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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变革时代的创新驱动

即将过去的 2017 年，是具有特
殊意义的一年， 公益变革的图景渐
次展开，行业在发展中化解矛盾，路
径愈发清晰。

行业发展的三个趋势

我们观察到， 公益正在从窄众
走向大众。此前，受经济条件的限制
和社会风气的影响， 我们的公益只
有少数人参与：善路不通，普通人没
有能力也没有渠道参与； 先富起来
的一部分人忙着“消费”而不是回馈
社会。 而就现在的经济水平和社会
氛围来看，善路打通了，民间释放出
巨大善意； 企业家和精英人士也都
意识到应该承担社会责任， 做公益
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公益正从单一走向多元。 数千
年来 ， 我们的慈善文化主要是救
助 ，但现在第三部门配合政府职能
转变 ，满足人民服务需求 ，承载的
社会功能越来越多。 尤其是城市化
进程中所产生的环境保护 、留守儿
童 、人口老龄化等问题 ，都需要公
益力量参与解决。 一些个人发起的
公益机构关注的社会问题更加聚
焦 、小众 ，甚至只和个人志趣相关 ，
比如支持电影拍摄 、 口述历史 、关
注少数人群等。

公益发展的另外一个趋势是从

线下走到线上， 这主要归结于互联
网的发展。“互联网+”给中国社会带
来巨大改变，目前全世界前 20 位的
互联网企业，有 7 家来自中国。 互联
网对于公益的影响不仅限于筹款手
段，还有信息传播、理念倡导。 项目
设计也更人性化， 在今年 8 月刷屏
的“一元购画”项目真正突破了行业
圈层。

我们公益领域的老朋友、 腾讯
主要创始人陈一丹先生判断： 中国
公益行业已经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
的道路———就是互联网公益， 且在
全球范围内做得最好， 它符合我国
国情和社会需求， 是任何一个国家
都无法复制的。

顶层设计也需顺势而为

中国公益的发展， 趋势不可逆
转 ，如何顺势而为 ，不仅是从业者 ，
也是顶层设计需要思考的问题。

不同于西方国家， 中国的体制
优势是现代公益事业得以快速发展
的重要推手。 我国现代公益事业的
起步是以政府主导的公益组织为主
发展起来的： 它们凭借其链接的体
制资源和平台，以社会化手段，解决
社会问题，诞生了 “希望工程 ”等经
典项目。

过 去 一 年 ， 许 多 行 业 大 事
的 发 生 都 伴 随 着 政 府 改 革 的 步
伐 ： 《 企 业 所 得 税 法 》 的 修 订 、
《 境 外 非 政 府 组 织 境 内 活 动 管
理 法 》 的 实 施 、 《慈 善 信 托 管 理
办 法 》 的 公 布 、 《慈 善 组 织 互 联
网 公 开 募 捐 信 息 平 台 基 本 管 理
规 范 》的 公 布 等 ，无 一 不 是 在 鼓
励 行 业 向 更 大 众 、更 多 元 、更 规
范 的 方 向 发 展 。

公益的本质是影响全社会 ，核
心是社会组织的发展。 目前我国依
法登记的社会组织已超 76 万个，数

量如此庞大的社会组织如何管理 ，
驱逐劣币的同时如何达到扶持和监
管的平衡， 考验着政府的能力。 同
时，如何利用体制优势，更高效地找
到社会痛点， 也考验着社会组织的
智慧。

创新带来机会
动员驱动发展

我们观察到互联网公益的杠杆
效不断被激活， 不断超越着传统公
益模式。 新理念、新技术、新社群关
系不断涌现，创新者正在改变行业、
改变社会。

社会企业、社会影响力投资、公
益金融、慈善信托、创新型社会服务
等概念被提出并付诸实施。 不断交
互之中，公益的范围早已拓宽：公益
与市场、 公益与商业的互动为行业
带来更多机会。

党的十九大报告多处涉及社会
组织 、慈善事业 、志愿服务等内容 ，
在协商民主 、社区治理 、环境治理 、
基层党建等方面将“社会组织”纳入
其中， 为公益事业发展指明了新的
工作方向。

我们的从业者必须不断保持开
放的心态 ，不断关注人才 、技术 、业
态的变化， 不断寻找解决社会问题
的驱动因素；

我们的机构必须打破路径依
赖，突破传统，探索更有效、更创新、
更具竞争力的服务模式， 建立公众
能够深度参与的社会动员体系；

我们的专家、 媒体必须为社会
培养出新的公益文化，人人可接纳，
人人可传播，人人可公益。

2018 正向我们走来。 岁末的节
点， 我们继续联合中国公益界的领
军机构，召开“2017 中国公益年会”，
继续推出 “影响中国公益百人百
企”，是回顾过去，也是拥抱未来！

国际社工联合会有 300 万名会
员，来自 127 个国家。 我们的资金全
部来源于公益基金的捐赠。 作为一
个社会工作者， 我的主要工作就是
不停地来问人们问题。 我所问的这
些问题是来帮助我所服务的案主 ，
启发他们给自己提问， 让他们能够
自己找到解决自身问题的方法。

我所提供的这些对话不仅仅是
我们机构或者是捐赠者为我们所捐
赠的服务， 同时也是我们自身愿意
去了解和接受这些受访者。 随着世
界形势的变化， 以及福利形势的变
化， 越来越多的人们能够接受到社
会工作服务， 恰恰就像我们接受到
公共卫生服务以及教育服务等。

中国 社 会 正在 飞 速 发展 ，中
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包括

中国的公益 、社会健康 、社会福利
都在飞速的发展 ， 尤其是在最近
的 20 年间 ， 所以我们要更加地深
思熟虑 ，我们将要做一些什么 。

那么当我们父母逐渐老去 ，而
我们又不能就近照顾他们的时候 ，
我们同样也需要社会工作的介入 ，
我想说的是在这一些社会服务当
中，有一些是非常棒的，但是这一些
服务当中是我不愿意接受也是不符
合我们作为社会工作者提供服务的
标准。

作 为 一 个 真 正 的 社 会 工 作
者 ，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 。 我想问
的问题就是你们公益项目的资金
是怎样来用的 ？ 是否是真正地用
到了那些需要帮助人的身上 。

作为国际社会工作联合会 ，我

们的工作愿景就是建立一个标准 ，
这个标准就是你们所能提供的公益
服务项目的满意度， 当你们作为项
目的被服务者时候， 你们自己是不
是会满意。 我希望你们认真地思考
这一个问题。

国际社工联主席露丝·斯塔克
资金用到需要帮助的人身上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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