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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上文，指出內地社會組織所面對的兩個問題。

2. 參考上文並就你所知，指出並分析題1所述問題的成因。

3. 你認為內地的慈善文化盛行嗎？參考上文，試舉例加以說明。

4. 你在多大程度上認同「若要社會組織突破樽頸，中央必須放寬法律法規」這個說法？解釋
你的答案。

5. 網絡和手機短訊在多大程度上推動內地社會組織進行募捐？解釋你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製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現代中國

社會組織發展需人力推動，也要

財力和物力的支撐。資金充裕有利社

會組織吸引高素質人才。目前，內地物質

資源並不太充裕，慈善文化還未化成公民需

要。在此情景中，社會組織如何動員財力，尤其

危機事件中，如何實現資源再生，有效參與危機管

理，將是下文重點探討的問題。

■葉淑蘭　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講師

慈
善

文
化

雄心壯志 VS 有效管理

華東師範大學政治

學系歷經60餘年的淬

礪，為國家培養大批

學界、政界與商界精

英，並確立在全國政

治學學科中的領先地位。香港《文匯報》與華東師範大學政

治學系合作推出通識專欄，從多角度探究中國各方面的外

交政策的發展演變與國際關係的風雲變幻，為本港通識科

高中生提供最實用的「現代中國」單元學習材料。

文匯─華東師大　
通識合作項目

發展樽頸

•少數具法定募捐資格
•民眾捐款不多
•缺乏有效監督
•信息透明度不足籌款形式

•明星義演
•單位動員
•街頭募捐
•網絡募捐
•手機短訊募捐

內地社會組織特性

•支出規模偏少
•資金不足運作難題

危機狀態下的救援資金更多需從社會臨時募捐。目前，只有小部分
社會組織具法定募捐資格。1999年6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
業捐贈法》規定「依法成立的公益性社會團體和公益性非營利的事業
單位」才可接受捐款。對抗沙士期間，民政部曾指定中國紅十字會和
中華慈善總會為負責接收社會捐贈的組織機搆。

壹基金「搭便車」啟動

對大部分無募捐資格的社
會組織來言，有的採用「搭
便車」方式，獲取募捐合法
資格。如李連杰的「壹基金」
2007年在北京正式啟動，它
作為專項基金掛靠在具公募
資格的中國紅十字會名下，
可借助該會名義向社會公開
募捐。這種「搭便車」方式
在去年3月通過的《長沙市

慈善事業促進條例（草案）》獲得確認。
還有不少社會組織在危機狀態下自發動員募捐。在汶川地震中，一

些學校動員學生自願組織上街，站在街頭募捐，為災區募捐急需的各
種物品，並送到慈善總會。還有很多企業、機關單位等動員內部員工
進行募捐。事實上，「募捐資格壟斷」令草根社會組織無法順利獲取
所需資源。江蘇、湖南、廣州等地進行改革，嘗試打破固有的「資格
壟斷」，有望為民間社會組織的發展帶來新動力。去年5月1日，《廣
州市募捐條例》正式實施，規定紅十字會、慈善會和公募基金會等3
類社會組織，向市民政局備案後才可募捐：廣州
市還把民辦非企業單位擴大為募捐主體，規定慈
善公益類的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單位和非營利
事業單位也可募捐。

義演號召力強
網絡短訊

目前，善款募捐大多由政府、企業、媒體或明星動員，高
度依賴現場活動氣氛的感染力和號召力。義演是募捐的重要
方式，通常有著名明星、影星坐鎮，他們不但義演，而且同
時捐贈款項，並即時通過電視畫面公布數額，造成一種很強
的現場效果。

此外，網絡募捐逐漸興起。汶川地震後，騰訊聯合中國紅
十字總會壹基金計劃，啟動第一個「5．12地震」網絡募捐
平台。內地最大網購平台淘寶網也隨即聯手壹基金發起「早
一點到達　多一份希望」的募捐活動。新浪、網易、搜狐等
門戶網站也紛紛開展網絡募捐。

手機短信捐款也成為募捐的重要形式。汶川地震發生後，
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迅速開通手機短信捐款通道。不過，網
絡募捐和手機短信捐款同樣都有監管問題，有不法分子藉此
進行詐騙。

還有很多單位要求紅十字會在本單位設置捐款箱，動員員
工捐款，並由紅十字會清點款項。甚至有人採用傳統的街頭
動員方式進行募捐。

社會組織在資金籌備過程存在善款濫用、挪用等問題，這成為社

會組織健康發展的一個毒瘤。根據搜狐網對「造成中國慈善事業落

後的主要原因」在線調查顯示，在1,460總票數中，高達62.26%的投

票網民選「中國慈善機構的公益性令人懷疑」。

近年，中國紅十字會因「郭美美事件」被公眾群起質疑時，「中

非希望工程」、「尚德詐捐門」、「宋慶齡石像事件」又讓中國青少

年發展基金會、中華慈善總會及宋慶齡基金會陷入社會公信力危

機。這些腐敗事件，究其原因，在於慈善組織缺乏有效內外監管，

具體表現為相關法律法規不足、信息透明度不足及內

部缺乏理事會等權力制衡。

由此可見，社會組織要獲得長足發展動力，需進一步

加強內部和外部的監督機制，增強組織的社會公信力。

社會組織（Social Organization，亦稱

慈善組織）具非營利性、非政府性、志願

性和公益性等基本特徵。2007年，內地開

始正式用「社會組織」代替「民間組織」。目前，內地社會組織可分為

社會團體、基金會和民辦非企業單位。

資金不足是社會組織的主要發展問題之一。目前，內地社會組織支

出規模很小，近三分二社會組織年支出10萬元（人民幣，下同）以

下，年支出超過100萬元的只佔總數1.6%。所有社會組織的平均支出為

19.97萬元。

由於相對缺乏捐贈精神，在內地社會組織的資金來源中，民間捐贈

比例偏低。據統計，由重大事件和巨大災害（如汶川地震）直接引發

慈善捐贈井噴的2008年，全國接收各類捐贈款物總額達1,070.49億

元，只佔GDP總量的0.356%，但已比2007年增長246%。

在社會危機狀態下，社會組織需快速反應，對受影響群體實施救

援，這正需要大量資金。而這些資金又需快速轉化成受災民眾所需要

的物品。社會組織在危機中扮演「聚財」與「散財」的角色。近年，

在重大社會危機中，社會組織均在籌集善款方面發揮極重要作用。

內地善款的主要捐贈者為企事業單位、企業
家、歌星、影星和大眾等，他們之間可起到一
種相互促進的推動作用，甚至營造一種熱烈的
捐贈氣氛。其中，大型企業或企業家往往發揮
風向標作用。汶川地震後，內地大型企業快速
回應，慷慨解囊。歌星、影星的捐款也扮演非
常重要角色，他們通過參與義演活動，舉辦大
型賑災晚會，把募捐氣氛推到高潮，帶動民眾
捐贈。還有更多的是普羅大眾的大小捐款，有
的是匿名，體現奉獻精神。但也有不少民眾捐
款因單位動員、政府動員而「不得不捐」。

在「動員捐贈」體制下，一些月光族或對募
捐機構不信任的人有「恨捐」心理，富人群體
也有「嫉捐」、「迫捐」現象。公眾複雜多樣
的捐贈心理值得我們深刻反思。這表明：
1. 普通民眾物質生活不高是制約內地社會組織

發展的重要物質因素；

2. 慈善文化相對不足，富人也「惜

捐」，社會組織較難獲得穩定財

力支持；

3. 在奉獻精神不足的環境中，政

府、單位「動員捐款」及網民

「迫捐」，可暫時改善社會組織應

對社會公共危機的資金鏈，但不

能可持續發展；

4. 募捐機構本身缺乏財務透明和有

效監督，阻礙社會組織獲得充足

資金。

當捐贈行為出於人道主義精神、
社會責任感、奉獻精神時，才能帶來可持續發
展。若出於面子或政府動員，捐贈不可能持
久。在社會危機平復後，捐贈只是曇花一現，

不能成為常態行為。要推動慈善事業，不但需
公民文化培養，也要來
自政府和社會組織本身
的制度創新。

預告：「內地危管之民間人力篇」

將於8/5（星期三）刊登。

內地危管之

民間 篇資金
資金不足 支出偏少

■義演的號召力和感染力較強。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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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監管 增公信力

■ 內 地 民 眾

逐漸建立奉獻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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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錢人嫉 月光族恨 表面慷慨實難解囊

■李連杰的「壹基金」被指在籌款上「搭

便車」。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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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內地小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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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營利性
•非政府性
•志願性
•公益性

■中國紅十字

會曾因「郭美美事

件」而陷入公信力

危機。資料圖片

•慈善文化薄弱
•物質資源不足

■內地民間籌款

力量逐漸強大。

圖為內地小學生

為天災義演。

資料圖片

伸援手

■有指內地部分民眾

不是自願捐錢，而是

「迫捐」。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