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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联合公益?

实现联合公益策略 ?

联合公益对公益生态的发展已经、或将带来什么改变？



什么是联合公益?



壹基金“联合公益计划”

 联合同一公共议题领域的各地公益机构，搭建议题网络；

 整合行业内外资源，为网络伙伴在各地开展项目、议题倡导及筹资等联合行动

提供技术与资源支持，推动议题在本地的社会力量参与和互动；

 最终促进本地社会问题得到更加有效、综合性的解决。



实现联合公益的背景与策略?



联合公益的背景

社会问题的复杂性, 公益组织有意愿推动社会议题的解决，但是单一机构，解决不了结构性的社会大问题

组织化程度低, 组织建

设不规范，规划和管理粗

放，长短目标混淆，人员

流动频繁，使利益相关者

对其执行力和公信力心存

疑虑，不利于组织的成长

资金长期不足, 政府购

买服务资金有限、国内少

有资助型基金会、国际资

金撤出和进入难、公募资

格限制、大多数组织社会

公众资源和动员能力弱

服务能力不够, 发展阶

段的公益组织，受制于环

境与资金，整体技术装备

和创新服务能力较低，覆

盖面不够，很难专业、高

效、规模化解决社会问题

政府支持力度限, 注

册组织80.3万, 组织发展、

能力建设、策略方法研究

及对应的民间政策建议等

方面支持对做机构和做事

的重要性仍需重视和支持



搭建网络化、社群化平台

→ 网络化是推动“人人公益”，促进更多人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策略

→ 联合是公益组织行动和发声的重要方式

→ 社会资本是公益组织的核心资源和目的

→ 发展社群是迎接移动互联时代新的社会构建趋势



联合公益---项目(产品)网络策略

项目能力提升

组织运作

项目管理

项目执行

在地资源动员
政府合作

企业资源

公众参与

组织可持续发展
项目推广

能力提升

品牌塑造

• 标准化的项目设计、
执行以及管理规范；

• 运作相关能力提升：
- 项目管理
- 财务管理
- 项目执行
- 项目设计

• 品牌支持；
• 筹资相关技术支持；
• 公众倡导技术支持；
• 资源支持（渠道平台、

企业合作等）

• 项目本地复制推广；
• 支持伙伴打造自身公

益品牌

伙伴机构
发展需求

品牌项目
对伙伴的支

持



以品牌项目为抓手
带动区域组织成长，共同解决社会问题

议题

推动/倡导

行动学习、能力建设、同伴教育

多省多区域推动

通过项目行动促进NGO发展

公众教育、社会政策倡导

推动议题在本地生根

促进公共议题社会化

应急需求、发展需求、社会融合

满足受益人的需求

推动问题解决

受益人

服务

NGO

发展



搭建网络化、社群化平台

网络化

行动、学习、倡导为一体

社群化

明确的社群成员关系

持续的线上、线下互动

一致的群体意识和规范

一致的目标和行动能力

倡导网络

推动议题社会化

和政策发展

学习网络

促进NGO   

发展

行动网络

服务受益人



联合公益---推动议题网络的策略

塔尖
组织

塔身
组织

塔基
组织

塔尖组织

塔身组织

塔基组织

核心发起机构

联盟的初创成员机构，拥有一致的使命愿景，同时具
备较强的项目研发能力和网络治理能力

区域枢纽机构

全国联盟网络的区域中心，同时具备项目复制推
广能力，以及孵化培育基层组织的能力

执行落地机构

联合行动项目的终端执行者，能够快速成长
从而具备项目落地执行能力



壹基金联合公益推动公益行动网络建立

公益支持
与创新

壹基金救援联盟

壹基金企业联合救灾平台

壹基金联合救灾（19）

温暖包项目

紧急救灾

儿童平安计划
自闭症网络（4个）

脑瘫网络

罕见病网络 壹乐园

净水计划

海洋天堂计划

心智障碍者家长网络

一JIAN公益联盟

零废弃联盟
壹起分

义仓发展网络

韧性重建

网络
建设

品牌
项目

联合
行动

联合
倡导

联合
筹资

母婴计划支持网络

270支救援队

11家企业

550家组织

220家组织

55个组织

40个组织

58个组织

3个组织

21个组织

58个组织

105个组织

义仓



联合公益对公益生态的发展已经、

或将带来什么改变？



行业生态系统分析工具
-------全局分析地图

客
户

受益人

利益相关者

竞争状态

技术趋势

愿景与使命

项目、系统状况

管理与绩效

经济、社会趋
势及政策

行业发展趋势

面临威胁



联合公益对公益生态发展的促进

受益人
利益相关者

愿景使命

管理与绩效

系统状况 核心资源
与业务

• 2017年注册社会组织 80.3
万； 县级56.5-38.54%; 市
级18.2-30.51%; 省级
5.5/24.47%.

• 基层社会组织的服务与项
目设计能力制约了其服务
质量

• 联合公益利于优质项目的
规模化推广社会影响力扩
大, 社会问题的解决

• 经济增速放缓;

• 社会服务需求量大;

• 社会组织 增速快,80.3
万；

• 社会治理大背景下的
社会组织下沉社区;

• 联合公益策略利于优
质项目落地社区;

• 通过执行标准化项目，地区社会组织得到了资源、经验、项目管理水平的提升

• 承接外部支持资源，动员本地资源，形成公益微平台

• 公益网络将边缘化组织带入主流公益的合作与交流中;

• 通过网络行动助推县域社会组织产生、转型、专业化发展

• 县域社会组织发挥在地化优势服务弱势群体

• 互联网/区块链技术打破了筹资的
区域壁垒

• 公益透明和效率监控更加严格

• 联合公益的策略将优秀的产品/清
晰的项目监管流程呈现给捐赠人



世界更美，不是因为少数人做了很多

而是因为人人都做了一点点！

因为参与, 所以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