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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4 日袁叶2024 年度
公益行业薪酬与人才

管理实践调研报告曳在杭州举办
的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年会上

发布遥 该报告由 ABC美好社会
咨询社与公益领域人力资源机

构墨德瑞特联合发起袁银杏基金
会提供资助遥

自 2011 年起袁ABC 美好社
会咨询社开始为公益机构提供

人力资源方面的咨询服务袁并于
2017年-2022年连续发布叶公益
行业薪酬与人才管理实践调研

报告曳遥
本年度报告延续前 6 次的

调研形式袁 累计调研机构超过
200 家袁 覆盖 13 个公益服务领
域袁发布方力图从薪酬客观数据
角度检视公益机构在人力资源

与人才管理的实践现状与所遇

到的问题遥

招聘需求回暖

该报告显示，2023年度，75%
的机构认为机构的人才现状能

够满足或基本满足机构战略需

求，相较之前有所提升。

与 2022 年期间相比，2023
年公益机构的招聘需求也明显

回升。45%的机构表示有增加员
工的需要，这一比例相较于新冠

疫情期间的 21%有了显著提升。
同时，无招聘计划或减少员工的

占比也明显回降，从 21%降至
11%。这一变化表明，随着社会经
济的复苏，公益行业正逐步走出

困境，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尽管招聘需求回暖，筹款

岗位仍然是公益机构最难招聘

的岗位之一，其次为项目主管

和品牌传播岗位。连续五年，筹

款岗位都位列最难招聘岗位之

首。这主要源于筹款工作的特

殊性，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素

养、沟通能力和社会资源，而这

些要求往往使得适岗人才难以

寻觅。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公益

机构开始更多地吸纳志愿者为

正式员工。这一趋势不仅有助于

提升志愿者的归属感和工作积

极性，还能为机构提供稳定的人

才来源。在招聘渠道方面，网上

招聘和内部人员或关联方推荐

仍然是主流方式，但志愿者转正

式员工的比例正在逐年上升。

野不能胜任冶成为离职首因

与往年相比，2023年公益机
构员工的离职原因发生了显著

变化。“不能胜任”首次成为员工

离职的首要原因。这主要源于部

分员工在入职后未能达到岗位

要求或适应工作环境，导致工作

表现不佳、心理压力增大等问

题。因此，加强员工入职培训和

绩效考核，提高员工胜任能力，

成为公益机构降低离职率的关

键措施之一。同时，报告也显示，

近三成（29%）的离职员工去向为
其他公益机构，这一去向的增长

率达到 7.7%，加入事业单位和商
业组织的人数则小幅减少。

在保留人才方面，公益机构

更倾向于通过价值引领来增强

员工的归属感和凝聚力。这包括

提升工作环境的氛围、增强员工

个人归属感、给予更多的工作自

由度和发挥空间等。这些措施有

助于提升员工对机构的认同感

和忠诚度，从而降低离职率并吸

引更多优秀人才加入。

职业发展路径有限

随着工作方式的多样化和

员工需求的个性化，灵活工作安

排已成为公益机构常见的福利

手段之一。超过八成的机构提供

了工作调休、灵活工时、灵活休

假等灵活工作政策。这些政策不

仅有助于提升员工的工作满意

度和生活质量，还能增强机构的

吸引力和竞争力。

尽管公益行业在不断发展

壮大，但绝大多数公益机构并不

能为员工提供完整的职业发展

路径。这主要源于机构规模较

小、资源有限等因素。因此，对于

公益机构的员工而言，如何在有

限职业发展机会中找到适合自

己的发展路径，成为他们亟需解

决的问题之一。同时，机构也应

积极探索适合自身特点的职业

发展路径，为员工提供更多成长

机会和发展空间。

调研发现，无论是基层员工

还是中高层员工，资源动员、链

接与整合能力都被视为最重要

的素质之一。这一能力不仅关乎

机构的筹款能力和项目执行能

力，还直接影响到机构的可持续

发展和社会影响力。因此，加强

员工资源动员整合能力的培养

和提升，成为公益机构提升整体

绩效和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此外，报告还发现，有六成

（63%）的公益机构设立了绩效奖
金计划，但仅有三成（30%）的机
构设立了明确的奖金支付标准，

即员工在满足既定的绩效目标

时可以明确知悉自己的奖金额。

同时，为员工设立长期激励计划

的公益机构仅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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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骨科病人来说，医疗

护具是手术后恢复时期的坚实

支撑。“作为医疗器具的拐杖，价

格从两三百元到四五百元不等，

许多患者为了省去这笔钱，用别

的物件来替代，反而延长了恢复

时间。”骨科医生出身的武汉市

第四医院副院长张青松说。

2013年来，武汉市第四医院
持续推动医疗护具患者共享机

制，鼓励患者捐赠或申领护具.拐
杖、轮椅、关节支具……一个个

护具在互助平台的见证下，开启

爱心漂流之旅。这场长达十余年

的善意接力，惠及超过万名骨科

患者。

医者仁心
开启十余年的护具漂流

初冬的武汉市第四医院，12
个骨科病区里熙熙攘攘，季节更

替时期恰逢骤然降温，患者们来

往不停。

2013年，医院成立运动医学
科，张青松坐诊之余，偶然注意

到，病房内不

时有患者出院

时 遗落的拐

杖，或其他康

复患者丢弃的

护具。与此同时，许多门诊患者

却拄着扁担、木棍，有的用两个

小板凳支撑着来就诊。“我从小

在矿区长大，矿工条件苦，掰两

根树枝当筷子，长大当了医生，

看到困难的患者也想尽力帮帮

忙。”凭着一份医者仁心，张青松

组织医护人员将病区里遗留的

护具收集起来，清理干净，适时

赠予有困难的患者使用。

基于骨科病种的相似性，除

了一些特殊的患者需要定制护

具，许多用于支撑或保护的护具

都可以供不同患者使用，短则两

周，长则几个月，曾经单次使用

却价格不低的护具有了再利用

的机会。医护人员们养成了习

惯，查房时碰到患者，主动询问

愿不愿意留下联系方式，将护具

转手或捐赠给其他患者。

此后，科室尝试着制作宣传

板，鼓励病友将护具捐出或转

让，在导医台设置宣传册，将捐

赠和申领的二维码放进医院官

方公众号，患者签署告知书后即

可申领护具并及时返还。

如今，登记造册的护具都有

独属的编号，惠及患者范围不断

扩大，最远漂流到贵阳。

十多年来，从科室自发到院

方推动，截至今年 8 月，护具共
享已为万余名患者提供免费护

具或志愿帮扶，减少患者经济负

担 150余万元。

野同病相怜冶
共享平台记录患者善心

十余年间，四医院的护具漂

流造福了许多患者、吸引了拥有

相似经历的病友互帮互助———

去年 11月，来自十堰丹江
口市的 19岁患者米嘉斌因为足
内翻来院接受手术治疗，术后需

要使用一个月踝关节行走支具，

在医院推荐下，免费使用了原价

400元的护具，“之前不知道有这
么好的平台，还买了轮椅，这次

申领的支具帮了大忙，孩子不用

扶着走了，等他康复我们也把轮

椅捐过来。”米嘉斌的妈妈激动

地说。

今年 8月，贵州患者颜福邦
因为足踝病申领了护具。骨外科

副主任医师赵晶晶经过两次线

上“云会诊”，为他挑选了充气式

踝关节护具，还远程手把手教他

使用方法。

更多的患者闻讯而来。一位

在武汉协和医院治疗康复的病

人，特意将用过的护具送到四医

院，拒绝留下姓名，只说留给需

要的人。有的受捐患者还成为医

院的志愿者。

打开“爱传递志愿服务项

目”小程序，点击“我要捐赠”或

“我要申请”，即可出现一则提

示———“捐赠您的闲置护具，收

到爱心支具后我们将对您的爱

心予以回馈。”

2022年，武汉市第四医院党
委整合资源后，将护具漂流升级

为文明实践项目，建设数字化管

理共享平台的同时，利用医院优

势医疗资源，鼓励捐赠者参与。

如今，成功捐赠护具后，捐赠者

及其家人可以享受半年内 6 次
免费专家号和绿色通道就医，免

费体验康复科、中医针灸科、妇

产科等康复理疗服务。

凝聚力量
护具共享助力医疗帮扶

随着护具漂流项目的影响

力不断扩大，医院服务的扩充提

档、社会公益力量的加入，让爱

心传递从单一的护具漂流发展

为志愿服务与医疗服务共享。

截至目前，包含武汉市汉中

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常青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2 个紧密型医联
体单位在医院的指导下，联合九

江、荆州、咸宁、宜昌等多家医疗

机构达成志愿服务联盟，以义

诊、健康讲座等形式加强医疗服

务。医院还引进龙头物流公司加

盟项目，让帮扶更加便捷。

依托“长江中游城市群骨科

联盟”，护具漂流的模式在贵州、

江西的一些医疗机构传递开来。

在湖北，宜昌和麻城两地已设立

2个爱心护具分库，护具储备达
800多套。

此外，2024年，医院还与湖
北省慈善总会联合成立爱心基

金，发起“申请护具、自愿捐赠 1
元钱”活动，基金用于帮助就医

困难的骨科患者。

“我们希望以护具共享模式

为载体，加强医学人文关怀，增

进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交流互信。

我们将持续发挥学科优势，联合

省内外医疗机构，深化探索打造

长江中下游骨科联盟，将服务范

围扩大至华中、华南乃至全国各

地。”武汉市第四医院有关负责

人表示。

渊据叶新华每日电讯曳冤

一根拐杖的野爱心漂流冶
———武汉护具共享惠及万余患者

志愿者将捐赠的护具交到患者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