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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非营利组织》

内容概要

《澳大利亚非营利组织》是一部关于澳大利亚非营利组织的专题性著作。澳大利亚是当今世界上各种
非营利组织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澳大利亚非营利组织》基于作者们廖鸿、石国亮等赴澳大利亚实
地调研的所得和感受，较为系统地梳理了澳大利亚非营利组织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对澳大利亚非
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以及合作的新形式“全国性协议”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与英国和加拿大进行了
比较研究；对澳大利亚非营利组织的法律制度、登记监管制度、税收制度、内部治理和国际合作等各
个层面，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和探讨，并对若干非营利组织进行了个案研究。《澳大利亚非营
利组织》适合非营利组织管理部门和实际工作部门阅读，可作为大专院校公共管理及相关专业教学研
究参考。

Page 2



《澳大利亚非营利组织》

作者简介

廖鸿，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巡视员，民政部民间组织服务中心常务副主任，副研究员。1983年毕业于
厦门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政治学研究生。长期从事社会政策和公共管理政策理论研究和行政管理
工作，主编或编著《中国农村社会保障》、《探索建立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世纪之交的民
政理论探索》、《中国社会救助体系研究》、《中国社会福利与社会进步报告》、《中国民间组织评
估》、《日本非营利组织》、《中国社会组织教材丛书》等著作。
石国亮，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哲学博士后，研究生导师。先后受学于北京师范
大学、美国丹佛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各类课题十余项，四项获省部级课题
奖。出版《青年国际政治研究的新范式》、《服务型玫府》、《中国政府管理》和《国外政府管理研
究丛书》等著作十多部。发表论文二百余篇，多篇被《新华文摘》和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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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作为一个捐赠者，如果对其捐赠要获得税前扣除，需要满足以下一些条件：必须是对DGR的捐赠
；捐赠必须是真实的；捐赠须是金钱或财产等符合法律规定的种类；其他符合捐赠的条件。　　第一
个条件，必须是对DGR的捐赠。作为捐赠者，首先要了解捐赠的对象是否为DGR。受赠的非营利组织
是作为整个DGR备案还是仅其拥有或管理的一个基金、机构或部门进行了DGR备案。如果是后者，只
能对后者的捐赠才能获得税前扣除。另外，对工作场所的捐赠（即工作单位得到员工同意的基础上定
期扣除部分薪金捐赠给DGR），员工要从工作单位获得相关证明以进行每年的税收抵扣。　　第二个
条件，必须是真实的捐赠。一项真实的捐赠具有以下特点：金钱或财产的转移；转移是在自愿基础上
进行的；捐赠是因慈善行为引起；捐赠者未收受实质性利益或好处作为回报。下列对DGR的支付不视
为捐赠：购买有奖销售券或门票；购买巧克力或铅笔；参加慈善宴会的支出；会费；接收者与捐赠者
达成默契将为捐赠者提供利益的捐赠等。例1：某人在慈善拍卖上买的一个闹钟。其付出的价款不能
视为捐赠，即使价款远高于闹钟的市场价。例2：某人参加了一场圣诞音乐会，支付门票10澳元，自愿
捐赠了70澳元。只有捐赠的70澳元可税前扣除。例3：某人参加一：DGR组织的照顾生病儿童的志愿活
动，买了几个玩具给小孩。他不能申请税前扣除，因为其捐赠不是直接给DGR的。例4：某人因捐赠
获得。DGR给的一个衣领纪念徽章。这并非实质性利益，不影响捐赠的成立。关于DGR的回赠，还可
以是一些小贴画，在新闻或期刊中提及，以及价值微小的匾牌。如果回报扩大到为捐赠者做广告那就
不再是捐赠，由此也不能获得税前扣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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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非营利组织》

精彩短评

1、介绍了澳大利亚非营利组织的状况，对了解国外动态有帮助
2、《澳大利亚非营利组织》是一部关于澳大利亚非营利组织的专题性著作。澳大利亚是当今世界上
各种非营利组织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澳大利亚非营利组织》基于作者们廖鸿、石国亮等赴澳大利
亚实地调研的所得和感受，较为系统地梳理了澳大利亚非营利组织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对澳大利
亚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以及合作的新形式“全国性协议”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与英国和加拿大进
行了比较研究；对澳大利亚非营利组织的法律制度、登记监管制度、税收制度、内部治理和国际际合
作等各个层面，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和探讨，并对若干非营利组织进行了个案研究。本书适合
非营利组织管理部门和实际工作部门阅读，可作为大专院校公共管理及相关专业教学研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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