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圆园24援10.29 星期二 责编院皮磊 美编院段理

新闻 NEWS

冶

受益民众期待得到更多来自中国民间的支持

叶中国民间组织国际化发展基线调研项目报告曳发布

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

全球农业学院教授董强介绍，中

国民间组织国际化发展的历史

脉络可追溯到 2004年印度洋海
啸救援，之后通过尼泊尔地震

（2015）、新冠肺炎疫情（2020）、土
耳其及叙利亚地震（2023）等人
道主义救援行动，形成了一定群

体规模的国际化趋势。在此期

间，来自国际力量的助推和我国

政府的鼓励，也在很大程度上促

成这一趋势的延续和小幅扩张。

不过董强也表示，虽然中国民间

组织国际化发展已经起步，但还

处于一个缓慢成长时期。

此次调研在缅甸、尼泊尔、

老挝、柬埔寨、印度、肯尼亚、埃

塞俄比亚等 15 个国家展开，中
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

业学院对调研项目最终形成的

调研产出进行了汇总与分析。从

调研的国别来看，中国民间组织

覆盖的区域从过去以东南亚和

东非为主，正在拓展到南亚、中

东、中欧等区域。同时，在这些区

域的国别实施项目的社区正在

从单点向多点扩大；中国民间组

织在海外的受益民众身份较为

多元，包括农民、城市贫民窟居

民、大中小学生、工人、难民等。

将发展中国家的民生需求
作为重要的项目设计出发点

报告指出，中国民间组织在

国家民心相通、民间外交理念推

动下，将发展中国家的民生需求

作为重要的项目设计出发点。其

在海外实施的民生项目类型多

元，其中以教育项目为主。具体

来看，教育项目占比 54.88%，生
计项目占比 39.11%，健康项目占
比 30.06%，人道主义救援项目占
比 22.69%，小型基础设施项目占
比 17.65% ， 环 保 项 目 占 比
11.76%，妇女项目占比 4.78%。

从受益民众角度来看，中国

民间组织海外项目侧重在发展

性的人口群体，其中包括未成

年、青年、中年三类。受益民众年

龄最小的 12岁，最大 70岁，总体
年龄跨度较大。此外，受益民众

的家庭经济状况总体比较贫困。

调研显示，其中较穷家庭占比

37.75%，一般家庭占比 35.94%，
极穷家庭占比 21.01%，较富家庭
占比 1.68%，富裕家庭占比
0.13%。这也印证了中国民间组织
在海外开展项目主要聚焦的社

区大多为贫困社区。

在受益民众对中国民间组

织态度方面，报告显示，几乎所

有受益民众都对中国民间组织

持欢迎态度，期待能够得到更多

来自中国民间的支持。其中，“欢

迎更多中国民间组织来到我们

社区”的受益民众占比 65.68%，
“欢迎中国民间组织继续开展工

作”的占比 32.06%，“不欢迎此前
来过的中国民间组织”的占比

0.32%，“拒绝任何中国民间组织
的到来”的占比 0.13%。

此外，受益民众期待中国民

间组织能够提供多元化的后续

支持，并且需求非常强烈。报告

显示，受益民众希望中国民间组

织提供的帮助中，“为儿童提供

更多的教育支持”占比 71.62%，
“增加民众的收入”占比 60.39%，
“为民众提供更多的医疗服务”

占比 48.18%，“提供更多的小型
基础设施”占比 45.84%，“提升民
众保护环境能力”占比 31.69%。

报告显示，超过一半的受益

民众认为“中国是一个帮助我们

的友好大国”。具体来看，受益民

众对中国的印象中，“中国是一

个友好的国家”占比 62.25%，“中
国是一个帮助我们的国家”占比

50.94%，可以看出受益民众对中
国持非常积极正面的认知，中国

民间组织在海外的工作一定程

度上帮助提升了中国负责任友

好的国家形象。

董强指出，需要注意的是，

评价“中国是一个帮助我们的国

家”的比例刚刚超过 50%。“这说
明无论是中国政府的援助项目，

还是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以及

中国民间组织的公益项目，对于

所在国民众生计支持的覆盖面

还比较小。”

推动中国发展经验和实践

在受援国落地

报告指出，从访谈情况来

看，海外合作机构与中国民间组

织建立工作联系可以追溯到上

世纪七十年代，但主要时间段是

2012年以来，集中在 2018-2022
年。海外合作机构与中国民间组

织建立工作联系的主要缘由可

以分为三类：一是由于人道主义

海外救援促成了后续的工作联

系。二是基于双方合作开展项目

建立起了工作联系，如柬埔寨-
中国关系发展学会通过与北京

平澜公益基金会合作开展排雷

项目以及实物捐赠等长期项目

建立工作联系。三是通过中介主

体形成了工作联系。

那么，海外合作机构与中国

民间组织建立工作联系的动机

是什么？报告指出，从访谈整体

情况来看，海外合作机构与中国

民间组织建立工作联系的动机

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可以开

展共同感兴趣的项目活动；第二

类是通过中国民间组织获得相

应的外部支持；第三类是对中国

民间组织的价值认同。

从执行层面来看，中国民间

组织的海外合作机构有哪些类

型？报告分析指出，中国民间组

织优先与受援国的全国性民间

组织建立工作联系，占比为

35.90%；基层民间组织占比

12.82%；地区性民间组织占比
7.69%；政府部门占比 5.13%；国
际非政府机构占比 2.56%。

报告同时对海外合作机构

与中国民间组织的合作模式进

行了分析。其中提到，海外合作

机构与中国民间组织的合作侧

重在执行层面，在设计开发项目

方面的参与不足。“海外合作机

构负责执行中方的项目，中方提

供项目的执行费用”是中国民间

组织与海外合作机构的主要合

作形式。报告指出，这样的合作

形式之所以成为主流形式，主要

原因在于中国民间组织希望推

动中国发展经验和实践在受援

国落地，从而能够更好地在国内

形成有利于合法性和筹款的国

际化形象。

那么，中国民间组织的到来

给海外合作机构带来了什么影

响和改变？报告认为主要体现在

两方面：一方面，提升了海外合

作机构的组织能力并拓展了组

织资源；另一方面，帮助海外合

作机构实现业务持续并拓展，扩

大服务规模。基于此，海外合作

机构也积极地表达了愿意与中

国民间组织继续合作的意愿。

不过，受国际环境、地区局

势、文化习俗等多种因素影响，

中国民间组织在海外开展项目

也面临一些挑战，包括：因组织

数量少、资金有限、实施周期短

等因素，无法形成海外工作规模

效应和持久影响力；在建立与基

层政府、社区的沟通机制方面还

有所欠缺。

报告指出，中国民间组织需

要在投放资金规模、受益群体拓

展、持续援助、海外运作、多方沟

通等方面向其他国家的国际性

民间组织学习先进经验和做

法，最大程度展现其在海外的

中国影响力。同时，中国民间组

织国际化发展需要关注并积极

持续建设海外公信力，以便能

够更好地融入海外的政治经济

社会文化环境，实现在受援国的

融合扎根。

进一步发挥国内公益行业

枢纽组织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风险治理创

新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张强，爱

德基金会副秘书长佘红玉，中国

乡村发展基金会国际部部长伍

鹏等对报告进行了点评。专家表

示，希望包括政府部门、企业、媒

体、学者及民间组织等在内的各

方力量能够形成合力，推动国内

民间组织走出去，推动中国公益

慈善行业国际化交流和发展。

不过，记者在此前的采访中

也注意到，目前国内公众对本土

民间机构在海外开展公益项目

态度并不一致，其中不乏表示不

理解甚至质疑的声音。引发舆论

关注的焦点在于：在国内一些社

会问题尚未解决的背景下，为何

要占据有限的公益资源尤其是

筹款资源去海外开展项目？

一些在海外开展过公益项

目的机构对此也表示无奈：“在

海外开展公益项目，是展示中国

软实力的一种方式，也是积极响

应国家提出的倡议，但网上汹涌

的舆情有时候让我们不敢进行

传播，只能悄悄地做事。”

对此，报告也给出了一些

建议。

在政策层面，报告提出，可

出台促进中国民间组织国际化

发展的专项支持性政策，为中国

民间组织更好地将国内公益资

源与海外民生需求有效对接提

供政策空间；在现有的全球发展

和南南合作基金向国内社会组

织开放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资

助的组织规模和单个项目资金

额度；进一步加强中国民间组织

国际化的运营能力和组织建设

能力，提升中国民间组织在海外

的适应性和融入性。

在行业发展层面，报告提出，

从当前海外各方的评价来看，中

国民间组织在海外的工作得到了

认可，但如何能够在持续实施民

生项目的同时拓展更多领域是亟

待考虑的问题。报告建议，中国有

志于国际化发展的民间组织要考

虑如何能够在国内形成一个稳定

的资源动员圈层。此外，中国公益

行业中支持走出去的枢纽组织应

考虑如何帮助支持国内民间组织

建立海外公信力，如帮助中国民

间组织提升对重要国别政治经济

文化的感性和理性认知水平，提

升与这些国别不同人士的沟通和

交往能力。

姻 本报记者 皮磊

近日袁叶中国民间组织国际化发展基线调研项目报告曳在京发
布遥 该项目由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指导袁阿里巴

巴公益基金会支持袁北京平澜公益基金会尧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
全球农业学院联合 13家国内民间组织尧学术机构共同发起遥据介绍袁
这是国内首次从一带一路沿线多元主体的域外视角对民间组织国际

化效果开展的系统评估遥

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教授董强发布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