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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社会创新中心概况

一、社会创新中心主要职能

(一)加强战略谋划，引领创新发展

经过广泛吸纳社会各界的建议，年初明确了中心的文化和目

标定位：

一是以“理性，务实，合力，创新”为中心文化。在工作中，

坚持严格要求自身，以理性为先导，务实为基础，与顺德社会各

界合力推进顺德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创新。

二是以建立顺德社会建设的思想高地，打造社会创新资源整

合平台为定位。通过课题研究、人才培育、组织孵化、项目指导

实施等途径全方位地为顺德社会创新提供智力支持与思想动能；

通过整合、链接政府、企业、学界、社会、金融、媒体等各方力

量，激活和引导社会资源和资本，为顺德社会创新不断注入能量，

实现资源整合平台。

(二)建设思想高地，提供智力支持

中心作为顺德社会建设的思想高地，一是开展社会问题研

究，积极向政府相关部门“建议献策”，为顺德发展提出更具针

对性、操作性的措施。二是为顺德社会建设提供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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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启动社会调研，开展政策倡导及研究。

开展镇街社会建设现状调研。通过对各镇街的社会建设项目

进行暗访、小规模群众问卷回馈，并进行较科学的评估，形成《顺

德各镇街社会建设现状报告》，重点总结了各镇街社会工作、社

工+义工模式、购买服务、社会组织、社会企业的建设亮点和不

足，就社会建设的宣传推广、制度建设、组织能力培育、购买服

务的评估提出了政策建议。

启动社会企业发展态势研究。通过资料研究、专题咨询会、

专家论证会、实地走访等方法对发展社会企业进行全面调研，撰

写了《顺德社会企业发展现状分析报告》、《社会企业标准与扶

持政策研究报告》，出台了《社会创新中心社会企业资助计划》，

并联合区社工委共同拟定了《顺德区社会企业发展扶持办法》。

举办枢纽型社会组织发展论坛。邀请上海、香港专家和顺德

区内各人民团体及枢纽型社会组织代表等参加，通过论坛成果及

资料研究，撰写了《2013 年顺德枢纽型组织发展论坛报告》，

提出了枢纽型组织的四种类型、各地的发展现状尤其是顺德本土

枢纽型组织的发展概况，并就顺德区如何进一步推动枢纽型组织

发挥联结和纽带作用提出了建设意见。

编辑出版《社会创新》季刊。作为社会创新思想高地的指导

性读物，目前已出版两期，为顺德各级领导及社会工作者提供理

论激荡、实践交流的平台，凝聚社会改革共识与探索改革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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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并传播顺德社会改革。

2、开展交流培训，培养社会创新人才。

启蒙公众社会创新意识。中心与区决策咨询委员会合力开启

了公民类讲堂项目“凤城讲堂”，全年总共开展了 10 期，致力于

启蒙公民的社会创新意识，提升公民对社会的关注度和参与感，

凝聚公民的社会创新智慧，为公民搭建一个为顺德社会发展出谋

献策的平台。

策划主题培训。结合顺德社会发展不同维度的需求，着眼区

内社会发展的不同领域，面向政府、企业、学界和社会组织等致

力于顺德社会建设的人员举办不同主题的系列课程培训。课程邀

请大陆、香港、台湾、澳门两岸四地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为

顺德社会改革和发展注入新的思维与力量，与顺德本土社会建设

人才交流共进，逐步培养出一批有思想、有质素、有能力的社会

创新专业人才。

举办公益沙龙。通过邀请在特定领域中有深入研究和丰富实

务经验的嘉宾进行主题演讲及与现场观众的探讨交流，在嘉宾的

思想碰撞中得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新方向和新思路。集合各领域及

行业专家的智慧与力量，把各界精英的目光聚焦在顺德社会的主



—5—

要矛盾上，为顺德社会建设与社会创新发挥导向作用。

开办深造研修班。致力于打造顺德社会组织管理人才高端课

程，切实履行社会创新中心培育社会创新人才、推动社会组织发

展的职责，以 31 个镇（街道）社会创新项目代表为主体培训对

象，通过开展服务技能提升、项目运营能力提升以及组织管理者

能力提升等培训，使社会创新项目得到再提升、再发展，增强专

业水平和发展能力，扩大项目的影响和辐射范围，成为能竞争、

可持续的常态化创新项目。

(三)联动各界资源，促进社会参与

1、创新平台建设，实现多元化服务

项目孵化平台。中心筹办并运作“公益服务类社会组织促进

中心”（民非），开展业务指导、跟踪服务，从而促进社会组织规

范运作和健康发展。通过登记注册指引、场地支持、资金扶持、

智力支持、人才培训等不同方式为区内近 30 家公益慈善及社会

服务类社会组织提供发展动力。着眼项目的创新性和推广性，以

试点方式，培育示范性社会组织和示范性社会企业。其中，从“首

届公益创新大赛”中脱颖而出的梅卡媒体创作单位，已在中心协

助下顺利注册为民非组织；优胜项目“公益主题摄影展”，已在

中心引导和努力下登记成功，注册为“阳光公益摄影中心”；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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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成立了帮扶残疾人就业和青年创业的“永亮善品”和扶助弱势

社群、支教助学、开展免费公益活动的“绿宁吧”、解决残疾人

就业的掐丝珐琅工艺画项目、提供活动空间和教育的青少年拓展

基地、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服务中心等多家社会企业的发展。

社会参与平台。一是策划成立“业主代表协会”（社团），为

社区（小区）的广大业主和业委会服务，引导规范业委会的运作，

实现行业自律有序发展。二是推动成立“顺德媒体公益促进会”

（社团），以媒体公益为主题，联动区内外十多家媒体发挥优长，

传播公益理念，弘扬公益精神，体现媒体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

三是搭建“顺德公益大本营”、“顺德创新人才训练营”，通过微

博、微信、QQ 群等新媒体方式整合顺德公益力量，发布社会服

务信息，为项目与资金实现对接，并成功联办了多项公益项目。

社会服务平台。中心作为顺德社会创新的枢纽，将通过线上、

线下社会服务平台建设促进区内的社会组织发展。“社会服务交

易所”目前已经启动工程装修，建成后将作为顺德区内社会服务

的信息资源互动与综合性平台，全方位展示区内的社会服务项

目，让创新性社会服务实现信息集成、开放竞争，并为公众参与

社会服务提供更多元的渠道。“社会服务网”已经完成了前期的

《社会服务信息平台可行性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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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创新项目策划，打造品牌化效应

启动顺商关爱计划。通过顺德企业和公益项目的对接，实现

顺德企业对社群的关爱帮扶，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务实、创

新、包容、进取”的顺商精神。推动企业参与社会事业，探索企

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新方式。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力量，整合商业的

人力资源、专业技能、商业思维、市场战略等资源优势，实现企

业资源与社会创新项目、公益慈善、社会服务机构的对接，助力

顺德社会改革和社会创新。2013 年项目正式启动，主要是通过

走进企业调研、举办社企发展论坛、启蒙企业社会责任、展开首

批企业试点等措施，争取三年内实现项目的可持续性运作，打造

成为顺德社会创新的品牌。

举办公益嘉年华。继续举办第二届公益嘉年华活动，通过“社

创慈善夜”、“‘小社区·大社会’2013 年顺德村（社区）微电影

大赛”、“2013 年度公益人物/组织评选”等系列公益活动，全面

调动了公众的社会参与。引起全社会对公益慈善、社会服务领域

的关注与投入，促进公益组织与政府、企业、基金会、服务对象

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动员社会力量，造就一个支持社会创新的生

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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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民间和政府两大公益创新项目。通过“公益创新大赛”

和“镇街竞争性项目评比”，激活全社会投身公益、积极创新。

对“首届公益创新大赛”的 12 个优胜项目及“2012 年镇街社会

创新项目评选”的 11 个项目跟进后期走访、督导评估，并形成

《顺德首届公益创新大赛走访报告》和《2012 年镇街社会创新

项目专家视察报告书》；协助区社工部开展“2013 年镇（街道）

社会创新项目评选”工作，现已完成整体项目评选。

(四)瞄准社会问题，推动创新实践

2013 年，中心将社会问题研究锁定在“农村、社区、生活”，

深入展开社会调查、进行社会描述、实施评估研究、提供政策咨

询、筹划社会实验，由此推动基层自治。

深入村居开展个案研究。协助区社工委选定逢简、仕版、新

松三个不同类型的社区，进行治理模式的实证研究，给村居治理

提供具一定参考价值的实践模式。

关注城市小区治理问题。针对大良等地一些社区业主与业委

会矛盾激化的情况，通过系列走访调研，选择了金域湾、西山上

筑两个城市小区作为社区创新观察点，着力从社区组织建设、社

区业主参与、社区文化培育等几个维度进行观察和指导，强化城

市小区业主自治意识，提高业主对小区公共事务的参与度。

(五)承接职能转移，拓展业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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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区政府职能转移的有关要求，配合政策部门职能转移的

需要，中心还承接区社工委、区组织部、区宣传部、区财税局的

委托业务，实现了增值创收。一是受顺德区组织部委托的村居干

部激励机制调研；二是承接区委宣传部关于宣传经费统筹的考评

任务；三是承接区财税局的参与式预算项目；四是协助区社工委

策划出版《顺德综合改革 30》读物。

(六)完善内部管理，强化组织建设

中心依照政府政策法规和法定机构管理规定，在理事会的指

导下完善内部管理体系，加强组织建设。

建章立制，加强制度建设。一是从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行政后勤等多个方面入手，实现管理制度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内

部建设的系统化和高效化，整体运作的公开化和透明化，提升机

构能力。中心召开了两次理事会会议，明确了内部运行机制，出

台《中心绩效管理实施细则》等八份基础管理文件，确保内部运

行有章可依，有规可循，规范管理工作，顺畅内部运作线条。中

心按照理事会审议通过的岗位设置方案和薪资制度，合理调整内

部人员架构和岗位级别，对于不接受方案调整的人员，依法解除

劳动关系，并按照岗位空缺进行公开招募，吸收了一批优秀的社

会人才，保障了各项目工作的顺利开展。二是开展信息公开，通

过召开年度新闻发布会、编写年度报告、月度工作简报的形式，

向理事会汇报及社会各界传递中心最新的工作动态。三是积极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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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法定机构的运营模式、架构设计和职能分工，为顺德深化法定

机构和事业单位改革提供参考。

统一规划，升级园区布局。充分发挥社会创新园的地理环境

优势和空间资源，将中心园区建设成为顺德社会组织、社会企业

的支持平台以及市民公共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重要空间，引进社会

企业“永亮善品”、“绿宁吧”，社会组织“中道研究所”、“顺

德区法学会”，并对公益多功能厅、善立方、园区展示厅、社会

书吧进行了改造。根据统计数据显示，中心 2013 年接待来访 80

余场次，超过 1600 人次，起到顺德社会改革示范性窗口的作用；

无偿支持进驻单位以及各界社会组织的公益和文化活动开展，主

办公益活动 26 场次，协助社会组织举办活动 35 场次，服务逾

2300 人次。

(七)分析存在问题，探索解决途径

在这一年的运作中，作为以社会创新为主题的法定机构，中

心在探索发展中遇到了许多困难，也存在较多的不足。下一步将

在专业能力、资源整合、政策倡议及研究、对外交流与合作方面

重点提升。

在专业能力和社会服务效应方面继续加强。通过提升开展业

务的专业能力，打造中心品牌，提升社会口碑。保证社会效益的

条件下，通过“项目承接”、“业务输出”和“兴办社会企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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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自我营利，逐步减少财政依赖。提升政策研究及政策倡导能力，

担当好政府和社会的桥梁，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在项目策划和吸纳社会资本方面有待提高。提升资源整合能

力，吸纳社会资本开展项目，激发和调动社会能动性和创造力；

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通过“引进来、走出去”的方针，推进深

层次、多领域的合作，为顺德社会创新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在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提出的“创新社会治理，增强社会发

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大格局下，中心将不断探索、坚

定信心、大胆开拓，争取向社会交出一份好的年度答卷。

第二部分 2013 年部门决算安排情况说明

一、2013 年部门决算收支情况总体说明

社会创新中心 2013年收支总决算 1118.11万元，其中：本

年收入 545.18万元；本年支出 820.15万元。

二、2013 年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社会创新中心 2013年度收入决算 1118.11 万元，其中：财

政拨款 451.41万元，占 40.37%；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93.63万元，

占 8.37%；上年结转和结余 572.93万元，占 51.25%；其他各类

资金 0.14万元，占 0.01%。

三、2013 年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12—

社会创新中心 2013年度支出决算 1118.11万元。其中，本年

支出 820.15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结转 297.96万元。本年支出

按支出决算的功能分类，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820.15 万元，占

100%。

（一）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

1.支出决算规模变化情况。社会创新中心 2013 年资金支出

决算 820.15万元，其中：基本支出安排 263.67万元，项目支出

安排 556.48万元。

2.支出决算结构及具体安排情况。2013年部门决算中，资金

支出决算用于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 100%。

具体用于:办公费、交通费、福利费、会议接待费用等开支

75.24 万元；全年人员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社会保障缴费、住

房公积金 182.83 万元；项目经费 509.32 万元；自营业务支出及

税金 52.76 万元。

（二）2013 年部门决算“三公”经费情况

2013 年 “三公”经费财政拨款决算合计 52.74 万元。其中：

因公出国（境）经费决算 32.71万元，占 62.02%；公务用车购置

及运行费决算 2.7万元（包括：公务用车购置费 0万元、公务用

车运行费 2.7万元），占 5.12%；公务接待费决算 17.33万元，占

3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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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三公”经费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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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2013 年部门决算表

社会创新中心 2013 年收支决算总表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目 决算数 项目 决算数

一、财政拨款 451.41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767.39

二、上级补助收入 二、外交支出

三、事业收入 三、国防支出

其中：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四、教育支出

四、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93.63 五、科学技术支出

五、附属单位缴款收入 六、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六、其它收入 0.14 七、事业单位经营支出 52.76

……

本年收入合计 545.18 本年支出合计 820.15

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年末结转和结余结转 297.96

上年结转和结余 572.93

收 入 总 计 1118.11 支 出 总 计 11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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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创新中心 2013 年资金支出决算表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 目 合 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备注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767.39 258.07 509.32

20103
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

机构事务
767.39 258.07 509.32

2010301 行政运行 258.07 258.07
日常运作经费及人员

经费支出

2010399
其他政府办公厅（室）及

相关机构事务支出
509.32 509.32 项目经费支出

22999 其他支出 52.76 5.6 47.16

2299901 其他支出 52.76 5.6 47.16 自营业务支出及税金

…… ……

…… ……

…… ……

合计 820.15 263.63 556.48

注：本表按照政府收支分类科目列示到项级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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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创新中心 2013 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决算表

单位：万元

“三公”经费合计 因公出国（境）支出 公务接待费支出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小计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

费支出
公务用车购置支出

52.74 32.71 17.33 2.70 2.70 0

备注：

（一）因公出国（境）费是指单位工作人员和专家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

支出。

（二）公务接待费是指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费用。主要用于对外开展合作和交流、与国内相

关单位交流业务工作情况及接受工作检查指导等发生的接待支出。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是指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公务用车租用费、燃料费、维修

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等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