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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益慈善从业人员专业教育状况的问题与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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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针对中国慈善领域从业人员进行调研，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共收集到 414分有效问卷，了解中国公益慈善从

业人士专业教育面临的问题，找出问题的原因，并针对性的提出对策。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慈善从业人士接受专业教育的水

平较低、接触到的专业教育效果不理想以及接受专业教育的机会和渠道比较匮乏。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找出问题所

在，并提出中国公益慈善从业人员专业化教育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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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Chinese practitioners in the field of charity were investigated, and 414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to

understand the problems faced by the professional education of Chinese charity practitioners, find out the causes of the problems, and

put forward targeted countermeasure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Chinese charity practitioners have a low level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 unsatisfactory professional education effect, and a lack of opportunities and channels to receive professional education.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se problems, find out the problems, and put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professional education of Chinese charity practitio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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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是社会文明的象征，民众的慈善热情与行为是慈善

事业的重要力量。而民众的慈善热情和慈善积极性是需要培

育和调动的。慈善精神培育及慈善热情调动的根本途径在于

教育。教育不仅可以育化民众的慈善意识，激发民众的参与

热情；教育还可以提高在职员工的职业素质、促进慈善事业

专业化。因此，本文将专业教育视为落脚点，探讨慈善专业

教育对从业人员的发展乃至于慈善事业的推进有何重要作

用。

一、研究方法与工具

本次调查主要采用线下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中国慈善领

域的 414名从业人员进行测试，问卷采用李克特的 5点量表

计分法计分。调查问卷分为二部分，第一部分是慈善从业人

员的人口学变量，涵盖了性别、年龄、学历、从业年限、专

业教育经历等五个方面；第二部分是慈善人员专业教育状况

问卷，问卷内容包含了对慈善事业发展的认可和热爱程度、

接受专业教育的深度和广度、对未来成长路径期待等。采用

SPSS25.0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以分析调查对

象的样本情况和慈善从业人员的专业教育现况；以独立样本

t检验从业人员的性别、专业教育经历在慈善从业人员专业

教育上的差异；以单因子方差分析慈善从业人员的年龄、学

历、从业年限等变量在专业教育上的差异。

二、研究结果

1. 描述性统计

对测试者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性别方面，男性

186人，占总数的 44.93%，女性 228人，占总数的 55.07%；

年龄方面，30岁以下 87人，占总数的 21.01%，30-40岁 176

人，占总数的 42.51%，41-50岁 62人，占总数的 14.98%，

51岁以上 89人，占总数的 21.50%；学历方面，专科及以下

学历 244人，占总数的 58.94%，本科学历 101人，占总数

的 24.40%，硕士及以上学历 69人，占总数的 16.67%；从

业年限方面，5 年及以下 182 人，占总数的 43.96%，6-10

年 116 人，占总数的 28.02%，11-20 年 107 人，占总数的

25.85%，21年以上 9 人，占总数的 2.17%；专业教育经历

方面，有专业教育经历的 169 人，占总数的 40.82%，无专

业教育经历的 245人，占总数的 59.18%。

2.慈善从业人员专业教育之现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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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SPSS25.0对慈善从业人员专业教育情况进行描述性

统计，具体情况如表 1所示。表中可以看出慈善从业人员专

业教育水平的平均值为 1.792分，属于较低的水平。因此，

可以说明慈善从业人员的专业教育水平很低，说明大部分从

业人员都没有接受过慈善专业化教育，应该引起国家和社会

的高度关注，加强慈善从业人员的专业教育和培训，更好的

为国家的慈善事业服务。

表 1 慈善从业人员专业教育之平均数与标准差（N=414）

名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慈善专业教育 1 5 1.792 0.677
3.慈善从业人员的人口学变量在专业教育上的差异

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与单因子方差分析慈善从业人员的

人口学变量在专业教育上的差异，具体分析如表 2。由表 2

可知，通过独立样本 t检验对性别和专业教育经历分别进行

分析，发现慈善从业人员的性别和专业教育经历的 t值分别

为-3.162（**p<0.01）、12.762（***p<0.01），表明慈善从业

人员的专业教育在性别和专业教育经历上具备显著水准，存

在显著差异，从得分上看，女性从业人员的慈善专业教育高

于男性，有专业教育经历的从业人员比无专业教育经历的从

业人员明显表现更好。

以 SPSS25.0的单因子方差分析对年龄、学历、从业年

限进行分析，发现其 F 值分别为 5.026（p<0.01）、9.787

（p<0.001）、11.953（p<0.001）均达到显著水准。通过方差

齐性检验发现，均达到显著水平，说明方差不齐性，因此，

进一步以塔姆黑尼的方法进行事后比较分析发现，在年龄方

面表现为 31-40岁和 41-50岁的慈善从业人员在专业教育方

面比 30岁及以下和 51岁及以上的高；在学历方面表现为专

科及以下的慈善从业人员专业教育比本科和硕士及以上学

历高；在从业年限方面表现为 6-10 年和 11-20 年的慈善从

业人员专业教育比 5年及以下和 21年及以上的高。

表 2 教师人口学变量在激励因素满意度上之差异性

教师人口学变

量

激励因素满意度

t F 事后比

较

性别
男

-3.162 女>男
女

年龄

30岁及以

下

5.026**

31-40岁
和 41-50
岁>30岁
及以下

和 51岁
及以上

31-40岁
41-50岁
51岁及以

上

专科及以 专科及

学历 下 9.787** 以下>本
科和硕

士及以

上学历

本科

硕士及以

上

从业年限

5年及以下

11.953**

6-10年
和 11-20
年>5年
及以下

和 21年
及以上

6-10年
11-20年

21年及以

上

专业教育经历
有

12.762*** 有>无
无

注： **p<0.01 ***p<0.001

三、慈善从业人员专业教育存在问题及原因和对

策建议

1. 慈善从业人员专业教育存在的问题

（1）教育水平、专业技能不足

由研究结果可知，很多从业人员只具备专科及以下学历，

缺乏系统的专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导致其在实际工作中存在

困难。中国公益慈善从业人士接受专业教育水平比较低。大

部分从事公益慈善行业的人才都没有相关的专业背景。而且，

从事公益慈善行业后，接触到的专业教育也非常少。

（2）中国公益慈善从业人士接触到的专业教育效果不

理想

研究显示，年龄在 30岁以上以及从业年限在 6年以上

的慈善从业人员专业教育表现得更好，但整体水平还是很低。

虽然大部分不是公益慈善相关专业背景，但是即便从业后有

机会接受了一些专业化教育，教育的效果不理想，教育的质

量不高。

（3）培训课程不够完善。

现在的公益慈善从业培训通常以形式化的管理培训为

主，内容不够全面、系统，不利于从业人员提升专业技能。

由于社会缺少对公益慈善的关注，使得公益慈善从业培训和

管理基本处于形式主义，缺乏落实。

（4）中国公益慈善从业人员的专业教育机会和渠道比

较匮乏

很多从业人员有接受专业化教育的意愿，但是难以找到

合适的机会和渠道。在国内接受专业教育的渠道除了慈善机

构外，就基本只有高校，但很少高校有设置慈善专业教育的

专业，使得从业人员缺乏接受专业教育的渠道。

2. 慈善从业人员专业教育存在问题的原因

（1）中国公益慈善从业人士专业教育发展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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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 2022年才出现慈善管理专业，在此之前相关的专

业培养是依托于MPA、WSM的。中国公益慈善从业人士专

业教育内容也不成熟。公益慈善教育本身具有交叉性，涉及

到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金融学等方面的内容，

当前的公益慈善教育内容中，与管理学相关的内容偏多，例

如非营利组织管理等，但是对国际公益慈善、公益慈善中的

投融资、公益慈善筹款等内容的教育比较缺乏。

（2）社会对公益慈善行业的重视程度不够

公益慈善事业作为一个行业还没有发展成熟，社会对公

益慈善专业的认识度、认可度还有待提升，例如很多被访谈

者表示当初在选专业的时候，很少会考虑公益慈善相关的专

业。

3. 对策建议

（1）加强从业人员的专业化培训

建立健全公益慈善从业人员职业技能培训机制，提供多

样化的培训方式和内容，培养专业能力、提高工作质量和水

平。

（2）支持从业人员接受更高的教育和培训

政府可以在政策上给予优惠或者奖励，鼓励从业人员参

加高等教育或者职业培训。

（3）引导公益慈善从业机构注重人才培养

当前，一些慈善机构也会自行开展相关的职业培训，提

供慈善从业人员所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课程。慈善从业

机构应该加强对员工的职业发展、管理和激励，形成人才培

养的长效机制，提高从业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慈善

行业的不断发展和专业化趋势将会进一步推动相关专业教

育的完善和发展。

（4）构建公益慈善专业学历教育体制

慈善从业人员专业教育旨在培养专业的慈善工作者，让

他们具备慈善行业相关的知识、技能和能力，从而更好地服

务于社会。目前，国内已经有部分高校开设了慈善管理或公

益慈善等专业，并且还有相关的研究生教育项目。但其效果

并不好，因此，高校应该优化高校慈善教育制度，完善慈善

教育课程体系，搭建慈善教育实践平台。可以从以下几个方

面进行完善：

① 设计全面的课程体系

慈善从业人员专业教育应该设置一套全面的课程体系，

涵盖慈善基础知识、法律法规、慈善项目管理、募捐策略、

公关与沟通技巧、社会责任等方面。

② 整合现有资源

各个高校、慈善机构、专业协会等，可以联合起来，整

合现有的资源，形成一张完整、科学、系统的慈善从业人员

专业教育体系。

③ 增强实践性

慈善从业人员的工作一般比较注重实践经验，因此专业

教育课程也应该更多地注重实践性，在教学中引入案例分析、

实践模拟等教学方法，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应用技能。

④ 采用灵活的教育方式

由于慈善从业人员的工作较为忙碌，因此专业教育也可

以采取灵活的教育方式，如网络教育、远程教育等，满足学

生随时随地学习的需求。

通过上述措施加强公益慈善从业人员的专业教育，可以

提高其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推动公益慈善事业健康发展。

四、结语

慈善事业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性和技能，通过研究慈

善从业人员的专业教育状况，可以了解他们的专业素养和能

力瓶颈，进而针对性地开展培训和教育，提高从业人员的专

业素养和能力，提高慈善事业的实效性和效率；可以了解他

们在管理和运营方面的不足和需要改进的地方，提供针对性

的培训和教育，提高慈善组织的管理和运营水平；可以提高

慈善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和能力，增强慈善事业的公信力和

声誉，促进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也可以提高慈善从业人

员的专业素养和能力，增强慈善事业的公信力和声誉，促进

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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