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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可以追
溯到 1970 年 9 月 13 日， 诺贝尔
奖得奖人、 经济学家米尔顿·弗
里德曼在 《纽约时报 》刊登题为
《商业的社会责任是增加利润 》
的文章，指出“极少趋势，比公司
主管人员除了为股东尽量赚钱
之外应承担社会责任，更能彻底
破坏自由社会本身的基础”，“企
业的一项，也是唯一的社会责任
是 在 比 赛 规 则 范 围 内 增 加 利
润。 ”社会经济观认为，利润最大
化是企业的第二目标，企业的第
一目标是保证自己的生存。 “为
了实现这一点，他们必须承担社
会义务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成
本。 他们必须以不污染、不歧视、
不从事欺骗性的广告宣传等方
式来保护社会福利，他们必须融
入自己所在的社区及资助慈善
组织，从而在改善社会中扮演积
极的角色。

从自己接触的公益组织伙
伴而言，发现很多公益组织其实
很希望和企业进行合作，但是不
知道从何处着手。从我自己的了
解而言 ，合作点还是很多 ，大致
可以有这几个方面：

从企业的诉求出发去合作。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的供应链、
消费者相关的最多，而公益组织
也可以在这方面发挥作用。有个
案例是做化妆品的企业去做环
保 ，如果案例太简单 ，看完了读
者也不知道所以然。但是进一步
挖掘，会知道企业这个化妆品企
业是女性化妆品的，主打的产品
是海藻泥，而海藻对于水质的要
求相对会比较高，所以为了产品
的原材料质量有保障，企业只能
不遗余力地在原材料产地去推
广环保 ，倡导节能减排 ，治理污
染。而海藻泥的消费者主要是中
青年女性， 如果是妈妈辈的，其
实会比男性更注重环保、可持续
发展、关心下一代。 于是这些女
性消费者也更容易认同这个化
妆品企业。 所以，如果是一个环
保组织 ，找这样的企业谈 ，并且
在之前对企业的偏好有所了解，
那么一定是可以有合作的空间
的。企业也乐于支持这些环保公
益组织去帮忙做这些宣传，达成
多赢。

协 助 企 业 解 决 他 们 的 问
题 。 公益组织其实可以提供技
术支持 ， 作为第三方支持机构
实现自身价值。 事实上，不少企
业都希望推进低碳办公 ，当然 ，
抵 御 全 球 气 候 变 暖 固 然 很 伟
大 ， 但是更为实际的是可以减
少不必要的损耗 ， 将更多的资
源投入到研发或者生产中去 。

比如 ，通过内部装修减少建筑的
能耗 、安装隔热窗 、使用中央内
燃空调 、 回收使用二次纸张 、通
过控制产品质量减少次品废品
等等 ，都是企业老板希望去做的
事情。 然而有的企业在推进这些
工作时 ， 因为各个部门的利益 ，
也会遇到阻力。 而公益组织可以
作为第三方 ，协调和发动企业的
员工共同参与 ，通过参与式会议
技术 ， 协调各个部门的诉求 ，更
好达成一致。

一起做目标一致的项目。 比
如经常见到的社会责任典范 ：星
巴克，就是通过职业教育，设立奖
学金，培训青年掌握咖啡调制，制
作蛋糕，餐厅管理服务等技能，并
且给到就业岗位给他们去实践或
者全职的工作。这样一来，不仅可
以解决部分青年人的就业问题 ，
同时也可以影响到他们的家庭 ，
解决贫困问题的同时， 还可以为
企业的发展储备大量的后备员
工，达到多赢。扶贫类的公益组织
也可以借鉴这类企业的思路 ，和
一些企业合作， 在扶贫方面进行
结合。 例如在青年劳动力富裕的
贫困地区， 就可以和大型的企业
合作，和学校合作，培养大量的后
备员工， 从而让企业有足够的后
备人力资源支持其发展，同时，青
年人又可以学以致用， 所学即所
用，上班即熟练。

和企业一起建立社群， 实现
1+1>2。 公益组织需要思考如何与
企业长期合作， 如果企业的目标
客户和公益组织的目标用户是一
致的， 那么就可以一起去建立和
维护社群，从而达到更好的效果。
企业的用户和公益组织的目标客
户可以是同一批群体， 而单纯的
公益或者单纯的营销， 都会相对
乏味， 并且会有不少长时间的空
档期出现，社群不活跃。 而一旦公
益组织和企业结合， 则可以更好
地调动社区的气氛， 强化社群交
流。 例如：1.公益组织发起线上筹
款， 企业赞助产品作为抽奖或者
回馈(例如针对他们提供比市场促
销更大幅度的优惠价格)；2.企业员
工参与到公益组织的活动中 ，成
为志愿者， 间接实现企业社会责
任和品牌推广；3.邀请社群内的核
心用户支持企业产品/公益组织服
务的改进或者市场/需求调研，支
持产品或者服务拥有更好的体
验。

每个公益组织和企业合作的
时候 ，都要问自己 ：为什么是我 ？
我们一起可以做什么？ 哪里将是
我们携手同行的领域？ 我们各自
可以得到什么？ 想清楚这几个问
题，对于谈合作，会有帮助。

公益组织寻求企业合作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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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走向世界靠的不是名称

2016 年 3 月 16 日 ， 第十
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
次会议表决通过 《中华人民共
和国慈善法 》。 这部法律一经
出台即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
关注 ，被学者赞誉为 “内容全
面 、框架合理 、有时代气息和
现实意义 ”并将 “开启民间与
政 府 共 同 为 社 会 筑 底 的 时
代 ”。 诚然 ，慈善法成功构建我
国慈善行业的整体制度框架
并将进一步推动我国进入 “善
的时代 ”。 然而在笔者看来 ，慈
善法能否顺利实现其立法宗
旨 ，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能否
顺利建立并有效推行 “慈善组
织认定制度 ”。

根据目前的制度安排 ，慈
善组织认定制度共分为两部
分 ，即增量组织的认定制度和
存量组织的认定制度 。 具体而
言 ，关于增量组织 ，慈善法实
施后拟成为慈善组织的 ，应当
由申请人确定一种组织形式
（基金会 、 社会团体或社会服
务机构 ）后 ，直接向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申请法人

登记 ，并在办理法人登记的同
时 ， 同步确认其 慈 善 组织 属
性 。 换言之 ，申请人登记慈善
组织 ，需要在申请书中按照慈
善组织的认定标准 对 组 织宗
旨和业务范围等进行陈述 ，同
时根据其所选择的 法 人 类型
提交相应的申请材料 。 根据慈
善法第 9 条的规定 ，慈善组织
的认定标准包括 7 条 ：以开展
慈善活动为宗旨 ；不以营利为
目的 ； 有自己的名称和住所 ；
有组织章程 ； 有必要的财产 ；
有符合条件的组织 机构 和 负
责人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
其他条件 。 不过 ，需要指出的
是 ，根据 《基金会管理条例 （修
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的规定 ，
慈善法实施后被准 予登 记 的
基金会在获得法人 身份 的 同
时 ，无需认定即可获得慈善组
织资格 。 简而言之 ，针对增量
组织 ，慈善法将社会组织法人
身份的获取和慈善 组 织资格
的认定这两个环节合二为一 。

而关于存量组织 ， 民政部
近期制定了 《慈善组织认定办

法 （意见征求稿 ）》（以下简称
“认定办法 ”），明确了基金会的
“直接认定” 原则和社会团体 、
社会服务机构 （原民办非企业
单位）的“申请认定”原则。 具体
而言 ， 民政部门对慈善法公布
之前设立的基金会采取 “直接
认定”方式 ，要求其在认定办法
实施之日起 1 年内到原登记的
民政部门换发登记证书并标明
慈善组织属性 。 而对慈善法公
布之前设立的社会团体和社会
服务机构则采取“申请认定”方
式 ， 要求其在认定办法实施之
日起 5 年内提出慈善组织认定
申请。 为此，认定办法进一步明
确了针对社会团体和社会服务
机构的认定标准。 概括而言，该
认定标准在慈善法所规定的认
定标准的基础上新增了以下若
干条 ： 申请时的上一年度慈善
活动的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符
合国务院民政部门关于慈善组
织的规定 ； 收益和营运结余主
要用于章程规定的慈善目的 ；
财产及其孳息不得以任何形式
在发起人、 捐赠人或者慈善组
织成员中分配 ； 章程中有关于
剩余财产转给目的相同或者相
近的其他慈善组织的规定。

根据前述不难发现 ，我国
的慈善组 织 认 定标 准 显 然倾
向 “原则化 ”，迄今为止仍未出
台相关的具 体 操 作标 准 或 参
考标准 。 尤其是有关 “以开展
慈善活 动 为宗 旨 ” 的 具体 认
定 ，极有可能交由民政部门自
由裁量 。

构建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
慈善组织认定标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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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近日公布了《社会团
体登记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征求
意见稿）》 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 与 1998 年版本的社团登记
管理条例对比， 此次条例明确
“中国”“全国”“国际”“世界”字
样的社团必须经严格批准，地方
性社团不得以这类字样命名。

纵观整部法规 ，尤其对国
内的山寨社团乱象做了精准
打击 。 许多社团取一个看起来
很吓人的名字 ，于是就装作有
政府背景开始招摇撞骗 。 为
此 ，这部条例中对社团名字中
涉及 “中国 ”、“世界 ”等字样的
社团进行了严格限制 ，想必经
过这么多宣传之后 ，山寨社团
招摇撞骗的空间将越来越小 。

不过 ，对社团取名的字样
进行限制 ，倒引起了另外一个
思考 ，国内的社团何时能够走

出国门 ，拥抱世界 ？
国内民间社会团体 ， 和国

外同行之间有个最显著的区
别， 就是国内社团名字一定要
在前面加上地域。 在社团去行
政化改革开始之前， 这个地域
名称的身份标签相当重要 ，一
目了然地代表了这家社团背后
的行政级别 ， 究竟是中央 、省
级、还是地市级等等。地域标签
原本还决定了对应机构活动的
地理空间位置， 然而民间社团
开始出现以后， 越来越多的民
间社团往往将活动范围扩张到
名称的地理范围之外。

不过 ，这个地域标志依然
是一个行政资源含金量的隐
形标签 。 即便是民间社团 ，越
是靠近北京 ，名称代表的行政
级别越是高 ，表面上看仅仅是
注册资金的要求差异 ，而背后

隐含着发 起人 社 会资源 的 调
动能力 。 连民间社团都暗暗地
藏着三六九等之分 ，更何况还
未与行政完全脱钩的社团 ，也
不奇怪有 一大 堆 山 寨社 团 用
名字来伪装拥有行政资源 。

为此，要真正消除山寨社团
的根基，政府大力推动社团去行
政化的工作很关键，而技术层面
上只要去掉名称中的地域标签，
就足以让一大群李鬼叫苦不迭。
因为一家机构的含金量究竟有
多少，靠的不是招牌上挂了什么
样的地理信息，而是是否能做出
实实在在的事情。

可以类比的是 ，中国企业
名称也必须加入地理信息 ，但
是那些真 正 做 出成 绩 走 向世
界的民营企业品牌 ，有多少人
真正记得 住 它 们究 竟 在 地理
上属于哪个地区 。 法定取名的
重点在于不和其他家重复 ，而
无需标记自己来自哪里 。

在一定程度上 ，取消社团
名称里面的地理信息 ，可以促
进品牌的保护 ，也真正地将民
间社团放 在 同 一个 起 跑 线之
上 。 含有世界字样的社团不一
定是世界知名的 ， 但我相信 ，
国内的民 间 社团 能 和 那些 锐
意进取的民营企业一样 ，用自
己的努力走向世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