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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2月 29日，十四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

决通过关于修改慈善法的决定，

将于 2024年 9月 5日起施行。
此次慈善法的修改，对现行

法的部分内容进行了完善，对社

会大众关心的问题，如慈善活动

的透明度、慈善组织的责任、捐

赠者的权益等，都给予了正面的

回应。

此举引发了社会各界关注。

据了解，2023年 10月 25日至 11
月 23 日，共有 670 人（单位）对
慈善法修正征求意见稿提交了

1114条建议，为同期最多。
修改后的慈善法第十三条

规定，“慈善组织应当每年向办

理其登记的民政部门报送年度

工作报告和财务会计报告。报

告应当包括年度开展募捐和接

受捐赠、慈善财产的管理使用、

慈善项目实施、募捐成本、慈善

组织工作人员工资福利以及与

境外组织或者个人开展合作等

情况。”

第六十一条规定，“慈善组

织应当积极开展慈善活动，遵循

管理费用、募捐成本等最必要原

则，厉行节约，减少不必要的开

支，充分、高效运用慈善财产。”

这是募捐成本首次出现在

慈善相关的上位法条之中，对

整个行业的发展影响重大，意

义深远。

《数说中国基金会发展之

路》报告显示，2021年，国内 1505
家基金会筹资费用平均为 12万
元，5397 家基金会筹资费用为
0。这说明，关于募捐成本的内
涵，业内尚未形成共识。对于募

捐成本写进年报，有些机构的负

责人也表示了担忧。

“老百姓用公序良俗来判断，

只是觉得不对劲，但说不到点上。

有可能因为信息差出现舆情。”

“公众原先关注钱怎么花，

以后可能也会关注钱怎么来。有

些机构可能有意压低募捐成本，

会误导捐赠人和社会舆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

所副研究员栗燕杰认为：“当前，

社会公众对慈善组织在募捐活

动中的成本支出和慈善组织日

常运行费用的认识存在混淆，此

次法律修改有助于厘清认识、增

强可操作性，也有利于更好地进

行监督。”

为深入了解社会组织募捐

现状与成本构成，北京瑞森德社

会组织发展中心联合各地合作

单位发起了《社会组织募捐成本

优化管理》专项调研。

社会组织分工尚未建立
主要挑战源于能力不足

本次调研覆盖了全国 23个
省市地区，共收集 102份问卷、
3543个数据，重复作答与不合格
问卷 10份，有效率为 90.2%。

调研显示，受访社会组织

中，96.65%为独立法人。其中，基
金会占比为 39.13%，社会服务机
构占比为 36.96%，社会团体占比
为 20.56%。

调研发现，超七成受访社会

组织专职人员为 10 人以内，
26.09%的社会组织设有募捐专
岗，设立传播专岗的社会组织占

比为 38.04%；超过半数的社会组
织的募捐和传播工作都处于一

人多岗的状态。

受制于有限的规模，社会组

织募捐的专业分工尚未建立，相

应的管理机制、工作流程也有待

完善，这也反映在募捐金额上。

调研数据显示，2023 年
71.74%的社会组织募捐总额小于
1000万元（不含），其中 59.78%的
社会组织募捐额小于 200 万元
（不含）。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

团队撰写的《中国慈善组织发展

报告》显示，以基金会、社会团

体、社会服务机构为代表的慈善

组织收入主要源于捐赠；社会服

务机构收入来源中，近 60%来自
捐赠；2021年社会服务机构平均
年度收入 222万元，平均净资产
仅为 38万元左右，面临较大人
员成本压力。这与本次调研的结

果不谋而合。

当被问及募捐面临的主要

挑战时，57.61%的社会组织选择
了能力有待提升，居于首位；认

为“缺少外部资源”和“创新不

足”紧随其后，占比分别为

48.91%和 35.87%。

募捐成本不能一刀切
他山之石可攻玉

慈善法修改后明确，“慈善

组织开展慈善活动的年度支出、

管理费用和募捐成本的标准由

国务院民政部门会同财政、税务

等部门制定”。

社会组织的募捐成本由哪

些费用构成，是否要设立一个上

限？这不仅是本次调研的重点，

也是制定标准的重要参照。

专项调研的数据显示，社

会组织募捐成本主要包括：募

捐活动实施、人员费用、物料设

计制作等费用。2023 年，仅有
45.65%的社会组织进行了募捐
成本核算。

除了募捐人员工资、广告投

放、活动执行、物料耗材、差旅办

公等费用，某公募基金会筹款负

责人认为，募捐成本还包括以下

几方面：1.资金管理费用（对募捐
资金的管理、审计等费用、募捐

软件费用等）；2. 法律咨询费用；
3.培训费用；4.危机管理费用；5.

捐赠人服务费用。

某基金会助理秘书长表示：

“募捐成本应包括募捐人员、组

织募捐的志愿者、专家、兼职人

员等相关费用，活动组织、活动

传播、办公成本、公关成本，餐饮

接待、住宿、咨询费等。”

“募捐成本必然包括筹资费

用。《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财会〔2004〕7号）已经实行了将
近 20年，一些表述不太适应当
前实际情况。”重庆工商大学法

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李喜燕谈

道，“其中没有提及与网络相关

的募捐人员报酬、邮电费、网络

与信息服务费、外包服务费、必

要的交通差旅支付、必要的物料

耗材、租赁费、广告支出等因慈

善募捐支出的费用（均）属于募

捐成本。”

募捐成本与募捐总额之间

的比例是社会组织关注的热点，

也关系到今后社会组织是否能

够顺利完成年检审计，从而影响

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税收

优惠等诸多关键事项。

专项调 研 发现 ，2023 年
54.35%的社会组织募捐成本占比
在 10%（含）以内，23.91%的社会
组织表示“说不好”。同时，有

40.22%的社会组织认为募捐成本
比例在 11%-20%更合理；8.7%的
社会组织认为如果一定要设立一

个区间，这个上限应提高到 30%。
本次调研还发现，募捐额过

千万元（含）的社会组织中，超八

成募捐成本占比在 10%以下；募
捐额在千万元以内的社会组织

中，48.97%的社会组织募捐成本
比例在 11%-30%之间。

可以看出，由于募捐规模与

募捐成本比例成反比，募捐额越

高的社会组织募捐成本比例越

低。与之相对应的是，募捐额越

低的社会组织对募捐成本比例

的期待值更高。

关于募捐成本，国际上是否

有通用标准？

瑞森德团队参考了加拿大

税务局(CRA)的相关资料。CRA
对募捐成本比例的计算方式为，

在一个财政周期内，慈善机构的

募捐支出/(收到的捐款+其他募

捐收入)×100%。
美国“全国慈善信息局”

（NCIB）的统计数据显示，不同领
域募捐规模的机构，募捐成本差

异明显。年募捐额小于 20万美元
的机构，每募集 1美元需要投入
0.33美元；而募捐额超过 1000万
美元的机构，每募集 1美元需要
投入 0.24美元。两者之间投入产
出比差距达到了 37.5%。

社会问题的多样性、组织发

展的阶段性，让募捐成本不仅作

为一个衡量工作效率的恒定数

值，更借此展示出行业生态发展

的现状。

某社会服务机构负责人表

示：“我们机构规模比较小，除

了政府购买服务，大约年募捐

额在 70 万元到 100 万元之间。
募捐成本比例在 30%-50%，比
较合理。”

某社区基金会秘书长认为：

“社区基金规模不大，仅管理费不

足以覆盖人力成本。40%以内比
较合理。”

某基金会副秘书长表示：“我

们募捐成本大约为 10%，这个比
例在 20%-30%比较合理。公益生
态中有各种机构，大型机构的募

捐成本高，募捐成本不能一刀切，

要有标准可循。”

虽然募捐成本比例的具体规

定尚未出台，但是“效率优先兼顾

公平”是法制必然的选择。

新修改的慈善法为慈善事

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更为明确

和有力的法律依据。它不仅保障

了慈善组织、捐赠者等各方的权

益，也为慈善活动的有序开展提

供了指导。

随着募捐成本相关措施出

台，短期之内的挑战和长期利好

都将在公益实践中逐一显现。由

于经济发展不均衡，组织定位与

规模差异等客观因素，募捐成本

的标准应保留一定的弹性，从而

体现公正与效率的法制精神。

我们期待一个繁荣有序的发

展环境，也期待社会组织通过不断

提升专业能力，优化管理措施，激

发社会各界参与公益慈善的热忱，

在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下，担当起

第三次分配推手的责任与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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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五成社会组织进行募捐成本核算
募捐成本占比不能一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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