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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有效资助能力建设手册 • 第一辑》

《有效资助能力建设手册 • 第一辑》旨在帮助读者对资助工作有较为全面

的了解，获得启发，以促进公益慈善资源的有效使用，撬动多元化的社会力量

解决社会问题。

当前我国公益慈善行业的能力建设材料中，关于资助能力的内容较为匮乏，

比较成系统的是基金会中心网组织翻译的《资助之道》和中国资助者圆桌论坛的

“资助指南系列”。与这两者相比，本手册的重点在于强调从出资人和资助方的

需求与初心的角度制定资助战略，以及资助机构的管理。

为使本手册能够适用于我国国情特色，我们在撰写过程中访谈了多个资助

机构，并在初稿完成时进行了一期试验性的课程，以听取更多意见并完善内容。

因研究水平有限，纰漏难免，欢迎探讨指正。

本手册面向以下群体：

• 希望有效使用慈善资金的捐赠者

• 希望慈善资助既高效又契合心灵需求的慈善家

• 希望利用资助形式扩大组织影响力的机构

• 希望运用资助完成使命的慈善受托人

• 希望通过资助实现社会责任的企业

• 希望以资助途径提供更好社会服务的政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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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基金会

亚洲基金会是一个非营利的公益性国际发展机构，致力于促

进亚洲的和平、公正和繁荣。基金会于 1979 年开始在中国开展项

目，1994 年设立中国办公室，并于 2017 年 6 月注册成立北京代表

处。多年来，我们和中国各界合作伙伴一起，为促进中国社会的

繁荣发展，提高人民福祉和推动中美及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交

流而共同努力。

国际公益学院

由比尔·盖茨、瑞·达理欧、牛根生、何巧女、叶庆均等五

位中美慈善家联合倡议成立，并获得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北京达理公益基金会、老牛基金会、北京巧女公益基金会、浙江

敦和慈善基金会的共同捐资。

学院旨在建设培养榜样型慈善家和高级公益慈善管理人才的

教育系统，构建支持中国与世界公益慈善领域高度发展的知识体

系；打造引领全球慈善发展和推动形成新型慈善知识体系的专业

智库；通过提升公益慈善事业的创新性、专业化和公众参与，为

推进中国和世界慈善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招商银行原行长马蔚华为国际公益学院董事会主席，北京师

范大学教授王振耀为国际公益学院院长。

公益研究中心是国际公益学院的下设部门，业务范围包括公

益文化、行业分析、组织管理、社会服务、企业慈善等方面的研

究倡导、课程开发和咨询评估。中心通过行动型研究构建有东方

特色的慈善知识体系；通过建设全球公益教研合作网络，提升中

国及周边国家地区的公益行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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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本手册在亚洲基金会的资助下，由国际公益学院公益研究中

心团队编写，孙叶竹为主要执笔人，游海霞负责部分调研访谈，

以及资助技术篇项目拨款、归档和评估内容的撰写。公益研究中

心和教学中心共同开展了试点培训课程。

本手册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业内同仁的大力支持，尤其是与

付涛、郭婷和吴伟明联合调研时获益良多，在此表示诚挚感谢。

本手册内容中有涉及部分法律法规、参考工具，主要是实践

经验和操作建议。而资助伦理等内容更多是希望能激发业内的讨

论，推动形成共识。我们希望读者能将自己的想法反馈给我们。

如果您有任何意见和建议，请写信至：prc@cgpi.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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