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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营利组织切入公共事业的运营机制
———以ＣＸ公益为例

仵希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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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非营利组织作为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在具体运营中需要与政府以及营利机构合作。以ＣＸ公益为例，分

析非营利组织切入公共事业的运营机制，即自身运营、与营利组织合作、与政府以及社区合作，并提出非营利组

织切入公共事业的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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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事业是以社会发展和进步为前提，向社会

提供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其提供主体一般为政

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倾向于

提供公共产品，而企业在提供私人物品之外，也通

过契约的形式提供公共产品。非营利组织提供公

共产品不以营利为目的，从而可以解决企业提供公

共产品的契约失灵的问题。非营利组织具有组织

性、非营利性、公益性、自治性、志愿性等特点，这使

其在公共服务供给中具有独特优势。随着“社团革

命”的兴起和以重塑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为核心的

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展开，非营利组织在公共事业中

的作用和地位更加凸显，并成为公共服务供给的主

体之一，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中政府、市场、非营利组

织三足鼎立的格局开始形成。

一、文献回顾

金世育从社会管理中的组织定位、理性人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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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行为和公民文化的现代性出发分析非营利组织

的动机［１］。曹爱军通过比较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

来分析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两种范式，阐明非

营利性组织公益性、利他性和志愿性的合理性［２］。

陈晓春、李苗苗从需求动机、利益刺激、社会组织结

构和职能变化以及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等角度分析

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动机［３］。邓国胜通过比较非独

立公营机构、半独立公营机构、独立公营机构以及

私立的非营利组织、合作组织和营利组织提供的公

共服务，从公平和效率两个方面分析各个组织的特

点［４］。汪锦军通过协同增效、服务替代和拾遗补缺

三种合作模式，分析公共服务中的政府与非营利组

织的合作［５］。杜志娟、苗大培在分析公共服务和非

营利组织的基础上，结合公共产品所具有非营利

性、自治性和志愿性等特点，提出非营利组织对于

公共产品的提供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６］。

本文依据既有的研究成果，结合非营利组织从

事旧衣物回收的具体案例，就非营利组织在具体公

共事业当中的运营机制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从具体

事例获得非营利组织切入公共事业的启示。

二、非营利组织切入公共事业分析———

以犆犡公益为例

　　“晨星（ＣＸ）旧物回收公益项目”（以下简称

“ＣＸ公益”）依托于Ａ大学某研究中心，其于２０１４

年８月在 Ａ大学所在社区设置第一个旧物回收

箱，２０１５年４月又在Ａ大学校区设置第二个回收

箱，截至２０１７年底，项目共流转衣物１６０吨，实现

２５９７３０件旧物再利用，举办公益活动７１场，开展

旧物回收处理节１５场，为一位贫困大学生和一位

特困人士提供了工作岗位，有上百位志愿者参与活

动，受益者众多，《河南日报》、河南电视台等媒体先

后对其进行了报道，社会效益显著。Ａ大学本科

生的毕业论文中有９篇与旧物回收项目有关，实现

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一）项目定位和运行模式

ＣＸ公益依托Ａ大学某研究中心，其志愿者也

来自高校及科研机构，因此具有一定的优势。ＣＸ

公益把项目定位为产学研相结合的一环，旨在把所

研究的内容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为社会服务，是

公益慈善与科学研究的一种有益的结合［７］。

ＣＸ公益采用“设置回收箱＋社区旧物处理

节”的模式。“设置回收箱”就是在 Ａ大学所在地

社区和校园内设置旧物回收箱。旧物回收后，首先

捐赠物品给贫困人群，满足公益的需要，剩余物品

则在劳务市场上进行处理。“社区旧物处理节”则

是与社区居委会合作，解决居民家里大件物品流转

的问题。

（二）物品流向和开展范围

回收后旧物的具体流向主要有三种：一是直接

捐赠给经济困难人群；二是物品变卖，收回的资金

除用于项目日常开支外，盈余捐赠给经济困难群

体；三是不能利用的物品以废品的形式处理给废品

回收站，有些衣物不能够被利用则流向保温材料加

工厂，成为生产保温材料的原材料。

ＣＸ公益目前仅在Ａ大学所在城市Ｂ市市区

内开展，主要以Ａ大学为基地，以后会逐渐向该市

各辖区及乡镇推广。

（三）经费来源和具体使用

ＣＸ公益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慈善筹

资，由社区和社会爱心人士捐献一部分资金；二是

义卖，通过在劳务市场义卖的方式筹集一部分

资金。

目前，ＣＸ公益筹集的经费主要使用在以下几

个地方。一是维持项目运营。ＣＸ公益保存衣物

的仓库需要维护成本，同时其还需向雇佣人员支付

酬金。二是做慈善。ＣＸ公益会向困难人群发放

慰问金。三是设置更多回收箱。随着项目的推进，

ＣＸ公益迫切需要增设更多的回收箱，而这需要更

多的资金。

（四）具体运营和环保宣传

ＣＸ公益自有仓库可以储存衣物，且由贫困户

负责收集回收箱内的衣物，而衣物的分拣和义卖，

则由志愿者来完成。ＣＸ公益通过义卖可以处理

一部分衣物，其也向乡村敬老院捐赠衣物，也有单

位团体从ＣＸ公益这里拿衣物捐献给山区，同时

ＣＸ公益也尝试往西部山区邮寄衣物。

此外，ＣＸ公益在Ａ大学所在地社区开展“家

庭大减负”旧物回收处理节活动，以处理家庭里的

大件物品。比如，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６日，ＣＸ公益借１２

月４日“国家宪法日”、１２月５日“国际志愿者日”

的契机，举办“家居大减负”活动。活动中，ＣＸ公

益进行了国家宪法日、国际志愿者日的宣传，也介

绍了旧物回收的运营模式，宣传了环保理念，同时

回收了一些大件物品。而且，ＣＸ公益也在社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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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了慈善筹款活动，动员社区居民向贫困地区

捐款。

三、犆犡公益切入公共事业的运营机制

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涉及具体的运营机制，其在

独立运营的基础上，还需要与营利组织、政府以及

当地社区开展合作，以弥补营利组织和政府在某些

方面的不足。

（一）非营利组织独立运营

所谓独立运营就是非营利组织在保持独立性

的前提下，通过自身努力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满

足特定的公共需求，如非营利组织会通过收取会

费、接受私人捐赠、收取服务费等形式筹集资金，依

靠自身力量提供各种形式的公共产品。非营利组

织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是非常必要的，它不能成为政

府的附庸，也不能成为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

非营利组织具有价值追求，有一定的社会道义

担当。ＣＸ公益就是为需处置旧衣物的家庭和有

需求的慈善团体搭建起桥梁，尝试构筑一定的旧物

循环体系。非营利组织不能等同于政府，政府在于

制定政策，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在政府没有形成政

策和没有使旧衣物回收成为一项基本的公共服务

之前，ＣＸ公益在旧衣物回收上做出了有益尝试。

非营利组织也不能等同于企业，其不以营利为目

的，尝试从体系上去解决旧衣物回收的问题，从而

规避旧衣物回收的外部性，担当起社会责任，为企

业大规模回收的规范性做出尝试。非营利组织的

独立性主要在于为政府提供一定的政策建议和为

企业商业运营模式做出规范化尝试。

（二）非营利组织与营利组织合作

非营利组织与营利组织合作可以解决自身专

业化不足的问题。营利组织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其

以成本最大化的节约来获取利润的最大化。非营

利组织则是以社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在具体事务

上能够平衡各方面的需求。与营利组织合作，非营

利组织不仅可以节约成本，而且可以改善管理模

式。如在奥地利维也纳的旧衣物回收中，Ｋｏｌｐｉｎｇ

作为非营利组织，把回收箱交予回收企业ＰＵＬＡ

进行经营，Ｋｏｌｐｉｎｇ则获得ＰＵＬＡ所给的一定的支

持费用［８］。我国的非营利组织也可向国外的非营

利组织学习，通过与营利组织合作摆脱自身的困

境。如ＣＸ公益就与回收站合作解决回收衣物再

利用的问题，回收站作为为ＣＸ公益运营最后兜底

的企业，可以确保回收的全部衣物都能够被再

利用。

值得注意的是，因为企业的利润导向或某个行

业缺乏法制规范，非营利组织与企业合作便存在着

一定的风险，但只要非营利组织尽其所能地去做得

更好，就能逐步降低风险，引导社会形成一种良好

的社会规范。只有非营利组织对社会合作伙伴有

吸引力，社会伙伴才能够逐渐向它靠拢，由此整个

公共事业的合作协调格局才会慢慢形成。

（三）非营利组织与政府以及所在社区合作

现在的垃圾分类比较粗犷，ＣＸ公益把旧衣物

从垃圾中分离出来，使其成为可重新利用的资源，

不仅保护了环境，也帮助了贫困人群。乡镇政府与

村民有着直接接触，比较了解村民的需求，因此，非

营利组织如果要介入乡村，就需要与乡镇政府合

作。ＣＸ公益应与所在城市的乡镇政府密切合作，

把衣物捐给真正需要的人。

ＣＸ公益在社区里设置回收箱离不开当地社

区的支持。比如，ＣＸ公益在Ａ大学所在社区设置

回收箱，就得到了社区居委会的大力支持。因为社

区在社区环境建设中有着自己的责任，而ＣＸ公益

开展的项目正好解决了社区的隐忧。而且ＣＸ公

益之所以选择与社区合作，也是基于回收箱的安全

考虑。回收箱设置在社区里，不仅方便衣物回收，

而且还能防止人为的破坏。

因此，非营利组织切入公共事业，为居民提供

公共服务，就要与政府及社区合作。政府重在出台

法律法规，社区重在倡导社区居民的自治及动员，

非营利组织则提供解决公共事业问题的具体方案。

四、结论与反思

政府和企业还没有关注到的领域或者还没有

精力去承担的责任，便是非营利组织生存的空间。

非营利组织的出现是为了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其

倡导社会形成一种友爱的氛围，显示出价值理性；

其在具体活动中有自己的道义担当，可以与政府、

企业合作，但也要把握好自己的定位。比如在旧衣

物回收方面，欧美国家的非营利组织介入旧衣物回

收是为了筹资，其本身就因为旧衣物还有循环利用

的价值，可以用来作为非营利组织资金的来源。但

对我国的非营利组织来讲，其对“营利”非常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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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自己的行为与“非营利”背道而驰。其实，非营

利组织不是不营利，只是营利不可分配而已。比如

旧衣物回收，既可以促进环保，还可以解决非营利

组织自身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目前，许多非营利

组织面对资金的短缺，总是期待政府拨款或者社会

捐助。这些非营利组织可以转变思路，通过变废为

宝，把别人不要的资源利用起来，从而筹集自己生

存与发展所需资金。

通过设置旧衣物回收箱，非营利组织获得了资

金，同样其也可以在社区设置废纸回收箱、金属回

收箱、塑料回收箱等，这样就以慈善爱心的名义把

垃圾有意识地进行了分类。这样垃圾分类逐渐在

爱心人士中推广起来，从而可以影响并带动更多的

人。因此，有别于欧美国家垃圾分类的强制制度，

我国的垃圾分类可以从非营利组织自愿发动做起。

此外，非营利组织设置的慈善商店不仅针对贫困人

群的需要，有意从事公益事业的热心人群也可以通

过购买非营利组织的服务而为非营利组织筹款。

因此，非营利组织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应不仅针对

低收入人群，也可以针对公益事业的支持者。

在公共事业的开展中，存在着政治、经济和社

会的推动力。政治对公共事业的推动依靠制度，经

济依靠市场规律，社会力量依靠一种价值更新的社

会理念，而各种力量相结合能改变公共管理单一依

赖传统行政治理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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