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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组织投资意愿普遍上升
仍面临专业人才、资管产品、供给平台资源不足等难题

新闻 NEWS

观察：
理财投资收益增速可观

2016 年至 2020 年，ABC 美
好社会咨询社持续观察了 251
家公募和非公募基金会，并以问

卷、访谈、业内分享等方式，从投

资意愿、投资表现、投资偏好三

方面开展调研，抽样调查选取

120家样本。数据显示，基金会投
资收益增速非常可观。

ABC 美好社会咨询社筹款
条线合伙人刘冠群表示，从 2016
年开始，公募基金会与非公募基

金会投资意愿普遍上升，参与程

度高，但动机和目标有所不同。

在“投资表现”方面，大部分

基金会参与的都是无风险利率投

资，头部基金会和高校基金会更

活跃，投资收益更可观。在“投资

偏好”方面，大部分基金会偏向短

期投资，但头部基金会有比较好

的能力做长期投资，可以拿到高

额回报。在“投资组合”方面，大部

分基金会选择短期投资加长期投

资资产分配，对最终组合收益影

响明显。在投资收益率表现上，

2016至 2020年间，非公募基金会
投资收益率比公募基金会略高。

2022 年，ABC 美好社会咨
询社调研团队抽取了 120 家基
金会做点状图分析，结果显示，

一些高校基金会收益水平已经

高于一年期国债年化收益率，成

为投资参与的主体。

数据显示，从投资偏好上来

看，80%的公募基金会偏好“货币
基金”“一年期内银行理财产品”

“信托计划”等稳健短期投资，这

些产品能够较好地满足基金会

流动性要求。非公募基金会偏向

于“长期债券投资”“长期股权投

资”等长期投资，对于资产流动

性管理相对公募基金会较为宽

松，长期投资能够为其带来明显

的超额投资收益。

效果：
投资理财中的“马太效应”

据了解，目前四类基金会投

资态度也各不相同：一是高校基

金会，其资金大多来源于校友捐

赠，投资标的决策上校友支持力

度较大；二是企业基金会，投资

决策取决于企业背景，有些基金

会并不希望做保值增值，只想做

公益项目；三是国字头基金会，

由于自身规模比较大，投资类别

较为丰富，保值关注度高；四是

社会化基金会，对保值增值持积

极态度，投资标的决策主要取决

于资管产品本身的风险投资收

益特征，能够比较积极地向金融

机构寻求多样化的金融产品。

数据显示，2022年，排名前
五的高校基金会拥有接近 400
亿元资产，集中度相当高，其发

展有非常大的空间。而目前全国

高校基金会数量约为 500家，约
占我国基金会总数的 5%。

刘冠群表示，非公募基金会

的投资余额比公募基金会高，限

制支出条件较少，可用投资资产

规模较大，使用的投资工具和产

品类型更为丰富，这直接导致基

金会投资的“马太效应”更明显。

2019年 4月 1日，中国银行
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银行

业金融机构资管新规》（以下简

称“资管新规”）正式实施，过渡

期于 2021年 12月底结束。资管
新规对包括银行理财在内的各

类资产管理产品提出净值化管

理、不得承诺保本保收益、打破

刚性兑付等要求。

刘冠群表示，资管新规出台

后，基金会投资收益率开始下

降，原先以保本理财为主的投资

开始转向净值化产品。观察显

示，2021年，七成左右基金会开
始保值增值活动。

痛点：
慈善投资的税收制度

业内人士指出，税收政策变

化、慈善机构有无投资能力、有

无专业投资平台等，均是慈善资

产投资增值活动的痛点。

2009年 11月，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发出《关于非营利组织

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

通知》和《非营利组织企业所得

税免税收入范围的通知》。其中，

关于非营利组织免交企业所得

税的收入范围众，“孳生的银行

存款利息收入”包括在内，但不

包括投资理财所获得的收益。

《慈善法》第 79条规定：“慈
善组织及其取得的收入依法享

受税收优惠。”目前，慈善组织的

捐赠收入是免税的，捐赠者无论

是企业还是个人，均可享受税前

扣除优惠。但依据我国《企业所

得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基

金会捐赠资产投资理财收益需

要缴纳 25%的企业所得税。
对此，徐永光表示，一方面，

税收制度与相关法律不同步，慈

善组织投资理财收益要缴纳所

得税，抑制了慈善事业发展。其

次，慈善组织能力不足，压力不

够。设立理事会投资委员会是机

构投资理财发展的趋势，投资委

员会的专业度将大大减低理事

会成员承担的决策风险。理事会

在投资决策基于合理合法基础

上，批准投资委员会的投资方

案，若没有违规操作，在投资出

现亏损时参与决策的理事无需

承担赔偿责任。

“慈善投资的专业服务平台

缺乏，希望联合影响力投资基金

和商业基金，打造慈善资产投资

平台，为慈善组织提供制度设

计、合规标准、监测评估等功

能。”徐永光谈到。

徐永光觉得，今后在基金会

评估上，应该对有积极投资理财

行为的机构给予加分，反之扣分。

风险：
投资风险与人才供给

慈善资产不投资、不理财是

否有风险？

某高校基金会负责人表示，

长期来看，不理财就有贬值风

险，此外还会面临组合市场风

险。“对每个慈善组织而言，最优

组合是什么？很难判断。”

该负责人表示，慈善组织投

资决策委员会投资时应该注意

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超越宗旨

和业务范围的不投，不能把投资

理财收入作为主要收入；第二，

股权投资有风险，股权投资风险

相应升高；第三，非限定资产和

暂不需要拨付的限定性资产可

以用于投资，对于暂时需要拨付

的限定性资产如何使用，需要明

确约定，避免产生纠纷；第四，委

托第三方投资，需要对对方专业

能力做详细背景调查，如果盲目

投资，则隐含风险较高。

另外，专家建议，投资理财中

慈善组织的人才供给特别重要，

“咨询人才、执行人才、行业平台

都影响着慈善组织投资发展。”

刘冠群认为，目前投资行业

为基金会提供的专业投资咨询

人才及执行人才服务都较为缺

乏，基金会投资行为也缺乏相应

行业引导。“基金会大类资产配

置的工具和产品目前看来还是

较为缺乏的，而给慈善组织设定

当年风险收益目标、年度策略指

引等行为，也不多见。”

近日，“2023 全国耕耘者振
兴大会”在四川德阳举行。大会

以“和美乡村，人人参与”为主

题，以“耕耘者”基层治理实践为

窗口，呈现“耕耘者”振兴计划在

乡村人才振兴和数字化助力乡

村治理方面的最新成果，探讨数

字化如何破解基层治理难题。

据介绍，“耕耘者”振兴计划

是由政府部门主导、社会力量出

资、政企合作共同组织实施的培

训项目。2021年 5月，农业农村部
与腾讯公司签署“耕耘者”振兴计

划战略合作协议，计划 3年投入 5
亿元，聚焦乡村治理骨干和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开展培训，

并为基层治理骨干免费开发和提

供数字化工具，助力乡村基层有

效治理。2022年 4月，农业农村部
印发《关于实施“耕耘者”振兴计

划的通知》，面向全国推广，计划

利用三年时间，通过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实现线上培训 100
万人、线下培训 10万人的目标。
两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耕耘者”振兴计划已在全国 29
个省（区、市）落地，累计开班 352
期，培训总人数达 4.1万人。项目
设计开发的“村级事务管理平台”

覆盖全国 3.4万个村庄，服务村民

455万余人；与广东、四川、湖北、
青海等省合作，个性化定制的“粤

治美”“川善治”“鄂参与”“青松

治”等乡村治理数字平台也相继

落地应用，有效提升了乡村治理

智能化、精细化、专业化水平。

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

学研究所经济与科技社会学研究

室主任、研究员吕鹏做了《“为村

耕耘者”推动基层治理数字化评

估》报告。他指出，通过“为村耕耘

者知识分享平台”“村级事务管理

平台”等数字化工具，一方面让信

息数据体系化，基于微信生态的

数字工具箱，村规民约、积分规

则、评议规则、积分公示、积分看

板一目了然，帮助各级政府治理

组织效率提升；另一方面，让参与

动员线上化，村民有地方说理、有

机会出力，最大限度激发乡村主

体内生动力，完善共建共治共享

的社会治理体系。

“村级事务管理平台”在乡

村治理过程中最核心的功能是

让村民更高效地参与共治。截至

6月 25日，“村级事务管理平台”
平台上有村支书回复的“村民说

事”超过 2.5万件，发布书记公开
信 6.6万条。据统计，有 2129条
“说事”在发布后 5分钟内就得

到了村书记的回复和交办。

腾讯公司副总裁陈菊红表

示，“乡村数字化的过程，也是凝

聚‘关心’和‘相信’的过程。在

‘村民说事’上，干部和群众频密

互动，问题得以高效解决，双向

反馈得以快速正循环，而积分制

更是激发内生动力。村民们一起

行动，让村容发生变化，让村集

体得以增收，在一次次共同行动

中更加笃定地投入到乡村振兴

建设中。数字乡村不是目的，而

是善治的工具，将数字化作为方

法，腾讯希望为乡村治理提效，

为产业振兴提速。” （张明敏）

“耕耘者”振兴计划公布最新成果：

培训 4.1万人，线上服务村民超 455万

“公募基金会中，投资委员会的权利和责任如何平衡？ 在给出投
资建议的情况下，如果出现投资亏损，理事会怎样把控？ ”

“建设共同投资平台，参与投资能否让我们扛住外部的质疑和压力？ ”
近日，由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中国慈善联合会指导，上海

第一财经公益基金会和上海汇添富公益基金会联合发起的第二期
“基业上善”慈善资产管理研修营项目在北京举办。 来自金融、法律、
公益等领域的专家导师团与全国 40 位基金会从业者汇聚一堂，针对
慈善组织投资理财行业现状展开讨论。

课堂间隙，有研究机构抛出多年慈善组织投资理财观察报告；也
有实操人士指出现存的投资困境……于慈善组织而言， 更多问题也
亟待释疑。

南都公益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徐永光认为， 今后在慈善组织评估上，
应该对有积极投资理财行为的慈善组织给予加分，反之扣分。

第二期“基业上善”慈善资产管理研修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