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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影响下近七成社会企业面临困境
■ 本报记者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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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月 9 日，《2020 年初中国社
会企业生存状况调研报告 》（以
下简称 《报告 》）正式发布 。 《报
告》呈现了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影
响下，中国社会企业面临的实际
困难和迫切需求，并针对短期内
社会企业可以做出的应对策略、
行业平台可以为之提供的服务 ，
以及社会企业急需的政策支持
等进行梳理，为社会企业及其从
业者提供了专业的分析报告和
策略方案。

这是当下国内首份专注社
会企业受疫情影响的调研报告 ，
由电子科技大学慈善与社会企
业研究中心教授带领团队共同
撰写。

超过 65%面临经营困境

《报告》显示，在疫情的冲击
下，大部分社会企业经营受到严
重影响。 34.82%的社会企业勉强
维持，19.64%经营暂停，而 12.5%
的社会企业则面临倒闭危机。 社
会企业经营困境主要来自市场
营销的影响， 其次是人力资源、
生产制造、财务管理和行政保障
等方面。

本次调研收取的数据样本
主要集中在“教育、 培训及就
业”，“医疗、 养老及大健康”和

“环境、能源及可持续发展”三大
领域，其中“教育、培训及就业”
领域的社会企业占比 42.25%，受
大环境影响， 客户流失现象严
重， 目前急需突破传统营销模
式，拓展线上营销渠道。 此外，社
会企业也将面临流动资金、人力
成本、租房成本等挑战，近五成
的社会企业现有资金仅能维持
在三个月以内。

《报告》调研对象由认证社
企（含企业与非营利组织）、非认
证社企（工商注册）和非营利组
织（民政注册）三类机构组成，这
三类机构的受影响程度有所差
异。《报告》显示，在总体超过 65%
的社企认为影响较大的同时，非
认证社企显示出更强的抗压能

力，有 35.85%认为疫情对运营影
响较小， 还有 5.66%认为基本没
有影响。

急需资源支持

《报告》深入调查了社会企
业对政策、行业平台和线上培训
三个方面具体需求，其中“金融
政策支持”、“政府、 大企业资源
对接支持”和“销售管理培训支
持”需求最为强烈。

政策支持需求中，社会企业
对金融政策支持、 援企稳岗政
策、缓缴社会保险费和房租减免
支持四方面需求较高，其中“金
融政策支持”呼声最高，特别是
认证社会企业，对政策支持寄予
了更高的期待， 希望能获得租
金、税费延期减免。

在行业平台提供支持方
面， 超过 78.58%的社会企业最
想获得“政府、 大企业资源对
接”，其次是“媒体采访（线上）、
宣传报道”。

与此同时， 受疫情影响，很
多组织都转为线上办公，在这期
间急需线上课程来掌握时局应
对疫情危机，为疫情结束后的发
展做好准备，近一半的社会企业
在刚需课程中对“疫情之下如何
进行销售管理”需求最高。

《报告》认为，社会企业的发
展不仅有助于扩大社会就业、减
少贫困， 还是改善社会公共服
务、改善社会环境、建设和谐社
会和全面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生
态文明的动力。 建议社会各界加
大对社会企业的支持和帮助，尤
其是获得政策、金融机构、投资
者的支持。

如何化“危”为“机”

活下去成为许多社会企业
家心中的呐喊和行动。

《报告》显示，社会企业一方
面积极开展自救，采取了包括开
源节流、调整产品/服务、开发线
上服务解决方案和启用线上协

同工作解决方案等措施；另一方
面也充分参与到抗疫之中，不仅
为疫情严重的地区捐款、筹集物
资、为公众普及新冠病毒相关知
识， 也充分发挥各自业务优势，
帮助解决疫情期间所显现的“特
别时期社会问题”。

例如，绿之盟妈妈家低价为
社区居民提供生鲜产品和消毒
产品；成都馋爱善食免费为社区
空巢老人和居家隔离人员送餐；
北京绿环智慧生态公司利用科
技创新加强垃圾站点维护和废
弃口罩的收集；佑新公司为重疫
区特殊患者提供低价特效药；益
宝计划为抗疫公益行动者免费
保险保障等。

突如其来的社会危机事件，
虽然带来了危机，同时也提供了
机遇。 面对疫情带来的巨大的、
复杂的、 多面向的社会需求，社
会企业可以抓住机会发挥自身
的优势和能力来解决各种各样
的社会问题。

对此，《报告》 提出四点建
议，首先，社会企业家要积极认
知和面对危机，坚守社会使命，
彰显社会企业家精神；其次，要
学会在“危”中探索并抓住“机”
遇， 针对疫情危机中产生的一
系列社会问题， 及时快速地提
供解决方案；第三，还要发挥好
社会企业的创新性能力， 把握
线下到线上战略转型时机，开
发线上服务解决方案；最后，社
会企业管理者要重视人力资源
管理， 加强内部修炼， 稳定员
工， 妥善管理疫情期间的劳动
关系， 并持续关注员工的身体
和心理健康。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
永光表示：“希望这个调查报告
能准确反映小微社会创新企业
在疫情冲击下面临的实际困难
和切实需求，为国家制定疫情后
支持中小企业恢复发展政策建
言献策。 社会企业在调查活动中
抱团取暖，积极参与，亦会增强
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和迎难而上
的自信心。 ”

2020 年 4 月 15 日， 民政部
社会组织管理局柳拯局长主持
召开疫情防控与社会组织能力
建设交流座谈会。 会议围绕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抓紧补
短板、堵漏洞、强弱项，提高应对
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和水平”的重要指示精神，就社
会组织参与疫情防控遇到的问
题、困难、短板以及对策建议进
行了深入研究座谈。 中华慈善总
会、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中国

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中国康
复医学会、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
交流中心等社会组织负责人，以
及中央党校、 中国劳动关系学
院、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北京市
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的有
关专家学者参加座谈交流。

会议认为，在疫情防控这场
人民战争、阻击战、总体战中，社
会组织迅速行动、 积极响应，从
服务抗疫一线到协助社区防控，
从募集支援款物到动员招募志

愿者，从协助保障民生到推动复
工复产，从投身国内抗疫到参与
国际防控，为疫情防控形势持续
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作
出积极贡献。 但整体来看，社会
组织作用发挥仍不充分，同时也
暴露出一些问题和短板，主要表
现在： 部分社会组织疫情响应不
够迅速，参与力度、广度和深度存
在不足，整体运作模式较为滞后，
专业服务能力欠缺等。此外，疫情
防控“常态化”也对社会组织自身

的生存发展带来重大挑战。
会议指出，深入分析总结社

会组织参与此次疫情防控“大
考”的经验和教训，可为其有效
参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 打下基
础。 针对社会组织参与疫情防控
遇到的问题、困难和短板，会议一
致认为， 应从以下三方面推动解
决：一是微观层面，社会组织应根
据自身功能定位加强相应能力建
设，完善内部治理，增强风险防控

能力；二是中观层面，应建立健全
政府、社会、市场与公众之间相互
协同、彼此配合的协作机制，增进
社会资本、社会信任和社会团结；
三是宏观层面， 应进一步完善社
会组织参与体制机制， 加强相关
政策制度特别是风险管理制度建
设，加大对社会组织社保、税收、
购买服务等方面的支持力度，进
一步优化社会组织生存发展和作
用发挥的政策环境。

（据中国社会组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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