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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金融及经济危机引发了这样一场争论-有条件的现
金转移支付项目是否能减轻危机对普通家庭的影响。人们之所以
把金融危机同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联系起来,是因为像巴西这样
拥有大型的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的国家,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
程中表现地尤为出色。 

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可以帮助家庭维持其粮食消费水
平。这反过来又可以减少金融危机给儿童营养摄入方面造成的任
何负面影响;此类项目还可以确保儿童的受教育状况,减少非法童工
现象.如果文献中所阐述的溢出效应是可信的,那么流入社区的收入
也可以帮助减轻危机对整个经济活动造成的损失。在金融危机中
可以扩展的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可以帮助缓和危机造成的影
响。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就好比是某一地区的自动稳定器，其
作用类似于发达国家的失业救济金。此类项目既能避免金融危机
所造成的短期影响，又能减轻其对人类发展造成的长期的负面影
响。 

然而需要阐明的是，一方面，在拥有类似有条件现金转
移支付项目的国家，弱势群体受到了保护，未在金融危机中遭遇
重创。另一方面，推荐各国在金融危机发生的期间计划并实施有
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计划并实施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并
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其中涉及到一些步骤，政治意愿是必要
的，资金也必须到位。在巴西，因家庭补助而受益的人数有所增
长，因为作为反金融危机的一项举措，家庭补助有获得收益的价
值。在墨西哥，一项旨在弥补食品价格上涨的津贴已被列入机会
项目的组成部分。只有在此类项目良好地建立起来并顺利运行了
一段时间后，收益才会显现出来。 

在低收入国家实施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更加具有挑战
性。在非洲，此类项目的实施条件远不如拉丁美洲国家那么苛
刻，而且社区目标也得到了广泛应用。建立目标与监控机制可能
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和时间。此外，当政府税收逐渐减少，在金
融危机发生的期间提供融资未必可行。当局应该抱着审慎的态度
依靠捐助来实施运行此类项目，因为可持续性成了一个问题。 

即便假设以较快的速度设计并实施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
付项目是有可能的，但一个精心策划的战略必须要考虑到与捐助
国和受援国双方达成一致。这一点在如何逐步引入，如何逐步淘

汰外部支援的问题上尤为重要，这样此类项目才会得到政府支持
并持续开展下去。 

任何政策和方案只有在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保障战略下实
施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这种战略应该能更好地协调中央和地方
各级的方案，以及更好地协调各方案的国际参与者，以避免重复
工作浪费资源。 

在相对成功的案例中，例如智利团结和家庭补助金，有
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项目和其他项目的潜在受益者所填写的注册
表促进了政策一体化。这样一个数据库使得当局能够列出一系列
影响家庭社会经济条件的指标。这一系列指标成为了帮助了解不
同团体需求的有力工具，进而引导政策的制定。这些指标不仅有
助于划分哪些部门的工作与限制性方案或者辅助性方案息息相
关，而且有利于向基本生活设施如水和电的供应商提供信息。比
起家庭调查，注册表能够以更加标准的方式跟踪调查贫困家庭在
社会服务和家庭基础设施方面的状况。家庭调查虽然可以反映出
全国的状况，但调查结果通常基于小样本，不利于当地政府参与
进行有效的分析。当项目需要扩大以确保覆盖大部分贫困人口
时，这样一个信息库就会对危机作出迅速的反应。 

一些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项目已经强大到足以避免成
为一张微小安全网的孤立份子，反而发展成为更具包容性的社会
政策。尽管依旧面临挑战，但这些项目已经经历了千锤百炼，达
到了这个阶段。 

总而言之，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项目并不是增强家庭
和国家适应能力的灵丹妙药。但只要它们集大成于一个更广泛的
社会保障战略中，而且这个战略的目标不仅仅是成为一个临时的
安全网, 这些项目就可以用于减轻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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