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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玉树地震抗震救灾捐赠资金使用管理监督办法  

 
(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发明电〔2010〕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各成员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央加强救灾资金物资监督管理的有关会议精神，切实做好青海玉树地震抗震救灾捐

赠资金的使用管理监督工作，确保捐赠资金合理配置、规范使用，让捐赠机构和捐赠人放心满意，现

就捐赠资金的使用管理监督办法明确如下： 

  一、明确使用管理原则 

  （一）尊重意愿，专款专用。救灾捐赠资金的使用要充分尊重和体现捐赠人的意愿，做到专账管

理、专人负责，确保专款专用，全部用于灾区，用于受灾群众。 

  （二）统一规划，突出重点。救灾捐赠资金的使用要根据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实际需要，合

理安排，有序使用，重点用于玉树灾区民生项目重建。 

  （三）公开透明，加强监督。严格规范救灾捐赠资金的安排使用程序，实行全过程跟踪管理，及

时向社会公开安排使用情况，加强监督检查，确保救灾捐赠资金安全、合规使用。 

  二、合理确定使用范围 

  （一）主要用于青海玉树地震灾区恢复重建。各捐赠接收机构要从严控制捐赠资金支出，除应急

抢险救援安排少量支出外，要按照恢复重建规划统筹安排使用。 

  （二）按照捐赠人意愿优先安排。对捐赠人明确提出使用意向的捐赠资金，要充分尊重捐赠人意

愿优先安排使用。 

  （三）合理确定捐赠资金使用顺序。对未明确使用意向的捐赠资金，要根据灾后恢复重建规划，

遵循以下顺序予以安排：一是农牧民倒损住房重建；二是学校、医院、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设施重建

及设备配套；三是对特困群众、“两孤一残”人员等特殊群体安置；四是其他民生类项目的恢复重

建。 

  三、严格规范使用程序 

  （一）民政部门接收资金的管理。民政部接收和各地汇缴到民政部的捐赠资金，统一汇缴至民政

部－中央财政汇缴专户。民政部会同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指导青海省人民政府，根据灾后恢复重建规

划和资金安排方案，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规范程序，将捐赠资金逐级拨付到灾区和项目资金使用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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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有关社会组织接收资金的管理。15家全国性社会组织和公募基金会所募资金，由民政部会

同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和青海灾区恢复重建领导机构，与各捐赠接收机构协商沟通，按照灾区恢复重

建规划认领重建项目，并按照严格规范的要求确定建设和资金具体拨付方式。 

  （三）青海省接收资金的管理。青海省直接接收的捐赠资金，由青海省人民政府根据恢复重建规

划和相关政策规定统筹安排使用，逐笔登记接收管理和使用情况并报民政部备案。 

  （四）救灾捐赠物资的管理。各有关地区、部门和社会组织接收的捐赠物资，要做好分类登记和

组织调拨等工作，及时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四、加强全程监督检查 

  （一）加强捐赠资金的分类统计。民政部要指导督促各有关地区、部门和社会组织，切实做好捐

赠资金接收、使用的统计工作。捐赠资金的接收，要区分国际、国内捐款来源、接收机构、使用意向

等进行分类统计；捐赠资金的使用，要逐级实行专账管理，确保与其他资金明确区分，以利于监督检

查捐赠资金使用情况、拨付进度并及时反馈捐赠人。 

  （二）做好捐赠资金使用情况的反馈和公告。各捐赠接收机构要按照谁接收、谁反馈的原则，认

真做好捐款使用管理情况的反馈工作，由民政部指导捐赠接收机构定期公布捐赠资金接收使用情况。

同时，分阶段做好集中统一公告，分别在集中捐赠活动结束后、重建项目确定后、恢复重建完成后，

由民政部会同财政、监察、审计等部门全面公告捐赠资金接收、使用和效果等情况。在重建过程中，

要定期公告项目进展和资金拨付使用进度。 

  （三）加强使用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各有关地区和部门要按照中央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监督检查

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主动配合纪检监察、财政、审计等部门对资金物资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严格

规范使用程序，强化监督管理，提高使用效益，切实维护捐赠者和受灾群众权益。 

  民政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要加强协调配合，及时沟通工作信息，研究提出加强捐赠资金使用

管理的具体办法，指导各地区、各部门、社会组织做好捐赠资金使用管理工作。 

  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  

  二〇一〇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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