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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希望工程 
 

 马季  
 

  作为中国公益事业的头号品牌，希望工程的那双“大眼睛”一直深深地印在几代人的脑海中。 
  希望工程成立于 1989 年 3 月，当时教育“普九”达标运动在全国广泛开展，希望工程的成

立可谓恰逢其时。 
  截至 2012 年，全国希望工程累计募集捐款 87.3 亿元人民币，其中中国青基会筹集善款 31 亿

元人民币，共建设希望小学 18002 所。 
  在希望工程 20 周年之际公布的《希望工程 20 年评估报告》对这一项目评价道：“她不仅以

实际行动为促进青少年发展、维护社会公平做出了贡献，还树立了国内民间非营利组织成长的典

范，推动了我国公益事业的长足进步。” 
  积 20 多年之功，希望工程给我国农村地区的教育状况带来了极大的改变，而在这个过程中，

希望工程自身也在不断求变。 
  希望工程：从“起点公平”到“过程公平” 
  进入本世纪以来，国家在基础教育方面的投入逐年增加。特别是从 2001 年开始实施的“两

免一补”政策，基本消除了“交不起学费”的现象。至 2007 年，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

济困难的学生，均享受到了“两免一补”的政策。 
  上学可以免费了，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农村家庭的孩子如果不能接受有质量的教育，仍然

会在之后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例如：北大清华这样的一流名校，农村生源的学生数量近年来一

直呈下降趋势。贫困家庭为了接受教育而投入大量的资金和时间成本，如果孩子没有因为教育而

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竞争力，家庭可能会因此而变得更加贫困，甚至产生“教育致贫”的现象。

“教育无用论”一说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就反映了这样的社会现实。 
  因此，教育的公平不应该仅包括“起点公平”——每个孩子都有机会上学，还应该包括“过

程公平”——每个孩子都能接受高质量的教育。希望小学的建设，的确有力地推动了教育的起点

公平，但在推动教育的过程公平方面还做得不够。正是因为如此，从 2005 年开始，中国青基会

从两方面对希望工程的项目内容进行完善。 
  首先，希望工程的关注阶段，从单纯的义务教育阶段，拓展到了高中、大学和职业教育阶段，

力图实现“全学段教育”的覆盖。希望工程最初以义务教育阶段为主，后来发现，农村家庭的“因

学致贫”主要是从高中阶段开始的。通过这种教育阶段的拓展，希望工程在农村贫困家庭学生最

需要帮助的高中和大学阶段，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次，希望工程的项目内容，从单纯的“救助”模式，发展成了“救助——资助——发展”

的立体模式。希望工程的既往项目以救助为主，例如：援建希望小学、救助失学儿童等。新项目

模式下，希望工程除了校舍等基础设施建设，还在图书室、电脑室等优质教育资源方面进行投入，

“音、体、美、阅读”等素质教育的课程建设，以及校长、教师培训；“学生资助”也从单纯的

给予助学金，向提升学生能力转变，推出了“希望工程激励行动”等一系列提升受助学生综合能

力的发展类项目。 
  “‘受助——自助——助人’三位一体，这是我们公益项目目标的层次。”中国青基会秘书长

涂猛说。在中国青基会的官网上，这些不同层次的项目被非常清晰地排列在一起，构成了一套从

硬件到软件的、全方位的教育公平支持体系。 
  企业伙伴：推动转型的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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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个希望工程项目的开展过程中，企业始终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对于希望

工程的转型，企业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为止近 90 亿元的捐款中，有近 85%是企业捐

赠的。”涂猛说：“企业对希望工程的意义不仅仅是捐赠，更推动了项目的多元化。” 
  可口可乐公司和中国青基会的合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第一家捐建希望小学的跨国公

司，可口可乐与青基会的合作可以追溯到 1993 年。在捐建希望小学之后，可口可乐发现仍然有

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尤其是教师素质亟待提升。于是，当 1995 年中国青基会最早在上海举办全

国希望小学教师培训中心时，可口可乐就与青基会合作，推动教师素质培训。到目前为止，该培

训中心已经培训乡村老师数万余人。 
  宝洁公司与中国青基会的合作也很有代表性。截至 2013 年 10 月，宝洁公司共向希望工程捐

款 7600 余万元人民币，带动了地方政府 1.42 亿元的投入，在中国 28 个省（区、市）捐建了 207
所宝洁希望小学；除了在基础硬件方面的投入，宝洁公司还在音、体、美等素质教育的课程研发

方面，与中国青基会开展了诸多的创新性探索。 
  宝洁公司与中国青基会的下一步合作重点，将是进一步完善已建成的两百多所小学的生活设

施，例如：学生宿舍、厨房等，并继续组织小学校长、教师培训，特别是音乐、体育和美术教师

的培训，提升素质教育质量。此外，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城镇化建设将大力推进，城镇化过程中

的文化建设将是难点，宝洁公司和中国青基会也将尝试依托这些分散在全国的希望小学，建设服

务新农村的社区文化中心。 
  公益市场：从“公益寡头”到“自由市场” 
  希望工程的转型，不仅是为了满足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为了适应

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公益市场。 
  在公众的视线里，希望工程近些年来不再像以前那么“有名”了。“这是一个好现象，”涂猛

说：“这说明公益市场开始繁荣了。”2004 年以前，由于基金会的成立条件较为苛刻，整个公益市

场基本上被少数的基金会垄断，在那个“公益寡头”的年代，很容易成就希望工程这样的品牌；

2004 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后，新的基金会如雨后春笋，公益市场开始繁荣，越来越多的公

益品牌开始涌现。捐赠人也开始有更多的选择——很多企业和个人甚至选择成立自己的基金会，

直接运作公益项目。 
  虽说“公益寡头”的状况已经不再，但希望工程的影响力依然很大。“以前我们名气很大的

时候，可能一年也就五六千万元的捐赠收入，2013 年我们的捐赠收入将近 4.78 亿元，”涂猛说：

“公益市场的繁荣是个特别好的现象，希望工程也一直在快速成长。” 
  希望工程在激烈竞争中的快速成长得益于多方面因素。虽然基金会的数量在过去十年迅速增

长，但社会捐赠的增长更为迅猛：民政部统计公报显示，2007 年全国各类基金会共接收捐赠 40.5
亿元，至 2012 年短短的 5 年时间，这一数字就增长了 6 倍多，达到了 305.7 亿元。其次，希望工

程在“公益寡头”阶段积累了大量的企业合作伙伴，并常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这些企业不

仅是希望工程的固定捐赠者，更推动了项目的不断完善。依托团委系统和全国各地方青基会，中

国青基会有着非常强大的组织资源和执行力，项目的执行效率高，这些都是捐赠方非常看重的要

素。 
  希望工程变得更加“富有”，这意味着它有更好的条件，同时也有更大的责任去做好项目转

型的后续工作。 
  民间公益：不是补漏，而是引领 
  有人认为，相对于政府职能，民间公益只是“查缺补漏”的角色，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民间公益项目具有灵活、专业的优势，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比政府部门更能敏锐地发现并及时

应对新生的、多样的社会需求。一个很好的模式是：由民间公益项目探索前沿的项目模式，在这

一过程中带动政府投入，当运作模式成熟后，交由政府持续开展，固化为政府工作的一部分。 
  希望工程的产生和发展，正是这一模式的现实案例。希望工程刚推出的时候，学生资助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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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建设还是政府投入相对较少的领域；随后政府推出的“两免一补”政策，不应该看作是政府在

抢占民间公益活动的空间，而应视为民间公益引领政府行为的成果。希望工程转型的本质，其实

就是将已经探索成熟的工作（教育的起点公平）交由政府全面开展，然后自己再转投到新的领域

（教育的过程公平），继续前沿的探索，并继续引领政策导向。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希望工程不是一项“新工程”，而是一项“创新工程”，是一项需

要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完善和丰富的系统工程——这既是希望工程的光荣，也是它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