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院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遥 随着市场失灵尧政府失灵尧第三方治理

理论以及福利多元主义的发展袁 社会组织开始运用社会化手段和市场化手段参与社会救

助袁社会救助民营化成为政府转移职能的重要手段遥 从博弈行为分析和福利多元主义的视

角袁根据具体提供社会救助服务过程中实际发挥作用主体的不同组合袁可以将社会救助服

务的提供模式做出三种划分袁分别是政府全负责模式尧社会组织全负责模式以及政府社会

协作模式遥 在这三种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模式中袁中国立足社会现实袁选择最恰当的

路径袁在转变政府行政职能的过程中袁综合各方力量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力量袁着力构建

和谐的公私伙伴关系遥 在众多可选的市场化方案中袁合同外包和凭单制的方法成为中国政

府的首选遥 为了承接社会救助项目袁社会组织也应该从服务创新能力尧自我评估能力等方

面来增强自身的能力建设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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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0 月袁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社会救助领域要实现野精准扶贫尧精准脱贫冶的目

标袁这样准确定位被救助对象的工作方法袁无疑会加大服务提供者的压力袁给政府带来沉重压

力袁但同时袁也将促进政府职能转移进程的加快袁为社会组织的作用发挥带来契机遥 王浦劬和

萨拉蒙教授认为袁广义的社会组织是指除党政机关尧企事业单位以外的社会中介组织遥 狭义的

社会组织袁是指由各级民政部门作为登记管理机关袁纳入登记管理范围的社会团体尧民办非企

业单位尧基金会这三类社会组织[1]遥 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研究过程中袁主要指的是狭义

的社会组织遥随着治理方式的转变袁为了野释放社会与市场的活力袁缓解地方政府能力不足与公

共产品尧公共服务多元化之间的张力冶[2]袁我国政府逐渐开始进行行政职能的转移袁越来越多的

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开始向社会寻求助力遥社会救助作为面对社会脆弱群体的直接救济服务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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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民生的最后一道防线袁作为各个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环袁更是对社会组

织承接政府此项职能转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遥 由于社会救助的野民生兜底冶作用袁政府在转移

该项服务职能的过程中袁不仅要制定更高的市场准入规则尧更及时地把握社会组织提供服务

的动态袁更加重要的是必须要结合我国实际国情袁探索建立能够紧密联系政府和社会组织协

同合作的公私伙伴关系袁以此来推进社会救助事业的开展遥
一尧文献综述院三个层面讨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救助

社会组织是人类社会所必不可少的一种积极行动者尧有效行动机制袁是资源配置方式清

单当中的一种必选机制[3]遥 虽然现在对于社会组织参与社会保障的研究分散在非营利组织尧非
政府组织尧民间组织尧慈善组织等主体较多袁且在这些研究中主体也存在一定差异袁但是这对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模式与路径选择的研究依然提供很多帮助遥 现有研究主要分布在三

个主要方面遥
第一袁用公共服务多元化理论来推导社会组织应该参与社会救助遥 有人认为袁由于政府失

灵的现象袁就使得吸收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救助成为一个必然的选择[4]遥 有人认为袁让非营利

组织对政策制定具有发言权尧合理促进资源交换尧努力打造野第三方冶平台等袁能够有效促进政

府与非营利组织在社会救助领域的合作[5]遥 有人认为袁慈善组织在参与社会救助尧动员慈善资

源尧分担政府职责尧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6]遥
第二袁从治理体系多元化和社会治理创新的角度看袁强调社会组织应该参与社会救助遥 有

人在论证多中心治理下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时袁主张构建政府尧农村社区尧私人部门尧第
三部门四位一体的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结构[7]遥 有人认为袁非政府组织可以吸纳社会慈善

资金袁弥补政府投入不足曰提供多样性服务及专业化救助曰救助过程中较强的目标针对性提高

了救助效率等优势[8]遥
第三袁用服务购买的方式来吸收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救助遥 有人认为袁政府应转型政府服务

职能袁优化公共服务职能袁优化公共服务的供给性质和供给形式以及转变政府治理理念等方

法改进政府购买服务[9]遥 有人从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助关系尧完善社会组织参与政府购买服

务制度尧创建社会组织参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长效合作机制等方面来促进社会组织参与政府

购买公共服务[10]遥
二尧现实审视院社会组织成为被期待的社会救助主体

渊一冤从博弈行为分析看提供社会救助的主体问题

社会救助是整个社会和谐发展必不可少的举措袁从博弈的角度来说袁政府和社会组织作

为两个博弈参与者袁在关于谁来提供社会救助这方面袁存在四种选择院A 类表示社会和国家都

认为社会救助应该由国家来负责袁比如西方福利国家强调的强国家主义遥B 类表示政府和社会

组织都认为应该由对方来提供社会救助袁倘若在实际生活中遇到这样的情况袁双方都会逃避

责任袁那国家的运行是不可想象的遥C 类代表着政府和社会组织都将社会救助的提供看作是自

己的责任袁这是社会救助受益人最期待的局面遥D 类代表政府和社会组织都认为社会组织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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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大任袁这也正是世界范围内社会救助改革的大方向遥
随着社会保障大部制改革尧政府整体性治理的推进袁社会组织在社会救助服务提供中的

作用不断放大袁如表 1所示袁在提供社会救助这一问题上袁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之间进行博弈遥
他们有四种选择袁但在现实中袁博弈的局中人并不止双方袁还有更为重要的第三方院消费者遥 正

如西方福利国家危机的出现袁国家完全负责社会救助的功能正在减弱袁而社会组织单方面提

供社会救助的选择又不现实袁那么如何才能实现野纳什均衡冶呢钥 萨拉蒙教授为我们提供了一

种第三方治理的道路遥
表 1 政府和社会组织关于提供社会救助主体的博弈选择

渊二冤从福利多元主义看社会组织参与的问题

彭华民教授认为袁福利多元主义是当前福利国家转型的方向袁学界对于多元提供社会福

利的看法主要是三分法和四分法两种遥 三分法认为袁社会福利应该由市场尧国家尧家庭来提供袁
或者提供主体是市场尧国家和民间社会遥 四分法认为社会福利的来源应该由市场尧国家尧社区

和民间社会组成袁社会救助也是这样遥 社会救助从最初的国家提供越来越朝着二元主体提供

模式转型袁社会组织越来越显现出其作用发挥的有效性遥 以自然灾害救助为例袁我国民政部设

有专门的救灾司来处理灾害救助问题袁每当有重大灾情发生袁中央就会设立临时的指挥中心

来处理紧急灾情遥 但不可否认袁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袁国家的反映能力仍然存在问题袁救援物

资储备不足尧受损房屋的安全评估系统不完善等难题袁都要求着社会组织发挥作用[11]遥 在灾害

救助方面袁除了红十字会这类半官方社会组织之外袁越来越多的民众选择通过完全独立自主

的社会组织来参与救助袁比如在汶川大地震尧玉树地震等时期袁野壹基金冶就提供了大量的资金

和物资支持遥
渊三冤中国社会救助现实需要社会组织的参与

社会救助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重要的一环袁它包含的内容很多院最低生活保障尧特殊群

体保障尧灾害救助等等遥 最低生活保障作为一种惠及全体国民的制度是政府不可替代的责任袁
而其他方面袁社会组织都能够有一定作为遥 比如在教育方面袁单靠政府推进西部计划尧为贫困

学生提供每年几千元的生活补助金袁其覆盖面较为狭窄袁在这种情况下袁慈善基金会可以在残

疾成年人家庭袁帮助其未成年子女在教育方面提供资金曰旨在为穷人提供帮助的社会组织可

以帮扶贫困地区的学生提供一定学习材料和教学资源袁都是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表现遥
但碎片化的帮助对于十四亿人口的中国来说是杯水车薪遥 只有将社会救助正式交由社会

组织来提供袁才能从本质上缓解政府压力尧为更多的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帮助遥 社会组织具有异

质性和灵活性袁而且社会组织的活动开展袁多是直接面对社会公众袁其非营利性和公开性获得

了良好的社会基础遥 此外袁很多社会组织建立之初的主要关注点就集中在特殊群体的需要方

面袁在其发展中袁资金的缺乏是重要的制约因素遥 从这些方面来说袁社会救助民营化不仅仅是

为了满足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各自要求袁更是在社会的大环境下袁所有局中人的最佳策略组合遥

政府

社会组织

政府

A渊政府袁政府冤
C渊社会组织袁政府冤

社会组织

B渊政府袁社会组织冤
D渊社会组织袁社会组织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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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模式建构院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模式

学界对于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研究认为袁政府工具在社会救助民营化的过程中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遥 在当前中国社会现实的背景下袁应因地制宜尧因事而异地选择不同的政府工具

来推动政府职能的转移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进程遥
渊一冤政府工具视角院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可行性路径

陈振明教授认为袁网络组织间关系是以合作代替了竞争[12]35遥在政府管理的基础上袁有两种

手段袁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过程中发挥很大的作用遥
1.社会化手段袁即建立公私伙伴关系

公私伙伴关系旨在通过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资源整合袁共同将国家资源和社会资源予

以重新配置袁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袁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袁增进社会整体福利[12]298遥 在运用社会

化手段时袁社会组织需要注意两点遥
一是社会组织要把握住政府职能转移的机会遥 一方面袁政府有转移社会救助服务的需要遥

政府作为社会公共服务的理所应当的提供者袁在社会救助的提供方面责无旁贷袁而社会救助

刚性增长的要求袁却又让政府背负巨大的财政压力遥 此外袁我国社会保障管理过程中存在着严

重的野九龙治水冶现象袁庞大的行政机构更让公共财政吃紧遥 另一方面袁市场由于其天然携带的

缺点袁又使政府不能将社会救助放心地交由市场承担遥 此时袁社会组织作为介于市场和政府之

间的第三方部门袁作为沟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桥梁袁就逐渐显露出其优势遥
二是社会组织要积极投身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实践中遥 新型公共管理模式是一种互动

的尧发展的和多元主体的模式[13]遥民政部是我国主管社会救助事务的部门袁近年来袁民政部越来

越看重社会组织在提供社会救助方面的重要作用遥 在国务院 2014 年出台的叶社会救助暂行办

法曳中袁野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冶作为单独的一个章节出现袁明确提出了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

助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财政补贴尧税收优惠尧费用减免等政策[14]遥 在叶民政部关于建立儿童

福利领域慈善行为导向机制的意见曳中袁也明确提出各级民政部门要充分考虑不同社会力量

特别是不同慈善组织的特点和专长[15]遥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救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遥
一方面袁社会组织要积极作为参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实践遥 社会组织不能消极等待政

府的职能转移袁而应该主动把握政府部门的要求和方向袁利用好社会组织的灵活性与创新性

特点袁积极提供差异化尧个性化尧有水平尧有针对性的社会救助服务遥 野在安排我们的事务时袁应
该尽可能多地运用自发的社会力量袁而尽可能少地借助于强制袁这个基本原则能够够作千变

万化的应用遥 冶[16]国内外关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研究已初具规模袁在中国袁更是有大量个案研

究的文章来描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遥 例如袁云南社会组织在参与政府购

买公共服务时具有以政府尧社会组织尧受益对象为三元主体曰以合同制尧直接资助制尧项目申请

制为主要参与方式等特点袁同时存在社会组织承接机会少尧社会组织发展缓慢且结构不均尧缺
乏长效合作机制等问题[10]遥

另一方面袁社会组织要加强自身能力建设遥 社会组织只有具有了提供社会救助服务所要

求的能力袁才能真正地发挥其作用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救助所需要的能力主要体现在五个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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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院渊1冤获得认同的能力遥 即合法性获得的能力袁其实质是一种社会沟通能力遥 社会组织参与社

会救助最重要的就是得到来自两方的认同遥 一方是政府袁即社会组织必须是合法的袁必须具备

法人资格尧有完整的组织机构等遥 一方是个体袁社会救助服务面对的是社会中的个体袁社会组

织只有获得消费者的认可袁才能具体落实社会救助服务袁才能完成社会救助野提供者要生产

者要消费者冶的循环遥 渊2冤专业服务的能力遥 社会救助项目一般是针对特定困难群体提供的服

务袁对提供服务的机构有较高的专业化要求袁例如儿童福利领域的项目袁就急需社会工作者尧
志愿者团体参与其中遥 渊3冤内部治理的能力遥 规范化的机构运作能够有效提高行动的效率袁社
会组织在提升内部治理能力时袁主要着眼于组织机构尧人力资源尧领导集团尧财务资产和档案尧
证章管理这几个方面遥 渊4冤创新学习的能力遥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过程中袁并不仅仅代表

着社会组织按部就班地去提供服务遥 政府向社会力量转移社会救助项目的目的之一就是创新

提供项目的方式袁更好地促进服务的推进遥 渊5冤自我评估的能力遥 自我评估可以让切实参与的

组织主体更好的认识自身袁通过反思总结袁以评估分数化的方式来获得组织发展的现状遥 社会

组织内部评价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院理事评价尧监事评价和会员评价遥
2.市场化手段袁即社会救助民营化

民营化是指更多依靠民间机构袁更少依赖政府来满足公众的需求袁在产品/服务的生产和

财产拥有方面减少政府作用袁增加社会其他机构作用的行动[17]4遥 这就表示政府需要从高度介

入的角色中抽离出来袁以一种低介入的姿态推动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事务遥 政府并非是公共物

品和服务的唯一提供主体袁可以通过公共财政的支出来转移社会服务的生产功能遥 这时候就

引入了民营化的概念遥
民营化通常分为委托授权尧政府撤资和政府淡出三种方式遥 在将一部分社会救助的服务

项目以民营化的方式交由社会组织来提供时袁委托授权是最常用的方式袁它需要政府的积极

行动[17]129袁通常有六种实现形式遥
一是政府间协议遥 即一个政府可以雇佣或付费给其他政府以提供公共服务[17]71遥 这种工具

一般被运用在国外联邦制政府系统中遥 以美国为例袁美国地方政府经常采用野政府间协议冶这
一模式遥 在相邻的学区袁一方可以向另一方支付费用袁将本区的学生送到对方学区内的学校进

行教育曰或者一个地区的警署或消防队袁可以借调相邻地区的警员或消防员来应对本区的事

务袁并向对方支付费用遥 不过在这样的野交易冶过程中袁政府双方需要签订合同遥
二是合同外包遥 它是合同承包的一种袁是指政府确定某种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标准袁对

外承包给私营企业或非营利机构袁 中标的承包商按照与政府签订的合同提供公共物品或服

务袁政府用财政购买承包商的公共产品和劳务[12]114遥 社会组织可以参与社会救助项目的政府公

开招标袁以社会组织的独特优越性来获得财政支持尧提供社会救助服务遥
三是特许经营遥 特许经营具有排他性袁一般来说袁是政府将有一定垄断性的特权向市场转

移袁由私人企业或其他社会组织来完成服务的提供遥 这种模式的原则是社会组织或私人企业

作为商品或服务的提供者向消费者直接收取费用袁 因此更加适合自然资源等可收费物品袁在
社会救助领域袁这种工具使用不多遥

四是补助遥 补助是政府对服务或产品生产者提供的一种资金支持或税收优惠等补贴遥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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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救助的过程中袁并不直接向消费者收取足够的费用袁而是接受政府的补贴袁
从而降低消费者的支付标准袁是一种间接提供救助的方式遥

五是凭单遥凭单制是以发放券的方式运作的袁这种券有一定的面值袁但并非现金[12]158遥 这是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一种运行方式遥 野单冶是指政府部门给予有资格消费某种物品或服务的个

体发放的优惠券[18]遥 政府将券发给有资格的个体袁个体凭借这种券到指定单位享受公共服务袁
提供服务的组织再到政府部门袁将券换位现金袁就是一个服务过程的循环遥 不同的社会组织可

以申请同一社会救助项目的提供机会袁在公民个体的现实选择中袁就能够选出做得最好的社

会组织袁长久地将项目运行下去遥
六是志愿服务遥即以慈善组织与社工机构等构成主要的服务主体遥英美尧中国香港等经济发

达的国家和地区袁慈善组织和社工机构的发展相对成熟袁在志愿服务提供方面有较多经验遥社会

组织在提供志愿服务的过程中袁能够有效地发挥其非政府性袁有针对性地对急切需要社会救助

的人群提供助医尧助学等帮助袁在遇到自然灾害或重大事故灾害时袁能够较为灵活地做出反应遥
渊二冤中国社会语境院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三种基本模式

图 1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模式

从政府部门在社会组织提供社会救助过程中的主导程度袁以及公共财政对社会组织的支

持程度袁这两个方向来看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模式可以划分为 A尧B尧C尧D 四类袁其中袁高
政府主导要低财政支持的模式基本是不存在的遥 B 类代表高政府主导要高财政支持的政府全

负责模式袁C 类代表低政府主导要低财政支持的社会组织完全负责模式袁D 类代表低政府主

导要高财政支持的政府社会协作模式遥
1.政府全负责模式

这种模式下袁政府是社会救助的服务提供者和生产者袁承担了社会救助的全部责任袁而社

会组织基本不参与社会救助遥 这一般出现在我国计划经济时代以及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初

期遥 政府设立专门的部门来管理社会救助项目袁甚至设立事业单位来生产社会救助产品或服

务袁具有政府高度主导尧财政高度支持特点遥 在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救助提供模式中袁这种模式

仍然占据主导地位遥
2.社会组织完全负责模式

这种模式下袁社会救助项目完全由社会组织负责袁而政府不参与或较少参与其中遥实施这种

模式的以社会组织里的慈善组织尤为典型遥 慈善组织属于社会公益类社会组织袁以市场化为导

向袁把握社会急需救助的对象群体袁多以助学尧助医为主要内容袁其资金来源并非是政府袁而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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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群体或个体的捐赠等遥政府不参与慈善组织的管理袁一般仅在税收方面给予适当优惠袁以鼓励

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这样事业遥这种情况下袁慈善组织对于政府没有太多的依赖性袁能够按照自

己合法的组织原则运作袁更具有社会性尧非政府性和非营利性遥 比如我国的野壹基金冶袁由社会人

士发起袁鼓励全社会的公众广泛参与袁在自然灾害的及时反应方面有效地发挥了作用遥
3.政府社会协作模式

这种模式下袁社会救助项目在野政府推动尧社会联动冶的原则下推进开来遥 一种方式是政府

通过税收减免尧发放补贴津贴尧凭单等民营化的方式来转移政府职能袁鼓励社会组织更多参与

社会救助服务或产品的提供遥 另一种方式是是政府部门将社会救助项目以社会公开招标的方

式袁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袁由公共财政来提供资金袁秉持野费移事转冶的原则袁由符合要求的社会

组织提供服务袁符合条件的普通公民直接享受服务即可遥 在这种模式中袁政府是社会救助服务

的购买者袁社会组织是服务的提供者或生产者袁个人就是服务的消费者遥

图 2 政府社会协作模式提供社会救助服务流程图

四尧路径选择院立足国情的野多元混合袁有所偏重冶

叔本华曾说过院野所有伟大思想都要经历三个发展阶段院第一阶段被视为异端邪说受到嘲

笑袁第二阶段遭到激烈的反对袁第三阶段成为不言自明的真理遥 冶民营化思想已处于第三阶段遥
社会救助民营化在全球都已经发展起来袁中国在这方面的探索也已有了很大的进展遥

渊一冤多元混合院充分发掘社会救助民营化各种途径的优点

社会救助民营化的途径很多院合同承包尧补贴尧凭单尧特许经营等遥 如表 2 所示袁各种民营

化的方法袁优缺点并存遥
在使用社会救助民营化的过程中袁必须仔细考量各种方法的优劣势之所在袁选择多种方

式并存袁在使用过程中做到扬长避短袁这就对政府选择和社会组织提出了要求遥
1.多元混合袁要求在运作的过程中袁充分发挥各种方式的优势

从表 2 中袁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这些民营化方法的优缺点袁在具体实践的过程中袁作为选择

主体的政府袁需要扬长避短袁通过民营化方法的适当选择来促进政社合作的进程遥 具体来说袁
要注重合同承包袁尤其是合同外包的高效率发挥曰要充分发挥凭单制的优势袁让受益群体拥有

更多选择的自由曰要给予社会组织适当的政府补贴袁以促进社会救助服务的提供等遥 但同时袁
在运作的过程中袁要规避这些方法可能带来的负面效果遥

2.多元混合袁表示通过机制创新来发现最好的途径配比

不存在万能的民营化方法能完全适应社会救助全方位各层次的服务或项目袁因此袁政府

必须要根据不同社会救助项目的特点来选择不同的民营化方式遥 对于一些特别重要的项目甚

至可以同时采取两种及以上的支持途径袁以此来吸引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救助项目的提

供袁这一方面增加了政府在选择社会救助服务提供者时的机会袁另一方面袁由于参与群体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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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袁无形之中增强了不同社会组织之间的竞争袁可以为社会救助服务的低成本尧高效率和高质

量提供更多的保证遥
3.多元混合袁要求社会组织不断革新自身的机制袁增强竞争力

中国社会救助项目包罗万象袁全国各个区域都有很多社会组织可以参与社会救助服务项

目的提供遥 社会组织不断革新自身的机制袁一方面是因为野学习型冶组织成为社会组织建设过

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袁在社会组织承接社会救助项目的过程中袁要不断向发展运营情况良

好的其他组织学习袁确保组织能够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仍能灵活地适应袁保证社会救助服

务提供的质量遥 另一方面袁事务是发展的袁社会救助作为一向刚性发展的公共物品袁随着时间

的推进袁受益人群的要求和标准也将越来越高袁所以社会组织必须顺应发展袁不断革新自身机

制袁提高提供社会救助服务的质量遥
渊二冤 有所偏重院着重发挥合同外包和凭单制两种方式的作用

对于现实中的中国而言袁政府的强制力仍然较强袁社会组织虽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袁但是仍

表 2 各种民营化方法的优点与缺点[1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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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无法与政府部门达到同等的地位遥此外袁社会组织由于其自身劣势的存在袁也无法担当起独自

提供社会救助的责任遥 因此袁政府退出尧清算等方式在社会救助民营化过程中的应用较少遥
合同外包方式的选择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必然要求袁也是促进公私伙伴关系的主动

选择遥 其意义不仅在于社会服务质量或社会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袁更在于这有利于形成公私

合力的公共治理格局遥 在同社会组织签订合同时袁政府部门应严格审查社会组织提供社会救

助的能力符合程度袁确保社会组织有能力为消费者提供所需的社会救助服务遥 这样不仅能减

轻政府部门的负担袁又能够得到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体的社会认同遥
凭单制由于不直接向社会组织提供资金和多重组织承担同一项目袁 而具有低腐败性尧便

于绩效考量等优势遥 在具体的社会救助项目上袁政府向受益者发放享受服务的单据袁受益者凭

借单据到指定社会组织去消费袁社会组织再向政府野兑现冶单据遥 这样袁政府部门就可以根据社

会组织提供的单据来推测个体的心理偏好袁并以此作为评价社会组织提供社会救助的主要指

标来决定未来是否继续合作遥 在这种模式下袁社会组织就要提高其服务水平袁以加强受益者对

本组织的认可来继续同政府部门的合作遥 这样就从野政府部门要社会组织要受益人群冶三个主

体之间的互动来促进社会救助服务提供的良性发展遥
五尧抓住机遇院社会组织需加强自身能力建设

合同外包和凭单制是比较适用于中国当前社会的社会救助民营化的途径袁政府在进行职

能转移的同时袁社会组织也必须抓住机遇袁加强自身的能力建设遥
政府职能的转移对于所有社会组织而言袁都是一个绝佳的发展机遇袁要想牢牢把握住机

会袁在社会组织内部赢得竞争袁则必须保证内外两方面的能力建设遥 一是内部能力袁包括内部

治理能力尧服务创新能力尧自我评估能力等遥 首先袁社会组织对内必须要有明确的计划目标尧清
晰的运作章程尧透明的财务信息尧科学的管理制度等袁以此来完善内部治理能力遥 其次袁组织内

部必须具有人才鼓励制度尧项目创制计划尧知识学习氛围等袁以此来发展服务创新能力遥 最后袁
组织必须要具有对组织成员能力评估的指标尧服务提供质量情况的反馈与分析尧组织财务状

况运行情况的评估等袁以此来提升自我评估能力遥二是外部能力袁包括合法性能力尧专业性能力

等遥 组织运行的首要条件便是合法性的获得遥 合法性能力不仅是指符合法律规定尧获得政府许

可等法律方面或行政方面的许可袁更是要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可袁这也就牵涉到了组织公信力的

问题遥 专业性能力即提供服务的能力袁这也是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最主要内容遥 社会

救助的对象多为社会的弱势群体袁在对这些脆弱人群提供服务的时候袁更是加大了对社会组织

服务人员水平和服务内容本身质量的要求遥
在新时期袁政府逐渐转变社会治理模式袁加快政府职能的转移袁此时袁社会组织应该把握

机会袁加强组织各方面能力的建设袁着力推进政社公私伙伴关系的发展袁更重要的是袁在提供

社会救助服务的过程中袁实现社会组织的社会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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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ttern and Path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ng in Social Assistance

HE Ge
(History and Social School,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2, China)

Abstract: Social organiza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subjects of social governance.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 failure theory, government failure theory, a third-party governance theory and welfare
pluralism, social organizations start to take part in social assistance services by the means of socialization and
marketization and social assistance privatiz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of government's transfer
functions now.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game behavior analysis and welfare pluralism, there are three
provision modes of the social assistance services based on the different combinations with the subjects that
play an actual role during the process of providing social assistance services. They are full governments爷
responsibility mode, full social organizations爷 responsibility mode, and government -social organizations爷
cooperative mode. In these three kinds of mode that social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e in social assistance, based
on social reality, the most appropriate method is selected to enhance the strength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to
build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the functions of government. Outsourcing contract and voucher system are preferred to other market-based
programs. In order to undertake the social assistance programs, social organizations should enhance the ability
of services innovation and self-assessment.

Key words: social organization; social assistance; mode mechanism; path selection; outsourcing contract;
voucher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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