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十
四五”期间，“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理念，将贯穿经济社会发展

各领域和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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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瑞森德社会组织发展中心联合创始人

公益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离不开资金和资源的支持。 在新
环境 、新发展阶段 ，如何提升筹
资成效 ，践行组织使命 ，将成为
社会组织管理者的破局点和发
力点。

2020 年 12 月 28 日至 2021
年 1 月 15 日 ， 北京瑞森德社会
组织发展中心联合 19 个省市地
区的合作伙伴 ， 开展 2021 社会
组织筹资能力需求调研。 这也是
目前国内唯一连续 3 年开展的
筹资能力专题研究。

本次调研， 共收集问卷 113
份，包含 24864 个数据，其中有效
问卷 105 份，重复作答与不合格
问卷 8 份。 有效率为 92.92%。

参与者包括基金会 、 慈善
会 、社团 、民非的社会组织负责
人与业务骨干。 工商注册与未注
册的组织占比为 3.53%。

调研主要涉及社会组织筹
资规模 、结构 、运营推广 ，以及
2021 年筹资能力建设需求等多
个方面。 经过与前期数据进行比
对，总结出 3 个主要发现如下。

国内基金会与慈善会
对社会组织资助有限

本次调研数据显示，社会组
织的主要收入包括公众捐赠、企
业捐赠、政府购买服务，基金会、
慈善会资助相对较少。

从收入结构可以看出 ，企业
捐赠占比 31.14%，公众捐赠占比
为 27.36%，政府购买服务占比为
22.64%。 而居于公益行业生态链
上游的基金会、慈善会对社会组
织的资助占比仅为 12.04%。

中 国 慈 善 联 合 会 发 布 的
《2019 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 》
中 ， 内 地 接 收 款 物 捐 赠 共 计
1509.44 亿元，71.25%的资金流向
了基金会与慈善会。 其中，基金
会接收捐赠占比为 44.86%，慈善
会占比为 26.39%。

一边是众多一线社会组织
缺乏资助举步维艰，一边是大量
资源集中在基金会 、 慈善会手
中，自己开展项目。 这导致了一
个恶性循环 ：上游不资助 （自己
做），下游发展不起来，行业规模
小影响力不足，获得资助少。 最
终反噬整个行业。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许多
社会组织收入降低，面临前所未
有的困难和挑战。 国内的基金会
与慈善会也加大了对一些社会
组织的支持力度。

2020 年度《第四届中国基金
会评价榜调研报告》 显示，NGO
接受基金会资助的平均金额较
前两届相比呈持续上升趋势，但
未接受资助的 NGO 比例也从
18%上升至 36% 。 这表明部 分
NGO 获得了更多的资助。

还有数据显示 ，22%的 （受
访）基金会完成了 67%的资助行
为。 这表示少数基金会，完成了
大部分的资助行为。

截止到 2021 年 1 月 4 日，全
国共录得 8549 家基金会 。 南都
公益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徐永光
认为，中国基金会定位为资助型
的基金会数量占比不到 1%，大
部分还是自己做事，这反映我们
行业发展水准非常低。 ”

社会组织重视筹资
但专业能力不足

调研数据显示 ，78.01%的社
会组织认为筹资“紧急且重要”，
17.14%组织认为这项工作属于
“重要不紧急”的范畴，觉得筹资
不重要的组织占比为 4.76%。 这
足以彰显社会组织对于筹资的
重视。

在疫情的冲击之后，虽然社
会组织对筹资重视程度进一步
提高 ，但从调研结果来看 ，筹资
专业化水平还有待提升。 这直接
反映在筹资规划的制定上。

本次调研中，每年制定筹资
计 划 的 组 织 占 比 为 53.29% ，
45.71%的组织未能连续制定筹资
计划 。 这与去年的情况变化不
大，但相对于 2019 年 ，制定计划
的组织比例增加了 23.04%。

如果将组织比作一艘探索
新大陆的航船，那么筹资计划就
是指明方向的航海图，是推进工
作、配置资源的重要参照。

超过四成的组织缺少连续
的筹资计划，显示出部分社会组
织筹资工作带有一定的盲目性。
这有可能为组织带来不可预知
的风险。

当被问及“在筹资过程中遇
到的障碍主要有哪些”时，“筹资
能 力 有 待 提 升 ” 居 于 首 位
（54.29%）。 缺少专业人员与缺少
外 部 资 源 紧 随 其 后 （ 同 为
46.67%），选择筹资方式创新不足
位列第三（30.48%）。

而在 2019 年与 2020 年的调
研数据中 ，受访者主要将 “筹资
方式创新不足”“缺少外部资源”
“缺少专职人员” 视为筹资的主

要障碍。
三年来数据的变化 ，显示出

社会组织对于筹资的认识，更加
客观 、真实 ，对于自身问题的洞
察愈发理性、深入和全面。

筹资是社会组织的生命线 ，
这方面的能力与成效，关系到组
织与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也对每
个行业从业者有着直接影响。

不过，筹资是实现公益目的
的手段之一。 如果片面追求筹资
额 ，背离了回应社会问题 ，推动
社会公平 、进步的根本 ，组织就
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作为一个系统工程 ，筹资绝
不是各种技术手段的叠加。 缺乏
长远的战略和稳健的体系，再精
湛的技术，最终也会走向低水平
重复，即所谓的“内卷”。

“筹资方式创新不足”“缺少
外部资源”“缺少专职人员”都只
是表象，其实质问题是由于专业
能力不足，引发的运营管理等多
方面挑战，已经成为制约组织发
展的顽疾。

那么，社会组织筹资能力建
设的主要痛点在哪里？ 调研结果
表明，“缺乏经费”一直是社会组
织的老大难问题。

调研数据显示 ，66.67%的受
访组织，将缺乏培训经费作为筹
资能力建设的主要障碍，紧随其
后的是 ，“缺乏持续辅导 ”和 “不
知道哪里有专业课程”。

纵观 2019-2021 年的数据 ，

“缺乏培训经费” 一直困扰着社
会组织。 有秘书长坦言：“我们有
限的资金往往首先用于开展项
目，而轮到筹资能力建设这种软
性支出，往往就是心有余而立不
足了。 ”

“与商业机构相比 ，NGO 整
体行业的基础建设投入相差甚
远。 ”全球联合之路（United Way
Worldwide）中国首席代表袁家凯
认为：“在募捐产品设计上，眼泪指
数高的项目容易获得捐赠， 但类
似从业人员的培训， 信息化系统
的开发等合理支出， 却很难获得
捐赠人的垂青。 基础建设投入不
足严重正在影响 NGO 行业的健
康发展。 ”

社会组织筹资能力建设
需专业团队持续辅导

数据显示 ，33.33%的社会组
织在 2020 年参加了 1 次筹资培
训 ， 没有参加过的组织占比为
29.52%。 2019 年参与过 1 次培训
的组织占比为 31.37%，没有参加
过的组织占比为 30.39%。

如果说 2020 年，主要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减少了人员流动
和聚集。 那么 2019 年与 2020 年
数据对比相差不到 2%，就说明，
新冠肺炎疫情不是影响筹资能
力建设的主要因素，缺少资金投
入与专业有效的内容才是症结
所在。

据统计，2020 年社会组织筹
资能力建设以线上为主，占比为
56.19%， 参加公开课的组织占比
33.33%，27.63%的组织选择了“团
队内部分享”。

从培训效果来看 ，40.86%的
组织认为线上培训效果很好 ，
“对工作有一定帮助”，但是给予
非常好评价的社会组织占比仅
为 1.69%。

另外，有 44.07%的组织表示
线上课程效果一般“相关经验只
适合特定的组织 ”，6.78%的组织
认为“这对工作没有帮助”。

2021 年，社会组织对参加公
开课、工作坊和聘请专家团队进
行辅导表示了浓厚的兴趣 。 其
中 ，60%的组织选择了参加公开
课，愿意参加工作坊的组织占比
为 53.33%，希望聘请专家团队进
行咨询的组织占比为 35.24%。

有受访者表示：“很多时候 ，
内容和时间都是碎片化的。 偶尔
听一次课，当时感觉挺好。 但在
实际工作中遇到困难时，还是容
易沿着老路走。 ”

对于社会组织来说，怎样在
预算有限的前提下，得到持续深
入的专业支持已经成为刚需。

根据柯氏四级培训评估模
式 （KirkpatrickModel），从学会到
做到，再到做好需要跨越巨大的
鸿沟，这个过程中需要不断地提
供反馈与指导。

而 “培训+陪伴 ”的轻咨询 ，
可以在控制成本的前提下，让社
会组织与专业团队充分发挥各
自优势。 在工作中，以目标为锚
点，通过系统化的知识输出与过
程支持，将方法论、工具、经验与
实践相结合，推动绩效提升。

这种 边 干边 学 的 模式 ，有
助 于 社 会 组 织 实 现 内 外 部 协
同 ，不断用实际成果 ，检验方法
的有效性 。 最终 ，形成适合组织
发展的筹资体系 ，助力组织高质
量发展。

社会组织作为 “第三部门 ”，
投身公共服务生产，有效弥补了
政府和市场供给的不足，在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筹资贯穿社会组织的整个
生命周期 ， 而能力建设是一个
“取势、明道、优术”的过程，作为
组织的一项战略投资，推动人的
发展与组织使命达成才是其价
值所在。

本次调研 ， 揭示了社会组
织对于筹资能力认识的变化 ，
折射出新的时期 ， 对于系统化
开 展 筹 资 能 力 建 设 的 迫 切 需
求 ， 并提供了提升筹资能力的
参考路径 。

能力不足已经成为社会组织筹资的主要障碍

益言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