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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近三十年来不断崛起的非国家行为体，众多国际NGO透过公益理念及发展工具对慈善资源进行再
分配，极大地回应了全球范围内弱势群体的多元需求，同时对国际政治、跨国企业的运作逻辑产生了
深刻影响。
国际NGO
复杂多样，在增进人类福利的同时，给主权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
发展带来了一系列挑战。
通过定量与定性分析，韩俊魁等所著的《境外在华NGO：与开放的中国同行》首次系统研究和回答了
这些组织在中国境内的发展现状、合法性、与本土组织关系、公益供给等重大问题。
当前，我国现行法规及政策尚存在不足，不能切实保障境外在华
NGO的合法权益，同时无法对之进行有效的规制和监管，以避免各种潜在风险。
《境外在华NGO：与开放的中国同行》对此提出了针对境外在华NGO及政府相关部门的政策建议，
呼吁尽快制定相关法规，将境外在华NGO纳入我国的法治化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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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俊魁，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2005年获北京大学法学(人类学)博士学位，2005～2007年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从事博
士后研究。
研究方向为：国际非营利组织；扶贫、自然灾害回应、公共卫生等领域的非营利组织发展及评估：政
府购买服务：少数民族研究。
已出版专著2部、合编1部，发表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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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境外在华NGO与（省）县、乡一级政府之间的互惠交换主要基于经济资本和行政合法性而展开。
例如，1996年丽江大地震后不久，宣明会官员考察永胜县灾情后迅速和县政府签署了大额紧急援助合
同。
这笔钱对于当时尚未得到官方任何资助的贫困县政府来说无异于一笔巨款。
也就是说，宣明会与当地政府在善款（经济资本）和组织信任（行政合法性）之间进行了互惠交换。
作为回应，县政府立即成立高级别救灾办公室落实宣明会的救援物资和资金。
一年后，由于永胜县幸运成为民政部、中华慈善总会和宣明会合作的两个试点县之一，救灾办公室不
久发展为拥有固定政府人员编制的二级局。
至此，加上上级所“赋予”宣明会的政治合法性，宣明会通过经济资本的交换在永胜县巩固了其行政
合法性。
　　开展了一系列颇有成效的综合扶贫项目后，宣明会从社区农户那里获得了社会合法性。
前者对于后者是一种全面赠与关系。
那农户用什么来与宣明会互惠交换这些“无偿”捐助的资金和物资？
从图2-2可以看出，宣明会用社区内具备一定条件的儿童在海外筹款，再将所筹善款用于这些儿童所代
表的整个社区。
也就是说，社区农户在象征层面上将社会合法性赠与宣明会，而将扶贫资金和物资交换进来。
这里，象征资本被宣明会加以运用转变为经济资本。
也就是说，贫困在这里成为可以交换的“资源”而成为宣明会的筹款策略。
这样，宣明会的筹款及用款就形成一个首尾闭合的循环圈。
如果将宣明会给予目标人群的善款理解为一种“全面赠与”行为，那么，正如莫斯所说，这种全面赠
与物一定会回到最初出发的地点。
即：宣明会通过帮扶的对象实现了资金的循环，而且帮扶的对象越多、服务的质量越好，所筹善款也
就越多。
　　最后回到法律合法性上。
为何境外在华NG0不能通过上文所述的经济资本、象征资本等与政府交换来获得法律合法性呢？
笔者以为，法律合法性的交换并非某个特定境外在华NG0与政府的交换，而应该是至少一类民间组织
和政府交换。
能否交换成功有赖于此类组织的资本总和及相关条件的是否成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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