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组织生命周期视角下的
区域公益支持体系研究

——以锦基金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历程为例



成都市锦江区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

2007年，十七大，报告把社会组织摆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第一次在纲领性文

献中全面地论述社会组织

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社会创新管理的意见（中发〔2011〕11

号）

2009年，成都市率先制定并颁发《关于建立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制度的意

见》，支持社会组织发展

2011年，关于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加快推进城乡社会建设的意见（成委发〔2011〕

1号）

2009年开始，锦江区推动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大力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2008年，汶川地震,催生了志愿者组织和公益团队的发展



成都市锦江区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

类型单一，缺少发展性支持，
专业人才缺乏

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专业
化职业化发展不足，服务能
力弱

资金来源渠道窄，自我“造
血”能力不足

社会组织
发展现状

培养储备专业人才，建立
本地行业支持平台

根据生命周期特点和需求
提供有针对性支持和陪伴

资金资助+联合募款，挖掘
和梳理核心技术

锦基金



生命发展周期理论

看待组织可以利用生物学中的“生命周期”，组织可以和

生物的成长曲线一样发展；组织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停滞不

前甚至是消亡的现象。

——马森·海尔瑞



阶段 孕育期 诞生期 成长期 成熟期

主要特点

具有激情
缺少对行业的了解
行动为重

缺少资源及信息
市场掌控能力较弱
生存成为第一要求
组织架构松散
发展基于外部资源支持

创造性为重
领导危机

具备一定业务经验
缺乏品牌与核心竞争力面临
发展瓶颈
逐步走向正规
发展基于内在能力

战略性为重
控制危机

积累了一定经验
探索出一些模式
发展具有了规模
管理和运营渐渐老化
发展基于核心理念和优势文化

持续性为重
官僚及创新危机

发展目标

找方向，方向为基
转化行动
从一个人发展到一个团
队
对行业有基本认知

活下去，生存为先
做大
获得合法身份并初步搭建组织架构
寻找资源信息，争取启动阶段支持
进行市场分析，确定组织业务边界
建立具有公共价值的使命

稳发展，发展为根
做强
完善组织架构以符合发展需
要
保证服务质量
明确组织发展方向
探索组织品牌与核心竞争力
积累有效知识
提升组织内在能力

强竞争，核心竞争力为本
做活
通过管理创新激发组织活力
提升组织综合能力
多方协作及与联动
确立组织定位及发展策略
获取利益相关方多元支持

社会组织生命周期分析



衰退或死亡

社会组织生命周期

探索

巩固

控制



孕育期：金拇指公益项目创新大赛

大赛启动 大赛说明会 作品调研、设计 作品评选

颁奖典礼落地项目执行

自2012年以来，连续举办七届金拇指大赛，来自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等全国360余

所高校的大学生参与，总人数达6000余人，涉及高校学者、专家、教授等指导老师1000余位。

../%E9%87%91%E6%8B%87%E6%8C%87(1).mpg


培训学习
•能力建设培训

•读书会

•社区参访

社工实务

•主题活动

•社区活动

营员认知及认同感
开营仪式，建议契约制度

孕育期：社工成长营

五期成长营共计为近50支高校社工专业学生团队提供支持，项目第五期进行中

阶段 孕育期

主要特点

具有激情
缺少对行业的了解
行动为重

发展目标

找方向，方向为基
转化行动
从一个人发展到一个
团队
对行业有基本认知



项目实施情况

诞生期：We创益项目1.0、2.0

五期共计孵化50余支团队，其中17位公益伙伴以个人身份参与孵化
项目第五期进行中，主要方向为培育孵化社区治理微枢纽型社会组织及公益人才项目

阶段 诞生期

主要特点

缺少资源及信息
市场掌控能力较弱
生存成为第一要求
组织架构松散
发展基于外部资源支持
创造性为重

领导危机

发展目标

活下去，生存为先
做大
获得合法身份并初步搭建组织架构
寻找资源信息，争取启动阶段支持
进行市场分析，确定组织业务边界
建立具有公共价值的使命



项实施情况

成长期：TSP公益项目（第四期）1.0、2.0
——全称：The seed project，意为“种子计划”

能力建

设体系

共建

互助联盟

专业

资深督导
大学生社工

志者

“SO•Day”
沙龙专业化

培训

小额项目实战

经费资助

<10

万元

自2012年以来，锦基金实施四期TSP公益项目，共计支持80余家机构申报的130个项目，资
助资金达1000万余元。

阶段 成长期

主要特点

具备一定业务经验
缺乏品牌与核心竞争力面临
发展瓶颈
逐步走向正规
发展基于内在能力
战略性为重
控制危机

发展目标

稳发展，发展为根
做强
完善组织架构以符合发展需
要
保证服务质量
明确组织发展方向
探索组织品牌与核心竞争力
积累有效知识
提升组织内在能力



序号 名称 发起方

1 牵手基金 成都市锦江区残疾人联合会

2 理想筑学基金 张睿

3 翱翔合力发展基金 成都市锦江区翱翔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4 同路人合力发展基金 成都市锦江区同路人青少年关爱中心

5 绿氧合力发展基金 成都市锦江区绿氧生态环境保护中心
6 巧熊猫合力发展基金 成都市锦江区巧熊猫手工艺术发展促进中心
7 义仓专项基金 成都市爱有戏社区发展中心
8 海银财富助学专项基金 海银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9 快乐艺术专项基金 成都锦江区快乐青少年成长服务中心

10 心爱星关爱自闭症专项基金 成都市锦江区心爱星儿童能力训练中心

11 “创·督院”社区发展专项基金 锦江区督院街街道办事处

12 成都YMCA专项基金 成都基督教青年会

13 格桑花开专项基金 锦江区对口支援甘孜州炉霍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14 艾特加油专项基金 凉山州艾特公益服务中心

15 牛沙路社区发展专项基金 成都锦江区牛沙路社区

16 书语专项基金 成都书语公益服务中心

17 临江社区专项基金 邛崃市夹关镇临江社区

18 跳蹬河社区专项基金 成都市成华区跳蹬河街道跳蹬河社区

19 大坪村社区专项基金 崇州市大坪社区

成熟期：专项基金&核心品牌…

阶段 成熟期

主要特点

积累了一定经验
探索出一些模式
发展具有了规模
管理和运营渐渐老化
发展基于核心理念和优势文化
持续性为重
官僚及创新危机

发展目标

强竞争，核心竞争力为本
做活
通过管理创新激发组织活力
提升组织综合能力
多方协作及与联动
确立组织定位及发展策略
获取利益相关方多元支持



一支环保大学生团队的公益职业成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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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机构是一家在城市和社区中关注环保问题的

公益类组织，由具有专业背景的高校毕业生创建，
尚处于成立初期，机构人数不多，规模较小。由
于目前缺乏专门的资金与资源支持在城市中开展
专门的环保类项目，主要以社区中的参与和环境
营造类项目为主。

核心业务：
机构成立初期尚未形成自身的项目体系，但有较为清晰

的发展思路。目前，主要在社区内提供环境保护与营造相关
的服务，例如帮助居民组建环保志愿服务队等，同时在一般
性宣传与活动的基础上运用自身的专业优势，给予居民改造
环境的技术支持。

城市内的深度环保项目往往涉及多方主体，利益链条复
杂，需要较高的专业技术和运作技巧，开展难度较大。现阶
段，机构扎根社区，以提高公众环保参与能力为目标之一，
同时为将来可能实施的城市环保类项目奠定基础。

可资助方向：
1. 以环境保护为依托的社区居民参与类项目；
2. 有公众参与的社区及公共场所的局部环境改造类项目；
3. 城市环保类项目的探索。

行业发展：
这是一家扎根城市的草根环保

组织，倘若目标是做专业和深度的
环保项目，其生存和发展则可能面
临更多的困难。外部的资源、政策
环境可能不断冲击机构本身的目标
和行为体系。机构目前采用从社区
入手，不惜用大量的精力，将居民
参与能力的培养作为第一步，试图
奠定城市环境保护的社会基础，建
立一套更温和、理性的路径。倘若
能够思路清晰地向前发展，不失为
一种城市环保组织的生长方式。

组织联合的潜力：

1. 为提供社区服务的机构，在
社区环境营造方面提供专业技术
支持。

2.  与城市中为数不多的环保类
机构交流，寻求资源信息互通。

资源支持格局：
机构尚处成立初期，资源

获取与整合能力有限，主要依
靠政府专项资金扶持以及锦基
金的支持，通过社区项目维持
机构运转。目前尚缺乏专门的
环保领域的项目支持。

价值贡献：
“参与”原本是环保类项

目中的一种手段，但目前我国
公众的参与能力普遍较弱，因
此即使参与也未见得能起到很
好的效果。

依靠单纯的宣教类项目能
够提高意识，但改变能力的效
果有限。公众的理性参与在当
前从手段变为了阶段性目标，
需要环保和社区服务类组织投
入精力去助其提升。

需求：
1. 环保机构行业内的交流与信息互通。
2. 专门的环保类支持机构的资金与项目支持。

成都市锦
江区绿氧
生态环境
保护中心



阶段 孕育期 诞生期 成长期 成熟期

主要

特点

具有激情

缺少对行业的了解

行动为重

缺少资源及信息

市场掌控能力较弱

生存成为第一要求

组织架构松散

发展基于外部资源支持

创造性为重

领导危机

具备一定业务经验

缺乏品牌与核心竞争力面临发

展瓶颈

逐步走向正规

发展基于内在能力

战略性为重

控制危机

积累了一定经验

探索出一些模式

发展具有了规模

管理和运营渐渐老化

发展基于核心理念和优势文化

持续性为重

官僚及创新危机

发展

目标

找方向，方向为基

转化行动

从一个人发展到一个团

队

对行业有基本认知

活下去，生存为先

做大

获得合法身份并初步搭建组织架构

寻找资源信息，争取启动阶段支持

进行市场分析，确定组织业务边界

建立具有公共价值的使命

稳发展，发展为根

做强

完善组织架构以符合发展需要

保证服务质量

明确组织发展方向

探索组织品牌与核心竞争力

积累有效知识

提升组织内在能力

强竞争，核心竞争力为本

做活

通过管理创新激发组织活力

提升组织综合能力

多方协作及与联动

确立组织定位及发展策略

获取利益相关方多元支持

支持

路径

金拇指、成长营

引导组建团队

以大赛形式选出有潜力

的团队

提供行业接触机会和培

训

We创益1.0、2.0

登记注册支持

系统培训、内外地参访、建立同学

网络（We创益同学汇）等（组织

架构、使命等）

资源和信息对接

小额项目实战，积累市场经验

TSP1.0、2.0

引导探索核心竞争力

加大对有利于组织核心竞争力

形成的支持比重

不定期主题：行动研究、筹款

培训等

专项基金

品牌研究，挖掘并形成核心竞争力

提供组织发展战略支持

本地生态发育—社区基金会

拐点 探索 巩固 控制

支持

策略

在社会组织发展不同的生命周期，注重能力培养，通过提供支持，帮助他们提升内功，夯实发展基础，优化治理结构，进而助力

他们在各个周期中进行变革，实现成长和突破的目标。

社
会
组
织
生
命
周
期
及
公
益
支
持
体
系
分
析



不同周期的生命共存，才能构造美丽景色，形成健康生态



市民政：
三社联动到社区营造

第一届社区基金会论坛：
社区基金会与社区营造

2016.04

2016.0603

2017.04
2018.04

2018.0603

2018.07

第三届社区基金会论坛：
如何终相见 社区基金会
从0到1实现空间探寻

中央国务院发文：
加强和完善城乡社
区治理机制的意见

第二届社区基金会
论坛：社区变脸：
社区基金会催生的
无限可能

2017.0902

成都市社区
发展治理大会 成都市全域

推进社区营
造行动

武侯社区发展基金
会成立，更多社区
基金会筹建中

2017.0603 

成都社区基金会：
育苗计划项目、培
育发展项目

2017-2018 



序号 社区基金会名称 发起方 进展

1 成都市武侯社区发展基金会 成都武侯产业发展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7月正式成立

2 成都市成华社区发展基金会（筹） 成都锦成华创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名称预登记

3 成都市邛崃社区发展基金会（筹） 成都市龙腾水利开发有限公司 名称预登记

4 成都市麓湖社区发展基金会（筹） 成都万华新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预登记

5 成都市新都社区发展基金会（筹） 成都香城绿色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名称预登记

6 成都市温江社区发展基金会（筹） 名称预登记

7 成都市金堂社区发展基金会（筹） 名称预登记

8 成都市青羊社区发展基金会（筹） 名称预登记（过期）

9 成都市大邑社区发展基金会（筹） 筹备中

10 成都市龙泉社区发展基金会（筹） 筹备中

参与推动社区基金会发展一览表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1-9

月

捐赠收入 205.15 205.67 18.91 117.22 243.57 445.40 651.81

政府补助 1100.00 500.00 900.00 700.00 550.00 460.54 100.00

提供服务 0.00 0.00 0.00 0.00 0.00 3.09 6.11

其他（银行利息） 40.76 41.04 37.13 109.96 77.40 61.63 6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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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以来资金收入情况（截止2018年9月30日）



成都市锦江区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



建立工会组织及党支部

2018年：6月建立锦基金党支部，10月锦基金党支部转入中共四川省社会组织第二综合党委。

支部同志：当选为中共四川省社会组织第二综合党委委员，入选“四川青马工程”首批专业人

才培养对象，被评为锦江区“优秀共产党员”。



社会组织生命周期视角下的
区域公益支持体系研究

——以锦基金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历程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