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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超市的独特生存

在浦东德州路 366号，一处公交首末站旁

边，一排白底红字的招牌显示出这里的“身

份”：上钢新村街道慈善超市，紧邻的，还有上

钢新村街道残疾人服务中心。27岁的江田甜，

坐在靠近门口的收银台旁，看到有人进来，立

刻起身迎候。

一百多平方米的空间内，沿墙和中间都摆有

一排排的货架。乍一看与普通超市没有太大区

别，但仔细看，这里的每个货架上都有“名号”：上

海市浦东盐业公司、上海第一食品商店、上海市民

政局、交通银行太平洋信用卡中心、上钢剪纸坊、

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五花八门。

原来，这里的货品，全部都是社会捐赠，货

架上的“名号”，即是捐赠方。这成为慈善超市

与别的超市的最大区别。

在 2004年之前，中国没有一家慈善超市。

那时，上海慈善物资管理中心接收了大量捐赠

物资，如何有效处理发放成为一个问题。另一

个问题是，实物无法解决所有困难，如需要学

费的贫困学生、需要医药费的困难病人等。

于是，“变现”成为需求。上海市慈善基金

会最先成立上海市慈善捐赠物资管理中心，接

着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浦东分会成立了上海慈

善捐赠物资浦东工作站，对浦东新区捐赠的物

资进行发放和变现，成为浦东第一家慈善超市

的前身，当时在慈善基金会浦东分会工作的周

志敏，参与了这项工作。2004年，上海慈善捐

赠物资浦东工作站正式更名为慈善超市，并搬

迁至松林路，成为现在的松林慈善超市。

此后，浦东各街镇的慈善超市陆续建立起

来。目前，全区共有 32家慈善超市，大都分布

在北片地区。

2005年开张的上钢慈善超市，是浦东新区

的第三家慈善超市。店长顾根芳说，上钢慈善

超市最早在成山路，只有 15平方米，在接受捐

赠物资、销售浦东慈善基金会分配的物资之

外，也尝试过向周边企业募集物资来销售，以

增强慈善超市的活力，但那时一年的营业额也

只有几千元。2007年，慈善超市搬到灵岩路，

面积更小了，销售更冷清。

转变契机在2010年，上钢街道与上海屋里

厢社区服务中心签订协议，由屋里厢托管上钢

慈善超市及上钢残疾人服务中心的运营。托管

后，上钢慈善超市搬到德州路，面积扩大到将近

200平方米，而且屋里厢的专业背景和多元人员

组成，带来了新思路：在承担原有的接收捐赠、发

放物资之外，要努力发掘“超市”功能。

“寄售”是其中的一个亮点。据现任屋里

厢派驻上钢社区慈善超市项目主管的周志敏

介绍，所谓“寄售”模式，即设立专柜，鼓励企业

或个人，寄售除衣物外的物品，销售额的

10%-20%用于捐赠。

“这一模式很受欢迎，企业和个人有更大

的积极性参与，而且能引进更多企业，丰富超

市货品，与居民需求对接。”周志敏说，比如超

市与浦东盐业公司合作，引进无碘盐，成为上

钢慈善超市的一个特色和人气商品，因为一般

超市不卖无碘盐。

竞拍也是一个创新之举。“一些捐赠的价

值较大的非日常用品，我们希望能募集到更多

善款，就采用了竞拍这种模式。”周志敏说。

记者在超市竞拍区看到，物品多为一些装

饰品、工艺品，每个格子的物品旁边，都有一块

竞价牌，在设定的时间段内，有兴趣的购买者

可以写下竞拍价，在设定时间到后，出价最高

者即可买走物品。

丰富货品之外，上钢慈善超市还主动“出

击”，利用一切可以参加的机会进行集中的义卖

活动，而不只是坐在屋里等顾客上门。多管齐

下的方法，使上钢慈善超市的营业额比以前大

幅提高，年营业额从2010年至今稳定在每年十

几万元。

能“变现”的货越来越少

挂在墙上的十几个宠物小玩具，已经两年

多了，还是没有卖掉。5块钱一件的汗衫，到了

寒冬，依然挂在衣架上。

周浦慈善超市工作人员小周对此已习以

为常，“分下来的物品，没有市场需求，再便宜

也没人要。”

12月16日，记者在这家位于周浦镇康沈路的

慈善超市内看到，约有四五十平方米的空间内，一

边的货架上是粮油、牙膏、纸巾等日常用品，一边

是挂在衣架上约七八成新的衣服。半个多小时，

仅有一人来此，凭几张“爱心券”领了两桶油。

1年卖掉的东西，不会超过 5000元。大多

数的时候，慈善超市不像一般的超市那般人来

人往。小周最忙的时候，就是打包整理爱心衣

服。前段时间，浦东援助西藏江孜县学生的

7000多件衣服，有4000多件在这里打包。

像周浦慈善超市的“冷”一样，随着慈善超

市一家家的建起来，问题也逐渐显现——从以

前的不能及时处理捐赠物资，逐渐变成缺少

“卖得出去”的物资来常年供给。

位于灵岩南路的东明社区慈善超市，店堂仿

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国营商店。店里没有顾

客，只有两位阿姨在值班。货品除了向困难居民

发放的日用品，几乎全是谈不上“款式”的衣物。

记者走访三林爱博慈善超市、金杨街道慈

善超市、洋泾街道慈善超市期间，无一例外，这

些超市都有点“冷”，超市工作人员坦言：“买东

西的人不多。”

金杨街道慈善超市的过师傅，把小小的超

市弄得干净整洁，透着温馨。但他坦言：“这几

年卖掉的东西越来越少了。货越来越少，人家

来看一次是这些东西，再来看一次还是这些，

慢慢来的就少了。”他说，现在一个月纯捐赠物

资的营业额也就几百元。

负责慈善超市物资调配的王丹凤说，慈善

超市的衣物，来源是捐赠，她坦言：“相对于超

市的需求，目前的捐赠量远远不够，而且过时

的衣服多，卖不掉也是必然。”

南汇慈善超市负责人薛春燕的做法是，把

卖不出去的衣服一批批轮流挂出去，尽量让别

人看上去是“换了新的”，但还是由于款式或尺

寸的原因，很难卖得掉。

走访中，记者还发现，慈善超市的“能见

度”普遍不够。东明社区慈善超市虽然紧邻街

边，正面却没对着街道，如果只看路两边招牌，

只会看到侧面的一堵墙；三林爱博慈善超市开

在三林世博家园市民中心广场的最深处，且在

廊檐之下，没有店招，只是在玻璃门上写了慈

善超市的字样，不到近处很难发现。相比于前

两家，金杨街道和洋泾街道的慈善超市更为隐

蔽，它们“深藏”在小区里面，路人很难发现。

在灵岩南路上，距东明慈善超市仅 200米

左右的距离，记者询问三位社区居民，两位都

表示从未听说过有慈善超市，只有一位居民在

听到记者提起捐赠衣物时，才恍然记起好似在

附近；在三林世博家园市民中心广场，记者向

一位从市民中心出来的阿姨询问慈善超市在

哪里，她疑惑地说：“有慈善超市吗？”

关键是“自我造血”

相对于其他慈善超市，上钢慈善超市算得

上佼佼者，但它仍面临着挑战，最大的问题是

还不能完全“自我造血”。

比如，上钢慈善超市年营业额十几万元，是

包括了义卖、发放物资收回的爱心券等，单单超

市每天的营业额仅有百元左右；虽然通过寄售

扩大货源，但合作方不多，如果要进一步扩大合

作范围，就需要投入更大的人力、物力去做，而这

样的投入产出是否值得，运营方心里还没底。

周志敏说：“超市门面由街道免费提供，水电费也

由街道承担，即便如此，一年营业额也覆盖不了成

本”。她和屋里厢的同事们困惑的还有：既希望

货品像其他超市一样丰富，又想着要体现出慈

善特色和公益性，两者如何平衡？

好在，如今上至民政部、慈善机构，下至慈

善超市本身，都开始强调“自我造血”。周志敏

说，最近，上海市民政局到上钢慈善超市调研

时，有关领导再一次提出了加强“自我造血”的

期望，并表示会在经费上予以支持。

今年，民政部专门提出关于创新慈善超市

建设的指导意见，正式提出民政部门今后将逐

步从慈善超市的全包全揽中退出，鼓励将慈善

超市委托给社会组织或企业进行运营。

据民政部数据，目前全国已建立慈善超市

9000多家。民政部门也意识到，定性定位模糊、

募集能力弱、运行成本高、经营能力低等问题，影

响了慈善超市的发展和作用发挥。因此，在指

导意见中，提出在确保慈善功能的同时，要“激活

超市属性”，包括树立成本意识、增强运营能力、

拓展经营模式等，还提出要“加强广告宣传”。

民政部还鼓励慈善超市开放式经营、连锁化

经营。鼓励拓展福利彩票销售、企业沉淀物品代

销等延伸经营功能和代收代缴公共事业费、居家

养老服务等功能。并表示要协调财税部门，探索

对有法人资质的慈善超市实施税收优惠。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浦东分会副会长顾明

仙说，目前，浦东的大部分慈善超市，还停留在

“社会效益”的层次，做活做强慈善超市，增强

其造血功能，是他们正在考虑的问题。

负责新区慈善超市具体业务指导的浦东新

区慈爱公益服务社负责人何筱琳说，目前浦东慈

善超市的确还存在诸如物资调配、经营管理上的

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社会各方的努力，而

相关的支持政策，浦东正在加紧研究中。

这个店堂如何更有“暖意”
——浦东慈善超市现状调查

你去过慈善超市

吗？你知道在慈善超市

里能买到什么吗？

岁末寒冬，正是慈

善机构集中“制造”暖意

的时候。在各种爱心通

道中，有一种通道叫慈

善超市，它经年累月地

“陪”在人们身边，却被

不少人忽视。

一年销售额不到1

万元，货架上的衣服一

挂几个月无人问津，浦

东32家慈善超市，这个

应为困难人群“供暖”的

集散地，一年中大多数

的时候，却显得颇为冷

清。

如何增强“造血”功

能，扩大影响，拓展慈善

内涵，或许是不少慈善

超市应解决的现实困

惑。

慈善超市是慈善事业的一个组成

部分，可接受公众的经常性捐赠。如

果你家里有闲置衣服、图书、小家电

等，都可以到慈善超市去捐赠。倘若

你到慈善超市去购物，那么，你购买的

物品，也是由别人捐赠的，因价格相对

便宜，虽然出资不多，但也是一份爱

心。这份爱心，将充实帮困基金，帮助

需要帮助的人。

慈善超市还承担着向困难人群

发放捐赠物品的功能。政府每年会

给困难人群发放一定数额的“爱心

券”，凭爱心券，能在慈善超市里领取

油米等日常必需品。同时，慈善超市

还可以提供就业岗位，安置残疾人就

业等。

我能到慈善超市
做什么

■链接

北京：慈善超市由公司统一管理
2013年9月，北京市民政局发布《关

于进一步深化慈善超市创新建设的指

导意见》，民政部门不再直接管理，而是

实行市场化运作。

慈善超市在服务功能上，除了要落

实日常化接受捐赠站点、救助和社区应

急服务保障等基本功能外，还将不断增

加超市的服务功能。通过物物置换、代

收代缴公用事业费、代购代取代送服务

等便民服务措施，完善公益服务功能。

有条件的超市还可设立福利彩票销售

等服务功能。此外，慈善超市的监督体

系也将通过超市电子显示屏、手机、网

络等进行公示，实现行政、社会组织、捐

赠人的三方监督。

宁夏：政府提供店面 社会组织经
营 吸纳企业参与

宁夏慈善超市改变过去单一政府

参与的模式，整合社会慈善力量，推出

社会公益组织运营模式。与宁夏最大

的慈善基金会——燕宝慈善基金会合

作，由民政部门提供免费的运营地点，

基金会聘请专业团队管理慈善超市，所

得利润除了反哺超市自身运营外，全部

捐赠给慈善机构。

在没有大型基金会运作的地区，进

行市场运作，让有意愿的超市辟出爱心

专区或者专柜，给爱心企业家冠名。对

持有低保卡等困难生活群体给予各类

打折优惠商品。

在宁夏未来的发展计划里，将采取

“政府主导完善一批、社会组织合作一

批、市场运作挂牌一批”的思路来推动

慈善超市。

各地慈善超市
创新尝试

□本报记者 潘永军 陈烁/文

上钢新村街道慈善超市的每个货架上都有“名号”，出售爱心商品。□本报记者 朱泉春/摄

周浦慈善超市工作人员在整理捐赠的衣物。 □本报记者 潘永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