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业知识（如规模化方法、非营利组织运营）

•专业志愿者参与（如ABC）

•行业期刊（如中国非营利评论、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版）

•知识汇总（如益库、
基金会档案馆）

•行业伦理（如《筹款伦理实操指引手册》）

•全国性行业协会（如中慈联）

•地域性行业协会（如浙江省慈善联
合总会、山西省公益事业促进会）

•咨询（如深德、ABC）

•财务（如工蚁坊、恩友） •能力建设（如倍能、映绿、WISPAD）

•信息技术（如灵析、益博云天）

•合规（如复恩、致诚） •人力资源（如墨德瑞特）

•筹款（如筹款人联盟）

•行业统计/行业报告（如慈善蓝皮书、第三部门观察）

•基于细分行业的网络（如基金会发
展论坛、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联盟）

•基于专业的网络（如筹款人联盟、
资助者圆桌论坛、公益慈善学园）

•基于议题的网络（如中国基金会救
灾协调会、中国环境资助者网络、
心盟孤独症网络）

•议题知识（如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反贫困与儿童早
期发展》、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国儿童人口状况》）

•机制性地应对行业性的危机公关

•第三方评估（如真爱梦想委托REAP对项目成效进行评估并披露结果）

•信息披露平台（如官方-全国社会组织信息查询，
官方-全国慈善信息公开网，民间-易善数据）

•评估（如明德）

•全日制本科（如北师大珠海分校、南
工大浦江学院）

•高职专科（如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公益慈善学院）

•证书教育（如深圳国际公益学院EMP）

•本科辅修、暑期班、选修课等

•硕士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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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者层面

增加数量

产生好感

•在线课程（如益修、公益50课）

•高净值人士慈善教育/体验活
动（如深圳国际公益学院GPL）

•短期培训

政
府

•猎头（如善远）

•招聘信息汇总（如发展简报）

•孵化（如NPI、乐仁乐助）

•细分行业组织数据（如奇点教育公益数据库）

•评价评级（如基金会中心网FTI、易善数据的慈善
信用榜、基于企业CSR视角的评级-NGO2.0公益地图）

•机制性地就社会热点事件提供
公益视角的声音，为主流媒体
/有影响力的自媒体提供素材

•行业内媒体（如公益时报、NGOCN、善达网、公益资
本论、公益慈善论坛、公益慈善周刊）

•机制性地为影响高净值人士的
媒体提供素材

•机制性地为官办媒体/主流媒
体的公益板块提供素材

•志愿者信息发布（如中国志愿
服务网、志愿中国）

•排名（如城市公益慈善指数）

企
业

高
净
值

普
通
公
众

增强能力

产生行动意愿 产生行动 持续行动

对表现/影响力进行验证

•有影响力人士表率和号召（如
捐赠誓言Giving Pledge运动）

•为私人银行、家族办公室、资
产管理顾问等提供慈善教育或
支持（如瑞银、舜益）

•更多元的捐赠工具（如信托、
DAF、捐赠圈等）

•更便捷的捐赠工具（如互联网
筹款平台）

•中国普通公众对公益行业认知
情况和影响因素调查

•持续提供善因营销的成功案例

•提供咨询服务（如商道纵横）

•国家级捐赠日（如99公益日）

•政府购买的评估•为政府采购、政府公益创投提
供专业支持

•行业内组织的公益体验活动
（如一个鸡蛋的暴走、善行者）

传播沟通，展示公信力
和成效，以增加好感

帮助资源方择优，通过
资源引导实现优胜劣汰

•自律机制

•机制性地为各类媒体提供素材

提升效益提升效率

学历/证书教育信息/渠道 在职发展

知识生产与传播

理论研究，证明行业
正当性

行业协会与网络 政策法律研究与倡导 理论研究

•建立中国公益理论•持续性地监测政策法律变化，
组织收集各方意见

中国公益行业基础设施图谱（意见征集稿）

为了支持公益行业可持续发展，更好地实现其社会价值，南都公益基金会、敦和基金会、资助者圆桌论坛（CDR）共
同发起中国公益行业基础设施图谱研究项目。我们以公益行业价值链为起点，以促进公益行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基于
基础设施属性的特点，梳理出各个环节所需的基础设施举措示例。图谱仍在绘制过程中，尚有很多不完善之处，如您有
任何建议或补充，欢迎联系张帆（zhangfan@cdr4impact.org）。

• 公益行业价值链，指资源经由能力转化为表现/社会影响力，使得受益人受益，实现公共利益。

• 公益行业可持续发展，指资源流向有能力的组织，产生好的表现和社会影响力，进而持续吸引更多资源参与，即形成
价值链的正循环。

•形成代表，参与政府采购相关
政策法律的制定和完善

•数据信息平台，可查询公益组
织、公益项目、企业同行公益
行为（如易善数据）

•形成代表，与其他相关方沟通
合作，让公益慈善尽可能多地
在各种生活场景露出

•支持公益组织有意识、有能力
提供捐赠服务

•持续提供专业服务（如企业公
益负责人联盟）

作为代表，与其他相关方沟通合作 提供专业支持

•培育和支持社区基金会、公募
基金会、各级慈善会等

•形成代表，与其他相关方沟通
合作，设计合适的捐赠场景
（如节庆、赛事、消费等）

•为由私人银行、资产管理公司
等主办的财富传承相关高峰论
坛提供专业支持

•榜单（如福布斯全球/中国慈
善榜）

•为企业公益活动/工作场景捐
赠提供专业支持

•青少年慈善教育

•支持公益组织有意识、有能力
提供捐赠服务

•持续提供专业支持（如高净值
人士慈善俱乐部、资产管理顾
问协会、捐赠圈联盟、小型基
金会联盟等）

•形成代表，与其他相关方沟通
合作，在不同行业的行业性会
议上植入公益慈善元素

•专业服务，提供整套慈善解决
方案或托管服务

资源环基础设施
的主要作用

机制性地传播沟通

知识生产（尤其是基础调研、成功案例等）

•提升社区基金会、公募基金会、
各级慈善会等的捐赠服务能力

•持续识别出关键痛点，形成代
表，与其他相关方沟通合作，
降低门槛，减少障碍等

•形成代表，参与相关政策法律
的制定和完善

•为善因营销、CSR等相关奖项
提供专业服务

•中国高净值人士慈善需求、影
响因素、对公益行业认知调查

•不同类型企业的慈善需求、影
响因素、对公益行业认知调查

•形成代表，参与相关政策法律
的制定和完善

参与政策法律制定 数据信息平台

表现环基础设施
的主要作用

•传播（如益美传媒、Cm公益传播、颗粒）

组织层面

能力环基础设施的主要作用

行业层面

知识生产与传播

作为代表，与其他相
关方沟通合作

参与政策法律制定

交流合作

价值链要素

价值链要素拆分类别

基础设施的作用

基础设施举措示例（中国已有）

基础设施举措示例（中国未有）

• 在这一循环中有很多尚未满足的需求，其中有些更具有行业基础设施属性：
• 可能是每家机构自己做不划算，或大多数人都受益，但投入成本太高，因
而没人愿意做

• 可能是单家机构想做也做不了，需要形成代表或集体行动
• 可能是其他活动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
• 可能是一种结构，在其上可以生发很多可能性，等等……

• 基础设施举措，指更强调具体做了什么事情，而不侧重于用什么形态实现。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图中举措只是举例，并非穷尽的清单。

•治理及理事会建设

•形成代表，参与政策法律的
制定

•机制性地对政策法律的实施
效果进行追踪研究和评估，
为政策法律的完善提供证据

•基于专业/岗位的交流网络

•志愿服务需求信息平台

•各类专业志愿者对接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