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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 

公益项目的有机生长——基于西安慧灵心智障碍者社区化生活服务体系生成过程的研究 

答辩简述： 

   公益组织开展和实施公益项目，当前在行业内位于主导性的工作路径是：面对一个社会问题，

形成一个系统化行动的目标，然后运用逻辑框架法对目标进行拆解并指标化，据此进行项目设计，然

后落地实施。最后，通过影响评估（Impact Evaluation,IE）等循证研究来检验行动是否有效。这被认

为是变革理论（Theory of Change, ToC）的方法论。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类公益项目，在起始阶段并没有经过十分结构化的设计，而是经由不断的

探索，最终成长为一个成熟的体系，并具备了价值产出的能力。他们的逻辑是什么？他们依据什么来

把握自己？基于这份探索，形成一套从运作到评估能够一致起来的方法论体系？上述问题的答案，对

公益项目的设计到评估的理论建构都将会具有启发。 

本研究采用案例分析法。研究对象是慧灵大龄心智障碍者服务中心的成年心智障碍者服务。这

是一家大龄心智障碍者托养中心，以倡导并支持成年心智障碍者实现自主生活为目标。 

研究发现一：西安慧灵心智障碍者社区化服务是一个遵循有机生长方式形成的价值生产体系，

其服务模式生成过程具有以下特点： 



 

  1、有一个理念目标。理念决定了公益项目的运作高度和难度，理念越高，遇到的节点问题越多，解

决起来也具有更高的技术含量要求；2、这是一个由实践中遇到的真实问题引发的探索过程，具有不

确定性，也需要有试错空间；3、在随机探索基础上，总结有效经验，挖掘其背后的原理，并由此形

成自身的项目模式。项目模式是基于节点问题的解决方案而形成的一个有理论支撑的组合；4、如果

理念本身作为一种已经被视为正确的目标，那么只需要证明做到即可。而不必再去证明目标实现对人

会有什么作用。 

 

  研究发现二：有机生长适用于以实现某种理念或价值产出为目标的项目中，特别适用于人的发展这

一类项目，因为人的发展没有天花板，任何一种维度或多个维度的量化都无法穷尽其全貌；有机生长

适用于一个综合性的系统方案的探索，它不是为了检验某个单一动作是否有效而存在，而是围绕一个

系统改善的目标或问题解决；有机生长适用于目前尚未出现有效解决方案的问题领域或者议题地带，

需要全新的探索和尝试，并在此过程中寻找答案。并且项目模式是逐渐成熟的，在其任何一个阶段，

都有部分效果。 

 

  研究发现三：有机生长方式应该前置于循证评估。公益项目需要经过有机生长过程，基于期间遇到

的节点问题，探索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形成解决问题的项目模式，才能构成干预项 X。然后根据项目

模式 X 确定效果 Y 及其成分，并将其中的因果关系和作用机制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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