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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第三次分配作为共同富裕中极其重要的分配机制，在近年获

得学界广泛关注。本文结合当下的时代议题，围绕“社会组织参与第三次分配的可持续机制”这一问题，

由传统型公益组织在资金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引发对于“公益 + 商业”模式社会组织的探讨，并在此基

础上深入分析“公益 + 商业”模式成功或失败的具体原因以及合理性所在，探索出社会组织参与第三

次分配的可持续发展机制，为推动公益慈善事业更好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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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mon prosperity is the essential featur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an ex-
tremely important distribution mechanism in common prosperity, the third distribution has at-
tracted wide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Based on the current issues of the tim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ssue of “sustainable mechanism for social organizations to participate in the third distri-
bution”, due to the shortage of funds and other aspects of traditional public welfare organizations, 
the discussion on the “public welfare + business” model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has been triggered, 
and on this basis,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public welfare + business” model success or failure of 
the specific reasons, rationality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echanism for social organiza-
tions to participate in the third distribution is explored, so as to contribute to the promotion of 
public welfare charities to better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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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当今时代背景下，“公益”一词早已被人们所熟知。在政府、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的交织中，社会

已经形成全民公益、无时不公益、无处不公益的优良风貌[1]。实践表明，社会组织凭借其强大的号召力

与公信力，已经成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同时，伴随着经

济社会的向好发展以及社会企业等新兴社会组织的崛起，公益事业与商业力量的创新结合已经进入大众

视野，“公益 + 商业”模式也受到学界愈发热切的关注，“公益与商业协调发展是否存在合理性”“公

益 + 商业模式是否存在可持续机制”等问题值得进一步的探索。 

2. 研究思路与案例选择 

2.1. 研究思路 

本文采取案例比较法、归纳比较法等方法进行分析。首先，对权威文献、官方数据库、社会组织官

方网站等网络途径所显示的文字与数据进行搜集、整合，大致勾勒出新时代背景下公益领域的发展格局，

并根据目标、特点等方面的差异将社会组织粗略地划分为传统型公益组织、公益 + 商业模式等类别；其

次，结合现有的资源与条件确定传统型公益组织、公益 + 商业模式中的典型代表，作为访谈调查的对象，

并根据已搜集的资料撰写完成对应组织的访谈提纲，以便于有针对性、目的性地开展调研，获取准确、

有效的第一手资料；最后，将访谈内容与原先的理论资料进行结合，以现实的案例生动展现传统型公益

组织以及“公益 + 商业”模式的真实情况，从现实出发，探讨归纳传统型公益组织存在的问题、“公益 
+ 商业”模式的可行性以及社会组织参与第三次分配的可持续机制，为共同富裕战略的贯彻落实提供新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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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案例选择 

本文最终选择衢州市众合帮公益组织、嘉兴市海宁南关厢素食馆以及 2011~2013 年的南夏春社会企

业作为案例展开对比分析。其中众合帮公益组织作为衢州公益事业的第一梯队成员，如今已初具规模，

已经与多家企业、多所学校、多个政府部门开展过合作，得到了各方的积极评价，因此作为传统型公益

组织的代表；南关厢素食馆作为嘉兴知名的公益素食馆，在短短几年内成功完成了由被动输血到自我造

血的巨变，快速成长为“金牌社会企业”，其运作机制对于“公益 + 商业”模式的研究具有很大的现实

意义，因此本文将其作为“公益 + 商业”模式的成功案例展开分析，便于对其可行性进行分析；而

2011~2013 年的南夏春社会企业由于当时正处于发展初期，受到资源、人才、政策等各方面条件的限制，

因此最终宣告失败。本文将其作为“公益 + 商业”模式的失败案例展开分析，力求以更加全面的视角对

“公益 + 商业”的运行机制进行归纳总结。 

3. 传统型公益组织的现状分析：以衢州市众合帮公益服务中心为例 

3.1. 组织概况介绍 

众合帮成立于 2018 年，作为衢州市公益队伍的重要部分，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与影响力。截止 2022
年 9 月，众合帮已经拥有 794 名注册志愿者，参与志愿者达 45136 人次，累计开展志愿活动 750 多次，

累计志愿服务 178858.1 小时，筹得物质 550 余万元[2]。服务人群方面，众合帮以孤寡老人、妇女儿童、

低保特困人群、环卫工人、低收入农户等特殊群体为主要服务对象；开展活动或服务类型方面，众合帮

主要开展扶贫济困、养老服务、残疾人服务、疫情防控、社区治理与服务、环境保护等公益服务活动；

组织人员性质方面，众合帮大部分志愿者来自机关单位、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爱心人士，来源较为零散，

工作人员的专业性相对较弱。结合上述分析可知，众合帮在服务人群、活动服务类型、成员性质等方面

均属于公益组织的传统设置，因此可作为传统型公益组织的典型代表进行分析。 

3.2. 存在的问题 

基于访谈资料与文献，经信息整合与讨论总结，本文将以众合帮为代表的传统型公益组织存在的问

题归结为以下方面： 
1) 资金方面 
充足且稳定的资金是公益组织开展活动、提供服务的前提基础。经调研，笔者团队了解到组织成员

普遍认为组织的资金来源单一且数量有限，就资金来源构成而言，对政府资助的依赖性明显强于其他社

会群体。结合实际不难发现，政府在培育、发展公益组织等方面的资金预算毕竟有限，许多长期的、成

长性的目标规划容易因为缺乏灵活的资金流而难以实现，组织的现代化发展也遭受阻碍。这也充分体现

出传统型公益组织存在资金来源渠道单一、筹资能力弱等通病。 
2) 人才方面 
人才资源是公益组织实现现代化、可持续化发展的重要动力。经调研，笔者团队发现工作人员们认

为所在组织存在人才储备不足问题，尤其专业化青壮年骨干力量的匮乏阻碍了公益服务活动的创新性发

展。综合来看，传统模式下大部分公益组织的工作人员由非专业人士担任或志愿者兼任、转任。部分从

业人员年龄高、专业性缺乏，稳定性较差。尽管高校培养了大批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但由于大部分公益

性社会组织工资水平较低且社会认可度不足[3]，一般不会被当作人才的优先就业选择。这就从源头上加

大了传统型公益组织招收储备青年人才的难度，长此以往，组织容易遭受结构僵化、思想守旧的桎梏，

难以与时代同频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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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策方面 
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紧密，公益组织作为社会组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与政府保持密切联系。

除却必要的资金扶持，政策也是政府帮助公益组织发展的重要方式。经调研，笔者团队发觉，在组织成

员们看来，当地政府确实对自身所在组织提供了政策扶助，但存在政策稳定性弱，落实情况差等问题，

尤其是财税补贴、减税降费、人才定向输送等方面不够完善。传统型公益组织本身相对保守，对新思想、

新制度的反应速度较慢，政策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导致组织无法正确判断和把握政策方向，容易错失发展

机遇，影响后期发展规划。 

3.3. 小结 

传统型公益组织在资金、人才、政策等方面遭受阻碍，归根到底是其自我造血能力不足，难以较独

立地支撑起自身运作的表现。而“公益 + 商业”模式正是基于上述问题的考虑，创新式地提出用商业力

量为公益事业注入活力，提高公益组织独立运作能力，减少对外界环境依赖程度的方法。因此，结合现

实案例分析“公益 + 商业”模式，既迎合了公益与商业领域交互联动的新潮流，也为传统型公益组织焕

新活力提供了新思路。 

4. “公益 + 商业”模式的双向案例对比：以南关厢素食馆与南夏春社会企业为例 

4.1. 成功案例：南关厢素食馆 

1) 案例介绍 
南关厢素食馆坐落于嘉兴海宁，从居民需求和社区问题出发，将自身定位为社区内的“爱心平台”

和“市民学校”[4]。它以素食餐厅为载体，以商业化的模式运作，倡导健康环保、节约资源、爱惜粮食

等理念，并将全部利润用于慈善捐赠及公益、志愿服务等活动。随着其发展和效益的逐步扩大，已成功

吸引 400 多位股东入股，每天食客络绎不绝，前 4 年累计盈利 100 多万元[4]，目前已经形成正态收益常

规化。 
2) 成功经验 
第一，坚实的经济基础。经济实力无疑是影响组织后续发展的基础条件。素食馆的坚实经济基础主

要来源于海宁学习型企业家协会，海宁市素食馆文化交流中心便是由此协会创立。它以“1 万 1 股、1 股

起投、5 股封顶”的众筹入股方式投资建立南关厢公益素食馆，同时承诺：永不分红、不退股，将经营

利润尽数投入到公益事业发展中。在此基础上，当地民政局也参与到资金筹集的协调扶助工作当中，建

设资金较为充足。 
第二，独特的主题产品。素食馆的特色在于它的产品。素食馆关注到了当今时代人们饮食偏好的变

化，迎合大众健康饮食的观念，倡导环境保护、低碳健康的理念，同时结合佛家文化，主打面食糕点等

素食菜品，成功通过素食与文化引导更多人参与到公益事业当中。 
第三，合理的管理制度。组织架构方面，如图 1 所示，素食馆实行五级管理体系，即股东大会、理

事会和监事会、骨干群、素食馆店长、员工与志愿者。股东大会由素食馆文化交流中心和 11 个发起人构

成，理事会 7 人，负责运营管理，监事会 5 人，负责财务和业务监督[4]。骨干群若干，负责外联接待、

团队管理、食品采购、营销宣传、财务审计、管理培训等业务。素食馆本身设店长 1 名，厨师 5 名，服

务生 3 名，会计 1 名，仓库管理员 1 名，义工与志愿者若干。组织成员各司其职，运行效率高；业务运

营方面，素食馆参照普通商业餐馆形式进行运作，规范产品销售，实行素食自助，每顿每人 25 元。餐品

种类繁多且干净卫生，还鼓励光盘并返券 2 元[4]。素食馆每月还将财务情况公开，接受各方监督，着力

提高组织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人员管理方面，素食馆提供正规化薪资保障和专业化培训管理，厨师、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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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均为专业人员，薪资比常人高 15%~30%，拥有五险一金，享受休假与福利。追求人员管理制度条理化、

明晰化的同时保障了员工的合法权益，增强公民的归属感。 
 

 
Figure 1. Organizational chart of the Nanguanxiang Vegetarian restaurant 
图 1. 南关厢素食馆的组织结构图 
 

第四，广泛的组织合作。一方面，素食馆除了厨师、服务生、会计、仓库管理员、洗碗工之外，其

他工作人员主要来源于海宁市慈善总会提供的志愿者队伍。每位志愿者均需事先接受培训，严格执行排

班制度。从总体上看，志愿者来源稳定，专业水平高；另一方面，素食馆还与海宁企业家协会、海宁义

工协会等主体建立密切合作，为获取组织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人力、物力等资源并实现各项资源的高效

利用提供了便利。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地的就业问题，还打造出了当地独具特色的素食文化招

牌。此外，南关厢公益素食馆还通过交流、合作等方式积极培育和支持类似的公益素食馆，拓展自身公

益影响力的广度和深度。 

4.2. 失败案例：以 2011~2013 年的南夏春社会企业为例 

1) 案例介绍 
2011 年，成都市民陈某拿出 20 万元与朋友合办了社会企业“南夏春”。最初的构想是由组织向农

民免费供应优质鸡苗和粮食，农民自行养殖，利用互联网进行销售，鸡蛋单价为 3.5 元，扣除成本后的 1
元利润，全部返给农民用于乡村发展[5]。但由于各环节间未能协调配合，收集过程困难重重，鸡蛋经常

只有零散的几个，哪怕收回也因为质量难被消费者认可而沦为库存[5]，最终只能捐到动物救助中心。日

积月累，鸡蛋销量持续下降导致库存越来越多，组织越来越入不敷出。2 年后，陈某无奈退出。 
2) 失败原因 
一方面，资金有限且来源单一。2011~2013 年的南夏春主要依靠团队自有资源，后期才开始与基金

会、企业等平台合作接受捐赠。且由于本身是以商业公司注册且作为农户与消费者“中介”，南春夏并

未享受到从事农产品行业的政策和税收优惠[6]，资金需求量大，但来源较为单一，数额有限，难以供应

其长期的发展；另一方面，管理制度不够完善。南夏春主要发展农产品超市对接业务，规模化是其基本

需求。但分散生产模式在当时占主导，加之生产标准和规模、物流运输等多个方面的管理体系有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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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农超对接”的同时增加了产品流通成本，企业发展困难。同时，虽然南夏春想用“将价格组成公

开给消费者”的方式将利润透明化，但其商业属性仍不可避免地降低了公众的信任水平。商业中的分红

盈利问题，不仅是“公益 + 商业”模式企业面对的窘境，也是消费者心理难以跨越的一关。 

4.3. 公益与商业协调发展的合理性 

1) 社会经济融合协调 
“公益 + 商业”模式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完美融合。营利性活动的开展将为组织带来稳定

的资金，商业高效思维的嵌入带来了完善的管理制度，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助力公益项目推进，从而吸

纳更多资源用于扩大组织规模、建设工作团队，提升产品或服务的品质，着力打造优质公益。两者之间

形成了良性的社会经济效益循环，使组织有能力满足更多受助群体的需求，有效提升公益慈善的覆盖率。 
2) 可持续发展潜力大 
传统型公益组织不以盈利为目的，其“供血”链稳定性弱，因此公益项目或活动的持续稳定发展难

以保证。而“公益 + 商业”的模式则不同，盈利是目标的一部分。此外，其营利性也能够吸引更多人参

与到公益事业中，推动公益队伍发展壮大，追求公共利益的同时促进组织可持续发展[7]。加之社会企业

等“公益 + 商业”模式的社会组织在当代中国蓬勃且日益多元化的发展，政府逐渐提高重视程度，通过

各类政策制度不断鼓励各种公益模式发展，促使其健全管理和组织体系，为“公益 + 商业”模式发展创

造了更光明的前景。 

4.4. “公益 + 商业”模式的可持续发展逻辑 

1) 多样化的资金来源 
来源多样且充足的资金为组织后期的成长壮大奠定了良好的开端。政府、企业等与社会组织之间建

立的良性互助机制能够保障资金稳定输入。商业组织本身经济、人脉资源丰富，加上政府相关政策扶持，

多方助力保证了组织丰富且稳定的资金来源。例如，海宁学习型企业家协会通过众筹入股的方式为素食

馆的运营壮大提供了丰厚的物质资源，当地民政局积极参与资金筹集的协调扶助工作，加上素食馆自身

的向好发展模式成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股东投资……多元化的资金来源促使组织的抗风险能力与稳定性

得到增强，有利于组织未来的平稳健康发展。 
2) 持续化的营利活动 
商业化的利润是公益事业深入拓展的重要源泉与动力。社会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应将社会价值与经

济价值融合，并将社会价值摆在首位，借助商业手段实现公益组织的自我“造血”和自我赋能，有助于

更加有效和持续地提供公益服务[4]。持续的营利活动直接为社会组织提供了稳固的财力支持。例如，南

关厢素食馆长期经营的盈利性收入，除去组织日常开销外，全部投入到了公益相关领域。既保持了组织

本身的经营所需，也有利于扩大其社会影响力，实现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循环。 
3) 特色化的产品服务 
特色化的公益产品或服务是公益性质的社会组织进入大众视野并获得广泛关注的必要战略。不同社

会组织拥有各自的特点，社会组织应根据自身特色打造相应的特色产品与服务。例如，素食馆的产品迎

合了公众健康饮食、倡导环保低碳的观念，融合佛教文化元素，关注到了时下发展潜力较大的新兴领域，

结合实际适时推出素食主题产品，给大众留下了独特的公益品牌印象，使得更多的市民群众关注并参与

到慈善公益活动中来，在当今物欲纵流的社会中创造出一方净土和精神圣地[4]。 
4) 完善化的管理制度 
制定与完善管理制度是打造良性组织的必备措施，也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科学合理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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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制度有助于实现高效运营与能岗匹配，激发组织成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例如，南关厢素食馆推行五

级管理模式，形成了一定规模且结构完整的组织体系，员工岗前培训、薪资福利待遇合规完善，并公开

财务数据勇于接受社会监督，建立多种制度体系同时实现组织的结构完善化、人员规模化、信息公开化，

为实现长期高效经营做好了充分准备。 
5) 多元化的广泛合作 
公益组织也应认识到自身同利益相关方和社会公众的关系，是其生存发展的生命线[8]。独木不成林，

单靠社会组织个体发展难以获得影响力大、显著化的公益发展成效，因此规模化的公益事业需要与政府、

市场、社会等各领域多主体进行有机合作，协同推动公益事业的发展。例如，南关厢素食馆与海宁市慈

善总会、企业家协会、义工协会等多方组织开展广泛合作，在各方的对话与交流中汇聚多种资源，凭借

完善化的制度管理，开展持续性的营利活动，最终实现了多方的互利共赢。 

5. 结论 

公益和商业看似互不相容，实则存在较强的合理性且协同合作潜力巨大，“公益 + 商业”模式正是

两者有机结合的产物。“公益 + 商业”模式是社会组织在参与第三次分配时可参考的有效方式，亦是公

益事业现代化发展的方向之一，具有科学性与可行性。它能够强化组织的公益属性，提高其资源筹集能

力、组织管理能力、人才吸纳能力、活动开展能力、合作学习能力等多种重要能力。 
从现实来看，“公益 + 商业”模式的社会组织，其业务可以分为公益性与营利性两个部分，两者有

机融合，协调发展。一方面，组织营利性业务活动的持续开展为公益性活动提供较为稳定的资金来源，

实现自我造血；另一方面，规模化的公益事业又将为组织的社会形象增光添彩。“公益 + 商业”的可持

续发展逻辑在于以社会利益为导向，在公益与商业领域的碰撞中寻求一个较稳定的平衡状态，将商业化、

高效化的思维嵌入公益事业所需要的人力物力等资源的管理和分配活动当中，最终实现社会利益与经济

利益的高效融合，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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