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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企业家界定的双重向度及其启示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徐!君

一!引言

43 世纪 83 年代"伴随着福利国家危机的不断深化"社会企业家及社会企业的实

践在欧美国家兴起并获得快速发展"其在创新社会服务机制'改进公共服务供给'缓解

贫富分化'促进社会就业'缓解社会矛盾'推动社会融合等方面发挥出独具特色的作

用"现已引起全球范围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面对双重转轨!社会转型与经济转轨%的

历史重负"在经过 13 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当前中国经济总量!(?B%虽已位居世界第

二位"但与之不相称的是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经济与社会发展相脱节和失衡的问题比

较严重"诸如贫困'失业'社会排斥'贫富差距拉大'犯罪多发'家庭解体'生态破坏'环

境污染等矛盾和问题"都需要以社会创新的思路及综合性的机制予以解决&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鉴于美国社会企业家及其社会创新实践在发达国家具有代表性"本文拟针

对其基本含义及功能机制"侧重从学理上予以分析"以为刚刚起步的我国社会企业家

的成长及其培育及能力建设提供一定的启发&

二!美国社会企业家的%赚取收入&'*+,-./0-123.(向度

回顾美国的相关文献和官方资料可以看出"社会企业!C*K#%Y>$-[),)#M[%'社会企

业家!C*K#%Y>$-)[,)[$[+)%'社会创业!C*K#%Y>$-)[,)[$[+)M"#,%等概念的真正产生时间

是在 .//1 V.//0 年期间& 关于这些术语的争论也很激烈"主要是在美国的基金会跟

大学的商学院之间展开的& .//1 年哈佛商学院成立了#社会企业创新$!C*K#%Y>$-[)O

,)#M[:$#-#%-#][%研究机构" 同年由企业家发起成立的#阿尔法中心$ !AY,"%![$-[)%改

名为#社会企业家阿尔法中心$!AY,"%![$-[)J*)C*K#%Y>$-)[,)[$[+)%"最有影响力地将

社会企业这个术语表达了出来& 与此同时"各种当时已有的非营利组织如#绿色回

声$!>K"*#$Q()[[$%和#阿育王$!AM"*d%%等也开始正式使用 #社会企业家$的这个术

语& 随后一些致力于社会企业家支持的基金会也纷纷成立"如#美国青年服务$组织

!h*+-" C[)]#K[AL[)#K%$%

3.4

& 整个 43 世纪 /3 年代"美国学界和实务界就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家相关概念进行了非常热烈的讨论& 依据迪斯!?[[M\6(6%'安德森!A$Z[)O

M*$ F6F6%'雅克/迪弗尼!\%Kf+[M?[J*+)$ %̀等学者的研究"主要可归纳为#赚取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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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Z :$K*L[%和#社会创新$!C*K#%Y:$$*]%-#*$%这两大向度&

对于社会企业家及社会企业的理解"#赚取收入$ !>%)$[Z :$K*L[%派一直居于主

导地位& 持这类观点的学者通常关注的是非营利组织怎样通过商业化方式赚得收入

来支持其使命的完成& 一些学者从#赚取收入$视角提出了关于社会企业的相关定

义& 非营利研究学者丹尼斯/杨!?[$$#Mh*+$Q%这样定义社会企业(#私人组织透过

市场运作的活动去达成社会的目标&$

344社会企业咨询界的领军人物'社会创业家研

究所!-"[:$M-#-+-[J*)C*K#%Y>$-)[,)[$[+)M%执行理事杰尔/博施!\[))F*MK"[[%给社会

企业的定义是(任何部门的任何组织"运用策略去赚取收入来追求双重底线!经济的

和社会的%或三重底线!经济的'社会的和环境的%"这个组织可以是仅仅通过商业化

方式获得收入"也可以有混合的收入来源"包括慈善捐赠和政府补贴314

& #美德投资$

!@#)-+[@[$-+)[M%这样定义社会企业(#任何为社会目的而做的商业投资"包括减轻减

少社会问题或弥补市场失灵"该投资能够产生社会价值"投资运作过程受财务约束"具

有创新性且属于私部门的商业决策&$

354由美国社会企业实务界人士组成的专业性社

团,,,#社会企业联盟$"将社会企业定义为(#一个组织或一项投资!@[$-+)[%"运用

商业化方式达成其主要的社会的或环境的使命&$

304尽管这个定义涵盖了营利性企

业"但绝大多数#社会企业联盟$的成员都是非营利社会企业的实践者&

在#赚取收入$派的视野里"社会企业家侧重指非营利组织的创始人或领导人"其

目标是解决社会或环境的问题"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部分或全部地通过商业化的手段

获取财政收入& 这里所谓的#商业化$具有多重含义(一是指社会目的的商业投资+二

是指注重市场规则'市场导向的社会创新"注重效率及降低成本的组织结构"比传统非

营利组织更广泛地关注财政底线+三是指特定商业工具的应用"包含策略规划'市场分

析'波士顿咨询团体矩阵等"运用这些分析与管理技术的目的在于如何产生收益或利

润324

& #赚取收入$派的学者后来从更宽泛的视角去理解#社会目的商业$"将那些为

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而进行投资的营利性企业也纳入社会企业的范畴"进而将参与社

会问题解决的企业家也纳入社会企业家的范畴&

三!美国社会企业家的%社会创新&'4215+60--27+852-(向度

在美国"对社会企业家及其功能进行界定和理解的第二个思想派别是#社会创

新$派& 比尔/德雷顿!F#YY?)%̀-*$%是社会创新派的一个开拓性的人物"他在 ./83 年

成立了阿育王!AM"*d%%基金会"其使命是!现在仍然是%找到并支持优秀个体的社会

变革的理念及模式设想374

& 阿育王关注和支持的是非常特别的一群人"他们能够带

来社会各领域的创新"而不仅仅是组织形式的创新& 从社会创新派的视角看"穆罕默

德/尤努斯创始的格莱珉银行,,,一个著名的针对贫穷的孟加拉国农村妇女的小额

贷款机构"可以被看做是最具代表性的社会企业家的一个典型的社会创新& 社会企业

)'!



行千里路 读实践书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师社会实践文集（2012年）

家在这里被定义为变革者"他们在以下的各个领域进行#新组合$(新的服务'新的服

务质量'新的生产方法'新的生产要素'新的组织形式或者新的市场等&

从#社会创新$角度理解社会企业家"社会创业!C*K#%Y>$-)[,)[$[+)M"#,%则是一个

重要概念& 它涉及的是社会企业家及社会企业的行为产出!H+-K*L[M%和社会影响的

问题"而不是一个收入的问题& 在美国"一些学者强调社会创新的系统性及在更广阔

的社会层面上的影响& 各种基金会参与到#风险慈善事业$中"并且接受了社会创业

的核心是社会创新这一观点& 随着案例研究和商学院的学术著作的出版"一些为现时

代的英雄,,,杰出的社会企业家举办的庆祝活动"成为支持#社会创新$学派并使其

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典型工具或途径& 迪斯!\6(6?[[M%在 .//8 年提出了最宽泛的

关于社会企业家的定义"即(#在社会部门里扮演变革推动者的角色"基于一种使命去

创造和维持社会价值"识别并持续地寻找新的机会去服务于使命"参与一个不断创新'

适应与学习的过程"大胆行动而不受手头有限资源的限制"对其服务对象和创新成果

具有高度的责任感&$

384尽管许多社会企业家创新活动的结果是建立了非营利组织"

但是#社会创新$学派往往强调组织边界的模糊性"这一学派认为在私人营利性组织

中也存在社会创业家的创新"在公共部门也同样存在&

美国的基金会行业近几年也在#促销$一种社会企业家的定义(那些用超常规的'

创新的"但不一定是赚取收入的方式大规模地去解决社会问题的人3/4

& 社会创业是

由社会企业家从事的社会创新行动"而社会企业就变成了社会企业家完成他们行为的

工具& 社会创新视角下的社会企业则是指用非常规的创新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的组织"

而不管这个组织是否能挣得收入&

尽管对社会企业家的理解有不同的向度"在更多的情况下"人们还是愿意把赚取

收入'社会创新与社会企业家联系在一起"从历史上来看"这些词汇之间的含义的确是

紧密相连的&

四!启示

面对转型期诸多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及问题"当前的中国积极扶持社会企业家的成

长"着力拓展其社会创新空间"无疑具有相当大的现实紧迫性& 在社会企业家确认'培

育和能力建设方面"美国双重向度的界定对于我国是有启发意义的&

一是对社会企业及社会企业家应当有全面和合理的认知& 企业!>$-[),)#M[%在汉

语里被普遍理解为一个营利性公司"它往往缺乏英语概念里所包含的关于创新'价值

创建'承担风险'追求机会和改变社会等特点& 当人们谈论企业家!>$-)[,)[$[+)%的时

候"通常是指一个商人& 创业能力!>$-)[,)[$[+)M"#,%通常被认为是赢利和赚钱能力"

而不是创新或创造力& 美国对社会企业家双重向度的确认"对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关

于#企业$'#企业家$'#社会企业$'#社会企业家$等系列基本概念的重新合理的认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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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相应的人力资源发展规划"都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二是对社会企业家的赚取收入能力应当予以高度重视& 美国的经验表明"社会企

业家通过商业化手段获取利润可以弥补非营利组织的财政短缺"使之实现经济上的独

立"并进而实现自身的使命和愿景& 可以说"社会企业家赚取收入的能力在其能力构

成中是十分重要的& 近年来"我国非营利组织的数量增长迅速"相互之间的竞争加剧"

资源不足和资金短缺是其发展过程中的突出#瓶颈$"这迫切呼唤具备较强商业营运

能力的社会企业家来担纲第三部门的发展"使非营利组织在资源动员与生成'资源配

置与使用'管理效能及改善等方面都能够实现机制创新"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

三是应当高度重视社会企业家的社会创新与社会改革的功能& 美国社会创业理

念的兴起使各种社会目的的创新活动日新月异"成果卓著"而社会企业家成为新时代

的英雄& 以阿育王基金会!AM"*d%%'施瓦布社会创业基金会! CK"'%P &*+$Z%-#*$ J*)

C*K#%Y>$-)[,)[$[+)M"#,%'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公共领导力中心 !T%)]%)Z e[$$[Z`

CK"**Y1M![$-[)J*)B+PY#KI[%Z[)M"#,%等为代表的支持性组织"进一步帮助了那些最杰

出的社会创业者的事业"这些人又成为主导社会变迁的决定性力量3.34

& 社会企业家

寻找机遇'创造社会价值"并建设#社会资本$"而这些社会资本会则像遗产而不是像

债务一样被继承下来留给后人& 同时"社会企业家的社会创业行动对经济发展也提出

了新的要求"它强调价值创造'创新与社会责任的有机结合"强调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面对转型期各类突出的社会矛盾及问题"我国社会企业家的培养及其社会创新能力的

建设乃是一项紧迫和实实在在的任务& 因此"美国对社会企业家双重向度的界定及能

力建设路线"对于我们是有借鉴和参考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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