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ternational Policy Centre for Inclusive Growth (IPC - IG)
Poverty Practice, Bureau for Development Policy, UNDP
Esplanada dos Ministérios, Bloco O, 7º andar
70052-900    Brasilia, DF -  Brazil

电子邮件：ipc@ipc-undp.org    网址：www.ipc-undp.org
联系电话：  +55 61 2105 5000

包容性增长国际政策中心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发展政策局减贫实践组和巴西政府共同支持

 2012年10月

No. 177

“机会”和“家庭补助金”：
   项目发展比较分析

法比奥·维拉斯·苏亚雷斯 
包容性增长国际政策中心

by  Fábio Veras Soares, International Policy Centre for Inclusive Growth

苏亚雷斯（Soares, 2012）认为对比“机会”和“家庭补助金”
两个项目在初始设计上的不同，和两者在墨西哥与巴西两国社
会保障体系中所扮演的迥异角色能够阐明几年来两者演变的
本质。

墨西哥“机会”项目由国家政府直接命令开展，并采取小范
围试点测试项目设计参数。反之，巴西的有条件现金转移项目
则可追溯至1995年开始的地方经验之上。每一个地方级的项目
都对最终全国性项目的形成至关重要。经过包括国会及公民组
织在内的反复辩论后，巴西联邦政府才最终接受了全国性有条
件现金转移计划的提法。事实上，直到2003年卢拉总统的第一
个任期时，原有的各个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才整合形成大
型全国性项目——“家庭补助金”，由各部门协同实施。

“机会”和“家庭补助金”两个项目有三个相同的核心特征，包
括锚定机制、共同责任原则（尤其涉及健康和教育两方面）和
现金支付原则。此外，两者还有两个共同的首要目标，即减贫和
中断贫困的代际传播。尽管有诸多相似之处，两者在许多方面
仍存在本质上的区别。这些区别主要由两个因素造成，即对于
短期和长期目标的不同侧重，以及其原本相同的核心特征，在
两国各自社会保障体系现实中的不同演变。

 
墨西哥“机会”项目自初创阶段起即强调共同责任监测原

则，体现了对项目长期效果的重视。巴西“家庭补贴金”则恰恰
相反。该项目在2004年至2006年间贫困指数下降期间急速扩
张，并在实践中改变了一些原始设计，例如让城镇官员参与到
项目地方管理委员会，但始终把短期减贫当成首要目标。家庭
补贴金”项目对领取补助金最短期限的限定区别于其他拉美国
家现金转移项目普遍采用的最长期限限制，而完善的共同责
任监管原则直至2007年才得以就位，也证明了其对短期效果
的侧重。

如“家庭补贴金”项目一样，2000年代末的油价和食品价
格危机也给予了“机会”项目扩张的理由，增加对项目受益者的
补贴力度，以消弭危机对贫困人群的冲击。但在扩张同时，“机
会”项目秉持着共同责任原则，即便是无子女家庭也应承担一
定的共同责任。而那些由于当地教育基础设施和公共医疗缺
乏，而无法履行相对责任的贫困家庭，则被纳入了粮食津贴项
目（Programa de Apoyo Alimentario - PAL），间接地扩大了“机
会”项目的规模。

“家庭补贴金”项目的经济状况锚定机制，是鲜见的建立在
家庭自主申报收入上的。而“机会”项目则采用比收入参数更加
稳定可靠的经济状况调查综合指数。此外，“机会”项目的目标

群体再评估机制的运行周期为三年，仅在入选后的四或六年
（农村地区为四年，城市地区为六年）开始逐步减少补贴；
而“家庭补助金”项目每两年就会更新巴西受益家庭信息，这使
得其周转率大大高于墨西哥同类项目。

就现金转移项目在两国社会保障系统中的作用而言，“机
会”趋于承受因本国社保系统缺陷带来的超负荷运作。这首
先表现在墨西哥政府将一项养老补贴纳入该项目现金发放体
系。社保体系不够健全，缺乏能广泛覆盖老年人、残疾人等
丧失劳动力人群的收入转移项目，令只涵盖极贫困人群“机会”
项目承受巨大压力。

雅辛和奥罗斯科（Yashine & Orozco, 2010）认为“机会”项
目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成为墨西哥社会保障体系中，一体化战
略的众多项目之一，而不是像现今情况下，倾向于成为墨政
府唯一的社保战略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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