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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行业内的不同伙伴在规模化解决社会
问题的共同目标下，呈现了多元的探索



今天，我们想要共同探讨以下话题

1. 在探索规模化的实践中，有哪些主要的模式？

2. 区域公益生态的视角，对我们理解规模化提供了什么启示？



我们观察到以下五种主要的规模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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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一

模式一 案例代表 模式的优势：

• 产品方与落地合作伙伴间的关系较紧密，

便于支持与管理；

• 沟通链条短，信息对称且及时

模式的挑战：

• 产品方服务能力天花板明显，有效服务一

般不超过30家。

逆风飞翔·事实孤儿产品

一线公益伙伴



模式二

模式二 案例代表 模式的优势:

• 借助枢纽型组织，加快规模化复制的速度

• 服务范围增大

• 枢纽型组织可分担部分支持性的职能，相对去

中心化

模式的挑战：

• 能承担支持职能、具备相关能力的组织比较少

• 单个产品负担网络成本

• 与一线伙伴沟通和反馈链条变长

公益小天使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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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三

模式三 案例代表 模式的优势:

• 形成更为完善的服务体系，相比单一产品更

全面地满足社会需求、回应社会问题；

• 利益相关方便于在同一议题领域下联合行动；

• 更利于联合筹款

模式的挑战：

• 打造议题网络所需的资源要求高；

• 对议题领域的专业知识有一定要求

扶贫基金会美好学校

一线有产品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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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四

模式四 案例代表 模式的优势：

• 形成更为完善的服务体系，相比单一产品更全

面地满足社会需求、回应社会问题；

• 利益相关方便于在同一议题领域下联合行动；

• 借助枢纽型组织，加快扩大规模化的覆盖范围;

• 更利于联合筹款

模式的挑战：

• 对中心机构在资源、管理等方面的要求较高；

• 对议题领域的专业知识有一定要求一线公益伙伴

议题

枢纽

壹基金壹乐园公益计划



“产品”和“议题”是规模化探索中
主要的两个视角：

• 产品—规模化复制—产品网络；

- 回应部分需求

• 产品网络—丰富/迭代—议题网络；

- 协同难度大，资源整合能力强

区域公益生态：规模化探索中易被忽视的视角

山东、贵州等地的实验带来新的视角和启发：

• 区域公益生态的发展对于规模化解决社会问题有

很大的价值——公益的土壤；

• 枢纽型组织在推动区域公益生态发展中的作用不

可或缺；

• 这一视角存在很多潜能有待挖掘，值得更多关注



模式五：枢纽驱动的区域公益生态模式

枢纽机构资源 议题/产品

基金会 政府部门 企业

公募基金会，
私募基金会 一线公益伙伴

大型操作型
公募基金会

本地/非本地
品牌机构

枢纽与利益相关方的互动

区域各级互动

本地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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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

市州级枢纽
机构

县域级社会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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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级

县域级

下
沉

反
哺

政府部门 企业

政府部门 企业

基金会

基金会

慈善总会，团
委，民政厅，
文明办等

议题与产品省内外企业，
企业基金会

产品

• 撬动与整合资源

• 推动多方合作

• 产品本土化，品牌化

• 打造本地议题网络
• 督导与陪伴

• 人与组织的专业化和能力提升

协同

合作



枢纽驱动的区域公益生态模式的价值

资源

议题/产品 一线公益伙伴

• 扩大了当地公益资金池

• 拓宽资源渠道，降低对单一资源线的依赖

• 培育本地公益组织与公益人才

• 搭建交流、协作，共同成长的平台

• 形成本地公益生态的良性循环

• 打造本地公益品牌

• 打造本地议题网络

•撬动、链接与整合资源

•培养与赋能一线公益人与组织

•助力议题与产品的本地化与标准化

枢纽



枢纽驱动的区域公益生态模式的挑战

• 一线公益伙伴的数量和能力有待提升；

• 枢纽支持与陪伴一线公益伙伴的工作量和难度很大；

• 形成县域公益生态的良性循环，对于牵头机构的要求较高；

资源 • 政府、企业等资源方的人员变动所带来的对资源可持续性的挑战；

• 利益相关方整合、协同、合作，对枢纽型组织的综合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 行业对区域公益生态发展、区域公益组织与人才建设的关注与投入不足

一线公益伙伴

议题/产品 • 真正贴合本地社会需求、可操作、能落地的优质公益产品或议题产品组合少；

• 打造本土公益品牌的能力尚不足



• 我的组织的使命和目标是什么？

• 我的优势、所长和相对劣势是什么？

• 我面临的外部环境是怎样的？有什么机遇和挑战？

• 我是否有意愿和能力与其他组织开展合作？什么合作模式是适合我的？

• 有没有可能在社会部门之外，寻找规模化的新的突破？

• ……

规模化的模式有多种可能性，共同探索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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