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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财政资金与捐赠资金
  共谋灾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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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国内外许

多单位 和个人通过各种渠道捐款捐

物，支援灾区。截止到 6月10 日 12 时，

国内外捐赠款物已达 444.32 亿元。管

好用好捐赠资金，积极开展灾后重建，

已成为当务之急。

捐赠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有待规范

在我国，尽管接受捐赠的慈善机

构在业务上均接受民政部门的指导，

但捐赠资金仍然是相对独立的资金，

其使用和管理有待规范。一是资金比

较分散，统一性和协作性差。我国捐

赠资金平常状态下主要由民政部门、

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国扶贫基

金会 等接受的捐赠资金构成。后两个

机 构在各地并无分会，而民政部门和

红十字会这两大捐赠资金体系均不存

在自上而下的统筹关系，各地民政部门

依据本地需要使用，上下级政府之间

不联通；各级红十字会 依据本地需要

和自身工作开支，总会与各地分会之间

只存在业务指导关系，不存在管理与

被管理关系。二是监督力度弱，公 开、

透明不够。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捐赠

资金受到捐赠人、公 众、媒体等的严密

监督。在我国，总的来说慈善组织发育

不全，捐赠资金管理主要依 靠行业自

律和主管部门的监督，外部监督即来自

捐赠人、媒体、公 众的监督比较欠缺，

透明度不高，善款使用上随意性很大，

效率较低。

财政资金合力捐赠资金

重建家园待有期

汶川特大地震灾后重建任务异常

严峻，所需资金极其庞大。因此一方

面需要对重建资金量有所预计，另一

方面需要统筹考虑全社会可用资金量，

特别是将财政资金与捐赠资金一起整

合使用，共谋灾区重建，非常必要。

1.成立“灾后重建资金协调小组”，

建立财政资金 与捐赠资金的协调 机

制。由于捐赠资金和财政资金分别属

于两个 体系，如果分别运行，很可能

会造成资金投向上的重复或盲点。因

此，可考虑在财政部门和民政部门之

间成立“灾后重建资金协调小组”，及

时沟通各自资金的使用意向，避免重

复投入，共谋灾后重建大计。

2.财政资金的使用重点应是保“两

基一公”。这次地震造成四川、陕西等

省共 21个县 区受损，受灾面积很 大。

但 经过调研，发现灾情有轻有重、损

失有大有小。如民房方面，乡村房子倒

塌情况严重，城镇就 好一些。即使在

汉旺镇这样灾情十分严重的地方，镇

上还是有一部分房子虽然震裂但结构

并未受损。政府要积极鼓励灾区百姓

生产自救，财政在灾后重建上应当守

住“两基一公”的投入方向，即逐渐恢

复 灾区的基础设 施、保障老百姓的基

本 生活需要和尽快恢复学校、医院、

政府机关等公 共服务设 施，此外的开

支，应当寻求一个合理的风险分担机

制，财政不宜大包大揽。

3.尽快将对灾民的实物救济转为

现金救济。现在，在几个 受灾严重的

地区，灾民均由政府集中安置，生活所

需从食品、饮水到生活用品均统一配

发，这种方式是不可持续且效率较低

的，一旦各地捐赠物资耗尽，当地政

府就无东西可发；另一方面，配发方

式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灾民的消费选

择权，他们对此并不很满意。因此，在

安置点附近应尽快恢复商业，提供公

共生活区，减少灾民大锅饭，提高资

金效率。

4.甄别灾民实际情况，能纳入现

行救助体系的尽快 纳入，现行 制度

不能覆 盖的要尽快制定 出新的制度，

以实现 救 灾资金管理的规 范化。中

央财政已向灾区政 府下达了 2 5 亿 元

的临时生活救助，由于事发突然，现

在还缺乏标准和条件，因此，转入灾

区重建后的第一要务就是甄别损失，

制定救助标准，发放现金，以引导灾

民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另外，及时

将地震造成的“ 三孤”人 员从临时救

助转入 制度化的社会 救助和社会 保

障体系。

5.以社区为单位建立灾害损失评

级制度，灾民自评与社区群众评议相

结合，防止在后期政府补偿分配中出

现新的不安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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