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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大幅削减以往对社会服务组织的支持，使得社会服务组织和项目的管

理者对商务化模式的需求不断增加。尽管慈善捐助呈小幅上升趋势，但是

慈善机构和社会服务组织对于经费的竞争仍然激烈。  

 很显然，对于社会服务组织的管理者而言， 企业化导向可以帮助他们更

切实的执行任务，如果应用得当，还可以促进社会公正，使服务收益人群

平等享受服务。 

 为了更好的维持高品质的服务，社会服务管理者们必须更注重将他们的服

务项目当做社会商业来看待。 

 商业计划书作为一个工具，可以帮助公共服务管理者向潜在的资助者展示

其机构可持续发展的项目管理能力。 

 除此之外，商业计划书还可以作为管理者开发新项目的路线图，并且可以

通过里程碑来监测项目成功与否。 

 



 

 

社会企业和企业社会服务管理背

 社会企业（或社会企业精神）是企业家用于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实践载

体。社会企业通过结合企业管理技巧和社会部门才能，使企业得到可持续

的财政方面和社会效益的双重回报。 

 日益激烈的经费竞争以及相关部门的财政紧缩是造成传统创收模式到企业

创收模式转变的重要原因。 

 企业创收模式在营利部门中作为一个积极主动的进程，经费往往会随之而

来。然而，对于非营利组织或非政府社会服务组织而言，当传统创收的资

金枯竭时，企业活动被用作寻找其他收入来源的一个解决方案。  

 整个投资行业，特别是风险资本投资，都是围绕着创业型公司的成功（有

时失败）运转的，例如苹果、微软，还有一些大型制药公司。风险资本投

资者会寻找具有高水准财务表现的公司，这些公司有着优秀的管理团队，

无限的创业前景，并且具有商业发展和壮大可能性。所有这些特征将会为

管理团队和外在的风险资金投资者带来更多的收益。 

 事实上，某些社会服务组

织已经开始以参加企业活

动的方式来应对当前的经

济状况。因此，营销计

划，产出里程碑，营利策

略这些便和在营利企业中

一样，成为这些社会服务

组织日常业务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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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计划书组成部分 

执行摘要 

执行摘要给一个特定社会项目概念的最初销售理念提供了平台。这部分内容

长度不应超过两页。通常这部分是投资者唯一会仔细阅读的部分。如果摘要

中的内容引发了他们的兴趣，他们才有可能继续看下去。摘要包括以下几点

要素： 

 基本项目理念 

 市场规模与机遇 

 核心竞争力 

 营利和发挥影响力的总体规划 

 管理人员履历简述  

企业或项目理念  

在整个市场范围内来理解项目理念是十分重要的，必须对社会服务项目所在

的行业、相关服务的历史背景、服务项目的成功与否及其原因有一个正确的

掌握和理解。该部分篇幅约为二到四页，应包括以下内容：  

 服务或产品描述 

 行业概述 

 组织规模概述 

 项目服务或产品历史 

 市场机遇概述 

 里程碑阐述：描述投

资取得收益和社会影响

力的具体方法以及时间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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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分析（需求评估）  
在此节中，着重于研究顾客需求以及其愿意为此支付的费用。通常而言，该

部分是基于问卷调查和从预期市场收集来的主要数据。此节展开内容如下： 

 市场需求描述 

 客户对象群 

 市场占有率 、大小以及走向 

 顾客支付意愿（或投资者出资意愿）  

 增值，客户利益，问题解决  

 市场竞争分析、竞争优势阐述  

营销计划  

 在此节中，商业计划书应有效地说明项目理念如何与市场联系起来并且满足

市场的需求。为简单起见， 一份简练的营销计划应用两到三页篇幅讨论以

下两个理论框架：  

市场细分‐目标市场‐市场定位 

 市场细分 ——有哪些不同的市场类别？  

 目标市场 ——目标类别是哪类？  

 市场定位 ——为什么这是最好的方案？ 

营销理论 

 产品（或服务）——进入市场的是什么产品？  

 价格 ——产品（或服务）的价格是多少？  

 渠道 ——哪里可以提供产品（或服务）？  

 促销 ——顾客如何了解该产品（或服务）？  

营运计划  

此节讨论实际项目的营运机制是什么？具体如何运作？组织如何执行这个项目？ 要回

答这些问题，可以用两到三页的篇幅展开如下：  

 描述经营项目如何运作  

 操作周期（时间轴和日程表）  

 后勤 （地点，产品的运送及服务，生产流程等等）  

 为吸引专业人才的人力资源战略和规划  

 必要的监管和法律问题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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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计划 
财务计划应该是整个商业计划书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财务计划计划部分应

该包括财务预算电子表格以及对表格中数字的陈述解释，同时还应解释如何

得到的这些数据。对于初期财务计划，该部分用两到三页的长度来描述以下

重要内容： 

 启动所需资金以及使用计划 

 新的企业/项目的5年总结预测 

 损益表、现金流量表、资产负债表  

 

图表 1.  5年总结预测表格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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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团队 
对于投资者来说，重要的是要明白管理团队不仅仅是创业和创新的，而且

有管理投资的能力。因此，商业计划书应包括所有的主要人员，包括董事

会和高层管理团队的整体构架。下面列出应该包括哪些内容，此部分不应

超过5页的篇幅： 

 核心人员履历  

 董事会名单/ 履历  

 管理人员以及核心人员薪酬 

 组织结构图 

附录 
以下条目有可能作为重要内容出现在附录中： 

 参考文献/书目 

 核心人员个人简历  

 媒体文章  

 产品规格  

 地理空间地图 

 其他图表和表格 

在线参考资源 

Ashoka – 支持和促进社会企业工作的全球性组织：  http://www.ashoka.org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型刊物 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 刊登关于社会部门中企业家

精神尖端文章的刊物： http://www.ssireview.org 

社会企业联盟 Social Enterprise Alliance – 以美国为总部的会员和联网组织： 

新泽西社会创新协会 NJ Social Innovation Institute – 由罗格斯商学院纽瓦克和新布朗士维克校

区共同主办的培训课程和研讨会：  http://www.njsesummi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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