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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NGO的创业者们，是一群用梦想改变社会、用行动书写历史的公民。如今他们中的许多人已届高
龄，有的甚至已不幸仙逝。他们曾拥有的梦想、曾采取的行动，是中国公民社会中最富有生命力和先
驱性的历史，是以公民个人为主体展现的中国NGO的创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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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NGO研究所所长。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国家民政部、卫生部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
明德公益研究中心理事长，中国红十字会、中国联合国协会、香港社会救助基金会理事，香港理工大
学、澳门科技大学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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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政府间组织及NGO的代表共15000多人出席了会议。作为95世妇会平行会议的世
界NGO妇女论坛，于1995年8月31日至9月8日在北京郊区怀柔举行。来自全世界五大洲的3万多名NGO
代表汇聚一堂，以“平等、发展、和平”为主题，就妇女参与政治和经济发展、和平与人类安全、贫
困、妇女权利、教育、种族和民族、保健、针对妇女的暴力、环境、科技和儿童等当今世界最为关注
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共举行了3000多场各种形式的专题研讨会。陈永玲女士和马延军女士是全
国妇联的两位资深官员。她们在95世妇会期间分别担任联合国95世妇会筹备秘书处官员和NGO妇女论
坛组织部官员，参与了95世妇会和NGO妇女论坛的全部筹备及组织工作。她们热忱接受我们的访谈。
在此深表谢意！ 1.95世妇会的意义 问1：我从1998年开始研究NGO，之前知道世妇会（世界妇女大会
，以下简称“世妇会”）中有一个妇女NGO论坛很有影响，但还是没想到这个会议对中国NGO的影
响如此之大。后来我在很多场合都说，世妇会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NGO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答1：你对世妇会、对NGO的影响作了很系统的概括，给出了这么高的评价，但是作为组织者的妇联
（妇女联合会，以下简称“妇联”）未必认识到了这一点。 问1：世妇会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是在
特定的形势下召开的。尤其对中国的NGO来说，起到了启蒙的作用。当时NGO的发展在国际上已经
形成了一个高潮，但是在国内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概念。中国刚经历了“六四”，处于走向开放的过程
中。一些国际NGO开始重返中国。世妇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所带来的冲击是极具震撼力的。我的理解，
后来我们在体制方面、政策方面、观念方面的一系列的变化都跟世妇会有关。所以我一直想研究世妇
会，今天的访谈，主要想请你们从亲历者的角度谈谈世妇会。谈谈你们的经厉和体会。 答2：好的。
我1994年调到北京。之前担任洛阳市副市长，主管科教文卫。当时调来北京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筹备
世妇会，负责起草准备会上提出的第一部《妇女发展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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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NGO口述史(第1辑)》这是一本记录中国NGO创业者们口述历史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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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梁从诫先生是名门之后，也是自然之友的创始人。读了王名的《中国NGO口述史》，我对梁从诫
先生及自然之友都有了更深的认识。在学校的时候，我和室友就试图加入自然之友，为社会做点公益
的事情。后来，室友成功地为自然之友做了一次英文录入的工作，而我竟然与自然之友无缘。看了梁
先生的口述，才知道做了很多公益活动，影响很大的自然之友也有种种困境，作为中国NGO先行者的
梁先生也有种种遗憾。这些困境和遗憾有的是历史造成的，有的是国情引起的。客观不利的条件下，
梁先生依然孜孜不倦，上下求索，是中国NGO先行者的楷模。他期望大家“真心实意，身体力行，不
唱绿色高调，不当绿色救世主”，参与、支持、关注环境保护。人类只有一个帝企鹅，任何国家要想
把换将治理好，仅靠政府、专家是不够的，必须有广大的普通的公民的参与。若尘的我准备好了，想
来这就是我与自然之友的缘分吧。希望这份缘分能让我为环境保护出一份力，做点实实在在的工作。
2、我要学会向政府「撒娇」？
3、一本访谈录式的书，通过19组被访者的口述，讲述中国NGO发展的多个方面，从中可以了解中国
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与希望工程、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以及太阳村等民
间组织的建立、成长、挫折与醒世，从中映示出中国NGO创业者的成长足迹。对想了解这方面的人来
说，是本不错的书。
4、这是一本记录当代那些坚守在ngo的领导者和工作们的故事，他们的精神可嘉，更重要的是从他们
的故事中让我们看到奉献坚守的力量，也让人觉得世上不只是存在追求功名利禄的人，还有一群无私
，散发着正能量的可爱人们，是他们让我们的社会一点点的变美好。
5、值得留存，可读性一般
6、口述史的语言真的很原滋原味。。。所以叙述者的语言逻辑很重要！有些叙述者出口已成章，有
些叙述者讲话绕来绕去就很费解
7、大量的一手材料，可惜暂时缺少劳工类NGO，期待第二辑
8、一个人如果不逐名利不妨好好读读这本书，本书出奇地好看，轻松之中即可获得精神成长的养分
。 看看有些人是如何力所能及地推动社会进步的。也许有一天，你也可以，走上这条路⋯⋯
9、#分享书籍# 各个NGO创始人或者负责人的口述录。对中国各种NGO有兴趣的可以了解一下。
10、在语言面前无人能隐藏。读每个人、每个机构的讲述，我能感受到生命的流动。
11、不错的书，觉得贵，喜欢
12、201307看完
13、在看梁从诫当初创办自然之友时的思考与想法，挺有感触的
14、真实细致 非常有价值
一点无关的感想，NGO和宗教的作用在一点上是相同的，能在一个人的生活走投无路众叛亲离时向他
们伸出援手，这也是我最佩服他们的一点
15、平实的语言，亲历的故事；单纯的想法，无私的奉献。不读此书，不了解NGO的含义；不阅此书
，不知道NGO的巨大影响力；不看口述，难理解NGO为之奋斗的动力。期待下一辑的出版。
16、口述史对于中国NGO及公民社会研究有深远意义。此书采用欧美流行的口述史研究方法，选择了
活跃在中国NGO及公民社会各个主要领域的创业者，对他们进行了持续多次的深入访谈而成。中
国NGO的创业者们曾拥有的梦想、曾采取的行动，是中国公民社会中最富有生命力和先驱性的历史，
是以公民个人为主体展现的中国NGO的创业史。
17、一个人如果不逐名利不妨好好读读这本书，本书出奇地好看，轻松之中即可获得精神成长的养分
。 看看有些人是如何力所能及地推动社会进步的。也许有一天，你也可以，走上这条路⋯...
18、像他们一样，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9、本书提供了对不同ngo的访谈资料。
20、很真实的案例~
21、封面精美，内容很丰富，看了很有启发，感触很深。
22、抛开学术性问题来说只能算中规中矩，采访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和谐的原因，不痛不痒，字里行间
展现的中国特色NGO只能算半NGO 
23、E2-1,K825.1/67
24、有些人的人生注定精彩不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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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这书虽然访谈的都是些没有“问题”的著名ngo，虽然都是大路货，但细读一下还是能感觉到一
些值得钦佩的力量的。虽不特别有趣，但还有点励志～
26、非常值得一读，大力推荐!看看不同机构的发展和经验，真的大受裨益。
27、大多都不痛不痒的。除去众所周知的那些限制，我觉得可能和被访人的身份地位也有关。很多人
都觉得做底层的口述史很困难，因为底层经常不能对相关的社会生活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叙述。可做精
英更加困难啊。平时出口成章都成习惯了。访谈的时候他要是明确表示不配合，你就乐吧，说明他对
你还比较诚实。
28、筚路蓝缕亦星光，薪火相传可久长？与政府的关系由好到差。对同一件事，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大概是处境不同。前半篇睿智牛气，后半篇扑腾有点怨气。当中转折很有意思。
29、： �K825.1=76 
30、这是王名等人对中国最早或最有影响的一批NGO创始人、管理者的访谈，非常难得的资料，值得
保存
31、共同成长，正在阅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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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过去30年，中国经济取得长足发展，令相当一部分过上了稳定的生活，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社会重
建呈现出一缕曙光，许多有公益情怀、有组织能力和有实践精神的人涌现了出来，他们通过NGO的方
式服务人群，梁从诫、梁晓燕、张淑琴⋯⋯他们是其中的佼佼者，本书通过口述实录的方式，留下了
他们的声音。中国公益组织遭遇着很多困难，一是缺乏组织资源，二私民传统无时无刻的侵蚀，三是
商业对社会道德底线的剥蚀，四是公益组织间彼此 的倾轧与恩怨。事实是，中国公益迫切需要突破传
统的行善、积德的框架，真正从社会的角度去看问题，在更高的层面上建立共识，从而真正突破心理
上的自利主义，但，在一个缺乏形而上关怀的人群中，这一切显得还太遥远。从本书中，可以窥见公
益者们的心态，他们大多抱怨公益难，用一种精神力量在支撑，有自我神话的倾向，对人性现实缺乏
足够的信心，凡此种种，是第一代公益人必然会遭遇到的瓶颈，要想真正突破它，还需外部环境更多
配合。本书是一部不能遗忘的当代史，总有一天，后人会从中发现，一个伟大的传统，竟是这样萌芽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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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中国NGO口述史（第1辑）》的笔记-第81页

        中国NGO的成立之难，很大程度上是和制度环境的制约有关系。为什么个人影响力在NGO中作用
这么大？一般来说，主要是个人拥有一些特殊资源、特殊影响力、特殊地位，或者在工作领域中的一
些特殊经历，使得该组织在成立和发展初期有一些别人不具备的条件。NGO中的个人影响力对组织发
展的影响巨大是中国NGO的鲜明特点，同时也是NGO未来发展中经常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即NGO的
代际现象。⋯⋯一个NGO不要只注目于自己的工作结果，一定要明白过程大于结果。过程当中有一个
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如何借助社会力量，这一点和NGO具有公民社会的特质有很大关系。今天中国
的NGO尤其要做这个工作，因为除了公益事务，很少有别的渠道可以让公民参与，没有参与的平台，
就没有载体。⋯⋯这样，它就不是一个机构的事情，除了机构本身的工作以外，你同时还在参与公民
社会的建设。NGO要不要绩效为上？对我个人来说，我不取绩效为上这个目标，我更看重一个员工高
度认同机构的宗旨之后他所有的个体主动性。⋯⋯你要让他通过他做的工作去找感觉，你要给他找感
觉的时间。然后，帮助他去规范。我希望用那种从企业里出来的、受过企业效率化工作的熏陶、同时
又具有一点开放性思维的人。⋯⋯NGO是要做社会工作的，它要解决社会问题，必须要有对社会大的
趋势和走向的认识。员工不能只着眼于自己眼前的工作，如果这样的话，他的创造力不能很好地发挥
出来。

2、《中国NGO口述史（第1辑）》的笔记-第14页

        总的说来，在中国，民间环保事业的发展不能离开国情。我们不能不顾这一国情，必须把环境保
护与人民生活实际困难的解决联系起来考虑，积极寻求与社会各方面，包括政府和企业界的合作。否
则，民间环保就无法获得人们的理解和支持，其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
梁从诫先生的「与政府合作」、「向父母告孩子的状」的策略相当精明，也为后继的许多NGO铺平了
道路。他能够认识到许多环境问题其实是「社会」问题也是他多年努力观察和思考的成果，令人钦佩
。
中国的人口和资源都是现实，不可改变，但至少心态和行为方式可以改变。这改变要从年轻人做起。
公众，特别是下一代的环境觉悟，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未来中国的环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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