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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金有门槛

成立组织有点难

近年来，随着社会组织的蓬
勃发展，全职公益人和志愿者人
数“井喷”。“益宝计划”项目创始
人周玲介绍，根据民政部数据，
截至2013年底，我国注册的社会
组织达54 . 7万家，其中民非注
册25 . 5万家，社会团体28 . 9万
家，基金会3549家，注册志愿者
约为7345万人。

不过，平原小伙姚健发起
的平原公益志愿者协会不是
其中一员，因为它至今没有取
得合法身份。姚健说，现在注
册公益组织的门槛越来越低

了，但仍存在一些现实障碍，
别的不说，光 3万元注册资金
就不好筹。志愿者们在日常的
公益活动中已经捐出不少钱，
没有经济能力再拿出3万元用
作注册。以他本人为例，每月
工资只有4000元，却已先后捐
出5万元，“最穷的时候，我连
电话都打不起了。”他说。

在公益人才研讨会上，多位
公益组织负责人认为，注册资金
将很多公益热心人士挡在了门
外。

“公益组织会接收来自社会
的捐款，监管是必要的，但是我
们也呼吁，政府部门把资金门槛
降得再低一点，或者能在启动资
金上提供支持。”一家公益组织
负责人建议。

做好公益

有理想也得有面包

目前公益组织面临的另一个
突出问题是，很多全职公益人或
志愿者社会认可度低、薪酬低、社
会保障不全，在满怀理想从事公
益事业之时，不得不面对现实的
经济压力，重大疾病或意外伤害
等风险使他们经常处无助之境。

周玲说，根据《2014中国公益
行业人才发展现状调查》，NGO
(非政府组织)从业者绝大部分低
于当地城镇居民平均收入；34.6%
的公益人尚无基本社会保险，尤
其是参与救灾的公益人士，会经
常遇到危险，很需要保险，但是目

前市场现有相关保险费率很高，
团险又对参保人数有要求，基本
社保对大病保障力度有限，现有
救助项目很少，并且覆盖面窄。

“我本人基本是在全职搞公
益，但是没有拿过一分钱工资，前
些年，我把家里的车和汽修厂都
卖了，房子也租出去了，但是随着
组织不断壮大，越来越感到，仅靠
个人的力量是很难做大公益的，
希望得到支持，起码保障公益人
能够生存下去，有理想也有面
包。”孙志达说。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
院社会工作系副教授张洪英认为，
仅靠社会组织自身力量是远远不
够的，在支持公益方面，政府需要
进一步降低登记准入门槛，加大政
府购买力度，探索孵化基地建设。

做一个挣钱的商人，难；
做一个不挣钱的公益人士，
更难。这绝不是妄言，如今很
多全职公益人或志愿者面临
着社会认可度低、薪酬低、社会
保障不全等问题，如何让有善
心、行善事的人更踏实、更安
全、更从容，正成为一个十分重
要的课题。推动改善公益人才
的生存状况，成为2015年山东
公益人才成长支持研讨会的
焦点话题。

文/片 本报记者 宋立山
实习生 马晓硕

与会的公益组织负责人把
遇到的困难和未来的期待写下来。

国外的公益组织的主要
资金来源包括社会捐赠、政府
租住、会费收入、实体收入等
几部分，不过目前小型的公益
组织主要依赖志愿者捐赠和
义卖，资金来源非常单一。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秘
书长秦国英曾经在演讲中分
析，从捐赠主体上看，美国个
人是最重要的捐赠主体，中国
则与之相反，企业是最重要的
捐赠主体。

除了出台政策鼓励社会
捐赠之外，最直接的支持应是
政府购买公益组织的服务。从
国外公益组织的发展趋势，以
及近几年沿海地区的改革试
点可见，政府购买公益组织的
服务，既减轻了政府的部分负
担，同时为公益组织提供了可
持续发展的稳定资金来源。据
研究数据显示，香港公益组织
的收入90%来自于政府购买服
务，这个数字在欧洲为60%—
70%，在美国也达到了1/3。最近
几年，政府购买服务的模式开
始在国内很多地方试点推开。

专业人士分析，目前，中
国大陆公益社会组织处于起
步阶段，在投资收益、实体收
益以及筹资策略等方面也尚
待成熟。 （记者 宋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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