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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个公益慈善事业管理专业迎来毕业季

专业人才匮乏 毕业生供不应求
与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与在营利性行业寻找就业机会的激烈竞争相比，非营利性行业对人才的需

求可用“ 渴慕”两字来形容。今年大学生毕业季，全国首个公益慈善事业管理专业毕业生就成了抢手的
“ 香饽饽”：25个本科毕业生中，除考研继续深造与自行选择其他行业工作的学生，其他14人均被各知

名基金会正式聘用，包括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等。
青年报记者 罗丹妮

[毕业生扫描]

专业所学直接派用场
对于上海宋庆龄基金会而言，新

员工苏小蕾虽然只是今年刚毕业的

大学本科生，面孔看上去略显稚嫩，

但做起公益项目来，却十分老练。

小蕾目前是负责“ 泉公益”（ 上

海宋庆龄基金会的全新网络公益平

台）项目协调方面的具体工作。从事

公益，少不了募款。她告诉记者，她在

大学修的专业课程“ 国内募捐”与

“ 国外募捐”的相关知识，让她在工

作中有效地与实际操作结合了起来；

而课程“ 新募捐”所授的知识，更是

让她快速摸索到如何编辑优质的微

博微信进行推广，在1 40个字一条内

容的微博中充分传递公益项目的精

髓和特色。

“ 公益微博微信与普通的微博微

信不同之处在于，它既要吸引眼球，

又要概括性描述事件，并起到调动起

大家转发以及募捐的行为。这需要对

公益项目非常熟悉，且有着极大的公

益工作热情，在适当的时间内争取最

大的浏览量及转发量。”

她的大学同班同学牛奔则是被

中华少儿慈善救助基金会录取，同样

一到岗就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我们

专业一直有邀请各种业内大腕为我

们开讲座扩眼界。他们的公益实践精

神一直鼓舞着我，更重要的是，他们

告诉了我们许多做公益过程中经历

过或应注意的小细节，这些都非常有

用。工作后，我就经常去想，当时这些

前辈老师告诉我们是怎样去做的。”

与其他专业的学生不同，这些公

益慈善事业管理专业的毕业生在专

业学习结束的第一学年，就进入公益

组织参与了社会实习工作。而在校期

间，也一直与社会草根公益组织保持

着联络，乃至打成一片。这些都在无

形中，增加了他们对踏入社会就业工

作的信心。

[专业开设背景]

专业人才极度匮乏
全国首个公益慈善事业管理专

业，是由上海宋庆龄基金会联合北京

师大珠海分校和基金会中心网三家

机构于201 2年创办的。该年5月22日，

这三方共同创办的宋庆龄公益慈善

教育中心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正式成立，它不仅在中国高校本科层

次率先设立了公益慈善专业方向，也

为高等院校系统化地培训专业公益

慈善人才开了先河。

据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传播及品

牌管理副总监张翊介绍，成立“ 公益

慈善教育中心”除了想从一定程度上

弥补行业人才稀缺，为行业培养和输

送专业公益人才外，还希望通过专业

人才提升公益行业整体专业水平、推

动职业化管理，从而进一步加强公益

行业对社会优秀人才的吸引力，最终

使公益行业在人才引入上形成良性

循环和健康发展。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随着社会

的不断发展，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

人们对公益慈善事业的热情与参与

度持续升温。公益组织的大量出现，

也使得投身公益的人群不断增加。

但与高涨的社会公益风气相比，目

前公益从业人员的专业程度不高、

职业化不强、队伍自身能力建设落

后，以及公益人才短缺等现象，都成

了困扰公益组织发展的主要瓶颈，

这也造成了公益行业负面新闻频现

的重要原因。

“ 根据官方统计，美国每1 0个

人中就有1 个人就职于公益行业或从

事直接与公益相关的工作。”张翊告

诉记者，我国的官方数据显示，目前

公益从业人员的比例仅为1 %左右，若

从公益组织的严格定义来算的话，据

业界不完全统计，该比例估计只有万

分之一左右。因此从全社会的整体发

展需求来看，此类人才分布十分不均

衡。

[专业课程设置]

探索中国公益人才培养之路
从201 2年起，在上海宋庆龄基金

会的资助下，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对

中国公益慈善行业人才发展状况展

开了相关调查。结果表明，虽然现有

公益人才的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并有

一定的在职培训机会，但普遍缺乏从

业经验，特别是在公益传播、项目营

销、筹资等方面的专业能力明显不

足，在基金会理财和机构危机管理方

面的经验近乎空白。

针对这些现状，宋庆龄公益慈善

教育中心在课程设置上显得更谨慎，

尽量做到科学化、规范化。据介绍，目

前公益慈善专业的课程包括两个部

分。第一部分是基础性课程，包括慈

善学概论、欧美慈善史、中国慈善法

律法规、非营利组织概论等；第二部

分属于技能型课程，如财务管理、公

信力建设、社会创新、慈善伦理、项目

管理和运营等。

该专业由宋庆龄公益慈善教育中

心面向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大三学

生开设，学生所属原专业不变，总学分

拟规定为40学分（ 包括课程学分与毕

业实习学分，不包括毕业论文），作为

专业方向课程和学生的个性课程。

不仅如此，该教育中心还采取

“ 走出去，引进来”的教育模式，借鉴

发达国家经验设计专业课程、引进国

外原版教材、聘请国际知名公益慈善

教育专家任教、开设国际短期课程等，

例如把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慈善学院的

那套体系，以及其他国际上的一些好

的经验资源对接起来，同时推进该专

业领域的国际合作办学，探索一条适

合中国公益慈善人才培养的道路。

[毕业生去向]

多数被基金会录用
自宋庆龄公益慈善教育中心成

立以来，其学生均为北京师范大学珠

海分校的在校本科学生。公益慈善事

业管理专业课程的正常学习时间为

两年，目前第一批该专业毕业的学生

中，有83%的学生已成功被大型基金

会，例如中国扶贫基金会等聘用，有

的甚至担任起重要项目的负责人。

而在今年第二批25名毕业生中，

有1 4位已经确定被各知名基金会正

式聘用，包括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华少

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上海宋庆龄

基金会等。其余学生部分选择在公益

慈善方面继续深造，还有一小部分则

选择向更适合他们的职业方向发展。

相比于其他高校毕业生就业难

的普遍现象，这些公益慈善专业的本

科生择业之所以那么紧俏，离不开用

人单位的对这一专业课程设置以及

人才培养的普遍认可。

中国扶贫基金会人力资源部主

任张雅静就表示：“ 宋庆龄公益慈善

专业的学生不仅本专业知识扎实，对

公益行业有全面、充分的认识，而且

实干能力非常强。更重要的是，他们

对投身公益有着极大的热情。”

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国家在提升

公益行业整体能力建设和人才队伍建

设上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政策支持。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

做好201 4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

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 充

分挖掘社会组织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

潜力，对到省会及省会以下城市的社会

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就业的

高校毕业生，所在地的公共就业人才服

务机构要协助办理落户手续，在技术职

称评定方面享受与国有企事业单位同

类人员同等待遇”。这一举措，无论对

公益行业，还是201 4年的就业市场，亦

无疑是重大利好消息。

苏小蕾刚刚毕业已经对工作得心应手。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