中的調整應有

參考應用的價值，專案若能有效透過成功要素

加以琢磨，有效把握其效果，對於增加大眾之

參與以及提升專案募資成功率必定能有所幫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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