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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nnovative model, public welfare venture capital is being vigorously promote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local 

governments. Strengthening the quality control of public welfare venture capital projects is a key move to steadily 

promote the socialization of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and public servic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actice of 

public venture capital has constructed a new service ecosystem cover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government, social 

work institutions and third-party evaluation organizations. In this ecosystem, each governance subject has problems 

such as imperfect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insufficient professional ability and single evaluation subject.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ervice quality of public venture capital projects,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main body of the 

service quality control, proposes that the quality control of public venture capital projects should be controlled from 

the three stages of project declaration, implementation and settlement,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PDCA cycle system 

and CIPP mode should be well used to continuously optimize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ublic venture capital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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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公益创投作为一种创新模式正在各地政府的主导下大力推行，加强对公益创投项目的质量控制，是扎实推进服

务型政府和公共服务社会化的关键一招。公益创投实践的发展，建构了一套涵盖政府、社会工作机构、第三方

评估组织等主体参与的新型服务生态系统，在此生态系统中，各治理主体分别存在政策法规不完善、专业能力

不足以及评估主体单一等问题。为有效提升公益创投项目服务质量，本文基于公益创投服务质量控制的主体，

提出公益创投项目质量控制应该从项目申报、实施、结项三阶段进行控制、同时要运用好 PDCA 循环体系和 CIPP

模式，不断优化和提升公益创投项目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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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公益创投一词，最早由美国作家约翰·洛克菲勒

三世于 1969 年提出
[1]
。近几年，公益创投由刚开始

引进的上海己扩展到北京、广州、南京、宁波等多地，

覆盖范围越来越广泛，参与公益创投的主体也越来越

多元化。2014 年 10 月，李克强总理指出各地政府和

社会力量可以通过公益创投等方式，为起步阶段的公

益社会工作机构提供帮助，公益创投由此获得了国家

级公共政策层面的肯定，公益创投的方向也因此明确

化，这引发了公益领域人士的诸多关注。随着公益创

投的参与主体和资金规模的不断增长，公益创投逐步

走向精细化、规范化、制度化
[2]
。作为创新社会治理

在公益慈善领域的积极实践，其质量提升也显得越来

越重要。 

2.影响公益创投项目质量的主体 

公益创投实践的发展，建构了一套涵盖政府、社

会工作机构、第三方评估组织等主体参与的新型服务

生态系统，在此系统中，这些治理主体影响着公益创

投的质量控制。 

2.1.地方政府--出资方 

制度即大家共同遵守的活动规范或行动准则，它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首先，公益

创投的政策制度环境，从全国范围内来看，目前并没

有统一的实施指导意见以及相关政策，主要还是根据

政府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

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3〕

96 号
[3]
；从地方性来看，由地方民政部制定公益创投

的实施办法和意见。2012 年南京市出台关于《南京

市公益创投实施意见（试行）》
[4]
、《上海市民政局

关于进一步规范上海社区公益创投活动的通知》
[5
]

等。结合以上，可以发现我国公益创投的相关法律制

度缺失，没有完整的关于公益创投的制度体系。其次，

缺乏公益创投项目统一质量标准。目前，中国政府关

于公益创投项目质量标准建设方面目前还是一片空

白。2016 年 6 月 17 日，天津市出台了《天津市社会

工作机构公益创投规程》
[6]
，这是由政府、社会工作

机构等多方面的力量编制的全国首部地方性标准，该

规程对公益创投项目的各个流程做了严格的规定，这

也是过程质量控制的一种，通过规范流程，进一步提

升项目服务质量。最后，我国并没有出台公益创投项

目质量控制的相关政策以及制度规定。 

2.2.社会工作机构--承接方 

社会工作机构在公益创投项目质量控制过程中

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尤其在项目申报和项目实施过程

中。在项目申报阶段，项目承办方要严格审核各个社

会工作机构，将项目交由符合条件且具备能力的社会

工作机构来承接。社会工作机构能力包括机构整体的

专业性、项目执行团队能力、项目执行能力、项目管

理能力以及机构内部治理能力等方面。为了更好的促

进公益创投项目的质量，必须从源头开始进行控制，

才能保证其服务质量。作为项目实施方，社会工作机

构要紧贴服务对象的真实需求，实际解决服务对象的

问题。现阶段，公益创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大多为社会

工作机构，而社会工作机构具有非营利性和公益性等

特点，与公益创投项目是非常契合的，因此要充分发

挥好社会工作机构在公益创投项目中的优势，为服务

对象提供优质服务。 

2.3.第三方评估组织--监督方 

第三方评估组织对公益创投项目起着指导方向、

监督过程、评估效果的多重作用。第一、指导方向。

社会工作机构在承接项目之后，政府并没有真正的退

出，也不是完全交由社会工作机构自行运作，而是引

进第三方评估组织，对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专业监督

与指导，避免社会工作机构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偏离

方向。第二、监督过程，对社会工作机构实施项目的

过程监督、财务使用情况监督以及执行团队的监督。

通过第三方评估组织的监督，不仅可以提高公益创投

项目的服务质量，同时也可以提高第三方评估组织的

自身能力建设。第三、评估项目实施效果。通过引进

第三方评估组织，将项目的实施过程、实施效果以及

服务产出做一个综合性的评估并予以反馈，提升服务

质量的同时，也可以给服务对象、社会公众一个交代。 

3.公益创投项目服务存在的问题 

3.1.制度、政策中存在的问题 

从政策制度环境来看，我国目前并没有制定统一

的有关公益创投的实施指导意见以及相关政策，依旧

沿用政府购买服务的相关政策和文件。虽然地方层面

的公益创投开展得如火如荼，但还没有国家层面的相

应政策文件出台，这种现状不利于公益创投的规范发

展
[7]
,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公益创投的有效运行，将

政府购买服务的相关政策与指导意见运用于公益创

投的实践过程中，存在政策错位和一刀切的问题，导

致公益创投项目目标发生错位或者无法达到。具体操

作方法缺乏规范性，服务质量缺乏统一标准，评价指

标体系缺乏统一性等问题日益凸显，这也是导致公益

创投项目质量不高的原因与问题之一。 

3.2.社会工作机构作为项目实施方存在的问
题 

从项目立项看，公益创投项目存在“换汤不换药”

的现象。第一，很多项目存在复制的现象，同质内容

明显。项目理念、项目内容没有创新，项目“雷同”

现象比较明显。第二，操作模式固化。不同类型不同

领域的项目其操作模式都是一致不变的，导致实施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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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操作模式无法得到创新。第三，服务周期短，意

味着要求其在规定的时间完成计划，导致社会工作机

构为了追求服务效率和效果产出，服务质量大大下降。

从项目实施看，项目与机构的使命宗旨的一致性、专

业团队的稳定性，以及与项目落地方的关系融洽性，

都是影响项目质量的重要因素。从项目结项看，评估

主体的单一性和评估结果的及时性也会影响项目质

量的提升。一个项目实施的好坏，主要由服务对象来

衡量和感知，而服务对象进行衡量和感知的途径除了

服务对象自身体验之外，还主要由评估结果的反馈来

感知，第三方评估组织在进行综合评估以后，还需将

评估结果及时反馈给服务对象。 

3.3.第三方评估组织存在的问题 

公益创投项目的评估是集专业性与灵活性一体

的工作，具有一定的挑战性。第三方评估组织评估的

内容不仅包括项目的实施情况，还包括项目管理、组

织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多方面，这进一

步对第三方评估组织的评估人员的专业性有了很大

的要求，不仅需要评估人员掌握有关社会工作专业的

相关知识，还需要掌握有关管理学和会计学的相关知

识。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发现第三方评估组织中的评

估人员能力水平不等，目前大多的第三方评估组织聘

请高校老师作为评估专家，高校专家理论知识扎实，

但对实务、评估环节可能并未熟悉，导致理论与实践

的脱节，评估效果不尽人意，以及专家使用的评估方

法比较固定和单一化。一般情况下，专家通过社会工

作机构制定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评估，但是不同类型

的项目，不一定适用量化的指标体系，有的社会工作

机构制定的指标体系涉及面不是很全面，如果评估者

在评估的过程中，单纯按照制定的评估量化指标对服

务项目进行评估，则过于僵化。 

4.公益创投项目质量控制对策建议 

4.1.营造公益创投项目发展的政策环境 

首先，制定一套完整的关于公益创投项目的专门

政策文件。第一，明确创投项目招投标的系列制度，

将招投标的流程规范化、公开化和专业化。第二，明

确创投项目的实施原则，不能一概而论。第三，制定

完善系统科学的评分指标体系和服务指南，明确提出

关于公益创投项目的质量衡量标准，并出台相应的服

务指南，使公益创投项目可操作化。其次，政府应尽

快建立健全对社会工作机构或项目承接主体的考核

评估机制。制定关于项目承接主体考核评估的实施办

法和奖惩措施，每年评选市级或区级优秀社会工作机

构和公益创投优秀项目活动，激发各项目承接主体的

积极性，同时鼓励做的不好的社会工作机构或者项目

承接主体，并给予能力建设等方面的资助，提升服务

能力。最后，明确政府监管的角色定位。政府要对公

益创投项目的承接主体或申报项目的社会工作机构

的资质、条件、信用进行严格审查，加强对社会工作

机构地监管，社会工作机构有不当的行为，应按严重

程度给予处罚。正确发挥政府的作用和功能，加强政

府在项目质量控制中的作用，从而进一步提高创投项

目的服务质量。 

4.2.掌握公益创投质量控制原理 

掌握三阶段质量控制原理。在项目设计阶段，坚

持以需求和问题导向为主，只有确定服务对象的真实

需求，才能够明确“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进一步

明确项目目标。树立“我有能力做好，我有信心做好”

的意识，同时要有质量控制目标管理的意识。保证项

目评估主体的多元化、调动利益相关者进行评估，并

将评估结果及时地反馈给利益相关者。掌握项目三阶

段质量控制原理，可以更好地预防、解决问题，在在

每个阶段做到质量的提升与优化。运用 PDCA 循环服

务体制。美国质量管理专家休哈特博士首先提出 PDCA

循环服务体制，将质量管理分成阶段进行
[8]
。将流程

图表示如下： 

 

    计划（Plan）     处理（Act）   
制定目标、方案、   项目总结阶段、 

 财务管理        对整个项目的执 

                 进行评估总结 

 

按照项目实施方案      决定项目是否运行 

完成工作计划          检查（Check） 

执行（Do） 

 

 

 

图 1：PDCA 循环体系 

公益创投项目的质量控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

要分阶段进行，从每个阶段，每个任务、每个目标控

制。美国质量管理专家休哈特博士将质量控制主要分

为四个阶段：第一，计划阶段。明确公益创投项目的

目标、制定实施计划和对将会遇到的风险进行预估并

提出解决的对策做相应的计划以及对公益创投项目

的财务管理。第二、执行阶段。执行阶段各个社会工

作服务机构要按照项目方案开展项目活动。第三、检

查阶段。即中期评估阶段，项目是否能够继续执行就

要看其评估结果，如果通过专家的评估即项目可继续

进行，否则相反。第四、处理阶段。即项目总结阶段。

将此次执行项目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或者困难以及有

哪些经验优势进行评估总结。质量控制是一个过程，

需要在不断地改进和完善的过程中对其进行控制，这

和 PDCA 循环体系的运行是相契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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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引导和发展第三方评估组织 

首先，第三方评估组织法律规范和制度体系的健

全。评估程序规范化、评估责任问责机制的建立，可

以有效约束评估组织的评估行为以及将评估结果与

第三方评估组织进行责任挂钩，即谁评估，谁负责，

避免第三方评估组织在评估过程中出现“熟人关系”

的影响，也可避免因评估方个人的情绪问题产生不理

性的评估结果等问题。其次，第三方评估专业队伍的

建设。根据专家所擅长的领域，将各个专家进行分类，

可以分成两部分：一是理论界做有关公益创投研究的

专家，二是做实务经验丰富的实务专家。专业素养的

提高。政府可以出资邀请资深专家为第三方评估组织

提供培训课程。同时，邀请高校专家和实务专家以及

MSW专业社工研究生共同参与，通过头脑风暴的方法，

共同探讨和提高评估的技巧、模式与方法等。最后，

评估模式与方法的创新。在以往的评估过程中，第三

方评估组织采用的模式与方法都比较单一化和固定

化，因此引进新的评估模式也显得非常必要。CIPP

模式由美国著名教育评价专家斯塔弗尔比姆于 20 世

纪六七十年代提出，内容主要包括背景评估、输入评

估、过程评估、结果评估四种评估类型
[9]
。公益创投

项目的主要运作流程分为：项目设计、项目实施和项

目结项三个阶段，是一个连续并持续发展的过程，而

CIPP 模式也主要强调评估的过程性，从背景评估、

输入评估、过程评估和结果评估一系列入手，需要从

公益创投项目的设计、实施和结果几个方面进行控制，

才能不断的提高公益创投项目的质量。从公益创投项

目的流程来看，与 CIPP 模式都是非常契合的。 

5.结论 

公益创投实践在项目制背景下逐渐兴起和发展

起来，随着项目现象的不断兴起，项目化管理也被引

入公共服务当中，在提升项目服务质量中有着举足轻

重的地位。质量控制是一个系统性的过程，需要多个

主体运用专业方法共同致力于服务质量的提升。通过

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探索出影响公益创投项目质量的

主体、公益创投项目存在的问题及提出对策建议，最

后探讨出一套针对公益创投项目质量控制的体系或

者指标，为政府、各个社会工作机构提供一些参考性

的建议，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的服务，进一步提高人

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增进人民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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