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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机构 残障融合意识

成立于2016年11月8日，由一加一残障公益
集团及创始人出资发起的一家非公募基金会，
已被认定为慈善组织并获得非营利组织免税
和公益性社会团体捐赠税前扣除资格。有人
基金会的前身是2013年一加一出品的《有
人杂志》，愿景是“使困难群体平等、有尊
严地生活“，聚焦于三大业务板块，即残障
发展、公益协作和公众教育，致力于推动困
难群体特别是残障群体的可持续发展，成为
促进困难群体发展与社会融合，最具引力、
推力和爱力的基金会。

CDR 有人X

资助者圆桌论坛（简称CDR）是深圳市阿斯
度社会组织自律服务中心的品牌项目，是中
国资助机构朋辈共学和共创平台。我们与中
国资助机构一起探索公益战略、项目以及机
构治理管理的有效模式与方法，助力中国资
助机构为推动社会问题解决做出独特的贡献。
2021年，CDR在北京、长三角、珠三角共
有53家成员伙伴。



垂直领域 横向主题 贯穿视角

• 在残障领域，有哪些产生了巨大社会影响力的优秀机构或最佳实践案例吗？

• 领域中困难点的研究和攻克，以及多方的合作方式。

• 残障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是我感兴趣的话题。

• 正在开展残障儿童的公益项目。

• 个人对这个主题感兴趣，作为公益人应该要学习了解的内容。

• 基金会使命是消除不平等，不关注残障领域就无法应对不平等。



思考题

如果我们基金会现在、甚至未来一段时间都不会
做残障相关的项目，具备残障融合意识，对我有
什么用？对我的工作有什么用？

如果我们基金会正在、或者计划做残障相关的项
目，具备残障融合意识，会对我们的做法有什么
启发？



议程介绍和互动方式

主题分享 【55分钟】
• 分享嘉宾：蔡聪（一加一残障公益集团合伙人，上海有

人公益基金会理事，历程社发起人）

现场互动 【25分钟】（蔡聪、解岩、郑莹）

参与者观察 【5分钟】

互动方式（主题分享过程中，欢迎随时留言提问或分享见解）
1. 改名：

点击“参会人”-- 点击您的名字 -- 点击“改名”-- 输入您的
“姓名 机构”

2. 互动：
点击“聊天”-- 输入问题或见解 -- 主持人整理后集中回应



残障融合意识
与

基金会/公益行业从业者专业发展

主讲人：蔡聪



1.   关注残障领域的N种可能

2.   关注残障领域的国际和国内基础

3.   关于残障议题的发展与趋势

4. 残障融合与基金会/公益行业从业者

5. 有人基金会（DPO）与残障融合

7

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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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残障领域的
N种可能

1



关注残障领域的N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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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传统道德

• 传统道德



关注残障领域的N种可能

10

2. 生命激励

• 传统道德

• 生命激励



关注残障领域的N种可能

11

3. 弱者补偿

• 传统道德

• 生命激励

• 弱者补偿



关注残障领域的N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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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口基数

• 传统道德

• 生命激励

• 弱者补偿

• 人口基数



关注残障领域的N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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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共同进化

• 传统道德

• 生命激励

• 弱者补偿

• 人口基数

• 共同进化



关注残障领域的N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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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新兴增长

• 传统道德

• 生命激励

• 弱者补偿

• 人口基数

• 共同进化

• 新兴增长



关注残障领域的N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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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人皆残

• 传统道德

• 生命激励

• 弱者补偿

• 人口基数

• 共同进化

• 新兴增长

• 人人皆残



关注残障领域的N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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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多元得益

• 传统道德

• 生命激励

• 弱者补偿

• 人口基数

• 共同进化

• 新兴增长

• 人人皆残

• 多元得益



关注残障领域的N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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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道德

• 生命激励

• 弱者补偿

• 人口基数

• 共同进化

• 新兴增长

• 人人皆残

• 多元得益

• 国家承诺



关注残障领域的N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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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道德

• 生命激励

• 弱者补偿

• 人口基数

• 共同进化

• 新兴增长

• 人人皆残

• 多元得益

• 国家承诺

• 社会公正

10.社会正义



2
关注残障领域的
国际、国内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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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残障领域的国际-国内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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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76年生效）
II.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81年生效）
III. 《儿童权利公约》(1990年生效）
IV. 《残疾人权利公约》（2008年生效）
V.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2000-2015）
VI.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2015-2030)

人群：儿童、妇女、残障者、老年人、所有人
议题：儿保、就业、教育、乡建、环保……



关注残障领域的国际-国内基础

21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2015-2030）
“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目标4： 优质教育
目标8： 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
目标10： 减少不平等
目标11： 可持续城市和社区
目标17： 加强执行手段（残障数据）

以上目标明确提及残障人士。其他目标和指标的包容性措辞也适用于残障者，
例如那些提及“为所有人”或“所有妇女和男子”的人。



关注残障领域的国际-国内基础

Cross-cutting Theme Groups主流化主题小组

Programming,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Group项目、监测和评估小组

Gender

性别

Disability

残障

LNOB

不让任何一个人

掉队

Results 

Group 1: 

People& 

Prosperity

目标1：人与

繁荣

Results 

Group 2: 

Planet

目标2：地球

Results 

Group 3: 

Partnership

目标3：伙伴

关系

UN在中国（2021-2025）

A unique, 
comprehensive, 

multi-stakeholder 
platform for dialogue 

and advocacy

UN entities

联合国部

门 CDPF

残联

NGOs

公益机构

CSOs

社区组织

DPOs

残障组织

有人/

一加一

Internation
al NGOs

国际非营

利组织

Embassies

大使馆

Multilateral
/

bilateral 
organizatio

ns

多边国际

组织

Private 
sector 

partners私

营

The UN Theme Group on Disability (UNTGD)

联合国残障主题小组



关注残障领域的国际-国内基础

通行原则

发展与赋权D&E/ 多元公平融合框架DEI
联合国以人权为基础的路径HRBA

残障基础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CRPD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功损，残疾和健康分类》 ICF
世界卫生组织《以社区为基础的康复指南》 C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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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残障领域的国际-国内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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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层面

同步小康，两个格外

法规层面

平等、参与、共享

民间层面

范式转型



关注残障领域的国际-国内基础
1993年建立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协调委员会

2006年更名为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

各级政府也相应建立残疾人工作委员会。

制定实施六个五年纲要。



关注残障领域的国际-国内基础
名称 通过时间 是否修订 实施时间 宗旨与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
1990年12月28
日

是 自2008年7月1日起施行
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发展残疾人事业，保障残疾
人平等地充分参与社会生活，共享社会物质文化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1992年4月3日 是 2018年10月26日
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促进男女平等，充分发挥妇女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2015年12月27
日

否 2016年3月1日
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保护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维
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促进家庭和谐、社
会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1991年9月4日 是 2021年6月1日

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促
进未成年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培养有理想、有道
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
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1996年8月29日 是 2018年12月29日修正版
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发展老龄事业，弘扬中华民族
敬老、养老、助老的美德。

《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 2012年6月13日 否 2012年8月1日
创造无障碍环境，保障残疾人等社会成员平等参与社
会生活。

《残疾人教育条例》 2017年1月11日 是 2017年5月1日（修订后） 保障残疾人受教育的权利，发展残疾人教育事业。

《残疾人就业条例》 2007年2月14日 否 2007年5月1日 促进残疾人就业，保障残疾人的劳动权利。

《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条例》 2017年1月11日 否 2017年7月1日
预防残疾的发生、减轻残疾程度，帮助残疾人恢复或
者补偿功能，促进残疾人平等、充分地参与社会生活，
发展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事业。



3
关于残障议题的
发展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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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残障议题的发展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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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提升

• 双轨路径

• 全面综合的无障碍

• Disable Persons' Organizations/DPOs参与

残障融合：四大原则



4
残障融合与

基金会/公益行业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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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障融合与基金会/基金会从业者

30

个人发展

价值观与成就

专业发展

职业能力与多元

机构发展

公益价值与社会



5
有人公益基金会（DPO）

与

残障融合
31



有人基金会（DPO）与残障融合

在世界从疫情中恢复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确保
残疾人的愿望和权利被纳入一个包容、无障碍
和可持续的后COVID-19世界并得到体现。只
有与残疾人及其代表组织积极协商，才能实现
这一愿景。

联合国秘书长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有人基金会（DPO）与残障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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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坚守——从残到 CAN

• 问题视角——从爱到 A & I

• 创新引擎——从麻烦到 不凡

价值定位



有人基金会（DPO）与残障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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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定位

• 从面对面到肩并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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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30 公益行业残障融合十年战略规划

促进中国基金会/公益行业在残障融合的可持续发展

2030年实现中国基金会/公益行业为残障与可持续发展提出中国方案与贡献

谢谢聆听 携手未来



现场互动：

1、联合国残疾人保障法里为什么用的还是“残疾”？
2、目前国内残障领域的公益项目总体是什么情况？可以分享一下吗
3、有时候很可能我们自己觉得具备残障视角了，但可能因为确实没有换位思考过 很多
不自知的忽略。有人基金会的老师能否举1-2个很典型的例子
（1）残障领域的干预太过“供方视角”，怎样才叫真正的为残障人士赋权赋能？
（2）即使不直接从事残障领域的资助，但是如果具备了更好的残障视角，有些工作可
以做的更好？或者因为不够具备残障视角 有些问题容易被忽略和无视的？
4、国内对残障项目的资助情况如何？
5、国内有哪些体现了残障融合意识的优秀案例？



参与者分享

印象深刻、且值得资助同行关注的亮点

敦和慈善基金会 黄佳



感谢您填写问卷反馈

电脑参会

方式一：直接点击聊天区的问卷链接
方式二：手机扫描下方二维码

手机参会

无法直接扫码，可直接点击手机
页面聊天区的问卷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