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工机构资金来源单一

何时不再围着政府购买服务的指挥棒转？
■ 本报记者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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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计在于春。 大到一个
国家，小到一个机构，都会在春
天开始一年的计划，启动最新的
工作。 然而这一规律，在很多社
工机构这里却失效了。

对于很多社工机构来说，
七月才是春天的开始。 因为从
这个月开始， 很多项目才会陆
续启动实施。 那么，为什么会是
这样呢？

始于六月、七月的项目循环

2016 年 7 月 26 日， 三里屯
街道第二届社区创享计划正式
启动。 来自民和社工事务所的马
欣统筹了整场启动仪式。

社区创享计划通过项目化
运作的方式，由朝阳区政府和街
道共同出资，动员社区居民和社
区组织将社区问题变成提案，并
提出解决办法。

为了统筹项目进程，组织提
案大赛，从项目书撰写开始为社
区居民增能，很多街道都引入了
社工机构的参与。 三里屯街道就
引入了恩派和民和社工事务所，
并将项目资金的 30%用于购买机
构的服务。

第一届创享计划 2015 年 6
月开始实施，到今年 6 月结束，7
月正式启动了第二届。 民和社工
事务所将负责其中的三个社区。

像社区创享计划这样从 7
月启动的项目还有很多。

“一般社工机构的项目启动
时间都不会过于提前，一般周期
都是 6 月到（来年）6 月，7 月到 7
月。 ”北京西城区仁助社工事务
所总干事安娜表示。

缘于购买服务的项目周期

之所以会出现当年年中到
次年年中的周期循环，与社工事
务所的资金来源脱不了关系。

当前，社工机构的主要资金
来源是政府购买服务资金。 据

“2015 年度百强社会工作服务机
构”评选活动的统计，政府购买
服务占百强社工机构总收入的
比例为 92.13%。 百强社工机构市
场 化 项 目 的 平 均 比 例 仅 为
4.25%。

也就是说，政府购买服务资
金何时到位，社工机构的项目何

时才有资金支持启动。
根据《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

法（暂行）》，购买服务可以采用
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
判、单一来源采购等方式确定承
接主体。

目前，公开招标已经逐渐成
为主要的购买方式。

“政府年后开始发包项目，
不管是区级、市级还是中央财政
的，一般都是在 3 月。 ”安娜表
示。 社工机构投标后，需要经过
评审、公示、签约等多个流程，最
终获得项目也就到了五六月份。
而项目资金只有在签约之后才
有可能拨付。

“一年期的项目并不是按照
自然年来计算的，而是按照项目
周期来的。 ”安娜强调。

除了公开招标之外，邀请招
标等其他方式也一般要到六月
份。

民和社工事务所不仅承接
了三里屯街道部分社区的创享
计划，还托管运营了三里屯街道
社会治理与服务创新中心。 据马
欣介绍，中心一般会在年初提出
需求，组织相关社会组织提交项
目方案，然后向区里、市里申请，
最终在五六月份签约。

谈到为什么社区创享计划
启动仪式会在 7 月份，三里街道
社会办副科长王春虎表示：“到 7
月份， 项目资金基本上就下来
了。 ”

巧妙而无奈的项目设计

基于对政府购买服务流程
与时间的认识，社工机构摸索出
了自己的节奏： 春天从 7 月开
始。

由于担心项目计划书写的
时间、 确定获得项目签约的时
间、 资金拨付的时间存在不一
致、断档的风险，很多社工机构
在投标的时候就会把项目实施
时间往后写。

“有经验的社工机构不会把
项目实施时间写得过于提前。 因
为第一笔资金到的晚，如果提前
开展了大量工作，在管理上是存
在问题的。 ”安娜强调。

除非是延续性的项目，基本
可以确定能够继续获得项目资
金支持， 才会与购买方沟通，提

前实施项目。
一般来

说， 签约后，
资金就会到
位一部分。

据李楠
社会工作事
务所主任李
楠介绍，一般
流程是审批
下 来 后 ， 发
包、 签约、拨
首期款，中期
审核合格后
第二次拨款。
“社工委、残

联等会分两次拨付，一般是六四
比例或七三比例。 拨款规律了，
已经形成了较好的模式。 ”李楠
表示。

北京立德社工事务所承接
了很多街乡购买的项目。 其副所
长郭玉贵表示，购买服务的资金
拨到街乡后，街乡与社会组织签
协议， 然后会按照 6:3:1 或者 6:4
的比例付款。“也有街乡为省事，
基于对机构的信任，会一次性拨
付。 ”郭玉贵表示。

资金滞后影响社工机构生存

通过对政府购买服务流程
的把握，及时作出应对，社工机
构的资金使用一般不会出现问
题，但不代表不会出现问题。

由于资金来源的单一，社工
机构的资金基本是项目资金，一
旦某一环节出现问题，导致资金
拨付延迟，就会影响社工机构的
生存。

在深圳，资金拨付滞后现象
就曾经十分严重。 2012 年，深圳
市社会工作者协会曾做过统计，
截止到当年 2 月 28 日，深圳市、
区两级财政和福彩公益金资助
的岗位、项目和社区服务中心应
到 账 而 未 到 账 款 项 总 额 为
1218.47 万元， 共涉及 27 家社工
机构。

今年，仍然有网友在深圳论
坛发帖质疑为何还存在着未能
按时给社工机构拨款的现象。

在北京，“前两年，有些项目
到九十月份才会批下来，批复晚
导致拨款晚，社工机构就得赶急
活了。 ”郭玉贵表示。

安娜则介绍了另一种曾经
存在的情况：“最早的时候还实
行过资金在项目结束考核之后
才会一次性拨付。 ”

随着政府购买服务的规范
化， 资金拨付逐渐规范起来，延
迟的现象逐渐减少。 不过据郭玉
贵介绍，如果有些街道内部流程

乱，或对接科室换人，比约定的
日子晚几个月付款的情况还是
有的。

“政府购买服务资金不及时
拨付，意味着承接服务的社工机
构员工不能及时拿到工资、服务
没有足够的资金保障，员工也会
对机构、对政府的诚信度失去信
心，影响机构正常发展。 ”上海映
绿公益事业发展中心总干事许
田强调。

购买拨付流程需进一步优化

之所以会出现政府购买服
务资金拨付延迟的现象，除了工
作人员的主观原因之外，也存在
着一些客观原因。

“从我在珠三角等地从事评
估的情况看，对资金拨付迟缓问
题的解释都是‘走程序’。 ”广州
市社会工作协会秘书长朱静君
曾对媒体表示。

而资金拨付程序较复杂、时
间较长，一方面与资金来源多样
有关，有来自财政预算,有来自福
彩公益金、 行政性事业收费、专
项资金等，不同的来源涉及的程
序并不相同。 另一方面，与政府
资金拨付流程的设置不够高效
率有关， 比如流程的透明度、时
限设置等。

2015 年实施的《政府购买服
务管理办法（暂行）》规定，政府
购买服务所需资金，应当在既有
财政预算中统筹安排，这将有助
于改变资金来源复杂、不稳定的
现状。

“财政部门应采取一些方法
提高资金拨付效率，比如向服务
对象公开资金拨付流程并严格
实行、一次性告知应准备的书面
材料、实行限时办结制等。 ”湖南
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财务管理系
副教授张彪表示。

从流程上确保资金拨付的
探索在基层也已经出现。

“我们托管三里屯街道社会

治理与服务创新中心之后，向上
申请项目的时候，都会让街道同
时出具盖章的项目同意书，说明
申报的项目是街道认可的，一旦
资金到了，街道就会迅速拨付。 ”
马欣表示。

拓宽资金来源， 实施金融
创新

在政府不断完善购买服务
机制的同时，社工界也不断创新
着自己的应对措施。

“以前遇到资金拨付延迟的
情况，机构负责人垫付、机构之
间拆借、不同项目之间拆借都是
有的，如果能够使用商业手段解
决，比如获得贷款，我们是十分
希望的。 ”安娜表示。

深圳市就曾在 2013 年推出
了“融易贷”公益金融创新项目，
在政府拨款延迟的过渡期内，由
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提供
小额低息的贷款，支持社工机构
及其他社会组织运营发展。

当然， 社会组织要贷款，需
要有政府采购合同及相关服务
要约、组织能力评估等。 首批有
六家社工机构成为试点单位。

据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协会
秘书长张卓华介绍，“融易贷”至
今仍在实施，参与银行已经不仅
是建设银行，还有江苏银行等多
家银行参与。

除此之外， 寻找更多资金
来源， 也成为众多社工机构的
选择。

安娜所在的仁助社工事务
所就在 2015 年申请并获得了中
国扶贫基金会的 50 万元项目
款，用于实施“残障儿童教育质
量提升及社会融合”项目。

从 90%靠政府购买服务到引
入基金会资金，对仁助来说是一
个不小的转变。“我们以前资金
来源单一，这几年政府购买资金
虽然在增长，但社工机构增加得
更快，单一依靠政府购买是难以
长久持续的。 ”

财政部、民政部、工商总局关于印发《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