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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非营利组织：我国区域文化建设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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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化和区域化并存的今天,区域文化的建设受到多种因素影响。

文章从区域文化建设的人文社会条件出发，根据非营利组织的内涵、特征和类

型，探讨非营利组织与我国区域文化建设的内在联系，总结出非营利组织具有优

化区域文化范式，提升区域文化力和促进区域文化繁荣的三个方面作用，并提出

我国区域文化建设的相应对策。 

[关键词] 非营利组织     区域文化     建设 

  

区域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是自然地理条件、人文社会条件和政治经济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区

域文化形成的过程中，自然地理条件起着重要作用，因为文化的发展是在一定的地域条件和环境感

应之下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因此，文化总是以一定的区域性出现。在古代，我国各区域正是在自然

和地理环境影响下，以不同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生活资源攫取方式为基础形成了形态各异的民族区域

文化。在这里，既有源远流长、绵延不断的中原华夏农业主体区域文化，又有东南百越稻作区域文

化、南方山地民族游耕区域文化及北方和西部民族游牧区域文化，各自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

出了巨大的贡献。⑴  到了现代，我国根据人文社会条件和政治经济条件，结合自然地理条件，积

极进行文化建设，加速区域文化发展，又形成一些典型的区域文化，如以经济特区与经济开发区为

特征的长江三角洲区域文化、珠江三角洲区域文化和以大开发为特征的西南区域文化。如果说，中

国古代民族区域文化在自然地理条件相互交融、汇合中铸就了中华文明，推动着中国古代社会历史

进程。那么，现代的区域文化则在人文地理条件和政治经济条件下，以自然条件为基础，不断建设

先进的区域文化，引领着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在文化区域化迅速发展同时，随着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全球化，文化也不断地在全球层面上交流

与互动，进一步形成文化全球化。特别是随着我国世贸组织承诺的逐步兑现和对国际准则的遵守，

外来文化产品、文化资本、文化产业市场准入也相应地扩大。一方面给我国区域文化带来冲击，增

加了区域文化建设的难度，另一方面也为我国区域文化融入世界文化，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提供

良好的契机。我党牢牢地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江泽在十六大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

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并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



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⑵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我国众多省市提出了建设文化大

省和优秀文化旅游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这对我国区域文化建设提出了新要求，给我国区域文化

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进行区域文化建设，需要充分发挥人文社会条件和政治经济条件中

各行为主体的作用，即需要政府、社会、市场的通力合作，有机结合。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完善、公

民社会的兴起以及“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目标逐步付诸实践，非营利组织在区域文化建设中的

主体地位越来越凸现，因此，从非营利组织对文化建设作用的视角出发，研究我国区域文化建设途

径和走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非营利组织与区域文化建设的关系 

要探讨非营利组织与区域文化建设的关系，有必要对国内外已有的非营利组织相关理论进行梳

理。政府行为和非营利部门研究的国际专家莱斯特?M.塞拉蒙（Lester M.Salamon）教授提出了非营

利领域的五个鉴定特征：组织性??这些机构都有一定的制度和结构；私有性??这些机构都在制度上

与国家相分离；非营利属性??这些机构都不向他们的经营者或“所有者”提供利润；自治性??这些

机构都基本上是独立处理各自的事务；自愿性??这些机构的成员不是法律要求而组成的，这些机构

接受一定的时间和资金的自愿捐献。⑶ 美国学者沃夫（ Wolf）也指出非营利性组织定义中五个方

面的特质：有服务大众的宗旨；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结构；有一个不致令任何人利己营私的管理

制度；本身具有合法免税地位；具有可提供捐助人减（免）税的合法地位。⑷ 

国外的理论对我国学者结合实际界定非营利组织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清华大学NGO研究所邓国胜

认为非营利组织是指那些有服务大众的宗旨，不以营利为目的，组织所得不为任何人牟取私利，组

织自身具有合法免税资格和提供捐助人减免税的合法地位的组织。⑸ 这是对沃夫定义中国化的阐

释。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唐兴霖等人则进一步指出，在我国以下三类组织都可以划作非营利

组织，即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国办事业单位。⑹ 

综观国内外学者对非营利组织的界定，他们着重强调非营利组织的一些共同特征，如在分配上

具有非利润性、在行为上具有志愿性，价值取向上具有公共利益性和法律上具有法定性等特征。虽

然在非营利组织的特征上学术界达成一定共识，但在其边际界定与分类方面却远没有得出一致结

论。他们根据非营利组织的组织目标、成员组成形式、组织服务对象、组织生成模式和组织与政府

的关系等做出了不同的分类。联合国国际标准产业体系（ISIC）将非营利组织分为教育类、医疗和

社会工作类三大类。教育类包括各级各类学校；医疗和社会工作类包括医疗保健、兽医、社会工作

等；其他社区社会和个人服务类包括环境卫生、商会和行业协会、工会、娱乐组织、图书馆、博物

馆及文化机构、运动与休闲等。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郭国庆教授从组织目标把非营利组织分为14

类：（1）社区服务型，（2）助他保健型，（3）助他教育型，（4）自我改造型，（5）沟通传播

型，（6）科研学术型，（7）助他社会福利型，（8）社会底层自助型，（9）环境保护型，（10）

消费者福利型，（11）国际事务型，（12）职业协会型，（13）休闲娱乐型，（14）资金筹集型。

⑺ 

通过对国内外非营利组织相关理论的梳理，不难看出，非营利组织是区域文化建设的人文社会



条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区域文化建设的主导力量。如果说古代区域文化的形成更多地依赖地

理和自然因素，主要表现为一个自然过程，具有自发性，那么，现代区域文化建设则更多地依赖人

文社会条件，主要表现为一个组织过程，具有组织性。因为现代区域文化建设是在区域内各种社会

力量相互作用下进行的。在我国，区域文化的建设离不开政府公共组织的政策引导和宏观调控，更

离不开非营利组织在社会层面上的推动，随着我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和逐步完善，我国区域文化建设

的基本组织架构将成为政府负责决策，非营利组织负责传递和组织，社会成员负责实施。在这种架

构中，非营利组织在内涵、特征和分类上都适应了区域文化建设的组织性。从内涵来看，非营利组

织是法定的正式组织，可以独立地从事区域文化建设；从特征来看，非营利组织的特性与建设社会

主义先进区域文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他们都体现了价值观上的先进性；从类型来看，非营利领域

是区域文化建设的主战场。例如，作为社区服务型的非营利组织，推动了社区文化的发展；作为助

他教育型的非营利组织，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作为沟通传播型的非营利组织，为区域文化建设

提供资信服务，加强文化的传播和流通；作为休闲娱乐型的非营利组织，不断创造各种休闲文化；

作为科研学术型的非营利组织，促进了文化交流与创新；作为资金筹集型的型的非营利组织，为区

域文化建设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可见，非营利组织不仅在内涵与特征上与区域文化建设是一致

的，而且在类型上也与区域文化建设是有机统一的。 

 二、非营利组织在区域文化建设中的促进作用 

1、整合文化结构，优化区域文化范式。文化结构的整合，关键在于崇高的文化使命和多样的文

化承载。提供这些条件，非营利组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优势。首先，非营利组织为区域文化建

设提供一种崇高的使命。戴维?奥斯本在论述组织设计的文化发展战略时指出，文化可以看作是经历

与情感、理智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优化文化范式的改可以有三种途径，即改变习惯（创造新经

历）、撼动心灵（缔结新盟约）和赢得心智（开发新的心智模式），这些途径实施的关键是提供一

种新愿景和使命。⑻ 区域文化建设的过程实际就是人们的新情感、新经历和新思维协调和整合的过

程。当代伦理学在比较研究中已经证实，人类有一些跨文化的普世性基本原则，把“你希望别人怎

样待你，你就怎样去待别人”称为道德“金律”，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称为道德“银律”，

这是跨文化的普世性基本原则中最基本的两条。“金律”是一种自由反强制的观念， “银律”是慈

善和利他的观念。⑼ 非营利组织 “以志愿求公益”明显地属于慈善、博爱、利他之举，这是区域

文化建设中普世性基本原则的集中体现。这些原则与我们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倡的主导价值

观，即在肯定追求和实现个人利益合理性的同时，积极倡导对社会、对他人的奉献，对公共事业的

关心和参与，对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对个人思想修养和精神境界的提升在本上是一致的，因此，非

营利组织从事各种公益活动、特别从事文化建设活动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改变人们的情感、经历

和思维的过程。区域内的人们在参与非营利性组织倡导的各种公益活动中，通过交流与合作不断地

增强公民意识，形成集体主义价值观，为区域文化建设提供一种崇高的使命，引领着区域文化的发

展和变化，推动区域文化的转型和创新。 

其次，非营利组织是区域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承载。文化承载主要是一些与文化发展密切相关



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以及参与组织的社会成员、社会运作机制和规则等。文化传承的方式主要有

会聚交流、系统讲述等方式。古代的会聚交流主要通过部落议事会、宗教祭祀等比较正式的活动和

走亲访友、喝茶纳凉等非正式的活动进行，这种传承方式的功能有限、效果不佳。现代非营利组织

及其网络的发展，不断地推动着区域内的图书馆、报刊杂志、电脑网络等文化传承媒介的发展与开

发，使会聚交流成为文化传承的一种重要方式。一个区域内的各级各类学校、作协、文联、学联和

民间文化艺术团体等非营利组织是区域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承载。特别是各级各类学校是文化传承

的一种系统讲述方式，它从文化、精神、体制、社会、环境诸方面开发人的潜能，为区域的生存和

发展创造各种基本条件，它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是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承

载，区域文化通过这些公共物品得以传承和发展。可见，一个区域内非营利组织数量的增加和功能

的完善，可以使区域内的文化元素不断增加，文化传承手段的状况不断改善，使区域内的人们不断

学习新东西，接纳新信息。这样就推动着文化特质不断丰富、档次不断提高，使区域文化在特质增

加的过程中实现量的积累，在文化重组和转型中实现质的飞跃。 

这样，非营利组织既为区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层面的文化承载，又提供了精神层面的崇高

使命，使物质力和精神力得到有机结合、和谐统一，从而起到了优化文化范式的作用。 

2、推动文化交流，提升区域文化力。非营利组织为跨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适当的空间。区域

文化的发展总是主流文化和亚文化，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交流与互动的动态过程。在这个动态的过

程中非营利组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朱莉?费希特认为的那样，在第三世界，除了地方社区

为基础的民众基层组织和以全国性或区域发展援助为基础的民众基层支持组织外，还有两种类型的

非营利性组织，它们通过水平联系相互联接，即将一个地方社区同另一个地方社区联结起来的基层

组织网络和基层支持组织网络。它们在精英与平民之间构成了合作伙伴关系。⑽ 在我国，不少区域

组建了许多专门性社区文化建设的群众性团体，例如，社区文教协会、社区服务志愿协会、社区卫

生协会等非营利组织。它们构成的网络和伙伴关系为不同社区之间、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互

动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条件，为跨文化的发展和管理提供了一个自由扩张的平台，使文化传承和创新

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非营利组织不仅推动跨文化交流，而且通过基层创新和价值引导，提高了区域内人民群众从事

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和增强了区域凝聚力，从而为区域文化建设整合出一种强大的文化力。文化力是

相对于政治力和经济力而言的，它是一个区域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力的形成需要政府

在行政上对文化建设的引导和规范，更需要非营利组织在社会层面上对文化建设进行整合推动和基

层创新。首先，非营利组织的成员大多数能够深入基层、接近广大群众，从事大众文化活动，例

如，一些非营利组织的自愿者自愿贡献自己的时间、精力、知识、技能、财物以及其他自己可支配

的资源，成为区域文化建设的生力军。这有利于集思广益、发挥集体的智慧，为区域文化的创新提

供一种取之不竭的动力源，推动区域文化发展吐故纳新、推陈出新。其次，非营利组织由于具有分

配上的非利润性、行为上的志愿性和价值取向上的公共利益性，所以，它们有利于增强公民意识、

形成集体主义价值通约。这种意识和价值观为区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强大的内驱力，推动着群



体决策的做出，区域文化认同的形成，区域文明与民主的提升，从而形成一种强大的文化力。 

3、营造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生态，促进区域文化繁荣。文化生态主要是指相互交往的文化群体凭

以从事文化创造、文化传播及其他文化活动的背景和条件。⑾ 它的基本内容是文化和环境的互动。

这里的环境既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等组成的外环境，也包括不同民族、宗教、学派等各种文化

组成的内环境。非营利组织从两个方面作用于文化生态，促进区域文化繁荣。 

一方面，非营利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兴起，为区域文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外环境。区域内各种非

营利组织根据自身的宗旨，从事各种公益活动和自愿活动，使区域内的人们对经济制度、政治制度

的认知取向、情感取向和评价取向不断地发生变化，起到了内化和冲击、改变着区域内的经济制

度、政治制度的作用，扩大区域文化建设的资金来源。例如在各种资金筹集型的非营利组织的推动

下，我国在1997年1月1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征收文化事业建设费，以拓宽文化事业的资金来源。

此后，我国各区域文化类的非营利组织得到迅速发展，例如，2001年广东省就已有各类专业艺术团

体140个，群众艺术馆、文化馆141个，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128个，博物馆、纪念馆134个。⑿ 可

见，非营利组织带动了政府与企业对区域文化建设的重视，不断扩大区域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为

区域文化建设提供宽松的运营环境。 

另一方面，非营利组织也参加不同民族、宗教、学派的文化活动，促使文化活动主体呈现多元

化，文化种类呈现多样化，为文化融突和文化选择创造了有利条件。区域内主流文化和先进文化在

多元、多样的文化兼容互补、共同繁荣中，吸收各种文化优秀、合理的成分，抵制腐朽、落后的内

容，不断淘汰没有生命力的文化因素，保留生命力强盛的文化因素，使文化圈和文化层更加丰富和

完善，弘扬主旋律。这符合文化品质上的优胜劣汰规律和文化内容形式上的兼容互补规律，有利区

域文化建设的内环境改善。 

总之，非营利组织通过自身的活动与努力，使区域文化建设的内外环境向着良性的态势发展，

推动文化生态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从而促进区域文化的全面繁荣。 

三、强化区域内非营利组织的社会文化功能，加速区域文化发展 

如上所述，非营利组织对区域文化建设起到了多方面的促进作用，为了更好地发挥非营利组织

的作用，实现区域文化建设的中国特色和国际接轨。今后，我们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1、加强社会选择，实现区域内非营利组织的合理布局。一个区域内非营利组织的结构和布局是

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认为生成机制是非营利组织的结构和布局形成的主要原因。在我国，

非营利组织的生成机制有政府选择与社会选择两种模式。政府选择是政府部门通过行政手段成立新

的非营利组织，实行直接管理，而社会选择则是政府通过经济杠杆和政策导向来诱导社会成立新的

非营利组织。“从文化特征来看，政府选择适用于单一的文化环境，而社会选择适用于多元的文化

环境。” ⒀ 我国区域文化具有多样性的特征，非营利组织也应多元化，才能有效地促进区域文化

的建设与发展。一个区域内，既要有从事区域文化传承的非营利组织，又要有致力于区域文化创新

的非营利组织；既要有推动区域文化事业发展的非营利组织，又要有促进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非营

利组织；既要有从事本区域文化研究的非营利组织，又要有跨区域文化研究的非营利组织。可见，



加强生成机制的社会选择，能够实现非营利组织合理结构与布局，促进区域文化的建设与发展。 

2、健全政策法规，发挥非营利组织在区域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当前，我国非营利组织管理

体制混乱，法律地位模糊不清，政策导向不够明确。由于没有明确界定非营利组织的法律性质并赋

予其相应的权利和政策支持，导致我国区域内非营利组织功能不全，运转不协调。长期以来，虽然

区域内存在大量的从事文化建设的非营利组织，但其活动受到政策、法律、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

响，导致非营利组织的文化建设的功能弱化，甚至发挥不出作用。只有健全的政策法律环境，才能

培育起独立经营、运转协调的非营利组织群体，产生规模化效应。因此，建立配套齐全、层次分明

的非营利组织政策法规体系，使文化主管部门依法行政，文化生产单位依法经营，文化市场依法管

理，尽快走上法制化、规范化的文化建设轨道。这是发挥非营利组织在区域文化建设中主体作用的

关键所在。 

3、实行“政非分开”， 加强非营利组织在区域文化建设中的独立地位。我国现有的非营利组

织，除了少量由社会成员自发组织起来的，其他大部分都是由政府机构改革或原有国有企业某些职

能部门转化而来的产物。从事区域文化建设的非营利组织也不例外，如各级各类学校、文联、学

联、新闻媒介都带有明显的官班色彩，运作方式上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没有完全按照文化事业的

自身规律运作，而是在行政干预之下进行经营管理，这就极大地遏制了社会文化功能的充分发挥，

因此，必须实行政府与非营利性组织的职能权限分开，明确各自的职责权限，使非营利组织独立自

主地根据自身的宗旨和区域的实际从事活动，让非营利组织成为政府的合作伙伴，而不是附属机

构。这样，非营利组织就可以根据自身的能力、活动范围、宗旨等从事文化活动，促进区域文化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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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No-Profit Organization: New Way of Regional  
Culture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Zeng  Weihe

 
[Abstract] Today, the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keep both of fun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culture 

suffers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factors. From connotation, characterize, type of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 in terms of 

humanities society,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inside relation between non-profit organization and regional culture 

development, and concludes three promoted function:  perfecting the paradigm of regional culture, promoting the 

power of regional culture and promoting the prosperity of regional culture, And brings up the strategy of regional 

culture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Keywords] Non-Profit Organization     Regional Culture    Development 

  

 
 
 
 

附作者简介与联系地址： 

1、  个人简介：曾维和，男，1974年7月14日出生，中山大学政管理研究中心行政管理学系02级

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特区行政管理。 

2、 科研情况：（1）已完成中山大学政管理研究中心陈瑞莲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区

域公共管理比较研究的一个范式：珠江三角洲地区政府公共管理模式研究》中第六章“文化

建设与教育、科技管理”2万多字的写作， 



（2）在《特区经济》发表了 “惠州信息产业的后发动力??数码文化”等论文，在中山大学政管

理研究中心召开的“十六大研讨会”上所提交的 “全面小康与珠江三角洲政府的文化发展战略”一

文，现已编入《中国公共行政管理研究》论文集。 

（3）现正在从事写作的课题有：A、中山大学政管理研究中心孔杰教授主持的教育部十五重点

课题《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我国经济发达地区职业教育发展战略研究??珠江三角洲地区专题》中

第十章“职业准入制度”研究；B、孔杰教授主持的《广东省职业教育发展战略研究》部分内容研究；

C、与孔杰教授合编MPA系列教材中的《区域文化建设与管理》一书，2004年出版。 
3、  联系地址：广州市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行政管理学系02级硕士研究生， 邮政编码：

510275。电话（0）13533751351， 邮箱 mailto:邮箱flytiger209@163.com  如有要事请及时电话

或邮件联系。 

 上一篇 下一篇  

 
 

     

中国社会组织网 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主办 版权所有 电话：(010)58123114  
技术支持：紫光软件系统有限公司 电话：(010)644590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