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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贫困人群的慈善救助项目具有公益性，但针对高

收入人群的发展项目仍然具有公益性吗？项目的受益对象越

多，其公益性就越大吗？本节将对这两个问题进行探讨与回

应。          

一、慈善救助、发展型和社会创新型项目的
公益性

有些观点认为，只有针对贫困和弱势群体的，满足他们

基本生存和生活的慈善救助项目才是公益项目，才具有公益

性；而那些针对非贫困人群甚至是高收入人群的发展型或社

会创新型项目，则不具有公益性。其实后者同样可以具有较

高的公益性，判断项目是否具有公益性的重要标准，是要看

其是否满足了一定的社会需求。

例如某基金会设计了一个为白领送粥的活动，乍一看这

个项目根本不具有公益性——白领们难道还会吃不饱吗？给

他们送粥不是在浪费资源么？这样的项目怎么可能具有公益

性呢？但是，这个项目的初衷其实是希望在送粥的过程中，

让经常独自“宅”在办公室和家里的白领们感受到温暖，感

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与爱，进而自己也能够走出去，多多

关心身边的朋友。对于关怀与温暖的需求，是我们每个人都

需要的；从社会现状来看，人们所承受的工作和生活压力越

来越大，人与人之间也变得愈发冷漠。为白领送粥的活动，

就是为了增进人们之间的友好和温暖。

此外，针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对其需求的满足需要恰

当，才能具有较好的公益性。贫困和弱势群体既有对基本的

慈善救助项目的需求，也有对更高层次的发展项目的需求，

两类项目都具有公益性，都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公益项目，

但是一般说来，应该先做满足这些人基本生存需求的慈善救

助类项目，然后再通过发展型项目，满足他们更高层次的需

求。对于高收入和社会上层群体，则应该以发展型和社会创

新型项目为主，关注通过他们反映出来的更高层次的社会需

求。

后再举一个能够同时说明上述两点的例子。甲社区

的大部分家庭都是低收入家庭，并有一个A社区基金会；乙

社区则相反，主要由高收入家庭构成，并有一个B社区基金

会。针对自身社区的特点，A社区基金会运作的主要项目是

资助本社区内的孩子上学，B社区基金会运作的主要项目则

是向居民推广公平贸易产品。两个社区基金会运作的项目都

具有公益性，但是若将两个基金会的项目相互调换，虽然也

可以向贫困社区的居民推广公平贸易产品，但项目效果可能

会差很多；而资助富裕家庭的孩子上学，则完全没有必要。

二、公益性的比较——量的视角

使用相同的资金，针对某一社会需求，能够设计出不

同的公益项目，那么在考虑项目公益性的时候，其所能够服

务的对象数量便是衡量公益性的一个重要指标。在资源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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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项目深度大体相当的情况下，针对某一社会问题，应当尽

量覆盖更多的受益群体。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加以说明：某社

区基金会A，他们只将项目集中于一个社区，这是不是公益

项目呢？如果项目的内容和性质没有问题，这的确是公益项

目，但其只服务于一个社区的做法引人思考。问题出在哪里

呢？做一个比较就知道了：假如有另一家基金会B，他们使

用近乎相同的资金和工作手法，却使得五个社区受益，虽然

每个社区的受益程度可能略低，但五个社区的总受益效果远

远大于A社区基金会所服务的一个社区，A与B的高下从这里

就可以分出。

我们所说的比较，是在项目设计具有同样深度的前提下

进行的比较。假如B基金会同时资助了十个社区的基础设施建

设，受益人数颇多，覆盖面较广，但深度一般；而A基金会

作为社区基金会，只服务于一个社区，但是项目做得非常深

入，不仅包括了基础设施建设，还推动了社区居民的文化活

动、公共参与、自组织等等。这种情况下，便不能武断地以

受益人数来比较公益性的高低，简单地认为B基金会项目的公

益性大于A基金会。涉及到社会创新的项目，就更是属于这种

情形，不能单纯地以数量的大小来判断公益性的高低。

因此，“量”的概念只是判断公益性的一个视角，在项

目深度相同的情况下，项目所能服务的对象数量越多，公益

性越高。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一味地求数量，另一个在项目

设计中需要考虑的内容则是项目深度。

三、公益性的比较——项目深度

比较项目公益性的另一个视角是看项目完成的深度。

以扶贫为例，甲基金会的项目就是单纯地资助贫困家庭，用

一千万资助了一万个家庭；乙基金会用同样的资源资助了数

量相差无几的家庭，但除了给予现金资助外，还力促他们尊

严的实现，友好的获得，甚至形成了某种新型的自治形式。

乙基金会用同样的资源完成了更有深度的项目，因此公益性

也更高。

有人可能会提出质疑：同样的资源怎么可能达成更多的

目标呢，这不现实。事实上，优秀的机构可以利用同样的资

源做出更有层次和深度的项目，而促成这一点的就是公益机

构的专业性。拥有较高专业性的机构，能够在同样条件下设

计和执行更有深度的项目。那些只管“发钱”而不谈能力提

升，甚至不顾受助对象个人尊严的项目，与稍加成本就不仅

做到了扶贫，而且做到了发展的项目相比，高下立现。

四、小结

贫困和弱势群体既有对慈善救助项目的需求，也有对发

展项目的需求，两类项目都具有公益性，都可以设计出好的

公益项目，但是一般来说，应该先做满足这些人基本生存需

求的慈善救助类项目，然后再通过发展型项目，满足他们更

高层次的需求；对于高收入和社会上层群体，则应该以发展

型和社会创新型项目为主，关注通过他们反映出来的更高层

次的社会需求，这样的项目同样具有公益性。

项目的受益群体数量和项目完成的深度，都影响着公益

性的高低：在项目深度相同的情况下，项目所能服务的对象

数量越多，公益性越高；当项目效果影响的对象数量相差无

几时，项目越有深度，公益性越高。

基金会评估理论与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