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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网络发展背景



民办非企业单位，共有42.2235万个，占

52.44%；社会团体，共有37.6941万个，占

46.76%；

最少的是基金会，共6464个，占0.8%。

社会组织发展数量

最多的是华东地区，最少的是东北地区，甚至

远低于西北地区。

社会组织最多的是江苏，超过9万个，占到了全

国的十分之一还多。其次是广东，超过6.6万个。

社会组织空间分布

县级社会组织有56.4915万个，占38.54%；

市级社会组织有18.2889万个，占30.51%；

省级社会组织5.5074万个，占24.47%；

部级社会组织则只有2312个，只占6.48%。

县级社会组织庞大

政府力量主导型：

基金会力量主导型：

社会力量主导型：

公益支持机构偏少

枢纽型、行业型、

资源型、专业型

支持性/枢纽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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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数量



县级社会组织数量庞大，能提供的资金却是有限的，
平均下来所剩无几。A

B 县级社会组织的信息需求和资源需求都会相对滞后。

C 县级社会组织的发展动力不足，单靠一两次的资金
支持是很难带动县级社会组织发展的。

市县组织发展需求与网络平台的需求



甘肃公益网络平台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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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成员机构的联合行动协调机

制，应对本省的灾害。

甘肃公益救灾联盟 推动甘肃公益机构的多元化发展，从
而满足社区的多元化需求。

甘肃公益网络

不为搭建网络平台而搭建网络平台

甘肃背景→联合救灾机制→基础能力建设→公益网络平台



点对点：针对具体机构的服务

咨询、孵化、战略规划

点对面：针对市州区域性服务

专题培训、沙龙
点对空间：针对省内公益氛围的营造

政府关系维护、论坛、创投、传播



高级阶段：资源获取为了持续性

的解决问题或者推动议题。

机构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

初级阶段：议题/活动，作为粘

合剂将伙伴凝聚到一起。

规则、机制建设；孵化培育阶段

深化阶段：联合行动的高级阶段。

专业能力提升、联合筹款、联合

倡导；

探索阶段：核心合作伙伴对接资

源独立实施。

组织化建设；

联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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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平台规划与展望



网络形态

网络互动

管理机制

网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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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公益网络

省级协调

市州协调

议题型网络

儿童关怀

区域型网络

灾害管理 志愿服务环境保护

市县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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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区域型网络形成市/州

级独立的网络，甘肃13个市

/州建立独立的协调机构，形

成并完善各自网络内部个性

化管理制度。

甘肃议题型网络为同一领域内

的机构搭建沟通交流平台与机

制，完善区域性平台管理机制

与功能。

两种网络形态下的网络系统与

甘肃公益网络并无直接隶属关

系，省级网络支持市县级网络

伙伴发展。

区域型与议题型两种网络相互

交叉，自由组合，更好的发挥

各自网络的作用。



能力建设

市州协调人培养、市县组织孵化

资源整合

省内外资源的推荐、对接、再分配

政府关系维护

各级政府在行动中建立合作关系

议题的推动

省内外议题的加入与推动

区域公益生态建设

先行者的担当与责任，从基层夯实基础，自发自律可持续



议题网络与区域网络的交叉

互动，两者之间的重叠促进

有效互动，使公益网络更加

多元。

增进市/州、市/州伙伴间的相

互了解，增强市/州、县伙伴之

间的横向联系，构建市/州、县

公益伙伴间的小区域网络。

省内区域网络与议题网络互
动中为伙伴进入国内其他网
络平台奠定基础。



生态圈

从自上而下——平等合作——自下而上



关注甘肃公益

用我们的方式

实现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