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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十多年来，“清华NGO研究”作为一个团队、一类作品、一种学术符号，得到越来越多人们的认
可，令我在欣喜之余也不胜惶恐。
昨晚在哈佛大学的“公益中国”讲坛上感受到来自中国留学生对于祖国NGO研究的热情关注和热烈讨
论，以及对于我们这个本土生长的学术团队的认同和支持，激发我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我这样解释我们的理由：NGO研究应当是中国未来几十年间最具挑战性也最具潜力的学术领域了。
　　这也是编辑出版这套博士论丛的理由。
我从2002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民社会与治理”。
这两年陆续有了毕业生。
学生们在3-6年的学业期间，除了修满清华公共管理学科博士学位所要求的40多个学分外，在NGO研
究领域中从事大量的实证调研，并在导师指导下选择一个专题开展深入的理论和应用研究，最后完成
一篇博士论文。
这样的研究成果在起步不久的中国NGO研究中是难能可贵的。
出版这个论丛，就是要将博士们的研究成果呈现给更多的读者，以推动中国NGO研究走向更加专业和
有深度的学术境界。
幸得中国社会出版社相助，由我做丛书主编，精选毕业博士论文之优秀者，提出公开出版的原则与要
求，在认真修改的基础上每年出版若干，陆续形成反映清华NGO研究团队中青年学俊的专著系列。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成立于1998年10月，是我国目前从事NGO相关理论和政策研究的队伍成立最
早的一家科研与教学机构。
10多年来，NGO研究所秉承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明德为公的传统，坚持科学、求实、创新的精神，
以中国的：NGO与公民社会研究为基本领域，以科研和教学为基本任务，致力于开展中国NGO的理
论和实证研究，努力培养适合于各类.NGO、公共事业单位和相关党政部门的高级公共管理人才，促
进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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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论基金会：中国基金会转型研究》是第一本全面介绍中国基金会的学术性著作。
展现出我国基金会近三十年来的发展历程及转型特征，使读者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我国基金会的发展
脉络。
《论基金会：中国基金会转型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提出了行政权力机制、社会宗旨机制和市场运
作机制这三种基金会的资金形成机制，对应资源转化、资源转移和资源创造三种公益资源形成方式；
提出从封闭式到开放式的基金会资金使用方式；通过分析中国基金会资源来源与使用方式的变化，归
纳总结中国基金会的转型特征。
　　《论基金会：中国基金会转型研究》可以帮助基金会的决策者、介入者和相关人士，借鉴典型个
案中的经验教训；可帮助人们提高对基金会的认识，特别是从基金会与政府关系的剖析中发现工作方
向和重点；可帮助基金会的捐款者、受益者以及其他关心基金会发展的公众，了解、鉴别、监督基金
会；可帮助研究基金会的学者了解中国基金会的发展趋势及理论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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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字珊，女，1980年11月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
1999年9月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公共管理系，2003年9月免试进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NGO研究所硕博连读，2009年1月获清华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
现任职于深圳市社会科学发展所。
曾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深圳市委重大课题以及多家基金会的战略规划，先后赴全国多个省、
市实地调研，在核心期刊上和专著中发表各类学术文章20余篇，参与编写及翻译多本NGO方面的教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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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2.4 基金会的法律制度框架2.5 本章小结第3章 中国基金会的发展现状3.1 基金会的资产及收支规
模3.2 基金会的收入结构3.3 基金会的活动领域3.4 基金会的人力资源3.5 基金会的治理现状3.6 案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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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形成与使用的关系6.2 从基金会的宗旨看资金使用导向6.3 基金会资金使用方式6.4 基金会资金使用方
式的转型特点6.5 本章小结第7章 转型对行为与治理结构的影响7.1 基金会稳定资金的行为策略7.2 基金
会转型对组织治理的影响7.3 本章小结第8章 结论与建议8.1 主要结论8.2 主要创新与贡献8.3 政策建议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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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随着基金会资金规模的扩大，仅依靠现有的封闭系统已无法有效实现组织宗旨，需要更为灵活的
、多元化的社会组织来完成资金的使用；中国公民社会力量的壮大，特别是草根社会组织的成长，则
为开放式使用资金奠定了组织基础；公众问责意识日趋提高，不仅仅关注公益机构是否贪污腐败，未
来还将会关心公益机构通过什么渠道使用资金以及使用效率如何，即社会问责机制的日趋健全构成基
金会改变资金使用方式的外部压力和动力。
具体地说，从封闭式到开放式包括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项目实施机构的扩大，将项目实施方从封闭的行政系统内的官办组织拓展到所有社会组织
。
政府推动型基金会进行开放式散财的尝试源于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合作，即本系统以外的社会组织成为
基金会的项目实施方。
例如，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以往实施公益项目几乎都是将资金拨付给各级残联，依靠残联系统来完
成，自第四届理事会开始，逐步将视野关注到为残疾人服务的草根民间组织，将积极支持民间残疾人
服务机构的发展作为基金会的发展方向之一。
2006年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向江西省赣州市一家由聋儿家长组成的天籁聋儿语言康复训练中心资
助19万元人民币用于购买语言康复训练教学设备。
过去，政府推动型基金会未能与自下而上的草根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固然与草根社会组织发育不
完善，水平良莠不齐有关，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基金会的视野一直局限于封闭的本系统内部，忽视了
其他组织的存在和作用。
实施机构的扩大是基金会开放式理念提升和视野拓展的第一步，说明基金会开始通过其他社会组织来
实现公益宗旨，但并非意味着所有的社会组织都可能成为基金会关注的对象。
因此仅仅是实施机构的扩大并不是真正的开放式使用资金，公开公平的竞争机制才是开放式散财的灵
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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