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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益組織發展的支援性體系建設 

王志雲 

恩派（NPI）公益組織發展中心副主任 

 

壹、前言 

公民社會是一個什麼樣的概念，如果讓我簡單做一個定義是這樣的，公民社

會是一個多元開放的民間組織所組成、所形成的一個公共領域。 

--------香港中文大學公民社會中心 陳健民 

公益組織是公民社會的重要組織形式。公民社會的建立有賴於社會公益組織

的蓬勃發展。而在現階段的中國，公益事業還處於發展的初級階段，公益組織數

量少，能力弱，需要大力培育和發展。NPI 作為一個民間發起的支持型公益機構，

從創立伊始，就懷揣培育創新的公益組織和公益人才，推動公民社會的發展的理

想。我們認為，現階段，建立促進公益組織發展的支援性體系是推動公益組織發

展的有效途徑，在過去五年中，NPI 不斷進行探索和實踐，初步建立了一套支援

性業務模式，在推動中國本土公益機構發展方面取得了寶貴經驗。 

貳、個案 NGO 背景說明與環境： 

一、 背景： 

2006 年初，NPI 在上海落地生根。目前有專職員工 83 人，兼職員工 21 人。

我們的使命是“助力社會創新，培育公益人才”，我們的願景是“中國的社會創新

者都能擁有一個政策鼓勵，資源匹配、服務齊備、輿論推崇的成長環境”。我們

把這樣的成長環境都看做是在發展公益組織的支援體系。因此，我們的工作和業

務都是圍繞這個成長環境的營造而展開。包括為初創及中小型的公益組織搭建創

業和實踐服務的平臺，提供諮詢，資金仲介，培訓，註冊協助等服務。具體業務

的介紹及相關成果將在後文詳述。 

NPI 的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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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案例議題相關政治、經濟、法律與社會等環境 

“政府——企業——公益組織”三元結構分工協作，是保持經濟社會長期穩定

發展的現代社會治理結構。為了順應“小政府、大社會”的改革趨勢，轉變政府職

能，創建多元社會主體參與公共服務和社會管理新格局，需要大力培育公益組織，

構建政府與公益組織之間的合作夥伴關係，使政府和公益組織發揮各自的優勢，

合作互補，共同促進社會的繁榮與進步。在經濟社會改革的大背景下，發展公益

組織是大勢所趨。 

目前，雖然從全國來看，對於社會公益組織來說，大的政策環境並沒有太大

改善，公益組織仍然面臨註冊難，政策支持不夠，募集資源難等問題。但上海，

北京，深圳等經濟較發達的大城市，已經在註冊，政府購買公益組織服務等方面

開始有創新舉措，為公益組織的發展創造了機會。當這些城市的經濟發展到一定

程度後，公民意識逐步覺醒，公眾參與公共事務的意願不斷增強，社會領域的改

革顯得尤為迫切，政府職能轉變的速度和力度也比其他內陸城市要先走一步，這

不僅為公益組織創造了生存空間，也為建立促進公益組織發展的支援性體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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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條件。 

叁、議題分析與探討 

一、公益組織的發展需要建立有效的支援性體系 

中國的公民社會還處於發展的初級階段，公益組織的數量還顯得非常少，所

能發揮的作用也顯得微乎其微。然而，我們發現有公益熱情和社會理想的人並不

缺乏，但具有活力的，來自民間的公益組織卻不多。究其原因，我們可以看到當

人們有意願或充滿熱情地要投入到公益領域的時候，卻發現，註冊一個公益機構

並不容易，公益相關的資源在哪裡？如何籌款？如何做好公益服務？需要具備怎

樣的能力？誰能提供幫助？答案無處可尋。這就反映出公益組織發展中的一個重

要的需求，即行業內缺乏一個完整有效的公益組織支援性體系。這個體系的建立

光靠政府不行，行業內部也應該出現這樣以提供能力建設、諮詢輔導、交流平臺、

資源仲介為主要業態的支持性機構。 

二、NPI 對支持性體系的理解 

經過多年的摸索，我們認為公益組織的支援性體系至少包括如下的內容： 

第一，積極開明的政策環境，政府象扶植創新企業一樣扶植優秀的公益組織，

建立包括註冊、補貼、招投標等一系列配套流程，使政府購買公益組織服務制度

化、透明化；對不同背景、不同“級別”的非營利組織在免稅等優惠政策上一視同

仁，打破“慈善壟斷”；制定和完善社會公益組織評估標準體系，使政府對公益組

織的監管進入良性軌道；制定與引進經濟和科技人才相類似的吸引人才政策，在

待遇、住房、戶籍等優惠政策方面向優秀社會公益組織人才傾斜。 

第二，充沛穩定的社會投資，這裡應該聚集著那些最有使命感和對社會創新

最具偏好的慈善“投資人”，他們象尋找商業機會一樣貪婪地尋找著意圖改變世界

的社會創業者並對他們那些有悖傳統的新奇想法激動不已；這裡有能夠讓公益資

源的供需雙方迅速找到彼此的各種場合和技術手段；這裡有類似風險投資機制的

公益創投基金，為初創期的公益組織提供啟動資金，有國際流行的聯合勸募機制，

為不善籌款的操作型公益組織提供籌資服務。 

第三，配套完善的仲介服務，一個公益想法在這裡會得到從創意、到孵化再

到實驗的全程跟蹤服務，公益孵化器、能力建設培訓、諮詢、評估、資金仲介、

法律、財務服務一應俱全，各種公益媒體發達、使得各種資訊唾手可得。 

第四，推崇公益創業的社會氛圍，這裡的人們熱烈談論著自己的公益創意，

咖啡館的餐巾紙上都寫滿了專案計畫，對社會企業家的報導被媒體爭相追捧，人

們衡量年輕人成功的標準由只是創富變成了為社會創造價值，為解決社會問題而

湧現出來的創新者成了這個時代的英雄…… 

三、NPI 在建設公益組織支援體系方面的實踐對策及成效 

過去五年，我們對如何建立一個草根公益機構的支持性體系進行了實踐探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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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取得一定成效。 

(一) 建立公益孵化器模式 

我們發現對於有志於到公益領域創業的人士及初創期的公益團隊，他們最需

要的就是一個良好的創業平臺。就像很多高新技術園區有孵化商業機構的孵化園

一樣，也應該為公益創業打造一個孵化器，更多地培育一線操作型公益組織。因

此，從 2007 年開始，我們在上海浦東率先運作“公益孵化器”專案，旨在為初創

的公益性組織打造一個良好的創業平臺，為他們提供包括場地設備、能力建設、

註冊協助和小額補貼等創業期最亟需的資源。經過幾年時間的努力，“公益孵化

器”已經成為培育初創期公益組織的有效模式。迄今為止，我們和各地政府合作，

在上海、北京、深圳、成都都開展了該項業務，共成功孵化了 60 多家優秀公益

組織，涉及扶貧、教育、青少年發展、助殘、社區服務、社會工作等諸多領域。 

(二) 利用社區服務中心等公共空間為公益組織服務進社區提供平臺和便利 

“從群眾中來，到群眾中去”是為廣大城鄉居民提供服務的草根公益組織的最

好寫照。這種工作性質要求他們必須紮根社區，直接面向群眾，才能最快地瞭解

居民的需求及其變化，並快速做出回應，然而，多年來公益組織反而缺少進入社

區直接提供服務的管道和服務“落地”的平臺。與此同時，全國大多數的發達城市

和一些有條件的鄉村，政府各部門都投資建設了各類社區中心向居民開放，但由

於缺乏專業管理和服務團隊，普遍存在硬體條件很好，“軟體”服務較差、空置率

高的問題，並未起到政府預期的滿足社區居民的服務需求，提升社區凝聚力的作

用。從 2008 年至今，我們陸續託管了上海、四川等地的 21 家社區服務中心，形

成了一套專業的社區中心運營管理機制。我們發現通過利用社區中心的現有空間，

引進社區公益組織，為當地居民提供服務，可以形成“多贏”的局面，值得大力推

廣。 

(三) 充分發掘本土實踐案例，形成符合中國國情的公益組織能力建設課程體系 

當前，人才培養是這個行業發展的當務之急。然而，我國現有的大專院校多

以培養社會學研究和社工實務人才為主，現有的非學歷教育能力建設機構所使用

的也大多數為國際 NGO/NPO 教材，以傳授國際通行理念為主，距離中國本土的

實踐較遠。我國現階段急缺的是類似商業領域的 MBA 那樣針對非營利組織管理

和創業人才的培養機構。 

面對這種需求，我們和其他同行多年來不斷積累本土非營利組織的管理資料

庫，並開發成案例和課件，目前，課程已經基本涵蓋了非營利組織治理結構、戰

略規劃、團隊建設、專案管理等全方位內容。我們希望在上海、深圳等社會公益

組織理論和實踐探索都比較豐富的城市設立“社會創新與管理學院”，開設常年課

程，大量培訓人才，並儘快充實到公益組織的隊伍中去。 

(四) 希望設立“公益投資基金”，使“公益創投”和“公益招投標”工作常態化 

近兩年，上海市民政局在購買公益組織服務方面採用“公益創投”和“公益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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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的方式，已經探索出了一套相對完善的模式。由我們承辦的“公益創投”活

動旨在挖掘社區公益服務的金點子，為優秀的公益慈善專案提供資金和能力建設

支援，通過這些項目的實施讓社區群眾得到多樣化的，優質的服務。過去兩年，

社區公益創投通過徵集，評審，先後有扶老，助殘，救孤，濟困等領域的 124

個項目入選，投入資金兩千一百多萬。獲選項目進一步總結提升後，把當初的金

點子轉化成可以複製推廣的運作模式，可服務更多的社區群眾。通過公益創投活

動的實施，一大批公益組織通過評選脫穎而出。再經過幾年的發展，他們將會成

長為上海社會建設和社區服務的主力軍。深圳、北京等地也都開始類似的探索，

並取得了很好的效果。作為承辦機構，我們的團隊積累了大量的經驗和教訓，也

願意更多的分享這些成果，使這種有效的扶植創新型公益組織和公益專案的方式

能夠被各地政府接受並使之常態化。 

(五) 搭建全國和地方性的公益資源匹配平臺，促成供需雙方的有效交流與對接 

為解決公益界資訊不對稱，資源供需不匹配的問題，2009 年 8 月和 2011 年

3 月，我們分別在北京和深圳設計並承辦了全國性的“公益專案交流展示會”，通

過搭建便捷高效的交流、“交易”和展示平臺，架設起民間公益機構與政府、企業、

基金會等資助方，以及公眾之間的溝通橋樑。尤其是剛剛在深圳結束的“公益深

交會”得到了民政部的大力支持，現場盛況空前，吸引了全國各地 160 家優秀公

益組織和上百家大型企業參會，2 萬多人次到會參觀，相當多的參展組織在現場

就達成了合作意向，並吸引了全國各主要媒體的關注和報導。 

(六) 借鑒“聯合勸募”模式，持續性滿足草根公益慈善機構的籌款需求 

一般認為國際上的“聯合勸募”模式起源於 1887 年的美國丹佛市，由一些有

籌款需求，但缺乏籌款技巧的社會服務機構發起，其理念在於透過一個專責募款

的機構，有效的募集社會資源，並合理統籌分配給需要的社會服務機構，如此一

來，社會服務機構就得以專心推展服務計畫，而社會大眾也可免於重複募款的干

擾。在中國現階段，草根的公益慈善機構有著同樣的需求：他們普遍需集中精力

應付現有項目，普遍缺乏專業募款技巧和募款經費……因此，引入聯合勸募機制

有著很大的現實意義。  

肆、結語 

上述支持性體系的實踐探索無疑對培育發展公益組織具有重要意義。我們看

到，在 NPI 的推動下，上海，北京，成都，深圳等地，創新的公益機構不斷湧

現，來自政府和企業的資源不斷被引入公益領域。雖然對於建設中國的公民社會

來說，這只是一小步，但是我們可以預見，通過支援性體系的搭建和發展，將催

生更多的公益組織，一個多元開放的的公共領域也將隨之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