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19, 8(4), 623-627 
Published Online April 2019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9.84088   

文章引用: 程丹岐. 我国社会企业的发展困境研究[J]. 社会科学前沿, 2019, 8(4): 623-627.  
DOI: 10.12677/ass.2019.84088 

 
 

A Study on the Dilemma of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nterprises in China 

Danqi Che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Shanxi 

 
 
Received: Apr. 3rd, 2019; accepted: Apr. 17th, 2019; published: Apr. 24th, 2019 

 
 

 
Abstract 
The social enterprise is the organization that realizes the social goal through the commercial 
means. After more than ten years of development, China’s social enterprises have become an im-
portant element of social governance, but as it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all kinds of challenges and dif-
ficulties are inevitable. At present, social enterprises in our country have multiple dilemmas 
caused by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enterprises themselves, that is, legal dilemma, concept 
dilemma, identification dilemma, fund dilemma, capacity dilemma and talent dilemma, and get-
ting out of these dilemmas and moving towa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quires the joint efforts 
and cooperative governance of the government, social enterprises and the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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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企业是通过商业手段实现社会目标的组织。我国社会企业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已经成为社会治理

的重要一元，但是由于其仍处于起步阶段，各种挑战和困境不可避免。当前我国社会企业存在由外部环

境和社会企业自身所导致的多重困境，即法律困境、观念困境、认同困境、资金困境、能力困境和人才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9.84088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9.84088
http://www.hanspub.org


程丹岐 
 

 

DOI: 10.12677/ass.2019.84088 624 社会科学前沿 
 

困境，而走出以上困境、走向可持续发展需要政府、社会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共同努力和协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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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政府引导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对社会治理

进行共建共治共享。社会企业作为社会组织的一种新型组织形式，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日益

成为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发展的重要一元。然而由于社会企业具有社会与经济双重目标和底线，同

时我国社会企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各种压力和挑战不可避免，因此迫切需要探索促进我国社会企业发

展的有效机制，使其成为加强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 

2. 社会企业特点和发展历程 

社会企业是通过商业手段即运用商业思维和技能来获得利润，以此来实现减少贫困问题、提供公益

性服务、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等社会使命的组织，有效弥补了非营利组织提供社会服务

能力的不足，改善了私人企业部门在社会责任的“失灵”。由此可见，社会企业具有社会价值和经济价

值双重底线[1]，即追求盈利但不以盈利最大化为目标，旨在追求“义利并举”[2]。其一，从现象上看，

社会企业是非营利组织与私人企业的一种有机结合：一方面，它像传统非营利组织一样致力于实现社会

使命，不以利润最大化而以产出最大化为目标，增强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它像传统私人企业一样通过

企业化的运营方式获取收入，提高供给效率，实现资金上的可持续性，保障社会使命的有效实现。其二，

从本质上看，社会企业区别于传统非营利组织和私人企业：一方面，它不同于传统非营利组织依靠捐赠

和赞助维持组织运营，而是试图通过自我运作来获得生存；另一方面，它也不同于传统私人企业一味追

求利润最大化，而是以创造社会价值为首要目标。一言以蔽之，“社会企业位于市场领域与公益领域之

间的过渡地带”[3]，通过市场运作来达到公益目标的实现，具有公益性和经营性特征。 
社会企业于 20 世纪末在中国引入或出现。我国社会企业一经出现就引起了政府相关部门和学术界的

关注和讨论。2004 年 1 月北京大学教授刘继同在《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第二辑中最早提出或引入社会企

业的概念；2005 年“社会企业”在《人民日报》首次出现；2008 年举办“社会组织与社会创新”研讨会，

不仅征集与社会企业相关的论文和研究报告，还将社会企业作为研讨会的主要议题之一；2010 年“社会

企业”在北京市政府文件中首次出现；2013 年顺德市首创社会企业认证；2015 年社会企业和影响力投资

论坛和社会价值投资论坛在我国首次创办；2015 年中国慈展会首次发布了社会企业的全国性认证制度。

我国社会企业历经十多年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绩。 

3. 当前我国社会企业发展现状及困境 

虽然我国社会企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目前仍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其一，社会企业数量

不足，实际获准审批的数量不到 10%，究其原因在于多数机构“销售或提供服务的收入不足总收入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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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机构每年用于分配的利润超过年度利润总额的 35%两项要求”[4]；其二，大多数社会企业成立时间在

3 年以内，创立时间太短；其三，大多数社会企业规模不足，资金和经验缺乏。这些都说明，虽然我国

社会企业历经十几年的发展，但是由于外部环境和内部发展限制了社会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使社会企业

陷入发展困境，主要在法律层面、观念层面和认同层面存在外部困境；在资金层面、能力层面和人才层

面存在内部困境。 

3.1. 外部困境 

第一，相关法律政策的缺乏导致我国社会企业陷入的法律合法性困境，即存在法律困境。法律、政

策是确保组织合法有效存在和运行的一种形式。我国政府不仅多次表达了对社会企业支持的态度，也积

极关注和支持社会企业的实践活动，但是我国目前尚未颁布有关社会企业的专项政策法规，更没有出台

社会企业法。另外，在既有的社会企业相关政策法规中，“商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社会福利企业、

民办教育机构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5]都对社会企业的规范和发展发挥着作用，但是由于法律形式的迥

异，不同类型的社会企业在税收、所有权等方面都有着不同的标准与规范，使得社会企业之间发展不平

衡，产生不公平感。 
第二，政府和社会公众等对社会企业认识的缺乏造成了我国社会企业社会合法性缺失，即存在观念

困境。近年来，尽管政府、学界对社会企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普及，但是总体上而言，包括主流媒体和

相关群体等在内的整个社会领域对社会企业的认可度、知晓度很低，许多主流媒体报道度低，且社会公

众接受度不高。除此之外，许多从事社会组织、社会服务、公益事业等相关职业的人也对社会企业缺乏

了解。由此可见，社会群体对社会企业认识的缺失与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企业的发展。 
第三，政府、市场和社会对社会企业信任不足对我国社会企业发展产生制约，即存在认同困境。罗

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 1992)提出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本[6]。信任的培养产生了高度认同，因此政

府、市场和社会对社会企业的公益性的质疑导致认同度低，产生信任风险，使得部分社会企业为了避免

丧失公信力不敢也不愿承认自己的身份。其原因一方面或许是人们对社会企业具有认识偏差，对社会企

业缺乏正确认识，容易对自主经营地社会企业产生“逐利”、“牟利”的印象。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市场

经济不规范和不完善导致社会企业难以可持续地践行公益使命，同时个别社会企业违规现象的存在也减

少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信任，使得人们对社会企业公益性产生怀疑。 

3.2. 内部困境 

第一，融资渠道不通畅是导致我国社会企业生存的最大困境，即存在资金困境。杨丹尼(Dennis Young)
等学者提出了社会企业容易出现的三种不稳定情况：其一是由于外部财政压力导致“使命漂移”(Mission 
Drift)；其二是由于经济支持消失导致组织消亡(Organizational Demise)；其三是由于经济在内的多种原因

导致组织转型(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7]。由此可见，融资成为“社会企业成长中面临的最大障碍。” 
[8]其一，我国社会企业大多组织规模较小，能力不足，难以承接政府职能转移，难以获取政府财政支持。

其二，由于认识不多、信任不足，个人、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对其支持力度较小。其三，大多数社会企业

资产较不足，抵抗风险能力比较弱，导致信用风险较大，因此金融机构往往以其不符合贷款条件和资格

为由拒绝向社会企业提供贷款，导致社会企业的资金支持消失。 
第二，社会企业能力不足是抑制我国社会企业发展的内在障碍，即存在能力困境。由于我国社会企

业成长时间较短，且大多是由非营利组织或企业转型而来，无论是商业运作能力还是公益创新能力方面

都有待提高。其中，非营利组织转型而来的社会企业由于长期依赖政府支持、社会捐赠等而缺乏商业运

作的能力；而企业转型而来的社会企业由于具有长期追求产出最大化的惯习而缺乏公益创新的经验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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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因此，能力的不足威胁着社会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人才的缺乏导致我国社会企业发展陷入资源困境，即存在人才困境。人才困境是造成社会企

业发展困境的根本性原因。人才的缺乏，使得社会企业的发展缺乏能动力和创造力，从根本上抑制了社

会企业的发展。其一，由于社会企业引入中国的时间较短，人们对社会企业的认识也过于少，因此，关

于社会企业专业知识的理论和教育稍显落后，难以跟上实践的步伐，导致相关人才的培养相较缺乏；其

二，社会企业具有公益价值，对人才的需求更偏向于公益性服务从而难以提供足够的报酬，很难吸引专

业人员的加入，也导致居于社会企业岗位的大量专职人才和高学历人才的流失率过高。其三，由于社会

企业自身实力不足，无法培养适应现代组织发展的管理人才，因而导致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的缺乏。因

此，许多社会企业以退休人员和业余人员为主，无法满足社会企业发展需要。 

4. 我国社会企业的完善之路 

“社会治理倡导发挥各类主体在社会领域中的分类协同发展与共同治理作用。”[9]因此，我国社会

企业走出各个层次的发展困境也需要政府、社会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协调治理。 

4.1. 走出外部困境 

第一，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政策体系，走出法律困境。社会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政策支持和法律

保障，因此需要政府抓紧制定相关法律政策，从而确定社会企业的法律合法性。“来自政府的支持和保

障主要有三种做法：一是颁布专门立法……二是修改和调整现行法规……三是出台有关社会企业发展的

规划、政策或其他相关规定。”[10]针对我国社会企业，应该对社会企业进行专门立法，同时也可通过修

改现行法规将社会企业纳入现行法律框架内。另外，要对有关社会企业的现行法规进行梳理，调整和修

改不适于或不利于社会企业发展的法规和规章，进而为社会企业营造健康有序的法律环境。 
第二，更新理念，加深对社会企业的认识，走出观念困境。其一，转变政府工作人员的思想和思维，

看到向社会企业购买服务对于服务质量的提高和政府任务的减轻都有积极作用，而不是权力的放手。其

二，通过电子媒体、平面媒体等宣传社会企业的基本知识、表彰成功的社会企业家以及传播成功的经验

模式，从而加强对社会企业的讨论、普及、规范和讨论。其三，发挥社会各界对社会企业的规范作用，

即发挥政府、媒体、行业、社会公众对社会企业的监督与管理，加强社会企业的自律职能，促进其健康

发展，宣扬健康形象，增强正确认识。 
第三，加强规范，增强对社会企业的信任，走出认同困境。首先，对社会企业公益进行严格的标准

和资质认定，确保社会企业没有偏离公益目标。其次，设定科学而精确的指标体系，通过定期对社会企

业进行评估和奖惩，从而促进社会企业不断进行调整，避免违规行为的发生。最后，建立自律、互律、

他律机制和监督制度，通过监督和问责机制不断提升社会企业的社会使命。通过建立健全认定、评估和

监督机制，增强人们对社会企业公益性质的信心和信任。 

4.2. 走出内部困境 

第一，拓宽社会企业的融资渠道，走出资金困境。社会企业发展，尤其是发展初期需要启动资金，

社会企业只有实现资金的可持续性才能正常运营，因此资金获取问题、资金来源渠道等就成了首要考虑

的问题。其一，政府可以采用拨款方式进行直接资助，也可以提供减免税费待遇，还可以加大政府购买

向社会企业购买服务力度。其中，推动各级政府向社会企业购买服务是做好政府支持工作的重中之重。

目前各级政府都在探索购买服务，向社会企业购买服务，不仅能提高政府购买服务的效率，对社会企业

来说既是重要的资金来源，也可以在市场中占据重要的场地。其二，可以通过相关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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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企业或非营利组织等对社会企业的资金支持，特别是加大社会的支持力度。其三，提升社会企业的

能力，增强其资产和信用状况，以获得银行的资金支持。因此，我国社会企业的资金获取渠道可以是财

政投入、个人投资、企业投资、非营利组织投资等。 
第二，加强社会企业能力建设，走出能力困境。对于社会企业自身而言，加强社会企业的能力是促

进社会企业发展的有效手段。首先，政府可以通过向有能力的社会企业购买服务，或可以举办优秀社会

企业的评选活动，以鼓励社会企业不断增强自身能力。其次，社会企业自身不仅需要通过培训、进修等

手段增强现有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思维，也需要通过提升报酬来积极引入专业的优秀的人才，从而从

根本上提升整个社会企业的能力。最后，社会应该积极关注社会企业的发展，对能力突出的社会企业进

行宣传、报道或者捐赠，特别是引导和支持非营利组织或企业转型而来社会企业，以弥补其能力的不足。 
第三，建立多层次人才培育体系，走出人才困境。人力资源是组织最核心的元素，因此社会企业的发

展离不开各种层次人才的支持。一方面，为社会企业建立比较系统和完善的教育培训体系，从各个方面对

人员进行教育培训，从而为社会企业的发展提供适合的有能力的人才资源；另一方面，在报酬或福利方面

加大投入，增强吸引力，不仅可以留住社会企业的专业人才，也能积极招聘优秀的国内外专业人才。 

5. 结语 

社会企业是我国创新社会治理、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一元，是实现 2019 年政府目标的重要力量。因

此，认识并走出外部和内部发展困境对于推动社会企业可持续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对于合理而正当的

发挥出社会企业在社会治理中的应有作用具有显著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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