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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ia the review of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design and social innovation in America, it helps to under-

stand mainstream thinking and state quo. It analyzes the origin, evolution and typical theories, and uses case studies to 

explain the practice and main body in various directions,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innov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 As a principle, design runs throughout the social innovation process in the US. Combined with business and public 

management, it has become a comprehensive discipline, which has a high degree of social awareness. Under the strong 

influence of leadership and citizenship, a large number of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s endeavor to solve social problems 

independently, as well as cooperatively, in the areas of disadvantaged groups, adolescents and education, employment and 

economy, and civil participation, collectively creating public value as a w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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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会创新主要师承日本、台湾“社区总体

营造”的理念与方法，英国社会创新以杨氏基金会最

早提出系统的工作方法，北欧则以可持续设计与转型

设计为主导。作为远隔欧亚大陆的发达国家——美

国，由于不同的历史变革与发展，又呈现出了与上述

不同的模式，对美国社会创新的历史背景、参与组织

和实践案例与方法进行探究与思考，能够更加全面地

了解全球板块下的社会创新蓝图。 

1   美国社会创新历史背景 

经济大萧条（1929—1933）使美国经济受到了

沉重的打击，国民收入下降，失业人口猛增，各行

业都受到重创，此时美国政府承担起了社会复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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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1]。 

1933 年罗斯福总统就职后颁布新政，成立“公共

事业振兴署”，该政府机构在 1935—1943 年期间提供

失业救济，振兴公共事业，为公民提供了大量的艺术、

文化、科学、自然等公共服务，“公共振兴署”海报见

图 1（图片摘自美国国会图书馆）。 

随着美国产业的复兴，新政期间各种以政府主导

的公共项目被逐步终止，其中包括“公共事业振兴

署”。1981 年，里根总统执政后对政府干预社会发展

持怀疑态度，撤销了政府对经济、医疗、交通等多个

公共领域的干涉，坚持自由主义市场的原则。政府将

公共服务的权利下放给私人部门、非营利组织、非政

府组织等。除此以外，美国的多次反垄断以促进中小

企业发展，以及建国前就形成的民间自治，都为企业、

民间机构承担起解决社会问题与需求埋下了伏笔。美

国社会创新历史大事年表见图 2。 

 
图 1  “公共振兴署”海报 

Fig.1 WPA poster 

 
图 2  美国社会创新历史大事年表 

Fig.2 Chronicle of events of social innovation in the US 

以医疗系统为例，日本、瑞典、英国等发达国家

90%左右的医疗服务都由政府买单，而美国政府部门

只为人口 30%的老年人、残疾人士、军队提供医疗保

障（Madicare 与 Medicaid），66%的美国人使用的是

私人医疗保险 [2]。政府放权导致公共医疗系统的缺

失，也促进了民间产生了多样的解决方案，因此在解

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美国社会创新呈现出利基性与

百花齐放的局面。例如，美国碎片的医疗服务体系，

就衍生了针对不同人群、不同需求的多种医疗服务，

如针对单一病症——饥饿和营养不良进行诊断与筛

查的非营利组织 ProMedica，针对高风险患者的筛查

与医疗服务系统 Kaiser Permanente，以及针对所有病

人的普遍筛查医疗系统 NYC Health+Hospitals 等[3]。 

2  美国社会创新设计主导理念 

维克多·帕帕奈克是美国设计领域最早提出设计

师的社会责任议题的，他在《为真实的世界而设计》

中指出，设计师应该关注社会和环境的需求，为这个

世界上 90%的普罗大众而设计，而不是成为商业主义

和消费主义的帮凶[4]。 

与帕帕奈克不同的是，美国著名设计史学家维克

多·马格林并没有将设计的“市场模式”和“社会模式”

二分化，但也强调了对设计实践的“社会模式”探索的

迫切需要，并基于社会工作者的介入模型和生态视角，

提出了设计师参与具有社会责任项目的工作模型[5]。 

传统为商业服务的设计公司如 IDEO、frog 也开

始对社会创新进行回应，成立于加州的设计创新公司

IDEO，现任 CEO 蒂姆·布朗从设计的角度提出设计思

维在社会创新中的运用，他强调设计思维本质上是乐

观积极的、有建设性的以及强调体验的，它能满足了

人们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6]。 

在帕帕奈克倡导设计脱离商业目的性的近半世

纪后，美国的商业性设计早已衰落，在与人类学、行

为学、心理学等学科结合后，美国设计走向现代主义、

实用主义，设计思维与“以人为中心”的设计理念也逐

渐成为一种方法被运用于各行各业，设计也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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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与商业、公共管理等领域一同承担起了社会创新的

职责。高校社会创新领军机构——斯坦福社会创新中

心则由商学院主导建立，但其主旨与目标并不局限于

商业性，中心成立者詹姆斯·菲尔斯从广义角度将社

会创新定义为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新方法，它所创造

的方案更加成效、有效率以及可持续，并且创造的价

值归属于整个社会，而不是个人[7]。“破坏性创新”理

论提出者，哈佛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从结

果的角度指出为创造社会变革必须要有“催化性创

新”，来产生根本性的新方式，创造可扩展的、可持

续的、系统变化的解决方案[8]。 

3  美国社会创新实践案例 

美国的社会创新活动不局限于美国本土，由于强势

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以及科技技术的领先优势，各

组织在全球各地都有大量的社会创新活动，本文所集中

探讨的是针对美国本土社会问题的社会创新实践。 

延续了帕帕奈克关注有“特殊”需求的大多数人

的倡导，针对低收入群体、残障群体、无家可归者等

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和支持仍是美国社会创新的重

点内容，主要创新活动包括帮助就业、摆脱经济困境，

保证住房；针对儿童、青少年的教育问题，通过诸如

改进教学体系、完善教学服务、保证校园安全等方式

降低辍学率；此外还包括了强化公民参与社会活动，

通过艺术与文化来增强社区凝聚力、焕发社区新生，

以及改进医疗服务与体验、关注环境可持续等。 

在社会创新实践的组织中，非营利机构是美国社

会创新的主导力量，此外，还包括了政府、社会企业、

基金会、私营企业以及各种跨组织合作模式。除此以

外，美国的设计与咨询公司为各组织机构提供了大量

的设计咨询服务，高校也是社会创新人才培养与项目

实践的试验田。 

3.1  非营利组织 

美国的非营利组织数量多、涵盖领域广、社会影

响 大 ， 是 美 国 社 会 创 新 的 先 锋 者 和 主 力 军 。 Get 

America Working! 是由美国 Ashoka 创始人比尔·德雷

顿创立的，该组织希望通过美国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创

造数百万的就业机会，来间接改善国家的其他重大问

题，包括降低犯罪率、更少的边缘少年与吸毒情况，

以及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城市教育中心（Center for 

Urban Pedagogy，简称 CUP）运用设计和艺术来促进

更有意义的公民参与，CUP 联合设计师、教育者、倡

导者、学生以及社区，制作视觉化的教育工具使复杂

的政策与规划更加直观、易于理解，涉及的问题包括

了青少年法律系统，城市区划法，食品来源等。从事

经济适用房建造 20 年的罗萨安娜·哈格蒂发现，建房

速度无论如何都赶不上无家可归者的数量，为消除致

使 他 们 无 家 可 归 的 环 境 ， 她 成 立 了 非 营 利 组 织

Community Solutions，通过帮助社区自身变成更好的

问题解决者，让他们来修复那些昂贵而又设计不当的

系统。现阶段，Community Solutions 与布鲁克林的

Brownsville 区域以及康乃狄克州的 North Hartford 区

域建立了项目合作关系，解决这些问题社区的就业、

安全问题，改善居住条件。城市教育中心（CUP）与

社区的合作活动见图 3（图片摘自 CUP 官网）。 

 

图 3  城市教育中心（CUP）与社区的合作活动 
Fig.3 Collaborative event between CUP and local community  

3.2  政府 

政府对于社会创新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

国家整体在此领域的投入与支持。奥巴马执政期间

在白宫内部启动了一系列关于社会服务、社会创新

的政策与机构，通过短期与长期项目来全方位推动

社会创新。 

任期两年的白宫社区解决方案委员会，通过总结

美国在解决地方问题和鼓励公民参与的创新案例，提

出了一系列新方法，其中包括社区协作工具包等，并

将研究结果运用于跨部门解决青少年读书与就业的

问题上。2009 年成立的白宫社会创新与公民参与办

公室，特别关注社会部门的创新与方法，通过建立政

府、非营利、企业和慈善家之间的合作关系，创造更

多以结果为导向的创新。社会创新基金的成立帮助国

家和社区服务更好地在商业机遇、未来健康与青年发

展三方面发展可持续的方案。2014 年，白宫内部成

立美国政府数字服务局（United State Digital Service，

简称 USDS），通过技术和创新来转型政府服务，运

用现代科技技术，提高联邦政府面向公众的重要数字

服务的服务表现和成本效益。 

总体上看，美国政府在社会创新的方法总结、资

金支持、合作网络构建以及数字服务方面都影响显

著，然而其局限在于，政府机构的社会创新工作会由

于领导人的更迭而产生的时效性。 

3.3  设计及咨询公司 

传统商业设计公司如 IDEO，Smart Design 将以

用户为中心的设计方法运用于医疗等领域，针对不同

的用户构建情境，建立起了包容性设计[9]。并且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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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以人为中心”的设计方法扩展运用于社会部门，设

计了方便他们使用的“以人为中心的设计工具包”，并

在 2011 年 成 立 了 分 支 机 构 ——非 营 利 设 计 组 织

IDEO.org，专门针对贫穷脆弱的社区进行产品、服务

和体验设计，从解决贫困问题入手，坚持“以人为中

心的设计”方法，通过正确的合作关系，和长久的问

题研究，来产生革命性的改变，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当前，IDEO.org 的工作主要集中在 4 个长期项目，

分别是关注未成年少女的性与生殖健康问题 , 低收

入社区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针对世界问题的创新挑战

竞赛，以及一个持续探索科技与经济来解决贫困方案

的平台。IDEO 的以人为中心的设计工具包见图 4（图

片摘自 IDEO 官网）。 

 
图 4  IDEO 的以人为中心的设计工具包 
Fig.4 IDEO's human-centered design toolkit 

除开传统商业设计公司涉足社会创新领域外，美

国出现了众多专门针对社会问题的设计公司与咨询

公司。最初帮助基金会构建战略的公司 FSG，现在扩

大服务范围至基金会、企业、非营利机构、政府部门，

帮助产生大规模并且持续性的社会变革。另一家全球

性的发展咨询公司 Dalberg 针对全球问题进行策略咨

询服务，并在公司内部成立了设计影响团队（Design 

Impact Group，简称 DIG），通过采取混合模式，结合

以人为中心的设计、快速原型、系统思考、数据分析、

参与式方法等，帮助服务匮乏的社区，在健康、经济、

通讯交流、农业和食物、可持续渔业、就业与教育等

方面加速正向改变。总部位于纽约的 Reboot 致力于

创造社会影响，使用跨领域方法，包括用户体验设计、

政治经济学分析、应用人类学、公共经济学、复杂性

理论和数据分析，帮助政府、基金会以及民间组织，

探索复杂问题的起源，根据情境设计合理的介入方

案，落实实践并评估结果。MASS 建筑设计事务所与

社区合作，对材料和建造方法的选择都遵循当地装

配、环境友好的原则，只对建造过程予以支持，旨在

创造提高健康水平和维护尊严的居住环境，用可度量

的方法来改善人民的生活。 

整体上来看，设计及咨询公司更加倾向于社会创

新的方法研究，通过构建跨学科团队，研发跨领域的

工作方法，建立自身的设计理念，为美国乃至全球的

经济、健康、教育等方面的棘手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其局限是在为客户提供社会创新解决思路的过程中，

通常后续实践跟进不足。 

3.4  高校 

美国设计教育界也在培养具有社会、文化意识、

心怀同理心，能够处理社会真实问题的专业人士。高

校在设计学科、商科、管理学等分支上都开设了社会

创新专业，或在学校范围内成立了社会创新中心。 

设计学代表为纽约视觉艺术学院的社会创新设

计系，马里兰艺术学院的社会性设计专业，卡耐基梅

隆大学设计学院的社会创新与转型设计方向，艺术中

心设计学院媒体设计系的实践分支，帕森斯设计学院

的跨学科设计等相关专业。在商科、管理学方面的代

表有圣地亚哥大学的社会创新专业，美利坚大学的社

会企业专业，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社会创新与影

响专业。此外，布朗大学、伊利诺伊香槟分校都创办

了社会创新机构，激发学生的社会创新价值观，回应

社会面临的挑战，参与社区互动与创新行动。 

4  美国社会创新特点 

4.1  商业元素对社会创新理念的渗透 

一方面，非营利与非政府组织在面对社会需求的

巨大压力下，必须寻找与商业的合作使组织更加持续

稳健地前进。在这种背景下，1980 年，美国出现了“社

会企业”的萌芽[10]。1998 年美国社会企业联盟（SEA，

前身为全国社会企业集会）成立。这种有稳定商业模

式而使命在于解决社会问题的组织形式于 20 世纪 90

年代在美国得到了蓬勃发展。除此之外，美国社会企

业推动者比尔德雷顿建立了最大型、历史最久的社会

企业联盟组织阿育王，培养和支持有变革力、突出的

社会企业家，他提出“社会企业家不是授人以鱼，也不

仅满足于授人以渔，他们不改革渔业产业就不罢休”。 

另一方面，以商业发展为初衷的私企或大公司也

开始更加关注社会影响。现在普遍认为，美国著名管

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是第一个提出“社会创新”概念的。

早在 1973 年他就在《管理：使命、责任、务实》中，强

调了新经济时代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管理的社会价值[11]。这

种思想对于美国企业在社会创新领域的关注影响深

远。2006 年，美国非营利机构 B Lab 开创了对营利性

公司的 B Corps 认证。B Corps 重新定义了商业成功，

对公司在管理、员工、社区、环境、客户五方面都制

定了详细的评分标准，来评估公司的社会性和环境可

持续性。超越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B Corps 认证在全

球范围内推动了将商业作为一种行善力量的风潮，现

已有全球 50 个国家的 2092 个企业获得认证，其中包

括了买一捐一的美国眼镜品牌 Warby Parker，为美国

公立学校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提供健康膳食的 revolu- 

tion foods，循环利用二手书籍并支持地方图书馆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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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扫盲行动的 Better World Books。而大企业如谷歌，

脸书，也继续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利用自己的科技、信

息技术优势，关注弱势群体，推动社会进步与人人平等。 

4.2  跨组织“集体效应”协同网络的构建 

截至 2016 年，美国非营利组织数量达到了 150

多万[12]，承担起了很多社会工作，然而社会问题的复

杂性与牵扯利益相关者之广决定了单一的组织机构

在解决问题上的局限性，因此出现了许多合作机制与

组织网络。约翰·卡尼亚和马克·克雷默提出与小范围、

简单的合作相比，“集体效应行动”在跨组织长期共同

解决复杂问题，制定共同议题以及结构性过程的重要

性[13]。如在美国麻省富兰克林镇，起初由两家当地社

会服务机构组织讨论青少年酗酒与嗑药问题的行动

逐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相关人参与，并于 2002 年成

立了超过 200 个来自人事服务机构、地区检察官、学

校、警察部门、青年服务机构、信仰组织、当地民选

官员、当地企业、媒体、家长和青年群体的代表参与

的 Communities That Care 机构，通过集体行动，在 3

个方面，即父母教育、青少年识别以及地方社区法律

规范方面的努力，针对当地青少年酗酒、吸烟、吸毒

问题取得了有效的成果[14]。强调“集体效应”的协同网

络与组织的独立工作与影响相比，更能够集中力量，

避免相互工作的冲突，相互学习、共享资源，在问题

解决上得到更加有意义的指数级进步。 

4.3  领袖精神的认同 

美国历史上在推动社会改革发展的过程中，个人

领 袖 发 挥 了 巨 大 的 作 用 。 美 国 政 治 社 会 学 家 詹 姆

斯·麦格雷戈·伯恩斯提出了变革型领导这一概念，变

革型领导能完全激发跟随者的潜力，使人们超越个人

利益而为集体、组织、社区来考虑，并最终达到一种

超出预期的结果。典型代表包括为消除种族歧视追求

种族平等而奔走的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

德·金，为消除艾滋偏见而斗争的少年瑞安·怀特。 

心理学教授迈克尔·芒福德则提出以技能为基础

的模型，将领导力看成是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复杂形

式、一种技能表现的形式，它包括了定义、理解问题，

产生潜在方案的问题解决技能；改良潜在方案和创造

实施框架的社会判断技能；以及激发和引导他人实施

方案的社会技能[15]。 

变革型领导更加强调在社会创新里，领导者的个

人魅力以及创造出影响的颠覆性，而从技能角度来看

待领导力，能够在创新过程中帮助潜在领导者在技

能、方法与知识层面给予帮助与支持。 

5  结语 

“以人为中心”的设计方法、政府放权公民自治以

及商业思维三线交融，形成了覆盖面广、参与者多、

影响显著的美国社会创新现状。以小体量的创新个体

与组织为创新单元，又在问题解决过程中构成合作网

络，高校、非营利组织、企业、基金会、政府协作，

积极调动公民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促进社区生活质

量的提高，对美国社会高速发展中涌现的矛盾与冲突

提供了及时有效的反应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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