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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出处:中国网    

   （一）现状与措施  

   开罗国际人发大会《行动纲领》倡导各级政府在人口与发展方案的决策、实施、监督和评估

各个环节，同所有各类非政府组织建立有效的伙伴关系。  

   10年来，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公民的民主法治意识不断提高，需

求呈现多样化趋势，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生殖健康/计划生育和性别权益领域中的

作用日趋明显，为普通民众投身或参与社会事务提供了平台。这些非政府组织主要从事生殖健康/

计划生育和性别的研究与服务，通过热线、讲座、杂志等形式进行宣传和交流。同时，普通中国人

捐助慈善事业的热忱越来越高涨。不少富裕起来的个人和私营企业开始积极捐助贫困地区的扶贫、

妇女和教育项目。  

   中国政府对非政府组织在生殖健康/计划生育领域发挥作用持积极支持态度。《中国21世纪人

口与发展》白皮书明确表示：“政府创造条件，建立民间社会参与人口与发展事业的政策措施和运

行机制，吸收它们参加决策，尊重它们的自主权，为之提供必要的资金、技术、信息和工作指

导。” 相对于政府而言，非政府组织与基层民众和社区的联系更紧密，更便于对一些敏感问题或

热点问题进行探索，继而完善政府的政策体系，并由政府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推广。  

   中国最早出现的与生殖健康/计划生育有关的非政府组织是中国计划生育协会。该组织成立于

1980年，并在1983年成为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的成员。经过20多年的不断发展和壮大，在全国已有

近百万个分支机构、8000万会员，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运行机制，成为中国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民

间组织之一。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人口学会、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

会等社团组织也成为生殖健康/计划生育领域的重要力量。此外，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红十

字会等非政府组织也将促进生殖健康/计划生育、提高人民生育与生活质量纳入活动范围，积极开

展有关研究和服务工作。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中国红十字会、中国性病艾滋病预防协会等组织积极开展“青春期同伴

教育”和性健康以及预防艾滋病的宣传教育和服务，在推进避孕方法知情选择、生殖道感染干预、

出生缺陷干预和安全套社会营销等项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实施“方舟

家庭中心”项目，关爱离异家庭和单亲儿童。这些组织的活动，关注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对社会

热点问题和敏感问题进行了积极的研究和干预，有效弥补了政府工作的薄弱环节。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发起的“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以及开展的“计划生育和扶

贫帮困”调查与干预活动，直接促成了政府近期出台的、备受拥护的“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

扶助制度”。这项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家庭养儿防老的问题。  

   中国人口学会以及许多大学、科研院所中的人口研究机构，经常开展学术研讨活动，提供政

策咨询和技术培训服务。2004年，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中国工程院、北京大学、中国人

民大学等数十家知名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参与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直接为政府决策

提供支持。  

   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等组织在基层广泛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宣传活动。一些报社、网

站、期刊、电视栏目、咨询热线等增加了生殖健康/计划生育的知识内容，丰富了传播的形式和渠

道，增强了宣传教育的可及性和可接受性，支持了政府的生殖健康/计划生育的倡导与推进计划。  

   非政府组织在加强生殖健康/计划生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举

办培训班、研讨会、讲座，组织开展项目，翻译出版物等多种形式，将国际上的先进理念和成功经

验介绍到中国，促进了中国生殖健康/计划生育事业的发展；同时也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向国际

社会介绍了中国生殖健康/计划生育事业的进展与成果。  

   （二）问题与挑战  



   ——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尚处于发展阶段，社会对其地位和作用的认知程度还比较低，有利于

非政府组织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如：培养非政府组织的自主性、提高其资金管理和工作运行的

透明度与信用度等，尚未形成完善、系统的体系。  

   ——非政府组织的自主意识以及自我生存与发展的能力还相当薄弱。从业人员的总体素质还

不高，管理和服务理念滞后，服务的技巧和能力亟待提高。  

   ——由于各种条件所限，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主要还局限在城市，在广大农村和贫困落后地

区，非政府组织的声音还比较微弱。  

   ——非政府组织之间、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之间尚未形成有效的沟通渠道和交流机制，限制了

它们对社会事务的参与和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  

   ——非政府组织普遍面临经费匮乏的问题，筹资能力弱，筹资渠道少，严重影响他们的生存

和发展。  

   （三）战略与对策  

   ——中国政府将在总结本国成绩，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政策法规体

系，促进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健康发展。该政策法规体系将保护非政府组织的自主权利和创新能力，

并在机制上鼓励个人和企业对于非政府组织的捐助。要设立标准和准则，确保非政府组织运行的透

明度，资金管理的安全、有效性，以及对捐助方和服务对象的信用度。为其在生殖健康/计划生育

领域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赋予其更多的社会职责和参与公共服务的权利。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共同努力，建立一种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和交流机制，提高非政府组织

对政府有关生殖健康/计划生育决策的参与程度和有效影响力。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共同采取措施，加强非政府组织的能力建设，以便其能够提供优质服

务，推广项目成果，增加筹资能力和渠道，提高资金使用和项目实施的信用程度。  

   ——政府要加强非政府组织在提供生殖健康/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和咨询服务过程中必须遵循的

有关标准与规则的制定和监督工作。  

   ——鼓励非政府组织进一步加强对外合作与交流，不断提高其自我生存与发展的能力，及时

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在生殖健康/计划生育领域中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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