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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部门的转型

伴随新的人口结构变迁引发的社会需求增加，需要NGO提供更多有多样化

的服务。鉴于此背景，NGO开始市场化他们的服务，拓展更多收费项目，市场成

为了NGO发展背后最显著的力量，从需求与供给两个面向分析其影响表现如下。

（一）市场需求面向分析

从社会需求面向来看，社会服务需求因为人口结构的变化而增加。老龄

人口的增加，家庭结构的改变，妇女角色的转变，非婚生育人口以及新城市贫

民的出现都是人口结构转变的显著特征。需求不仅来自福利服务传统诉求的

弱势群体，也来自中产阶级。为了满足这些新的需求，许多由志愿者发起的机

构新近成立，在英国主要表现为互助组织的复兴。这些新的社会需求也促使

现存的 NGO 拓展或转变他们的传统服务。政府资助的紧缩促使 NGO 发展更

多收费服务，收费也逐渐替代政府资助成为多数机构的主要财政来源。

（二）市场供给面向分析

1.公部门市场导向的改革

从供给面向来看，虽然政府从 1980 年代开始逐渐削减其福利支出，但对

于大部分 NGO 而言，政府的资助依然占据相当大的比例。在一些国家，政府

依然是 NGO 最依赖的“慈善家”。政府资助的减少主要表现在增长速度而非

绝对总量。事实上，社会需求的增加及福利覆盖人群的日益扩大，推动着政府

资助总额持续增长。美国的政府福利支出在 1980 年代末 1990 年代初恢复了

增长。NGO 在老人服务、健康照顾、寄养服务、儿童日间照顾领域中的服务不

断拓展，这种发展与政府在这些领域资源投入的增加密切相关。为了改善社

会福利输送的效益，政府在公部门引入一系列市场导向的新管理主义改革措

施。在社会福利领域，政府引入“准市场”机制，不仅鼓励 NGO，也吸引营利性

机构参与社会服务合约的竞标。美国的里根—布什时代以及英国的撒切尔—

布莱尔时代都可以看到明显的私有化趋势。NGO 为了增强竞争力，正努力向

其商界伙伴学习，改善其组织营运绩效。

2.新兴慈善家与社会企业家的兴起

西方非政府组织转型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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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企业愿意与政府与 NGO 建立伙伴关系，共同分担社会福利领域

的责任。同时，慈善公益领域也在经历新的模式转变。传统公益以私人基金会

为载体，多由专业化群体运作大型慈善机构。一种以个体捐助者为主体，强调

跨族群与跨部门合作，以事件为中心而非以机构为中心运作的新公益模式正在

兴起。这些新兴的慈善家多为新创业的企业家、大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金融

投资顾问等新贵群体。与传统慈善家相比，这些新兴慈善家更推崇符合他们结

果导向的价值观与行为模式的“投资公益”。这种模式运用资本投资的原则达

成社会改变的公益目标。与公益模式转变相呼应，NGO领域的领导者也积极实

践社会企业家精神，重视运用市场力量去实现组织的社会目标。我们还可以看

到微型企业与小额信贷扶贫模式的兴起，也是市场机制在公益领域的应用。这

些新兴慈善家与社会企业家的出现将成为未来NGO发展的新动力。

（三）NGO的混合化：社会企业的出现

社会环境变化引发的供需改变可见，一个复杂的包含多元组织形态的福

利市场正在形成。这个市场的准入资格受到政府政策转变的影响，政府政策

可能增加某些组织形式的比较优势，而相对的弱化另一些组织形式的竞争条

件。过去二十年，NGO正是根植于这样的市场而发展，组织的比较优势决定谁

能进入这个市场，谁能在这个市场生存，市场成为了 NGO 发展背后的重要机

制。肯德尔检视英国 NGO 在社会住宅、老人社会照顾以及环境保护三个领域

的发展认为，社会住宅与环境保护领域曾是 NGO 增长最快的领域，但现在非

营利部门在这两个领域的影响力已远不及营利机构与政府部门。而在美国，

社会福利和健康照顾改革也使得市场更有利于营利性机构进入传统由非营利

机构统掌的领域。

20 世纪 80 与 90 年代是鼓励混合福利经济模式的二十年，NGO 的发展依

赖高度集权的政府。这种社会环境留给 NGO 有限的选择空间，而政府才是决

定社会分配的头家。过去十年，这种形势在很多国家发生了转变。1997年，布

莱尔领导的工党赢得了英国保守党执政二十年来的首次胜利。工党在公共领

域引入第三条道路指导公共服务输送与福利国家改革，视政府为民众及 NGO
伙伴关系的能动者，一系列“横向政策”出台以贯彻第三条道路。这些政策包

括国家层面上与 NGO 的合约，志愿部门广泛参与的新政，及其它地方政府层

面的政策。回应社会情境的转变，NGO 领域混合化现象益发显著。许多国家

正致力于在法律上为这些融合了公益与营利活动的混合组织寻求一种新的所

有权结构规范，这些都是非政府部门正在发生结构型转变的标志所在。

影响非政府组织转型的深层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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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贫穷问题及其成因的转变

上述分析可见，身份团体、专业人士、政府和市场这四种实体是 NGO 发展

不同阶段的重要推动力量。什么因素影响了这些实体间的角色转换，进而推

动了 NGO 不同阶段的转型呢？本文认为，不同时期因人口结构与经济态势变

化而浮现的社会问题性质不同，对于其成因的不同理解影响了这些实体的角

色分工。尤其对于社会福利领域的 NGO 而言，消除贫穷一直是这些组织的重

要议题。不同时期的贫穷问题及对致贫原因的理解影响着政府的福利政策导

向，也影响着这些社会福利组织的目标、资源的整合与组织运作机制。

工业化的进程引发社会结构的改变使贫穷不再是个别现象而成为影响众

多人群的问题，此时人们不再单从个人层面理解西方非政府组织转型及其影

响因素分析致贫因素，而接受贫穷有其社会结构原因。单靠改变个人行为的

专业服务已无法缓解贫穷问题，贫穷有赖政府政策的干预。政府的支持因而

成为NGO组织服务弱势群体的重要资源，与政府的合作也成为NGO实现其组

织目标的重要策略。近几十年，政府在扶贫方面的能力越来越被质疑，自由市

场的发展策略渐被推崇为解决贫穷问题的有效策略。持新自由主义理念的经

济学家主张，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政策长期以来制约了贫穷群体的创业天赋。

如果政府不管这么多，这些贫穷人群有能力通过自身努力脱贫。NGO 的领导

者也从民权主义（Populist）的角度批判政府的发展政策，提出为贫穷社区提供

财政资源是帮助这些群体改善社会经济条件最重要的外在投入。基于这种对

贫穷成因的理解，政府的福利政策、NGO的经营策略与组织发展方向都越来越

重视市场的作用。市场取代了政府、专业人士及身份团体，成为当前影响NGO
运作的最重要机制。

（二）NGO与政府的关系变迁

影响全球非政府部门演变的因素很多，对于其现今转型影响最大的是经

济形态往服务经济的转变，而其发展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政府自身角色的

转变。我们可以从不同地区政府与 NGO 的关系去推测其第三部门未来发展

的趋向。在有明确政策引导政府与 NGO 发展某种合作关系的国家，它们的非

政府部门呈现最快的发展速度。

当前社会已越来越认识到，贫穷问题不能单靠一种途径的倡导得以解决，

而是有赖于个体，社区，市场，政府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应对。具体国家的政经，

文化人口状况决定了干预主体的组合。而政府在贫穷干预中的关键性角色也

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同。

（摘自《东岳论丛》2010年第11期）

环

球

视

野

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