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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研究

一、社工机构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可持续性是指任何发展中的系统可以长久维持到无限的

将来而不会由于耗尽关键资源而被迫衰弱的一种能力。社会
工作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就是在追求自身生存和持续发展的过
程中，既要考虑服务目标的实现，又要不断提高机构持续获取
资源的能力，持续发展。此外，还应关注受助对象以及整个社
会公益理念的持续发展。

本次调研主要从社会工作机构的三个维度上来考察其可
持续发展能力，分别是目标的战略性、发展的永续性和环境的
适应性，从这三个层面来考察机构的最高战略、行动纲领、快
速反应性和其创新性。

二、社工机构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机构内部生态的可持续
社会工作机构内部生态的可持续，即宣传、服务、合作协

调和自我管理能力的永续性。根据本次调研考察，Q机构内部
生态问题主要可概括为两个方面：

1.战略目标制定模糊
笔者通过访谈发现，机构发起人认为Q机构恪守心理、公

益、青少年、农村几个关键字，向专业化发展。专职工作人员
认为机构是一个改善农村地区学生心理健康的中介桥梁和文
化符号。而大部分社工对Q机构的理解只是心理帮扶。这些
都是很宽泛的概念，缺乏具体的可实施性。

2.内部制度建设不健全
Q机构目前分为三个部分，一是秘书处，承担机构内部的

一切工作；二是理事会，以一年为期，并且不参与机构的运作
管理；三是社工及志愿者，只为农村青少年提供心理帮扶。机
构不注重内部制度的建设，很难把握有利机会。

（二）机构筹资的可持续
机构筹资的可持续是指在保证机构的发展方向、运营目

标的前提下，不仅使机构达到资金成本的最小化,还要确保机
构资金来源的可靠性和灵活性，从而满足机构长期发展的需
要。通过对机构参与式观察与访谈，总结出Q机构的资金现状
主要有以下问题：

1.筹款方式单一，缺乏多重筹资渠道
由于机构不具备公开向公众募集资金的资格，资金匮乏，

因此机构在筹款过程中使用的筹款方式较为单一，开辟的筹
资渠道也较为有限。目前机构主要是应用网页、微信公众平
台以及朋友圈功能进行筹资，因此一旦发生突发情况，或者长
期以来供应资金的方式出了问题，资金收入势必受到巨大的
冲击。

2.资金来源结构不合理
根据下表可看出，目前 Q 机构资金来源个人捐赠约占

82.5%，政府购买约占9.5%，企业捐赠约占8%。从这些数字中
可以发现机构资金来源结构不合理，个人捐赠占据比例过
重。而个人捐赠形式稳定性低，且捐赠能力有限。另外机构
大多数资金提供方明确限定了资金的用途，导致资金使用自
由度小，对机构的发展不利。

2015年10月到2016年10月Q机构捐赠收入分类表
捐款人类型

个人

企业

政府购买

数量

52

5

6

所占比例

82.5%

8%

9.5%

注：本表数据来源于Q机构网站

3.机构筹款方案缺乏专业性
筹款是一项专业化工作，而Q机构由于规模较小，缺乏专

业的筹资人才，也缺少专业筹款方案，而这必定会影响资金的
筹集量，从而影响机构持续运转。

（三）机构项目设计的可持续
机构项目设计的可持续，是指对机构项目设计完成并投

入运作后，不仅产生较好的效果，还具有可复制性。根据对Q
机构目前项目运行的调查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说明其现
存问题：

1.确定目标群体
（1）缺乏主动性。机构确立目标群体的过程是首先机构

需收到求助信，经过检查核实后再开展项目。从这一点上来
看机构没能覆盖具有无意识心理问题人群，不能很好帮扶边
远地区学生。

（2）未能充分利用内生资源。社会工作机构中的专业社
会工作者和志愿者是机构中最需充分利用的内生资源。针对
Q机构的考察发现，由于机构内部对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可提
供的社会服务有定义上的局限，认为其只是被动地提供服务
者，浪费了他们可开发的潜力。

2.服务项目的执行
（1）主题针对性弱。Q机构确立心理帮扶的主题宽泛且不

具体，不利于项目的细化和针对性解决问题。并且在项目课
程开始之前，对求助对象主体的背景、需求了解不够。

（2）过程官僚化倾向。机构的运营结合了政府与市场两
种模式，导致机构有官僚化倾向，从而易使机构出现目标的转
移的状况，阻碍志愿者提供服务的积极性。

3.服务项目的评估
评估是检验服务效果的基本途径；是决定服务未来走向

的重要依据；是合理配置服务资源的基础工作；有利于促进服
务的科学化进程；是缓解机构矛盾的有效途径。而Q机构普遍
存在对项目评估不够重视的问题。

三、解决对策
首先，制定长期战略目标，做好职业化的定位，不能单凭

兴趣运作。将机构定位为农村学生心理问题的实际解决者更
有助于机构的长远发展，使机构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内部制
度建设方面可比照公司制内部治理模式，建立专业社工大会、
理事会和监事会。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要加强机构社会工作
者和志愿者队伍的培育和管理。其次，机构可建立自创收入，
通过向社会提供特色服务，以获得相应的报酬。同时要全力
争取政府支持，积极向政府展示在处理社会问题上的专业性
和高效性。并且拓宽筹资渠道，提高筹款专业性，简化捐款程
序，保证捐款透明度。最后，重视对服务项目的评估，不断提
高机构的工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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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机构自身能力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
——以辽宁省沈阳市Q机构为例

王麓涵 李天琪
（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 辽宁沈阳 110036）

摘要：本文以辽宁省沈阳市Q机构为研究对象，从机构内部生态可持续、机构筹资可持续、项目设计可持续三个方面对机构

进行了深刻剖析，尝试对社会工作机构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和行动上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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