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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亿中央财政支持资金如何“食之有味”？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2017 年 2 月 7 日，民政部办
公厅印发《2017 年中央财政支持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实
施方案》（简称《方案》）。 这是自
2012 年起，中央财政连续第六年
通过民政部部门预算安排专项
资金，用于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
会服务。

2017 年项目预算总资金为
1.9 亿元左右。

《公益时报》 记者查阅后发
现 ，六年间 ，《方案 》在支持社会
组织服务领域 、类别 、项目资金
申请额度上均作出过适度调整，
但对于资助基建 、研究 、宣传类
活动以及讲课、图书赠送等受益
对象宽泛的项目不予支持，而支
持资金基本维持在每年 2 亿元，
没有调整。

有专家指出，连续六年的中
央财政专项支持资金购买社会
组织服务是社会管理向社会治
理转变 ，强调多元主体 、共同治
理，这是一种探索管理机制的尝
试，但多年不变的支持资金数额
在日渐增长的社会组织数量面
前显然略显尴尬。

配套资金的“杠杆”撬动

《公益时报》 记者在查询
2012 年至 2016 年连续五年的
《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
会服务项目实施方案》 后发现，
申报要求中，除了机构在民政部
门登记成立、年检合格、符合资
助范围项目、 有完善组织机构、
健全财务制度、良好社会信誉等
条件外，在“项目的申报和评审
程序” 中有一点颇为引人注意，
即要求申报机构“有社会和地方
资金的配套情况”， 并将此作为
申报条件。

2015 年，中国残疾人福利基
金会（以下简称“中国残基会”）
曾以“集善工程———助听行动”项
目向民政部门申请中央财政支持
资金。按照当年方案要求，申请项
目归为“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

（C 类）领域，根据支持额度的规
定， 承接“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
目”（C 类） 试点项目拟资助 100
个左右， 全国型社会组织项目资
金每个不超过 100万元。

据朱晓峰介绍，“根据评审
程序中关于资金配比的要求，
2015 基金会‘助听行动’立项批
复资金为 100 万元，提供配套款
物为 900 万元，项目配比达到 1:
9。 基金会立项时，需要签署项目
配套保证书， 保证配比落实到
位。 在这方面，基金会广泛动员
社会力量捐赠参与项目配套，极
大地扩大了受益人群。 ”

据《公益时报》了解，就在此
一年之前，2014 年中国残基会就

以同样的项目申请获得了 100 万
元的支持，当年项目配比为 1:6。

无论是 1:9 还是 1:6，这样高
额的配比，在其他机构的申请中
都是不多见的。

关于资金配套标准，朱晓峰
介绍：“首先应该定位好项目的
执行标准， 其次才是配套标准。
基金会从 2014 年开始对中央财
政支持‘集善工程———助听行
动’的项目定位是凸显‘示范作
用’，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提出
了‘提升听障残疾朋友的生活品
质’的鲜明主题；二是制定了较
高的招标采购助听器的技术标
准，同时广泛动员助听企业参与

‘爱心投标’，就是要用最少的钱
买最好的助听设备，两年 200 万
元中央财政资金共招标采购了
1013 台高品质助听器；三是严格
按照中央财政项目要求，加强对
项目执行过程中的申报、 验配、
安装、监管、总结等各环节的规
范管理。 据此，为配套工作提供
了捐赠标准和配套项目执行标
准。 ”

若中央财政支持资金申请
项目需用配套资金的“杠杆”撬
动，是否意味着“高额配比”会为
机构申请带来优势？ 换句话说，
这个“杠杆”门槛是否会将一部
分申请机构拒之门外？

朱晓峰认为：“中央财政支
持资金要求配套，更多的是示范
和带动作用，支持资金激发机构
活力，强化自身建设，从而承担
更多社会责任。 ”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公益研
究中心副总监程芬在接受《公
益时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每
个支持项目都有不同的功能，
中央财政支持资金也不例外。
这个支持资金不是去做机构孵
化和公益创投， 就是支持有一
定基础的社会组织把服务做得
更好。 ”

程芬表示：“财政资金都是
纳税人的钱， 需要要保证绩效
的，从理论上来说，这种钱承受
风险的能力远远低于社会上投
资的资金，所以需要机构提供配
套资金，将风险降低，去支持有
形、比较稳的项目，这也是政府
的一个考虑。 ”

“对于初期发展的社会组
织， 有很好的主意急需实践，可
以去申请一些创业投资、孵化团
队的资金，因为这部分资金承担
风险的能力较强。 初期发展社会
组织也可借助于此，增强自身建
设后，再向中央财政支持资金递
出申请。 ”程芬补充道。

“中标”的马太效应

获得中央财政支持资金后，
中国残基会的这种招牌效应就
开始显现出来，这无疑被看成是
中央对于机构项目的肯定。

中国残基会通过全国残疾
人福利基金会组织体系开展项
目执行工作，在广西残疾人福利
基金会承接了中央财政项目实
施工作后，开始着手推广“集善

工程———助听行动”项目在广西
的落地工作，他们积极开展募捐
活动，最终再次筹得一百多万的
社会资金支持。

“这实际上是对项目的一种
肯定，从中央到地方，看到了项
目的优势和好处， 提供支持资
金， 让项目执行和落实更有保
障。 ”朱晓峰说。

这在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公
益研究中心副总监程芬看来，实
际上是一种马太效应，即两极分
化现象，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成功申请中央专项资金购
买，意味着机构项目的能力和资
质都得到认定。 ”程芬说，“社会
服务领域现阶段有着比较旺盛
的需求， 有一些供给不足的地
方，通过资源分配引导，使更多
有意愿的资源聚集。 地方政府也
有着同样社会服务的需求，中央
财政支持资金的示范效应是可
以引导地方政府慈善资源有效
配置，把资源引向其所需要引导
的方向，这也是中央财政资金支
持的最大价值。 ”

优势项目“中标”几率大

助听项目是中国残基会的
一项长期重点工作。 2009 年，“集
善工程———助听行动” 启动，当
年就使得 2400 名贫困聋儿获得
救助。 其后，每年中国残基会都
会动员捐赠大量资金和助听设
备推动项目发展。

（下转 09 版）

� � 多年来，中国残基会“集善工程———助听行动”共募集资金和物
资超 1 亿元人民币，累计救助 2 万多名听障残疾人，培训聋儿教师超
过 1000 人，资助 100 多家听力康复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