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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区的和谐发展是社会有机运行的基本保障。社区基金会来源于社区，服务于社区，致力于社区的协调发展及与政

府的沟通交流。研究社区基金会在美国社会发展中所产生的影响和发挥的作用，对我国目前处于转型时期的社会发

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社区基金会; 社区发展; 社会影响

【作者简介】许杨( 1972 ～ ) ，女，上海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2009 级 MPA 研究生

社区是指一定数量居民组成的、具有内在互动关系与文

化维系力的地域性的生活共同体; 地域、人口、组织结构和文

化是社区构成的基本要素。正如滕尼斯所分析，“社区”是指

那些有着共同价值取向、人口同质性较强的社会共同体，其

体现的人际关系是一种亲密无间、守望相助、服从权威且具

有共同信仰和共同风俗习惯的人际关系; 这种共同体关系不

是社会分工的结果，而是由传统的血缘、地缘和文化等自然

造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社区是构成社会的基本要素，社

区的和谐发展是社会有机运行的基本保障。而在社区发展

过程中，非政府组织相比于政府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的作

用，“填补”了政府功能的“空白”。研究美国非政府组织，特

别是社区基金会在美国社会发展中所产生的影响和发挥的

作用，对我国目前处于转型时期的社会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

的借鉴作用。
一、社区基金会定义

由于各国历史文化传统、经济和政治制度的不同，以及

组织种类的多样性，对社区基金会界定尚无一个统一的概

念。归纳几种权威解释，总结如下: 基金会理事会将社区基

金会定义为“一个免税的、非营利的、自治的、公共支持的慈

善公益机构，它主要是作为一个永久的捐赠基金收集者的

身份组织和运作，以施惠于一个界定地域的长期利益”。在

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等非政府组织较发达的国家，社区基金

会通常被界定为“一个免税的、独立的、公共支持的慈善组

织，作为捐赠基金的永久收集者，其致力于一个界定区域的

长期利益，并且主要是作为捐赠基金生产机构来运行”。尽

管社区基金会在各国的组织形式、活动方式不尽相同，但

笔者认为，社 区 基 金 会 ( Community Foundation ) 是 一 种 集

非营利性、公益性、社区性于一身的非政府组织，来源于社

区，服务于社区，致力于社区的协调发展及与政府的沟通

交流。
二、美国社区基金会起源

社区基金会是由一个地区的居民为解决本地区的问题

誉的追求短期利益，这就很容易导致公众对政策当局的信任

度减弱。作为理性个体的公众是政府政策的执行者和实践

者，政策当局的言行直接关系到公众的满意程度，只有做到

“言”与“行”的有机统一，才能维护政策当局的公信力，提高

公众对政策的可信度。
( 二) 政策制定者的选择要适当。降低动态不一致性的

诱惑，政策当局选择一个合适的政策制定者至关重要，即要

选择一个比其他公众更具有反通货膨胀倾向的政策制定者，

从而这个政策制定者会自觉抵制通货膨胀的压力，避免以实

行更高的通货膨胀政策来换取短期内失业的减少。如果该

政策制定者相对于失业率来说更偏好物价的稳定性，从而更

加重视通货膨胀导致的成本，必然执行“保守”的货币政策。
当货币政策由一个众所周知极其厌恶通货膨胀的政策制定

者控制时，那么公众的预期通货膨胀将降低，从而使实际的

通货膨胀与最优通货膨胀更加接近。
( 三) 采取低通货膨胀政策。政策当局可以与政策制定

者签订一份奖励低通货膨胀的合同，采取低通货膨胀政策，

防止政策制定者运用“相机抉择”导致动态不一致性。低通

货膨胀可以给经济带来很多好处，比如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提

高，经济不确定性的减少，价格体系更趋于透明化，经济产出

的波动很小，生产效率和社会公平的提高等等。经济政策制

定者不是冰冷的机械装置，而是理性的经济人，这决定了政

策制定者随时都存在以出乎意料的通货膨胀换取经济扩张

的动机。“相机抉择”规则往往具有较高的通货膨胀倾向，因

此强化自动财政政策，弱化相机抉择财政政策，是保持稳定

的低通胀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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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设立的。20 世纪初，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各种社会矛盾层

出不穷，新兴工业城市的许多贫民窟社区成为矛盾的集中

点。为解决这些问题，社区基金会应时而起。据资中筠《散

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一书介绍，社区基金

会多为当地社会名流发起，制定宗旨，使其有一定威望。然

后再有普通民众跟进，进行捐款，或立遗嘱捐赠。“取之于

民，用之于民”，促进当地福利事业。
1914 年，克利夫兰信托投资公司总裁弗雷德里克·戈

夫发起成立克利夫兰社区基金会，被认为是社区基金会的先

驱，戈夫本人也获得了“社区基金会之父”的美名。1969 年

税法改革又为社区基金会制定了比私人基金会更为宽松的

优惠政策: 其捐赠人可以享受更大幅度的减税; 对社区基金

会赞助的对象限制较少; 可以是个人、未注册的团体、甚至某

些盈利性项目、没有每年最低捐助额的限制; 政府有关部门

对它的审查也较松、免去了繁琐的报告程序。另外，全国性

的私人大基金会，如福特基金会，也把推动和通过社区基金

会实现某些社会改良项目纳入其工作，为其提供资金支持和

咨询。在政策鼓励和私人大基金会的帮助下，社区基金会迅

猛发展起来。
目前美国最大的社区基金会是纽约公益信托基金，资产

多达 20 亿美元。此外比较著名的社区基金会还有硅谷社区

基金会、半岛社区基金会。到 2002 年初，社区基金会的数量

已经超过了 660 家。它们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都有着

相当大的影响。
三、美国社区基金会的特点

( 一) 资金来源多样。社区基金会的资金来自社区内的

个人、企业或单位的捐赠或遗赠，它们的基金是从社区内多

种渠道，而不是从单一或少数几个渠道筹集来的，这是与其

它类型基金会的一个最为明显的区别。其筹款方式很多，例

如，它们可以从特定的团体集资、为某项事业设立专项基金，

一些仍在世的富人可以与这一类的基金会签订协议建立遗

赠基金等。
( 二)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社区基金会属于运作型基

金会，自己直接从事慈善活动。社区基金会有着强烈的社区

意识和地域观念，它们把很大一部分捐助都用在本地区的社

会福利项目上，为社区服务，所以深受社区内部的团体、公司

及个人的信任和支持。
( 三) 关注多为普遍社会问题，无特定目标范围。社区基

金会所关注的问题多为社会普遍问题，如居民入学、公共设

施、犯罪率等，随着时代变化，关注点也会有所不同。
( 四) 社区与政府之间的桥梁。社区基金会以寻找和发

现新的社会需求为内在动力机制，在发现一项新的社会需求

时，首先自己筹资来开拓这一服务项目，力求成功，以增强

政府对它们的信任。而政府发现这些项目的开拓，确实对社

区居民带来了受益，又会加大投入力度，给予支持。
四、美国社区基金会的作用体现

( 一) 社区基金会对促进社区服务功能的开拓、服务体系

的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在美国社区内，社区基金会涉及

的服务范围十分宽广，力求使社区服务达到“老有所养、幼有

所托、孤有所扶、残有所助、贫有所济、难有所帮、学有所教、
需有所供”的全方位新境界，使美国的社区服务给居民生活

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和保障。
( 二) 社区基金会对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格局，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美国社区内，政府管理处于一个相对

超脱的状态，主要负责制定社区发展的政策和运作法规，采

取财政支持和投入，并对社区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进行管理

和考核。社区基金会既是居民生活区的代理者，又是政府管

理社区的合作者，因此它可以起到政府与居民之间的桥梁作

用。又因其受到居民与政府两边的制约和考核要求，所以必

须严格遵循法律法规，服务于民。
( 三) 社区基金会的蓬勃发展以及由此带动的社区各类

服务业的全面发展，为提供充分就业，保持社会稳定，起到

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如开拓了充分就业的机会，减轻了政府

和社会的压力; 全方位的社区服务，包括温馨家庭、心理咨

询、犯罪预防、提高教育程度和质量等，都对缓解一系列社会

矛盾，起到了重要的平衡作用。据统计，目前美国大约有

800 万人 在 社 区 从 事 各 类 服 务 工 作，占 全 国 就 业 人 数 的

10%。此外每年还有 9 千万人次的志愿者，从事社区服务工

作。从发展趋势分析，美国政府与社区基金会的关系将越来

越密切，它们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将更富有建设性。如鼓励

建立工商业组织和社区基金会之间的合作关系，允许社区基

金会在直接从事有偿服务的基础上，开办营利性公司，以营

利性的收入来弥补非营利性服务的需求，以充分满足社区发

展的需要等等。美国的这种政府管理、社区基金会运作的模

式，既体现了政企分离、又体现了政事、政社分离的双重要

求。
美国的社区基金会从其产生到发展，伴随着社区的成

长，而社区基金会通过其功能的发挥，又推进了社区建设对

社区服务体系的完善和健全，对沟通政府与居民之间的关系

等，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对当今我们正在进行的经济与

社会管理的改革，很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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