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教育部首批大学生创新性实验项目之
一要要要野希望小学投入与产出分析冶项目针对目前中
国希望小学的发展状况做了深入的调查遥 项目组分
别走访了山西太原左权县左权将军希望小学和舒达
希望小学袁 河北保定顺平县的黄井希望小学和学周
希望小学遥在当地对学生和老师进行了问卷调查袁并
采访了小学校长及当地希望工程的负责人遥 通过对
调查得到的资料进行分析袁 我们对希望小学的援建
制度做了以下探讨遥

一尧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
希望小学援建制度

希望工程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渊以下简称
野青基会冶冤 于 1989年发起实施的一项社会公益事
业遥 援建希望小学与资助贫困学生是希望工程实施
的两大主要公益项目遥 援建希望小学是贫困地区改
善办学条件的重要方式遥 2005年中国青基会叶野两免
一补冶与希望工程需求调研报告曳显示院86.7%的教育
主管部门的领导和被调查的学校校长认为袁 校舍建
设是农村教育当前最需要希望工程资助的项目袁
70.0%的教师持相同意见遥
目前袁希望小学的援建以一次性援建为主袁根据

在山西省青基会的采访得知袁 援建一所希望小学一
般至少需要 40万元人民币渊根据各地情况和建设规
模略有不同冤遥建设一所希望小学要求的资金配比是
捐方与当地政府各占 50%袁捐方资金中的 10%将作
为中国青基会服务尧管理和行政成本遥
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希望小学管理规则中

规定譹訛袁野希望工程基金管理机构依法面向社会募集

捐款袁建立耶希望小学建设基金爷曰资助建设希望小学
的捐助标准由中国青基会确定并向社会公布袁 地方
希望工程基金管理机构参照执行曰对捐款数额较大尧
有长期捐助意愿的捐赠人袁 可在 耶希望小学建设基
金爷下设立以捐赠人指定名称命名的专项基金曰希望
小学资助项目的安排遵循项目跟着资金走的原则遥
希望工程基金管理机构在接受捐款后袁 再安排希望
小学的资助项目遥 冶希望小学建成后袁中国青基会提
供以下项目对希望小学给予后续支持院 捐赠 1万元
人民币袁援建一个希望工程电脑室曰捐赠 10万元人
民币袁援建一个希望工程多媒体教室曰捐赠 1万元人
民币袁 配备一套希望工程图书室曰 捐赠 2万元人民
币袁援建一个希望工程体育园地曰捐赠 3 000元人民
币袁资助培训一名希望小学教师遥

根据实地采访得到的希望小学援建程序如图 1
所示遥

建成后的希望小学统一命名为 野希望小学冶袁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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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希望小学建设流程图

捐方提出捐助意向

根据情况选择
建校地址

成立希望工程
领导小组

资金到位尧招
投标

开始学校建设

领导小组由各政府部门的人

员组成袁包括教委尧团委尧当
地政府尧城建和审计部门等遥

建设工作由青基会领导袁省
团委安排人员遥 建设期间袁
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作为监
督袁保证建设资金的使用遥

1.当地目前的教育资源满足需要曰
2. 当地政府有足够的经济力量能
保证希望小学的正常运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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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希望工程基金管理机构授发统一设计的校牌遥 希
望小学建成后袁应在校园内纪念碑上刻立碑记袁镌刻
捐赠人捐资建校的功绩袁昭示后人遥

二尧目前制度的优劣分析

通过实地情况调查与访谈袁 并将目前青基会的
希望小学援建方式与其他组织的援建方式进行比
较袁青基会目前的希望小学援建制度有以下优缺点院

1.目前希望小学援建制度的优势
渊1冤以捐助方名字命名希望小学有利于激励捐助

方的热情遥 希望小学以捐助方的名字命名袁如海尔公
司援建的希望小学即可命名为海尔希望小学遥又如我
们实地查访的河北保定顺平县的学周希望小学袁是周
恩来的扮演者王铁成先生援建的袁命名为学周也是根
据王先生的意见定的遥捐助方看到以他名字命名或按
照他的意愿命名的学校袁对于捐助方来说既是一种回
报也是一种激励遥 对于捐助方本人来说袁一所以自己
的名字命名的希望小学使其捐助行为更富有意义袁也
更有成就感袁对其捐助行为是一种激励曰当捐助方是
企业或组织时袁参与公益事业的同时袁以其命名的希
望小学也为该企业或组织做了良好的宣传曰而在媒体
对各种捐助行为进行报道时袁也宣传了爱心助学的精
神袁这是希望工程和捐助方的双赢遥

渊2冤捐献资金一次性用完袁使捐助方放心袁各方
监督保证资金的有效利用遥 希望工程的每一项捐款
都是有特定用途的袁 不存在捐助的款项闲置或用于
补足他项的情况遥 且希望小学建设资金的划拨遵循
与工程进度及质量挂钩的原则袁 河北保定市希望工
程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院 希望小学的建设资
金要求当地政府与捐助方两方面资金配套袁 并且先
是政府资金到位袁之后企业拨款曰建设资金不是一次
性支付的袁先是预付款袁建设完成后袁经过审计和工
程质量检查合格后再补足剩余款项遥 资金分两次划
拨袁并由有关部门根据国家法律制度等相关规定袁进
行严格尧规范的监督与审计袁以保证工程质量及资金
的使用遥
这一系列的措施能使捐助方明确捐款的用途和

使用程度袁 使其放心遥 每个捐助方不管捐助金额大
小尧捐助目的如何袁都会关心自己的捐款是否落到了
实处袁如果没有明确具体的资助对象和用途袁社会公
众就不会放心大胆地捐款遥 而青基会对希望小学的
援助不仅对捐助方有明确的交代援助的对象袁 而且
在这个援建资金运用的全过程中一直与捐助方保持
联系袁捐助方可以监督其资金的使用袁保证了资金使
用的透明度和充分性袁获得了捐助方的信任遥

渊3冤与政府合作管理袁保证希望小学的后期经营

运作遥由于青基会自身的能力有限袁在希望小学建设
完成后袁包括希望小学的师资人员配备尧设备及其他
管理事项需要由政府等有关部门完成遥 希望小学在
完成建设竣工验收之后袁 与普通小学享受同等的待
遇遥山西省青基会的李主任告诉我们院为保证希望小
学的后期运行袁 青基会要求援建希望小学的资金中
捐助方与当地政府各负担 50%遥 这样才能保证希望
小学的工程质量以及之后的正常运行遥 政府有能力
提供希望小学的建设资金袁 才能保证希望小学后期
的运行资金遥同时袁政府从希望小学建设的开始就参
与到其中袁引起各方足够的重视袁可保证希望小学后
期运行的顺利[1]遥

2.目前希望小学援建制度的劣势
渊1冤对希望小学的捐助与其需求不对应遥为保证

援建希望小学资金使用的透明安全袁 青基会采用的
是先有捐助方的捐助袁 再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
地点建立希望小学的模式遥 这一模式的一个问题就
是希望小学建立与其需求的不对应遥
首先袁由于捐助方捐助意愿的不确定性袁青基会

无法预知将会收到的捐助是什么袁 特别是在目前大
部分参与公益项目的个人与组织仍以一次性参与为
主的情况下 渊从青基会公布的援建希望小学的目录
中我们看到袁90%捐助方都只是捐款援建一所希望
小学袁 能够连续捐赠的一般为极少数的有能力将社
会责任纳入企业运作内容的国际性企业冤袁青基会甚
至很难预测何时会有什么样的捐款对象对其进行捐
助遥这导致了希望小学援建项目的被动性袁青基会无
法提前对希望小学的建设进行统一规划曰 有的捐方
在捐助的时候会指定援建地区袁 这也会导致青基会
无法对希望小学布局等进行协调袁 一些急需改建的
希望小学因为各种原因迟迟不能获得所需的捐助遥
来自教育部的数据表明袁2003年国家开始加大对农
村中小学现存 D级危房的改造力度袁 但截至 2007
年底袁 全国农村中小学危房面积仍然高达 2 480多
万平方米遥
其次袁从青基会的希望小学捐献要求来看袁每次

捐款至少为 3 000元袁 这对于一些有捐款意愿但财
力较弱的人来说是设置了较高的公益门槛袁 而这些
人由于找不到合适的捐助对象则放弃了捐款的打
算遥而我们在对顺平县团委负责人的采访中得知袁目
前当地大规模的学校建设需求并不大袁 主要需要完
善的是学校的基础设施遥 顺平县的团委负责人告诉
我们袁在团委平时为希望小学寻求捐助时袁常常会遇
到企业的捐助意向与学校的需要不对等的情况遥 例
如袁当地小学对体育设施的需求较大袁而捐助的企业
意向却在于电脑室遥团委的负责人也告诉我们袁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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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小学需要的是体育设施等袁 这种设施普通的爱
心群众也能负担得起袁对于学校的孩子来说袁将会是
一个很大的帮助遥但是袁我们目前看到的青基会对捐
款的宣传重点却在于数额较大的款项袁 并且缺乏对
捐助方捐款意愿的引导袁 有偏向性的宣传导向也使
青基会的各种公益项目与普通热心的群众拉开了距
离遥这无意中窄化了青基会接受捐款对象的范围袁造
成了大量的公益资源闲置遥

渊2冤缺少后期投资袁影响希望小学的作用发挥遥
山西省青基会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袁 他们收到的捐款
主要用于新建袁而扩建尧改建尧修缮较少遥一般是一所
学校建成以后基本不做大的修缮或扩建袁 用到无法
满足需要时推倒重建遥 但是我们在采访当地希望小
学时看到的普遍情况是袁 尽管学校建成时的硬件设
施设备等都能在当地达到较高的水平袁 但像电脑等
小型硬件设备的使用寿命只有两三年袁 由于缺乏后
期修缮的投资袁这些设备只能被弃置遥山西左权将军
希望小学的校长告诉我们袁 尽管国家规定政府按照
学生人数每年会给学校一定的运营经费袁 但是由于
希望小学处于贫困地区袁当地政府的运营资金紧张袁
这些费用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能全部给付袁 而且全部
经费在交纳学校水电费和冬天取暖费等费用之后所
剩就很有限了袁因此袁很难支撑学校房屋等其他设施
的修缮了遥

希望小学缺乏后期投资的另一方面原因在于袁
希望小学是由特定的捐助方捐资建立的袁 以捐资方
命名袁因此学校在建成之后袁除了原捐助方以外一般
不容易得到其他的捐助袁 而原捐助方考虑到社会效
应等方面的因素袁 很少会对建成的学校进行后续的
捐助活动遥 曾经有到访的其他企业也因为学校的命
名问题袁放弃了对其资助的意向遥因为缺乏修缮和维
护资金袁希望小学普遍存在着设施陈旧袁不少多媒体
设备无法使用的情况遥山西和河北的希望小学袁学校
的图书室尧 微机室及多媒体设备等都处于刚建成时
的水准袁老师普遍反映图书室过小袁没有阅览室曰电
脑尧电教设备等也都已经损坏无法使用曰学校的体育
设施等也由于多年失修袁已经破损甚至无法使用袁有
的甚至由于老化存在着安全隐患遥

渊3冤对希望小学的援建缺乏对教师的投入遥希望
小学的老师是学校最重要的软件资源袁 在对学生的
教育培养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遥 但是由于希
望小学的财力较弱及地区较为偏远等原因袁 希望小
学很难吸引到新的教师遥 在我们调查的 4所希望小
学中袁40岁以上的老教师占了 70%以上袁 以师范类
院校毕业的大中专学历的教师为主袁 近几年没有新
的年轻教师的补充袁可以说师资情况处于断层袁这种

情况对希望小学教学水平的提高来说有很大影响遥
并且袁学校英语计算机等方面的专职教师很少袁很多
是由其他老师兼任袁教师的能力水平也不高袁我们调
查的几所学校的计算机老师电脑坏了都不会修袁平
时也只能教点打字之类的知识遥另外袁媒体报道很多
支教教师基本没有被分配到偏远的希望小学的遥
而在教师培训方面袁由于教育经费的缺乏袁教师

的培训情况也不是很好袁 我们调查的希望小学的教
师中袁 尽管每所希望小学的教师每年都能有 3耀5次
的培训机会袁但从实际采访得知袁所谓的培训是到县
里或市里的培训学校领取培训材料袁 培训学校略微
给予指导袁主要是靠教师的自学袁之后进行考试遥 这
样的培训方式对于教师的能力和知识的提高作用不
是很大遥从青基会方面看袁尽管青基会和政府原则上
有对希望小学教师提供培训的项目袁 但是这些培训
的举行主要取决于捐助袁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遥以山西
为例袁从我们调查得到的数据来看袁2007年袁山西省
青基会为希望小学教师提供的较大规模的培训只有
一次遥这对于广大的希望小学的教师来说袁必然是不
够的遥

三尧对青基会希望小学援建制度的
讨论与建议

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关注的是青少年的发展问
题袁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其受教育的问题袁青基会发起
实施的希望工程是我国社会参与最广泛尧 最富影响
力的民间公益事业遥 希望工程自 1989年开始以来袁
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袁 青基会也在多年的成长中发展
为一个较为成熟的制度完善的社会公益组织遥
但是袁 不论从我们所研究的希望小学的援建制

度方面看袁 还是通过与世界上其他更完善的基金会
的运作方式做比较袁 可以看到青基会在希望小学的
援建制度上还是需要更多的改进的遥

1.扩展基金会接收捐赠的方式
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属于公募基金会袁 公募基金

会的筹资方式有很多种袁 目前青基会采用的是单次
定向捐助的方式遥从上文的分析来看袁此种捐赠方式
有其优点袁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遥青基会目前已发展
成为规模较大的中国公募基金会之一袁 其所关注的
是我国未来发展的基础教育的方面袁因此袁扩展基金
会接受捐助的方式袁 集合更多的社会资金促进希望
小学的发展应是青基会目前努力的方向之一遥
对于社会上存在的有意愿但捐赠能力较弱的普

通公众袁 青基会可以采用建立小型援建基金的方式
吸纳数额较小的公益资金遥中国红十字会野李连杰壹
基金计划冶尧 世界宣明会尧 北京艾馨志愿者协会等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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譹訛壹基金网站. http://www.onefoundation.cn/html/90/category-catid-90.html

都是采用非定向少量的方式筹集资金袁 管理筹集到
的资金袁 并在合适的时间袁 将资金运用到需要的地
方遥如壹基金提出院1人垣1元垣每 1个月越1个大家庭
的概念袁即每人每月最少捐 1元袁集合每个人的力量
让小捐款变成大善款袁推动公益事业的发展譹訛遥

青基会通过接收不定期的普通公众的小额款项
的援建基金袁一方面袁可以满足普通公众对公益的热
情袁扩大青基会的捐款人范围袁集合更多的社会公益
资源曰另一方面袁小型的援建基金可随时用于希望小
学的扩建修缮等袁 以综合基金的形式既不存在与已
命名的希望小学的冲突袁 也可以根据所有资金的情
况袁统一规划希望小学的建设袁以解决已建成的希望
小学的后续资金无法筹集的困难袁 弥补政府资金能
力的缺陷遥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袁建立此类援建基金要
求有完善的监督机制袁并根据法律相关规定袁及时向
社会公众袁特别是捐款人告知基金款项的用途袁避免
出现基金被挪用的问题袁增加青基会的公信力[2]遥

2援定期开展活动袁加强与捐款人的联系袁培养长
期捐助者

长期捐助者是基金会捐助方中最重要的一个部
分袁也是基金会能长期运行发展的基础袁因此袁发展
潜在的长期捐助者是成熟的基金会的一项重要工
作遥 美国大学在筹措办学经费时,非常注重校园基金
会的建设袁来自企业尧慈善机构尧校友尧家长等的捐助
一直都是学校基金会资金的重要来源遥 除了社会的
主动捐助袁 多年的基金会运作使美国高校非常重视
培养发掘长期的捐助遥 他们往往从已毕业的校友或
企业界挑选出目标捐助者,对个人(含校友)尧企业或
基金会组织等每一类捐助对象要做细致的分析和归
纳,进而用各种手段进行联络和保持联系,包括信函尧
电子邮件尧电话询问尧当面访问尧邀请来校参加各种
活动等方式遥此外,各校均采用编叶校友通讯曳的方式,
介绍学校发展情况和未来计划, 以及校友捐赠的情
况遥 通过邀请他们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或者个别拜
访的形式袁 以感情投入为主不断向目标人发出大学
发展的近况和未来的打算袁 使他们从了解学校逐渐
上升到理解学校,最后做出捐助的决定[3]遥

目前袁不少民间公益组织在做公益的同时袁也会
定期组织并邀请捐助者参与到一些相关的活动中袁
以此与捐助者加强联系袁培养长期的捐助者遥而青基
会在此方面重视程度较低袁尽管对长期的捐助者袁青
基会会采用建立特别基金及其他宣传手段进行联
系袁但是这样的方式偏于被动遥青基会应采取更加主
动的形式袁学习美国校园基金会的运作方式袁例如邀

请捐助方有关人员参观所援建的希望小学袁 既可以
切实地向捐助人告知其所捐款项的用途袁 同时也加
强了与捐助方的联系袁 使捐助方更加了解到贫困地
区的需要遥 编制捐助方名录袁定期出版青基会通讯袁
向捐助方发放尧 介绍青基会的项目及其发展规划以
及其他组织捐赠情况袁 举办如希望小学的情况年度
报告会等袁加强与各捐款人的联系袁主动培养更多的
长期捐助者[4]遥

3. 对青基会的基金进行一些较为稳健的运作袁
使基金稳定增值

国外的基金会为了更好地发挥资金的增值作
用,一般会通过投资活动对节余资金进行保值增值遥
例如袁 美国高校对于捐赠的资金就有一套规范的资
金管理制度遥 基金会所取得的资金性质虽然也是接
受捐助袁但不管捐助时是什么形态袁一般最终都要转
化成货币或有价证券曰大学将资金集中管理袁进行资
本运作袁而后对收益进行使用袁一般不会对本金直接
进行分配使用曰 基金一般由大学基金会统一管理和
运作[5]遥

鉴于此袁 青基会对其基金也可以采用一些类似
的方式对其所节余的基金进行投资运作袁 在稳定的
前提下袁使基金保值增值遥
这在一方面也可以解决民间公益组织的一些资

金问题遥但是由于我国目前资本市场尚不够成熟袁对
基金会资金运作的风险性很大袁 且国内目前有能力
进行资本运作的人才也很少袁 如果没有足够的能力
与把握袁将基金进行投资的选择是需要深思的遥在实
际操作时,基金会的资金要由主管人员直接掌控袁确
定投资方向和目标收益, 聘请职业风险投资家或委
托中介机构开展具体投资活动, 在投资中把资金安
全放在第一位,不过分要求高风险项目袁由专业人士
操作袁并由审计机构对结果进行审计,确保资金保值
增值[6]遥

另一方面袁对于青基会资金的资本化运作袁需要
严格遵照我国的法律规定并根据青基会的实际情况
决定运作方式遥 中国基金会管理办法规定院野基金会
可以将资金存入金融机构收取利息袁 也可以购买债
券尧股票等有价证券袁但购买某个企业的股票额不得
超过该企业股票总额的 20%遥冶青基会作为公募基金
会袁其募集资金中以定向捐赠的资金为主袁此类资金
并不适合采用资本运作的方法遥 只有对于一些非定
向的闲置资金袁青基会才能进行保值增值的运作袁并
且运作的同时接受社会公众的严格监督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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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id System of Building Primary- schools Funded by Hop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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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pe project is launched by the China Youth Development Foundation in 1989 as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public welfare.
Building primary Schools and providing assistance to the poor students are two major public welfare of the Hope Project. This article
is one research subject from the project 野Input-output Analysis of the Hope Primary School冶, which is one of the N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ve Projects launch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urrent aid system for the building of
the primary schools in Hope Project. In light of the actual investigation, we compare it with other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alyze the pros and cons of the current system, and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urr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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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引导作用遥
3.以社会活动进行实践教育
单纯的理论教育和宣传引导并不能达到核心价

值观的教育目标袁 通过社会活动进行相关的实践教
育袁才能让大学生真正理解和掌握有关的理论知识袁
通过组织有目的性的社会实践活动袁 让学生从象牙
塔中走出来袁到社会上参与有关的社会实践袁一方面
可以让他们了解我国社会发展的现状袁 另一方面也
让他们了解社会的发展所导致的对教育的需求的变
化袁让他们明白自己的奋斗目标和方向袁树立应有的

价值观念遥 同时袁通过多种多样的社会活动袁让大学
生感受自身的价值袁体会社会责任感袁感悟关爱和奉
献袁经过各种各样的社会实践活动袁大学生才能从内
心体会到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和正确性袁 才能
将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袁确立自己的价值观[3]遥
总之袁在社会转型时期袁对核心价值的内涵需要

认真地解读和探讨袁 需要寻求传承核心价值与社会
教育过程的交汇点遥 当年轻一代能够自觉接受和认
同社会核心价值时袁 我们社会的发展就具备了更多
协调发展的精神资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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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ducation always shoulders the responsibility of spreading social values, even in today爷s world when values are so
diversified. Inheritance of and identification with core values are still an indispensable part in the education of the youth. The paper
analyze our social core values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expound the importance of core value education and proposes the routes and
suggestions for constructing core social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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