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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影响力投资：中国破局进行时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社会影响力投资几何？

“影响力投资”一词最早由洛
克菲勒基金会于 2008 年前后提
出。2013年 6月 6日，时任英国首
相卡梅伦在伦敦举行的 G8 社会
影响力投资会议上，发表以《影响
力投资的威力》为题的主题演讲，
指出影响力投资能“解决即便连
政府都感到束手无策的社会棘手
问题”。 美国管理学大师彼得·德
鲁克也曾说：“只有把社会问题的
解决变成有利可图的商机， 社会
问题才最终能够得到解决。 ”

十年间，影响力投资已逐渐
成为全球热词。

影响力投资的本质是运用
资金， 并预期获得财务回报，投
资成功与否取决于是否达成解
决社会问题或需求的既定目标。

若有关投资未能成功实现上述
两个目标，便不能视为成功的影
响力投资。 首先，影响力投资针
对的是在商业上可行的业务。 其
次，影响力投资必须准备为社会
带来影响，即特别设计用于及旨
在解决社会问题或需求方面。 第
三，影响力投资需要对财务和社
会影响力这两方面负责。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董事会
主席、招商银行原行长马蔚华指
出，良好的财务报表与显著的社
会影响力作为影响力投资的两
个主要指标缺一不可。 当前，商
业机构财务报表已经有着一套
严格的披露标准，但社会影响力
的评估标准现阶段还有待开发。

风险与收益间寻找平衡

当前， 用商业手段管理、用

金融手段创新已成为中国公益
创新的最新趋势。 马蔚华认为，
公益组织与商业机构在一定程
度上有着很大的相似度。 第一，
机构运营成本要求最低； 第二，
资金使用效率要求最高； 第三，
接受内外部审计；第四，要求信
息披露公开透明；第五，要求最
大限度筹资。

公益组织与商业机构最大
的不同是“非营利”与“营利”，
公益组织以追求社会效益最大
化为目标， 商业机构以追求利
润最大化为目标， 两者间发展
的内部激励机制不同。 商业机
构发展和内部激励往往依靠自
身营利就能解决， 公益组织则
依靠理想情怀， 可持续发展较
为艰难。

马蔚华认为，优秀的管理者
均是在风险和收益之间寻找平
衡，不能因为投资有风险就不涉
及，应该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控
制回报。 现阶段，有公益组织将
资金全部存入银行同样面临风
险，银行作为企业也存在倒闭的
可能。

马蔚华认为，通过“公益+金
融+科技+人文”的方式是机构获
得可持续发展的好方法，也是解
决社会问题的最佳途径，容易得
到社会影响力投资的青睐。

公益组织如果只追求社会
效益，不追求投资回报，这样的
机构发展将面临较大瓶颈，依靠
情怀驱动机构发展不能持久，科
技手段同等重要，在这方面企业

往往走在了前列。
2014 年 12 月， 由深圳市银

监局批准，国内首家致力于为普
罗大众、 微小企业提供差异化、
有特色、优质便捷金融服务的民
营银行微众银行开业，专注于传
统银行不愿意服务的 80%“低端
客户”。 几年间，微众银行利用互
联网、大数据为“低端客户”提供
服务，截至 2017 年 9 月，贷款客
户为 1000 多万， 贷款发生金额
6000 多亿元。

“传统银行中 80%的收入利
润来源于 20%的优质客户， 普惠
金融就是要关注到传统银行不
愿意服务的 80%‘低端客户’，这
无疑是在解决社会问题，也具有
社会影响力。 ”微众银行副行长
秦辉表示。

秦辉认为， 解决社会问题
对社会影响力投资， 科技是一
个重要的方式，机器人学习、区
块链金融、云服务、大数据都是
解决普惠金融的重要手段。 目
前， 微众银行的普惠金融服务
还在贵州开展起精准扶贫，将
普惠金融服务延伸至最需要的
地方。

除了金融、科技外，人文也
是推动社会影响力投资的一个
重要因素。

“传统公益理念认为， 社会
救助即是公益的全部，这一观念
应该得到改变。 公益需要创新，
需要用商业的方式推动发展。 ”
马蔚华说。

（下转 09 版）

近 20 年间， 科技革命、
金融创新、资本市场、全球化
为世界经济带来新的发展动
能，人类社会财富集聚增长，
上市公司市值频创新高 ，但
社会问题也尤为凸显， 表现
为贫富差距、 社会不公和环
境污染。 据联合国可持续发
展委员会的一项测算显示 ，
解决当前社会问题每年需要
约 3.5 万亿美元， 政府作为
解决社会问题一方重要力量
挑战不小， 公益组织解决社
会问题也面临可持续发展压
力。

当前， 以创新方式解决
社会问题的社会影响力投资
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崛起 ，作
为 全 球 最 大 的 发 展 中 国
家 ———中 国 正积极参 与 其
中。

首届全球公益金融论坛
暨 2017 社会影响力投资峰
会于去年 12 月在深圳福田
举办期间， 深圳国际公益学
院董事会主席、 招商银行原
行长马蔚华指出，“将公益理
念引入商业机构 （企业社会
责任），把商业手段运用到公
益领域，让商业向善、金融向
善， 让投资成为一种向善的
力量。 ”

� � 马蔚华曾表示，从美国推动影响力投资中可看出，充分发挥地域
优势十分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