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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社区动力 助力精准脱贫

—— 招商局集团的农村社区脱贫实践

摘要：在扶贫发展议题上，招商局慈善基金会坚持以“人的改变”为核心，以“社

区发展”为载体，在多年扶贫发展实践基础上，自主创新打造品牌项目，聚焦“增

强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这一目标，探索出一套“以培育社区自组织”、“扶贫主

体多元化”为抓手的扶贫方法论，切实提升了贫困群众的“获得感”和“参与感”，

不断增强乡村治理对脱贫攻坚的良性促进作用，也有效推动了农村发展领域的生

态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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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由中央企业招商局集团（以下简

称“集团”）发起成立。作为一家全国性基金会，不仅是集团定点扶贫和履行企

业社会责任的专业平台和资金枢纽，更是我国乡村发展和行业建设的重要力量，

主动成为联系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捐资个人等的社会资源与农村贫困人口的

重要纽带，为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添

砖加瓦。

在近十年的扶贫实践中，基金会不断探索有效可持续的反贫困机制，形成了

具有招商局特色的典型经验和创新做法。

一、瞄准问题靶心，探索扶贫方法论

在扶贫思路上，基金会着力于“人的发展”，以“社区发展”为载体，基于

在贫困乡村地区的创新实践，探索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三维资本”

立体发展模式。

其中，扶贫成果是否高效和可持续，与社区社会资本存量高度相关。社会资

本高存量有助于增强个体间的互信与合作，能有效构建起贫困群体获取资源和机

会的渠道，提升物质资本及人力资本的产出效益，是决定扶贫有效性和持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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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因素。基于此，“如何提升社会资本存量”、“增强社区自我脱贫能力”，成为

了基金会近年思考和探索的重点内容。

在多年的扶贫实践中，基金会发现社区存在如老年人照护、留守儿童教育、

环境可持续、妇女发展等多种公共问题。而乡村社区因为资源匮乏、社会资本存

量低等问题，造成村民在面对公共事务时难以有效协同合作，缺乏社区自我满足

的能力和机制。

对此，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提出“以提升社区自主发展意识和能力、机制性解

决乡村的公共需求为目标，以‘培育社区自组织’为抓手，广泛引进专业社会

组织，从社区公共事务切入，培养社区村民的公共参与意识和能力，进而增强

社区凝聚力，促进社区社会资本有效积累”的立体式农村发展“组合拳”，并从

2015年开始进行积极尝试和探索。

2015 年，以“招商局·幸福家园”乡村社区支持计划为代表的品牌资助项

目正式推出，面向全国开放申请，用小额资金（每个社区项目不超过 15万元）

撬动多方资源，推广做事方法，为新形势下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扶贫发展提供路径

参考。

“招商局·幸福家园”乡村社区支持计划重点关注乡村社区治理议题，通过

提供公益资金、能力建设、知识生产等支持，培育社区自组织，推动社区多方协

作及资源整合，帮助建立起有效的社区公共需求诉求机制和自我满足机制，激发

村民“造成改变”的脱贫动力，提升能力，推动社区可持续发展。

二、立足行业建设，打造公益价值链

行动路径上，处在公益价值链的上游，基金会不仅是资源的汇聚点和提供方，

还希望有更多的责任和担当：承上启下带动公益合作链条的建立和顺畅运转，做

议题推动、专业研究、人才培养、知识生产的助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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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公益生态链视角下的“幸福家园”）

从上游看，基于共同的资助经验和对社会发展趋势的共同关注，基金会倾向

于以“社会创新”的思路，和行业伙伴交流做事方法、实现知识共享；2018 年

联合五家乡村发展领域的基金会发起“活力乡村——中国乡村发展合作网络”，

以期推动行业发展，更好地激发村庄活力。

（图 2.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主办“农视角，一起瞭未来”论坛）

在公益合作链中游，基金会透过相关资助计划链接农村发展社会组织，充分

发挥社会组织的专业性、灵活性、对社会需求的敏锐性和扎根乡土的定位优势等，

积极推广价值理念和做事方法。特别是在资助路径上，基于对行业和生态的观察

将社会组织进行分类资助，强调专业化分工协作和个性化跟进支持，不仅“选好”，

也要“帮好”。

针对经验丰富的执行类社会组织，基金会开放申请，资助其直接面向农村社

区开展工作，提供专业资源支持，重点关注项目模式的复制和多元化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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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一线社会组织和社区自组织能力不足的现状，基金会积极推动相对成熟

的组织转型成为“枢纽型机构”，通过它们发挥区域枢纽功能，带动和培育成长

中的机构，放大资助效应。截止目前，通过与 “枢纽型机构”合作，已面向西

南和华南区域 50 多个农村社区开展工作，不仅培养了超过 50个社区自组织，还

带动了 30多个一线社会组织的成长和能力提升，它们的成长将惠及更多乡村社

区，推动农村发展工作持续深入，取得更大成效。

以枢纽机构成都蜀光社区发展能力建设中心（以下简称“蜀光”）为例。“幸

福家园”支持其利用在农村社区发展领域已形成的“参与式发展”等知识积累，

瞄准成长中的社会组织能力不足、项目简单化、资源单一等问题，以提升社会组

织参与农村社区发展与治理能力为目标，开展三大版块工作：第一，能力建设培

训。包括“参与式方法和社区调查”、“协助者技能和社区组织”、“社区发展项目

管理与实施”、“参与式评估”等，紧扣农发社会组织工作及成长需求，层层递进。

通过“主题讲解+沙龙讨论+田野实践”等形式，协助社会组织明确角色定位和工

作思路，掌握工作方法，打好社区工作基础。第二，种子基金项目。支持部分社

会组织在乡村社区开展项目，回应社区需求，边干边学边成长，期间蜀光专家团

队提供贴身支持和指导。第三，知识生产。基于“幸福家园”资助经验及蜀光多

年积累，项目总结和开发了一套农村社区发展及社区治理相关培训和操作工具，

供全行业实践者学习借鉴。未来，蜀光项目培养出的 21 家一线社会组织，将凭

借扎实有效的社区工作能力，辐射更多社区，更加有力地开展乡村建设工作。

（图 3.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支持成都蜀光社区发展能力建设中心开展对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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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社区发展机构的能力建设培训）

三、严控管理质量，为成果保驾护航

不仅项目设计要有思路，管理专业化也一直是基金会的自我期许。

在“幸福家园”实施过程中，基金会以项目策划、运营、监督、评估及信息

公开等全流程管理为主线，注重制度流程规范和目标成效并重的原则。一方面不

断建立健全管理规定，落实“申请—初审—尽职调查—终审—确认资助—项目实

施管理—效果评估”这一整套管理流程，确保项目管理严谨规范；一方面也通过

有针对性地强化项目征集、尽职调查、监测评估等环节，关注产出、效果及影响，

特别是借助评估将“产品迭代”的思路运用到资助策略优化过程中，不断探讨更

见实效的项目产出路径，优化工作原则、理念、操作框架等，推动“幸福家园”

项目持续“生长”。

四、深耕行业纵深化，积蓄力量再出发

从 2015年启动至今，“幸福家园”已累计投入资金约 900 万元，资助约 60

家一线农发社会组织，3 家枢纽机构，开展了 70多个社区发展项目，覆盖 20 个

省、市、自治区约 70个村庄，直接受益村民约 5000人，间接受益村民约 15000

人，涵盖老人照护、留守儿童教育、妇女发展、环保、生计、文化、能力建设、

议事协商等多个社区公共议题。

从社区层面看，“幸福家园”用小额资金撬动社会组织、社区村民、村委等

多方资源，不仅有效回应社区公共需求，更为社区培育了有能力、有公心的社区

骨干，有活力、有能力、组织规范的村民自组织，他们将作为社区发展重要的内

生力量，主动发现社区需求并开展可持续的公共服务，大大提升扶贫有效性和持

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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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水源地社区共建共管项目护水队活动合影）

从行业发展层面看，“幸福家园”不仅瞄准农发社会组织能力提升的需求，

整合专业枢纽机构力量，持续支持社会组织学习、实践和相互协作，为行业培养

种子机构；还依托枢纽机构及行业平台，推动更多资源和行动者加入农村社区发

展领域，提升对该领域的认知和实践水平，推动行业生态的改善。

经过近五年探索，“幸福家园”逐步发展出一个横向不断丰富、纵向不断深

化的有系统、可持续的生长格局，在业内形成了一定的品牌影响力。放眼未来，

基金会将继续依托专业平台优势，立足行业高度持续优化资助策略，瞄准问题靶

心精准发力，并将与更多的枢纽机构深化合作，在知识梳理、行业交流倡导等方

面创新探索，助推脱贫攻坚目标按时实现，助力中国乡村建设更上一层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