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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制度逻辑与非营利组织的运行
*

一个新刹度主义视甭的解释

邓 锁
(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 北京

,

100 87 1 )

〔摘要」本文借鉴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视角
,

讨论了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制度环境特性及其对组织运行的影响

论文认为中国的非营利组织的制度环境常常是两种具有矛盾性的制度逻辑并存
,

即币场管理逻辑和社会服

务逻辑同时发挥作用
,

它们同时构成了非营利组 织运行的合法性约束
,

并进而导致非营利组 织的结构运行

和服务提供上的偏离
。

论文最后指出应该进一步理顺福利体制改革的方向
,

加强非营利组织的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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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非营利组织在中国的发展目前引起许多研究者的关

注
。

两方福利国家从 70 年代以后开始的福利多元化转向在

中国的社会发展中得到了回应
,

政府逐渐从以往的资源总

供给和分配的角色中退出
,

更广泛的社会民间组织在福利

服务发送中的作用日益突现出来
。

然而
,

伴随政府角色的逐

渐退出以及市场化的改革过程
,

非营利组织的盈利化倾向
、

能力不足等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
厂̀ 舒

。

许多组织如 些

公立医院
、

福利院等拥有非营利的外形
,

实际的运行方式及

目标却与营利部门趋同
。

非营利组织普遍存在定位不清
、

福

利服务发送与大众需求衔接不当等问题
,

组织的实际运行

和社会期待之间产生 了较大的距离
。

在社会转型期
,

讨论非营利组织的成长和运行不可以

脱离组织的制度环境特性
。

由于社会体制的历史依赖和转

型的并存
,

对 于特定的组织来说
,

可能会形成多元的
、

矛盾

性的制度环境约束
,

非营利组织在自身能力建构和组织运

作 上的偏离与矛盾性的制度约束有密切联系
。

不过
,

笔者发

现
,

既有的研究虽然有意识地强调了制度因素的作用
,

但多

数讨论只是把制度当作组织行动的模糊背景
,

而对制度本

身的特性
、

内部逻辑构成以及 与特定组织之间的关系机制

等仍言之不详
。

组织研究的新制度主义指出
,

制度木身可能

就是独立的因素
,

组织在运行过程中会受到外部环境广为

接受的 ( t ak
e ~

f or
一 g ar

n t e d ) 文化
、

价值信仰和观念的影

响
,

合法性机制对组织的生存起到关键的作用
。

通过讨论制

度环境中的逻辑
、

一

合法性等问题
,

新制度主义提供给我们考

察非营利组织运行的
、

个有意义的解释框架
。

木文即尝试

结合新制度主义的相关理论和概念
,

考察双重制度约束对

中国非营利组织的结构运行以及服务提供所产生的影晌
。

二
、

新制度主义及新近发展
:
制度逻辑的多元性与组

织运行

制度
一

直以来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概念和重要土

题
。

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
,

组织研究领域兴起所谓的
“

新制度主义
”

学派
。

组织研究领域的
“

新制度主义
”

与帕

森斯时代的制度观念 (或称
“
旧制度主义

”
) 相区分

,

迪马

坞和鲍威尔认为
,

组织社会学研究从旧制度主义到新制度

胜义的演变是由社会科学的认知取向转变所导致的
一

2 0

世纪 60 年代以来
,

社会科学对人类行为和动机的理解开始

了
,

次认识论的转向
。

心理学和语言学的认知革命对社会

学的理论和方法产生 了较为直接的影响
,

社会学对行动和

制度的理解从帕森斯的系统整合思想转变为基于常人方法

学和认知心理学的实践行动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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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杰和卢克曼的社会建构思想对新制度主义的产生

有较大的影响
。

他们认为
,

制度化没有一个先验的功能或逻

辑整合
,

而存在于行动者的认知
、

反思之上
,

制度化是一个

通过互动进而在认知过程中建构得以客观化的过程 4[] `”
79)

。

由此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也区分于制度经济学的观念
,

它

抛弃了后者的理性行动者模式
,

不把其看作是个体属性与

动机的积 累或直接结果
,

而将制度视为独立的变量
,

并转向

对制度的认知和文化解释
。

梅耶和罗万在 1 9 7 7 年的论文中

把认知的制度因素带入到组织分析中
,

他们指出
,

通过认知

和共享实在而形成的制度具有
“
外在性和客观性

” ,

它会通

过合法性机制对组织结构进行约束 ( Me y e r an d oR w
an

,

19 7 7 )
。

这篇文章为随后的大量讨论奠定了一个基点
,

就是

说我们必须从组织和环境的关系上来认识组织
,

必须从合

法性机制 h来看待组织和环境的趋同或
“
同构

”

现象
。 ,

迪马

坞和鲍威尔则从组织与环境关系的三种具体机制入手来讨

论组织趋同性问题
,

包括强制性机制
、

模仿性机制和社会规

范机制
: 5

一 。

托伯特等通过对公务员制度的采纳阶段的研究
,

着眼于制度化型塑组织形式的过程
,

他们认为
,

在早期的制

度扩散中
,

技术性或效率机制起到主导性作用
,

而在后期则

牛要是合法性机制的动力 6[]
。

新制度主义的这种观点还被

应用到学校
、

医院
、

艺术博物馆等诸多的非营利组织的经验

研究中
。

新制度主义对制度性的强调区别于传统组织经济

学或管理学解释
,

体现了社会学的杰出贡献
。

关于旧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的区分
,

迪马鸡和鲍威

尔指出
,

它们既有共同之处也有各自的关注差异
。

首先
,

两

者都怀疑制度的理性行动者模式
;

都强调组织与环境之间

的关系
;
试图揭示与组织规章不一致的现实以及都强调文

化在型塑组织事实中的作用
。

其次
,

两者也有诸多差异
:

新

制度主义着重于分析组织与外在环境之间的合法性
、

稳定

性 以及权力关系
,

而非组织内群体的冲突政治
:
它强调文化

的作用
,

而非功能性问题
:
它强调合法性认知的过程而非内

化或者社会化的过程 5j[
。

不过
,

笔者认为
,

新制度主义学者的这种区分在一定

程度
_ _

L也限制了它的解释空间和范围
。

事实上
,

一些学者对

制度主义的新旧区分抱持怀疑态度
。

早期的新制度主义学

者偏向于从制度对组织和行动者的约束来解释组织形式
,

对行动者的能动性强调得不够
。

同时
,

早期的新制度主义者

将制度环境看作是同 一的
,

通过共享的实在和广为接受性

( 飞a
ke

n 一
士b r 一

gr an
t e

d
n e s s ) 起作用

,

但却忽略了制度的多

样性和差异性
,

也没有考虑到制度的具体内容和实际运作
。

事实上
,

梅耶和罗万早就已经指出过
,

组织嵌入在不 一致行

动要求所构成的多元制度环境中
,

这些多元的制度构成 皆

符合理性化的神话
,

因此组织倾向于吸收这些不相容的结

构要素
、

实践和程序来获得合法性和稳定性 7[]
。

弗里德兰

( Fir e d l a n d ) 和阿弗德 ( Al f or d) 则指出
,

正是制度秩序的

具 体内容塑造了组织趋同或者从既定的模式中偏离的机

制 他们提出了制度的多元逻辑特点
,

认为
“

在当代西方社

会
,

每一个重要的制度都有一个中心的逻辑
,

包括一系列的

物质实践
、

社会关系和符号构成
”
阁 `” 24 仍

。

这种多元的制度

逻辑可能是互补也可能是矛盾的
。

个体会利用不同的制度

逻辑来满足 自己的目的
,

有时符号和规则被内化并提供趋

同性
,

而有时它们又成为个体
、

群体和组织利用作为变迁的

资源
。

古和道格拉斯也认为
,

行动者的能动性不能和对制度

的分化和冲突理解分开
。

制度变迁常常并非一种制度逻辑

替代另一种制度逻辑
,

而呈现出制度逻辑的矛盾或冲突性

特点图
。

在这一点上
,

制度逻辑的矛盾或者不
一

致是常态
,

它与多元性的社会构成有关
。

对制度逻辑和行动选择的强调使新制度主义获得更

广泛的解释空间
。

在真实的组织世界中
,

制度环境和组织行

动者常常是是相互作用的
,

制度引导着组织的注意力
,

同时

组织也运用各种策略来应对环境的要求
。

它既与组织自身

的特征有关系
,

也与环境的特征有关系
。

非营利组织在中国

社会转型期的发展提供给我们考察制度逻辑与组织行动关

系的很好案例
,

转型带来了多元制度逻辑的并存
,

呈现出复

杂的
、

乃至相互矛盾与冲突性的组织环境
,

它们构成了组织

行动选择的前提
。

三
、

体制改革与双重 制度逻辑的形成

中国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引致社会经济

领域的极大变迁
,

总体性社会中以行政性指令为主的社会

资源配置方式被改变
,

自上而下的制度学习和变迁引入 了

新的规则和观念
,

包括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等
。

但是
,

由于

诺斯所指出的制度的路径依赖或历史依赖特点
,

旧的制度

机制在改革的过程中还会继续存在
,

而新的具有主导性的

制度逻辑还没有形成广泛的社会约束力
,

因此
,

多元性或者

冲突性的制度环境成为社会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突出特点
。

根据新制度主义的理解
,

制度环境可以被操作化为组织领

域中一系列的规则和意义构成
,

或者说是制度逻辑
,

它构成

一个领域组织原则的物质实践和符号构成
,

组织和个体则

在持续性的行动中使其具体化
。

在社会福利领域
,

随着政府

角色的逐渐退出以及相应的体制变迁
,

有两种制度逻辑 日

益明显地浮现出来并构成非营利组织行为的矛盾性约束
,

本文称之为社会服务逻辑和市场管理逻辑
。

社会服务逻辑是指非营利性组织在面临政府以及日益

扩展的国际性专业环境所体现出来的相应的服务要求和专业

规范
。

它包括两个方面
,

一是非营利组织的公益性要求
:
二是

符合专业服务期待的技术与伦理规范
。

在合法性特征上
,

社会

服 务逻 辑 体现 为 程序 或 规 范 的合 法 性 ( p or ce d盯沮

1e ig t i mac y )
,

指社会所认可的技术
、

程序或规范的有效性 L, (,
。

对于非营利组织的公益性
,

在中国社会转型条件下还体现在

政府的公共服务角色
。

中国的非营利组织活动还较强地体现

了政府的行政目标
,

多数非营利组织是自上而下地通过政府

部门或其附属机构建立起来的
,

或称公办非营利组织
。

政府希

望通过这些组织动员社会资源
,

实现其提供公共物品的社会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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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

比如残疾人事业
、

妇女儿童事业以及医疗事业等等
。

公

共服务的角色要求非营利组织服务提供的可及性和公平性
,

要求通过非营利组织所提供的福利服务应该为大多数成员平

等享有
。

社会服务的逻辑还体现在作为非营利组织社会服务

提供的技术和伦理规范上
。

随着政府办企业
、

办市场
、

办社会

状况的改变
,

包括市场和专业机制都获得了一定的自治性
,

专

业环境对非营利组织的约束力逐渐增强
。

学者们在讨论非营

利组织或者第三部门在中国的兴起时
,

强调的比较多的是经

济的或政治的力量
,

前者体现为资源动员能力
;
后者体现为对

国家能力建构的补充或者公民社会的权力平衡
。

而笔者认为
,

非营利组织的兴起还从社会福利服务的发送层面代表了一种

专业化的力量
,

非营利的服务性组织往往以志愿主义和专业

主义作为基础以“ 1刁。

迪马鸡等指出
,

专业人员的价值观与非营

利组织有很多相似之处
,

包括服务精神
、

独立于市场价值
、

代

表公共利益的实践活动等”
。

而专业或专业主义的主要特点是

裁量 (或决断 ) 的自由化调
。

专业规范具有自身的独立性的自

主性
,

专业主义则同时是一种价值观的投入
,

它体现在专业服

务提供的方式和伦理原则上
。

伴随全球化的进程
,

非营利组织

的专业服务还逐渐受到国际性专业环境的影响
。

市场
一

管理逻辑是指在组织互动领域中形成的趋向

于以成本效益和权责管理为行为特征的组织规则
。

在合法

性 特 征上
,

市场
一

管 理逻 辑体 现为 结果 的 合法性

( 。 o n s e q u e n t i
a z z e g i t i

m a e y )
,

指工具意义上的实现结果

与效果 fl0J
。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 自然演进过程不同
,

中国

的改革方向
、

速度
、

形式
、

广度
、

深度和时间路径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于政府的偏好及其效用最大化
,

市场体制的引入及

发挥作用是行政推动的结果
,

有学者将其概括为
“
行政推

动的市场化川
t司

。

在社会福利服务领域
,

中国的福利体制变

迁经历了国家主导到福利多元化的变迁过程
。

在高度的计

划体制框架下
,

国家行政主导的福利资源配置在社会福利

领域中居于核心地位
,

而伴随着市场改革的推进
,

国家从经

济领域中逐步推出
,

国家的福利支出逐渐减少
。

但同时
,

非

营利组织尤其是来自民间的自主性服务组织在福利服务的

提供上由于受到政府意识形态的限制而没有能够发挥福利

替代的作用
,

政府不得不依赖于市场机制来动员社会资源
。

市场
一

管理的逻辑是组织域中一种默认的
、

自然化的符号

和观念
。

尤其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
,

市场化改革逐渐从经

济领域开始推行到社会行政事业单位中
,

卫生领域
、

教育领

域都开始学习企业改革的经验向市场化方向迈进
,

市场化

被认为是祛除计划体制下组织弊病的良方
。

在这种意义上
,

市场化不仅是一种改革机制
,

更是一种制度理念或者梅耶

和罗万所说的制度
“

神话
” ,

它被认为是理性的和理所当然

的改革之路
。

强调经济理性和市场化的制度观念影响了非

营利组织领域中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方式
,

组织以市场效益

为方向改革管理
、

用人
、

分配以及服务等模式
。

来自非营利组织环境领域内的两种制度逻辑同时构

成了组织运行过程中的合法性约束
,

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却

往往是矛盾性或冲突性的
。

市场
一

管理的逻辑促使非营利

组织以公司化的方式来运作
,

这种运行方式对于典型的市

场主体如企业来说无可厚非
,

但对于非营利的公共事业组

织 ( h u , a n s e r v
i e e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 而言

,

成本
一

收益的

强调和专业主义 ( p or f es
s
io na l i sm ) 的规范之间有可能

相互冲突
。

如前者对管理主义的要求
,

对业务运行的创收

和利润的强调
,

后者更强调专业规范的标准性
、

普遍化
、

注重非营利组织的公益性
、

专业服务中以人为本的价值观

等
。

这种冲突同时在组织运行上发挥影响
,

构成组织的双

重约束
,

并常常导致非营利组织在实际运行中的结构和 服

务提供的偏离
。

四
、

矛盾性制度逻辑与非营利组织的行 为偏离

当非营利组织面临不一致或冲突性的制度环境时
,

其

合法性面临威胁
,

组织会通过各种相应的选择策略以平衡

矛盾性的制度逻辑约束
、

规避环境的风险并增加自己的生

存机会与能力
。

但这种行动选择进而又导致了组织在结构

和服务提供上的偏离现象
。

首先
,

组织会通过缓冲性管理来应对环境中的制度逻

辑不一致
。

缓冲用以降低环境的复杂性
,

它包括分化组织的

目标
、

将正式的结构与实际组织行为分离等策略
。

比如非营

利组织可能在形式上维持 自身的非营利身份
,

满足社会服

务的逻辑要求
,

但在实际的运作中却体现为追求利润
、

商业

化的倾向
,

以适应市场管理逻辑的要求
。

一些研究者也探讨

过这种非营利组织的营利性伪装或外形化的现象 1[ 5
,

’动。

而

在结构设置上
,

为了满足矛盾性的制度逻辑要求
、

规避风

险
,

非营利组织往往增加自身的结构设置
,

导致组织结构的

“
冗余

”
。

作为一个非营利性的服务提供组织
,

其实质性的

目标应该是追求社会福利服务的效果最大化
,

缓冲行为的

普遍化使非营利组织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来应对外部的

环境要求
,

缓冲性的结构或功能的设置占用了非营利组织

本来用以提供社会服务的资源
,

组织的结构相对其服务 目

标的价值理性产生偏离
。

其次
,

非营利组织的社会服务提供与专业化进程受到

矛盾性制度逻辑的约束而出现偏离
。

在组织化社会里
,

专业

服务的自治性受到组织结构和权力安排的制约
。

因此
,

专业

服务的提供与组织结构 以及组织
一
环境关系有着紧密联

系
。

市场
一

管理的逻辑对组织的行为具有相应的要求
,

它在

很多方面与非营利社会服务及专业规范的要求是相矛盾

的
。

前者强调通过学习企业的改革经验
,

将成本
一

效益和管

理科学的原则应用到非营利机构的运行和改革过程中
:
而

后者强调的更多是专业服务的提供效果以及专业人员的自

主性
。

由于市场化改革的方向
,

市场管理逻辑具有更强的合

法性
,

非营利组织无论在专业服务的提供方式还是运行过

程都日益呈现偏离的现象
,

专业化只是停留在身份的合法

性
,

损害了专业性实践活动的实质理性
。

萨拉蒙指出
,

只有符合组织性
、

民间性
、

非利润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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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自治性
、

志愿性五个特征才是完全意义上的非营利组

织刃 7 J。 其中民间性要求非营利组织在组织机制 上必须分

离于政府的行政控制
,

自治性则要求非营利组织能控制 自

己的活动
,

有不受外部控制的内部管理程序
。

但在双重的

制度逻辑约束下
,

非营利组织的内部构成和专业服务运行

都不得不偏离其实质的目标和价值理性
,

在政府逐渐退出

的改革过程中
,

市场管理与社会服务要求之间的矛盾成为

非营利组织面对的最大问题
。

五
、

结语

组织嵌入在宏观的社会制度文化环境中
,

受到制度合

法性的建构和约束
,

福利体制变迁所导致的制度逻辑矛盾

性构成中国非营利组织成长和发展的现实考虑
。

新制度主

义关于制度逻辑与合法性的讨论提供给我们一个有意义的

框架
,

借以从制度约束与组织行动的关系层面来透视非营

利组织的运作失衡的问题
。

在进一步讨论中
,

理顺社会福利

体制的改革方向
,

加强专业环境中组织的自身能力建设应

该说是两个值得注意的方面
。

在中国
,

由于政府是
“

超组织者
` , ,

所以政府改革的路

径选择导致 了制度环境中的复杂和矛盾性
,

理顺福利体制

改革的方向对于非营利组织的运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非

营利组织在国家从社会领域中逐渐退出时得到成长和发

展
,

但福利的市场化改革途径使得非营利组织的目标实现

和功能发挥都面临着困境乃至偏离
。

杨团认为
,

社会福利市

场化主要在于政府无视社会公共事务成本的存在
,

试图用

市场化机制去化掉这个成本 ls[]
。

而实际上
,

社会福利服务的

功能实现并不能通过市场机制自动的实现
,

政府在福利体

制的改革过程中不能够试图回避公共服务的责任
。

此外
,

专

业化和全球化的发展也提供了组织创新的动力
。

目前
,

非营

利组织全球化的兴起使社会服务的专业环境越来越具有世

界性
,

许多国际性的非营利组织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
,

非营

利事业研究的国际合作也日益增多
,

社会服务的助人理念

以及专业方法不断得到推广和认可
。

伴随非营利组织的国

际交往
,

社会服务领域的专业规范不仅给组织行为带来约

束力
,

也提供行动者通过组织进行学习的制度框架
,

包括非

营利组织的管理架构
、

专业服务方法
、

财政运营水平
、

人力

资本培训
、

项目运作等各个方面都可能促进组织能力的建

设和创新
。

从某种程度上说
,

非营利组织的成长既与整体的

社会制度变迁有关
,

也是特定制度环境下其自身能力发展

和创新的结果
。

*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北京大学王思斌老师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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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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