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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概况 |  调查背景与调查目标

• 调查目标：

• （1）全面与丰富对社会组织从业者的社会

和经济保障状况的评估指标，本次调研增

加了工作状况、幸福和身心健康状况、金

融素养状况；

• （2）通过三次调研结果的对比，旨在探索

发现我国社会组织从业者在一些重要的保

障指标方面的变化状况及趋势；

• （3）从报告基本情况，拓展到更多专业研

究，调研团队将基于研究数据撰写多篇学

术论文，推动学术界对于社会组织从业者

各维度的更多关注和研究。

类型 2015年 2017年 2019年

样本量 276 777 1054

调研对象
社会组织；
组织组织
从业者；

社会组织
从业者

社会组织从
业者

调研内容
基本保障
状况

综合保障
指标体系

综合保障、
工作、身心
健康、金融
素养



调查概况 |  调查内容 时间安排

调查内容：

⚫ 社会组织从业者基本情况（个人与家庭）

⚫ 社会组织从业者保障状况：客观与主观

⚫ 社会组织从业者工作状况

⚫ 社会组织从业者身心健康状况

⚫ 社会组织从业者金融素养状况

时间安排：

⚫ 2019年9月：问卷设计和测试；

⚫ 2019年10月8日正式发布调查问卷，至

2019年11月8日正式关闭。

⚫ 2019年11月：数据分析和报告撰写；



调查概况 |  调查对象 地区分布



第一部分 |  社会组织从业者基本情况

• 个人情况 • 家庭情况



第一部分 |  社会组织从业者个人情况：性别

性别分布 三年对比

• 男性从业者占比呈逐年减少趋势；

• 2017年男性占比相对2015年下降

幅度相对较大（从43.47%下降至

37.58%）；

• 2019年男性占比持续减少，尽管下

降幅度相对减小（从2017年

37.58%下降至33.83%）。



第一部分 |  社会组织从业者个人情况：年龄

年龄分布 2019与2017年对比

• 25-45岁：占比83.9%；

• 18~24岁：2017年的19.18%下降

到2019年的13.29%；

• 25~30岁：26.64%提升到27.80%；

• 46岁及以上：从9.78%提升到

14.61%；



第一部分 |  社会组织从业者个人情况：受教育程度

受教育程度分布 受教育程度的年度对比



第一部分 |  社会组织从业者个人情况：户口

城镇户口是农村户口的2倍



第一部分 |  社会组织从业者家庭情况：婚姻

婚姻状况 婚姻状况的年度对比

• 在婚占比从2017年的53.54%提升

到2019年的60.72% ；

• 离异占比3.51%，略有下降；

• 其他占比3.04%。



第一部分 |  社会组织从业者家庭情况：子女数量

子女数量 2019与2017年对比

• 没有孩子的比例在下降（从50.19%

下降至42.13%）；

• 拥有1个孩子的比例略有增加（约

1%）；

• 拥有2个孩子的比例增加较为明显

（从11.58%增长至17.74%）。



第二部分| 社会组织从业者保障现状：客观现状 主观自评

一、保障状况家庭自评

客观状况

个人收入/家庭收入

现金资产（存款）

支出

负债

投资

收入稳定性

商业保险

一、保障状况家庭自评

主观自评

总体经济状况自评

家庭困难程度出现频率



第二部分| 社会组织从业者保障客观现状：个人/家庭收入

• 社会组织从业者的月收入在4000元

及以下占比几近2/3；

• 意味着2/3公益从业者的工资低于

全国平均工资水平（国家统计局公布

《全国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城镇私营单位

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49575元）；

• 配偶有积极贡献；

• 1/5的公益从业者家庭（20.54%）

年收入仅为5万及以下，相当于家

庭月收入仅为4000元。

个人/家庭收入状况



第二部分| 社会组织从业者保障客观现状：个人/家庭收入年度对比

• 2019与2015年的个人收入对比：

• 低收入（0~2000元）2019年占比比

2015年更高（ 15.20% 提升到

18.93%）；收入5001到10000元占

比也有一定提高（ 12.70% 提升到

19.33%）；

• 是否意味着我国公益行业从业者的

收入差距在增加？

• 2019与2017年的家庭收入对比：

• 较低收入（0到2000元和2001到

5000元）的家庭占比在降低；

• 较高收入（5001到10000元和10000

到20000元）的家庭占比在提升；

• 公益参与者家庭收入分布不均衡较大；
个人/家庭收入的年度对比



第二部分| 社会组织从业者客观保障现状：收入稳定性

• 84.62%表示比较稳定；

• 比2017年（79.15%）略有提升；

• 超过15%的受访者表示收入“比较

不稳定”和“非常不稳定”；

收入稳定性
年度对比



第二部分| 社会组织从业者客观保障现状：现金资产（存款）

5万及以下占比60%，低于2018年全国人均存款。
较低额度家庭占比2019年比2017年相对降低，

5万以上的家庭占比有较明显提升。



第二部分| 社会组织从业者客观保障现状：房产资本

有房产占比62.55%，比2017年提高了22%。 房产净值在100万及以下占比79%（包括无房产的37%）



第二部分| 社会组织从业者客观保障现状：金融资本

23.05%有金融资产投资；

理财产品、基金、股票是三类主要投资类型；

其中投资金额在2~5万和10万以上都占比约9%；

44.14%参保了商业保险，比2017年提高了
约8%；

其中31%参保意外险，29%参保重疾险；



第二部分| 社会组织从业者客观保障现状：支出

• 8.73%：支出在2万及以下；

• 33.49%：2~5万；

• 33.11%：6~10万；

• 3/4的年度支出在10万及以下；



第二部分| 社会组织从业者客观保障现状：负债

• 61.95%拥有负债，比2017年提高了

30%；

• 32.35%负债在1元~10万，比2017

年提高了10%；其他负债金额占比均

高于2017年；

• 负债类型：房屋按揭57.58%，信用

卡欠款36.91%，10.41%和6.28%拥

有教育贷款和医疗贷款；

• 借款对象：55.87%是金融机构，

35.84%是亲戚朋友，6.48%是网络

平台；



第二部分| 社会组织从业者客观保障现状：政府保障性福利

4.46%获得过社保之外政府提供的其他保障福利。



第二部分| 社会组织从业者主观保障现状：个人/家庭经济状况的总体评价

• 60.34%：一般；

• 14.23%认为“比较好”或“非常好”；

• 25.43%认为“不太好”或“很差”；



第二部分| 社会组织从业者主观保障现状：经济状况就只是勉强过得去

• 不符合：27.89%；

• 符合：30.93%；

• 三成社会组织从业者的个人/家庭经济

状况“只是勉强过得去”；



第二部分| 社会组织从业者主观保障现状：过去一年家庭经济状况的变化

• 更好：39.75%；

• 一样：39.56%；

• 更糟：20.68%；



第二部分| 社会组织从业者主观保障现状：家庭储蓄无法使用很久

• 比较符合：44.40%；

• 中间：33.59%；

• 不太符合：22.02%；



第二部分| 社会组织从业者主观保障现状：家庭经济困难发生情况

• 约3~6%“经常”和“总是”遇到；

• “有时发生”约在10~19%之间；

• 意味着有约1/7社会组织从业者会不时

遭遇基本生活困难。



第三部分| 社会组织从业者工作现状：工作机构类型

• 民非：73.53%；

• 社团：16.51%；

• 公益基金会：8.92%；

• 境外机构驻中国办公室：1.04%；



第三部分| 社会组织从业者工作现状：工作组织的去年总收入

• 20万及以下：39.22%；

• 21-50万：17.94%；

• 100万以上：29.55%；

• 500万以上：11.99%；



第三部分| 社会组织从业者工作现状：工作组织去年总收入的年度对比

• 100万及以下：从80%下降到70%；

• 100~500万：占比提升了4.2%；

• 500万以上：占比提升了约5.5%；

• 社会组织的收入也呈现差距增大的趋势。



第三部分| 社会组织从业者工作现状：全职员工人数

5人及以下机构占比约38%；

10人及以下机构占比约60%；

小规模机构（5人及以下）占比在明显不断减少；

中大规模（11人及以上）机构占比在不断增加；



第三部分| 社会组织从业者工作现状：工作组织为全职员工提供的保障

• 基本社保：超过80%；比2017年的

63.58%和2015年的57.7%显著提升；

• 公积金覆盖率不到50%；

• 各类补充基础性的保险保障覆盖率仍然

有较大发展空间，包括意外保险、重疾

险、年度体检；



第三部分| 社会组织从业者工作现状：公益从业年限

• 从业5年及以下：增长约4%；

• 从业6~10年：下降5%；

• 从业10年以上：变化不大，略有提升；



第三部分| 社会组织从业者工作现状：工作安全度

• 比较安全：71.32%；

• 一般：22.68%；

• 不太安全：6%；



第三部分| 社会组织从业者工作现状：工作满意度

• 较满意：61.62%；

• 一般：约30%；

• 不太满意：6.93%；



第三部分| 社会组织从业者工作现状：公益从业动力

• 社会议题关注和使命：65.52%；

• 个人人生经历：46.84%；

• 工作成就感：49.44%；

• 工作氛围民主和自由：43.96%；

• 工作较轻松、较稳定、没有太强竞争：

17.1%；



第三部分| 社会组织从业者工作现状：未来5年个人职务和工资的提升空间

职务提升空间 工资提升可能性



第四部分| 社会组织从业者健康和幸福状况

总体主观幸福感

• 幸福：71.44%；

• 一般：26.56%；

• 不幸福：3%；



第四部分| 社会组织从业者身心健康现状：个人身体健康状况

自身健康提升空间

• 较好：71.44%（其中，健康状况很好占

比下降了10%，较好占比提高了约9%）；

• 一般：25.22%；

• 不太好：3.23%；



第四部分| 社会组织从业者身心健康现状：父母健康状况

父母健康状况

• 较好：45.07%；

• 一方不太好：30.07%；

• 都不太好：24.86%；



第四部分| 社会组织从业者身心健康现状：意外和疾病发生情况

12.55%过去一年发生过意外。 47.03%过去一年发生过疾病。



第四部分| 社会组织从业者身心健康现状：心理压力情况

心理压力状况

• 98.29%：存在心理压力

• 51%：心理压力“非常大”或“较大”



第四部分| 社会组织从业者身心健康现状：情绪问题

21%“做事情缺乏兴趣和乐趣”的频

率在“7天以上”甚至“几乎每天”。

19.17%“情绪低落、抑郁或无望”的

频率在“7天以上”甚至“几乎每天”，

偶尔出现的频率近40%。



第四部分| 社会组织从业者身心健康现状：心理压力情况

心理压力来源

• 经济负担：64.99%；

• 工作状况：58.92%；

• 个人未来发展：57.21%；

• 家庭关系：28.08%；

• 社会发展状况：18.79%



第五部分| 社会组织从业者金融素养：

• 金融素养（financial literacy）被认为是在金融

市场不断发展的经济环境下人类必备的生存技能。

• 国际上对于金融素养的定义是：“金融素养是一种

金融意识、知识、技能、态度和行为的总和。”

• 金融能力：（1）具有金融服务可得性（financial 

access）---也就是说他/她能够有机会接受有益和

合适的各种金融服务与产品；（2）具有符合自身

状况的金融素养(financial literacy) ---包括金融

知识、技能和态度，那么这个个体就具有了金融能

力(financial capability)，能够采取合适的金融

行为与管理推动自身金融福祉(financial well-

being)。

• 研究社会组织从业者的金融素养，了

解社会组织从业者金融素养的现状以

及影响因素；

• 不仅能够提高社会组织从业者的自身

的金融水平，增加其应对金融风险的

能力；

• 而且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促进社会组

织从业者在提供一般服务的基础上结

合一定的金融知识和能力，促进提升

弱势群体和贫困家庭的金融水平，使

其更好地面对生活。



第五部分| 社会组织从业者金融素养：金融知识

• 金融知识良好占比仅约1/7，不太好占

比约1/4。

• 清华大学课题组发现只有一半居民的金

融知识正确率能够达到50%。%



第五部分| 社会组织从业者金融素养：金融技能

25%较好知道“如何制定好的个人/

家庭金融计划”。

21%比较清晰“知道如何使用保险来

避免金融风险，保护金融安全”。



第五部分| 社会组织从业者金融素养：金融技能

• 金融技能“良好”和“不太好”都占比

约1/5，60%处于中等状况。



第五部分| 社会组织从业者金融素养：金融行为

• 16.17%较好“给自己/家庭设立

了具体的、多步骤的可实施的金

融计划”；

• 41%总体可以做到“会根据自己

/家庭的预算或是花销计划花钱”；

• 61.71%总体可以“能按时支付

所有的帐单和费用”;，

12.10%的公益从业者具有较好的“金融行为”。



第五部分| 社会组织从业者金融素养：金融行为

• 22%：较好；

• 67.4%：中等；

• 10%：较差；，



第六部分| 总结：从业者人群特征出现一些整体性变化

个人情况

• 1.  从业者里女性占比近七成，男性占比逐年降低；

• 2.  青壮年仍然是公益从业者的绝对主力，中高龄占比在提升；

• 3.  83%的从业者教育水平在大学及以上，研究生学历占比出现下降；

家庭情况

• 1.  在婚占比近六成；

• 2.  在婚从业者的96%都有孩子；

• 3.  家庭人口数量增加；



第六部分| 总结：财务和保障状况状况总体不佳，呈现日渐严峻趋势

保

障

状

况

• 1.  社会组织从业者收入仍较低，低收入和高收入占比均有提升；

• 2.  社会组织从业者家庭收入总体上升，配偶有着显著贡献；

• 3.  八成从业者收入比较稳定，七分之一不太稳定；

• 4.  超过六成的现金资产低于全国水平，近一半担心存款无法用很久；

• 5.  拥有房产者占比超过62%，其中2/3房产净值在50万及以下；

• 6.  有金融资产的公益从业者占比23%，四成投资在五万及以下；

• 7.  约45%从业者主动参保过商业保险，以意外险和重疾险为主；

• 8.  六成拥有负债，比2017年提高了三成；

• 9.  四分之一从业者自评总体经济状况不好，五分之一认为状况在变糟；

• 10.  约七分之一从业者会不时遭遇基本生活困难；



第六部分| 总结

工作状况

• 1.  社会组织近六成去年收入在50万及以下，一成超过500万；

• 2.  约40%的组织全职员工数量在五人及以下；

• 3.  80%公益从业者拥有基本社保，比例逐年提升，尚存二成没有；

• 4.  对社会议题的关注和使命感是六成从业者从事公益主要原因；

• 5.  四分之三公益年限在五年及以下，较长从业年限者占比下降；

• 6.  六成从业者满意目前工作，对职业发展前景判断三等分；



第六部分| 总结

身心健康

• 1. 约一半从业者自认比较幸福；

• 2. 总体身体健康状况较好，但健康良好状况有下降趋势；

• 3. 九成存在心理压力，超过一半从业者压力较大，经济负担是首要压力来源；

• 4. 约五分之一从业者存在较严重的情绪问题，主要依靠自我调节；

金融素养

• 1. 仅七分之一从业者金融知识水平较好；

• 2. 金融技能较好从业者占比约四分之一；

• 3. 金融行为存在表现差异，设立金融计划较少，但可做到量入为出；



第六部分| 建议

重视
• 需整体加大对于公益从业者财务安全和保障状况的重视；

评估
• 对社会组织从业者各方面情况开展持续性评估非常基础且必要；

增长
• 有必要建立公益行业的社会组织从业者工资的年度增长机制；

拓展
• 积极推动社会组织从业者保障状况改善从保基础往全面多元拓展；

支持
• 尽快启动为社会组织从业者提供心理支持和金融教育等专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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