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作为一本严谨的学术专著，其前言也应该是“严肃”的语言，这似乎已是不争

的现实，在第一稿和第二稿的前言中，我都尽可能地使用“专业”术语来叙述本书

的研究内容。可不知为什么，写完后反复试读，却一点都提不起我的兴趣，以至于

整个夏天我都在怀疑自己写作这本书的价值。如果连作者自己都觉得“读之无

味”，又如何勾起其他读者的兴趣？这个问题使我痛苦了很久，不知如何解脱。烦躁

的心情在夏日的高温中更加“升华”与“蒸发”。

秋来了，我“炎热”的心情也在降温，一天晚上，在写作与研究的间歇，我拿起

刚从同事手中借来的，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吴士宏翻译的人物自

传———《穷人的银行家》。书中记载了 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罕默得·

尤努斯的故事。穆罕默德·尤努斯 1940年出生于孟加拉一个有三百万人口的商业

城市———吉大港(Chittagong)，毕业于达卡大学，得到富尔布赖特（Fullbright）奖学

金后赴美，在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学习并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曾任吉大港大学经济系主任，格莱珉银行的创始人。

尤努斯的主要贡献在于他致力于为穷人服务的小额信贷银行，该模式在孟加

拉成功实施，并已在全世界许多国家推广和使用。我完全沉浸在尤努斯的故事当

中，并为其创新的“经济理念”与“公益行为”所感染。当我读完全书，才发现不知不

觉中窗前已露出曙光，新的一天又要开始了。就在此时，我脑中忽然闪现出一个念

头，我之所以一夜未眠，并非只是孟加拉小额信贷的模式吸引了我，而是其中贯穿

了一个鲜活的人物———尤努斯。于是，我终于明白了，困惑了我许久的问题就在于

专著中缺少能够感染读者的鲜活人物。

尽管在调查与研究中发现，宁夏的非营利组织大多才刚刚起步，但书中选择

的三个个案，其影响力早已超出宁夏这一狭窄地域的限制，波及到全国。三个非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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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49年 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宁夏省治域就辖有阿拉善、额济纳二旗。1954年 9
月，宁夏省建制撤销，阿拉善更名巴音浩特蒙古自治州。1958年 10月，宁夏回族自治区
成立。1969年 7月，阿拉善左旗划归宁夏。1979年 7月，阿拉善左旗再次划归内蒙古自
治区。

利组织中每一个领导人物的故事都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这种感染力用管理学的

“术语”来描述，就是“领导力”———非营利组织的领导力。于是，我彻底颠覆了原有

的前言部分，将其中的主要内容改写为现在这个样式，即三位非营利组织领导者

与他们领导下的三个非营利组织所从事的公益事业。也许，这才是本书真正的价

值所在。

第一位非营利组织领导者是王石和他的企业家群体，这位万科公司的董事长

在国内地产界早已是声名显赫，然而作为“SEE生态协会”的第二任会长，他的名

字却并不为许多人所熟知。阿拉善 SEE生态协会，按其性质应归属于从事公益环

保事业的非公募基金会，位于内蒙古阿拉善盟。之所以将其放在宁夏非营利组织

的研究范畴中，有三点考虑：一是 SEE生态协会距宁夏省会城市银川市只有一山

（贺兰山）之隔，且其距银川市只有 2小时的车程。二是阿拉善在当代行政区划的

历史沿革中，曾数次划归宁夏管理①。三是阿拉善 SEE生态协会是一个典型的非

公募基金会，该会由大陆、台湾和香港的近百位企业家组成，首任会长由首创集团

总经理刘晓光担任，第二任会长由万科公司董事长王石担任。阿拉善 SEE生态协

会的缘起源于阿拉善生态保护的问题和背景。阿拉善盟下辖有左旗、右旗和额济

纳旗，全盟面积 27万平方公里，人口 20万。其中左旗位于腾格里沙漠的东北部，

与宁夏平原隔贺兰山相望；右旗位于腾格里沙漠的西南部，接甘肃省酒泉；额济纳

旗位于腾格里沙漠的西北部，与蒙古接壤。其生态环境急遽恶化，荒漠化(含沙漠、

戈壁、梭梭残林区)十分严重，尤其是阿拉善作为近年威胁北京的沙尘暴的发源

地，每年以沙漠面积 1000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中等县城面积）的速度逼近华北，

辐射影响东南沿海地区及日本、韩国的局部。茫茫沙漠中的亲身体验，使王石深深

感到中国西北的严重沙化。正是沙尘暴的严峻挑战，唤起了王石等近百位中国企

业家共同的社会责任感，并将其汇集为一个事业———改善和恢复内蒙古阿拉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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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生态环境，减缓或遏制沙尘暴的发生，并推动中国企业家承担更多的社会责

任。2004年 6月 5日，百位中国企业家在广袤的腾格里沙漠中，成立了以保护地

球生态为实践目标的非营利组织公益机构———阿拉善 SEE生态协会。

王石多次来到阿拉善察看 SEE生态协会从事的公益项目，站在阿拉善茫茫

的荒漠上，王石说，“尽管我知道我所能做的事是有限的，我的行动所促进的变化

是缓慢的，但不能急于求成。从事生态保护，通过逐步转变人的思想和行为，通过

转变相关制度和政策来实现生态的保护，这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需要推动者

有一种韧性。经营企业与管理公益事业不同，经营企业效率是第一位的，在效率面

前不能妥协。公益事业当然也要讲究效率，但同时，公益事业需要相当的妥协、平

衡、共识。公益事业是大家平等参与的共同的事业，不同的意见和看法都有权利公

开表达出来，公共决策要按照协商讨论、投票表决的平等方式进行。这就需要一种

宽容的、寻求妥协与共识的心态，需要将不同意见的平衡纳入一个公平的表决程

序来完成”。

SEE的历史，是王石等企业家认真学习实践环保公益事业的历史。SEE像一

个公益孵化器，参与者的公益精神和公益能力在实践中有了提高。王石等企业家

群体将企业经营的许多方法引入公益事业管理，注重清晰的公益目标定位，注重

公益投入产出的量化，注重建立专业化的管理团队，注重行动的科研基础，注重影

响政策和立法等。可以发现，在王石和他领导的 SEE生态协会中，体现出一种企

业家精神，而这种精神源于企业家的“契约合作”，这种精神的实质则是企业家

的社会责任感，正如 SEE 中所蕴涵的“以社会责任(Society)为己任，以企业家

(Entrepreneur)为主体，以保护地球生态(Ecology)为实践目标的环保公益组织”。

《阿拉善宣言》则真实地记录了王石等企业家群体的责任与梦想：“为什么我

们这些企业家要从五湖四海来到阿拉善沙漠？为什么我们要成立一个‘阿拉善

SEE生态协会’来参与中国治理沙尘暴的事业？因为我们心中有希望和梦想。我们

认识到，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我们的一些对自然不友好的思想方式、

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日渐毁坏与我们唇齿相依的自然环境。我们过去所取

得的那些经济成就中，有不少是建立在巨大的环境成本之上的。空气和水污染、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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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湖泊枯竭、洪灾旱灾频繁发生，森林面积缩小、草场退化、生物多样性锐减、土地

荒漠化、沙尘暴兴起，这些问题影响到百姓生命财产的安全，影响到我们企业经营

的环境，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影响到中华民族的生存根基。自然环境是人类的依

托，如果自然环境被我们彻底破坏了，我们的一切梦想和追求也就失去了依托。在

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的今天，我们不得不问自己一个问题：我能为环境质量改善做

点什么？由于人口众多，资源稀缺，环境容量小，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持续面临环

境资源的压力。经济与生态的双重压力，要求我们企业家自觉地将企业发展和环

境保护共同纳入视野，要求我们积极寻求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统一，要求我们

努力探寻中国新的现代化道路。新的时代新的问题新的责任，要求我们不断超越

自己身上的不足和局限，要求我们培育起新的价值观、新的理想、新的人格、新的

行为规范。基于这样的自觉和共识，我们这些来自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所有

制的企业家们自觉地汇合于阿拉善沙漠，共同签署本宣言。我们大家将各尽所能，

努力使‘阿拉善 SEE生态协会’得到中国社会和世界的认可，使之发展成为中国

治理沙尘暴最重要的环境公益机构。我们愿为本宣言所倡导的愿望和梦想而真诚

努力”。

第二位非营利组织领导者是龙治普和他领导下的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

（简称宁夏 CEPA）。现任宁夏 CEPA主任、宁夏惠民小额信贷服务中心董事长的

龙治普出生于农家，是土生土长的盐池人。1984年，他从宁夏农学院畜牧专业毕

业后回到盐池，被分配到畜牧局良繁场工作，后担任场长兼技术员。90年代，龙治

普在沙漠化最严重的沙边子村担任中科院兰州沙漠研究所沙漠化土地综合整治

研究基地主任。

《新西部》记者采访龙治普时，问过他这样一个问题：“这么多年来从事农村扶

贫与发展工作，你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龙治普是这样回答的：“参与式扶贫，解

决了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谁才是农村发展的主体。”过去，在进行治沙试点

时，龙治普和他的合作者们注重向农民推广一些新技术，虽然也产生了一定的示

范效应，但是总有“墙里开花墙外并不那么香”的疑问。究其根源，在于过去农村发

展项目时往往比较注重专家、学者的主导作用；在总结成效时也往往以完成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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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面积，形成了多大规模，引入了多少投资等指标来衡量。至于目标群体是谁，产

生了多少效益，却往往被忽略了。在这种模式下，经常的做法是由一些专家学者创

造一些新的经验，开发一些项目，然后在农村社区进行实施与推广。可是，专家们

的经验一定是农民需要的吗？学者们的项目就真的能推进农村的发展吗？绝大多

数目标群体没有受益的项目示范效应意义大吗？这是龙治普和他的团队发现的又

一症结。通常情况下，扶贫资源的掌握者，总偏向于将自己的主观意愿强加于扶贫

对象，却忽略了贫困群体的实际需要。这种“自上而下”的扶贫方式往往导致项目

决策失误、在农村社区适应性较差、忽视农民自身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等后果，难以

实现扶贫的目的。

龙治普尝试在扶贫项目开始进行时就让农民参与进来。他首先选择了一个村

庄进行了只有 9户参与的小额信贷项目，为每户提供资金 2000元，由村民自己选

择经营项目。经过几年的跟踪调查，发现这种由外部干预式的扶贫到农民参与的

内源式扶贫，即自下而上的参与式扶贫方式，效果斐然。参与式扶贫的经验有两个

主要的成果，一方面是解决了农村发展主体的问题，另一方面，它的思路孕育了盐

池小额信贷模式的诞生。无论是从扶贫事业的角度来看，还是以非营利组织发展

的立场考虑，成功运作中的盐池小额信贷模式，都彰显了龙治普与其团队所经营

事业的巨大意义———成立了宁夏第一个以扶贫和改造环境为宗旨的非营利组织，

创建了被“中国小额信贷之父”杜晓山誉为中国最成功的小额信贷范本，为盐池地

区的贫困群体提供了改变自身困境的机会。然而，小额信贷模式的意义还不止于

此。现代非营利组织是建立在政府、市场、社会三元分立的社会结构模式之上的，

是公民社会的核心。非营利组织事业的发展需要政府、企业、热衷公益事业人士

的共同支持，其基本思路就是通过向社会和基金会募捐，来维持公益活动。然而，

非营利组织发展的软肋就在于太依赖外界的“输血性”支持，囿于非营利性质的组

织目标而忽略了自身的“造血性”发展。依靠外界资金支持的非营利组织一旦“供

血不足”，就会立刻陷入瘫痪。盐池小额信贷模式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一方面

通过为贫困群体提供贷款使他们增加收入摆脱贫困，另一方面，贷款的利润盈余

为非营利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支持，而不必依赖于外界的援助，为公益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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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社会企业是商业化和慈善事业的综合体，传统的慈善资金、政府拨款资金的

来源减少、不稳定，驱使非营利组织投入企业化开发。社会企业家正摆脱依赖慈善

捐助的方式转向采用私营部门中常见的商业方式。由于龙治普看到了专家们未

曾验证过的可能性，于是成立了国内第一家公益控股的小额信贷公司，以商业化

运作的方式保证了公益性的目的。他将专业和经验应用于改善他的想法上，将孟

加拉的小额信贷模式复制到盐池，不断地进行研究和实验，终于成功地创新为小

额信贷的“盐池模式”。在这之中，他必须面对一张张拒绝的面孔，就这样一路艰辛

地走来，龙治普成为了一名社会企业家。2004年，龙治普获得“中国首届消除贫困

奖”个人奖项———奋斗奖。2007年，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入围“2007年度

Alcan可持续发展奖”，这是中国机构首次获得这一全球性奖项。

第三位非营利组织领导者是被媒体誉为“小巷总理”的孙仙梅和她领导下的

宁夏银川市西夏区朔方路街道正茂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孙仙梅，汉族，女，1950

年出生，原籍内蒙古乌兰察布盟，现任银川市西夏区朔方路街道正茂社区社会组

织联合会会长。地处西北地区的一个小小社区工作，缘何能够引发媒体和政府的

关注，孙仙梅为何能在社区这个小小舞台上演绎出一幕人生大剧，这其中必然离

不开中国社会的变迁和社会管理体制变革的大潮。

现代城市治理模式正在进行新的构建。其中日益发展的社区居民自治———包

括村民自治和城市居民自治则是现代治理模式的奠基石。当然这块奠基石仍处于

打造之中，而转换政府职能、完善居民自治制度则是打造这块基石的铁锤和錾子。

孙仙梅则是这基石的奠基人之一。

孙仙梅在内蒙古一个贫困的村子长大，小时候没读过书，1981年来到正茂社

区工作，1985年被正式推选并当选为正茂社区第三居委会主任。初任正茂社区

居委会主任时，居委会的设施十分简陋，连办公室都没有，几名工作人员只好挤

在一间从小区居民家借来的房子里办公。那时候，孙仙梅多希望能拥有一间属

于自己的办公室啊，但是社区一没钱，二没地，怎么才能建起一个像样的阵地

呢？面对这些困难，孙仙梅没有气馁，而是乐观地跟大家说：“办法总比困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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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召大家一起想办法，自己动手建造家园。没钱，就到辖区的企事业单位去寻求

帮忙；没地，她就多次上门动员居民把煤棚拆了腾出一片空地；没有门窗，又和

驻地部队联系，要来了几套旧门窗。为了省钱，孙仙梅和居委会的成员一起蒸馒

头，带到工地给工人们当午餐。经过几个月的辛苦劳动，正茂社区终于有了两间

属于自己的办公用房。

1996年，老伴退休回家劝孙仙梅不要再奔波了，回来陪他共度晚年。孙仙梅

摇了摇头，握住老伴的手说：“让我再干几年，等我干不动了，我一定回来好好陪着

你。”老伴苦笑着说：“你不是我老伴啊，你是社区人的老伴，你就好好干吧。”近 30

年来，她就像一只旋转不停的陀螺，每天早晨不到 7点出门，有时晚上 12点都回

不了家，有些人误解她是单身，因为从没见过她和老伴一起遛弯，没有见过她去幼

儿园接孙子，也没见过儿女围在身边。这些话说得她心里很难受，她觉得自己真不

是一个贤妻良母，以至于一个电视节目要给她摄像时，孙仙梅一定要两个镜头：一

个是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另一个是她为家人炒菜做饭，为此她把儿子和女儿都叫

回家中。

银川市西夏区正茂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有一本弥足珍贵的影集，它是社区

300多位居民“演艺生涯”的最好见证。笔者在正茂社区了解到，这里的居民从七

八十岁的老人到一两个月的婴儿大都在镇北堡影视城拍摄过的影视剧中“露过脸

儿”。几年来，这些“社区明星”参加拍摄的影片达 50多部，创收近百万元。正茂社

区对面的贺兰山宾馆经常有影视剧剧组入驻，社区联合会会长孙仙梅独辟蹊径，

积极主动与剧组联系，为剧组输送社区下岗失业人员当群众演员，并为剧组提供

后勤服务。每次剧组一到，社区联合会便在门口贴出通知，社区的居民一呼百应，

争先恐后报名参加。通过几年和剧组近距离接触，孙仙梅对这一行已经很熟悉了，

何谓群众演员、特殊演员、替身演员、特型演员，她都能说出个道道来。而且她的悟

性很高，导演把角色要求一说，她就能把合适的人选送到眼前。导演们对这些居民

评价很高：“这里的群众演员虽然不是专业演员，但敬业精神却胜似专业演员。”如

今，正茂社区的群众演员已经在“圈里”小有名气，剧组有需要就能想到这些敬业

的“社区明星”，也因此使得孙仙梅在圈里小有名气，哪个剧组需要临时演员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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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联系她。“到了宁夏不要怕，只要找到孙大妈”，这是《牛郎织女》剧组一位导演

说过的一句话，恰恰证明了孙仙梅的本事。

近六十岁的孙仙梅，在当好“小巷总理”的同时，领导正茂社区大胆探索和尝

试，从“议行合一”的旧体制向“议行分设”的新体制过渡。按照“议行分设”理念，创

新社区组织结构，形成了“两会”（社区居委会和社区组织联合会）的社区管理模

式，即由居民选举产生的社区居委会，作为一个对社区公共事务进行议事、决策、

监督的机构，同时承担政府交办的大量行政性工作；社区组织联合会主要完成群

众需办的社会公共服务，使社区居委会的两种角色、两种责任通过两个组织初步

分化和规范。随后，又相继在社区尝试和参与公共服务购买机制，与宁夏环保局宣

传教育中心就 2009年“酷中国”———全民低碳行动项目（宁夏）签订了购买协议。

与宁夏民政厅签订了社区“居家养老”购买协议，并有效整合社区资源，将社区老

年人协会、志愿者协会、群众艺术团等 15个社会组织联合组成正茂社区社会组织

联合会，逐步形成了以“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娱乐”为宗旨的新型

社区管理模式，使正茂社区组织联合会回到“自治”的法律地位。不断探索建立适

应市场经济体制、具有正茂特色的社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逐步构建管理有序、

服务完善、环境优美、治安良好、生活便利、人际关系和谐的新型社区，使居民享有

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力，培育了社区公民社会。

孙仙梅默默奉献了近 30年，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她先后

被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巾帼建功标兵”、“全国社区优秀妇女思想政治工

作者”、“全国优秀社区工作者”等荣誉称号。2006年被评为第二届感动宁夏十大

人物之一和宁夏首届十大新闻人物之一。2007年当选为中共十七大代表。与此同

时，正茂社区在各项工作中也取得了显著成绩，曾先后被自治区授予人民调解工

作优秀调委会、全区残疾人工作先进居委会、全区就业再就业先进集体、文明社区

等荣誉称号，还获得全国巾帼文明示范岗，全国文明楼栋，全国亿万妇女健身活动

巾帼文明健身队等全国性荣誉。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诚如美国学者萨拉蒙所言，非营利组织

这类团体的增长可能永久地改变国家和公民的关系，它们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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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它们所提供的物质服务。三位非营利组织的领导者，不论职位高低，不论年龄大

小，也不论男女性别，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一种非凡的领导能力。正是通过这种领导

力，他们所领导的三个非营利组织在各自的领域都成为一个杰出的组织，而他们本

人也因为组织的杰出而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有影响力的杰出非营利组织领导者。

最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宁夏非营利组织发展与管理问题研究》，写作的

初衷是力图全面反映宁夏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与管理问题。但在研究与写作的过程

中却发现，宁夏非营利组织的研究处于区域性空白，其研究文献和成果十分有限，

所以本书的研究从总体内容上来说还显得有些稚嫩，同时所获得的国际非营利性

组织在宁夏的发展与实践的相关资料也难以详尽。尽管如此，本书的问世还是有

其积极作用，毕竟这是研究宁夏非营利组织发展与管理问题的第一本较为系统的

著作，书中所分析的三个非营利组织的典型个案，分别代表了宁夏民办非企业单

位、基金会和社会团体发展中存在的典型问题及经验，其代表性不仅仅限于宁夏，

即使在全国非营利组织的研究范畴中也十分典型，对其发展与管理问题的研究，

无疑会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尤其是三位非营利组织的领导人，他们执著于非营

利组织公益事业的精神，给宁夏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与研究带来了无限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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