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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现代化全面提速和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中，以慈善事

业为载体的第三次分配被提升到了国家发展全局与共同富裕大局的

高度，进入了公共政策视野，并引起了各界关注与热议。在当前的讨

论中，发展慈善事业已经成为社会主流看法，但也有一些人担忧出现

强行募捐或摊派现象，有必要澄清慈善的属性，坚守慈善自愿的根本

原则，营造有利于自愿参与慈善的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以便促使这

项有益于国、有利于民并促进社会团结的社会事业能够在公众了解与

理解的基础上得到健康持续发展。 

慈善最可贵的价值是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 

从社会财富分配的视角出发，初次分配是指国民总收入直接与生产要

素相联系的分配，通常表现为政府获得税收、资本获得利润、劳动者

获得劳动报酬，它构成了整个社会财富分配机制的基础。再分配是在

初次分配结果的基础上，国家通过各种收入税、社会保障和转移性支

付等手段实现现金或实物转移的一种收入再次分配。第三次分配则是

在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结果的基础上，个人或企业等通过自愿捐献的方

式实现对社会资源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就分配的份额而言，各国初

次分配针对的都是国民总收入，规模最大；再分配虽因各国社会保障

水平不一而存在差异，通常也会占国民总收入的 30%以上；而第三次

分配的份额却极小，即使是慈善事业最发达的美国，来自个人的捐献



亦只在 2%—3%之间，欧洲国家占比更低，我国还不到 0.5%。因此，

各国的社会财富格局均取决于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第三次分配的经济

意义是对初次分配与再分配起有益但有限的补充作用。 

尽管从经济视角出发第三次分配根本不可能享有与初次分配、再分配

相提并论的地位，但并不妨碍将其与初次分配与再分配一起统称为扎

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因为第三次分配总体上对促进共

同富裕具有双重价值：一是经济价值。即通过款物及劳务捐献，形成

有能力者帮有需要者的社会分配格局，其规模与力度有限，但也能产

生微调效应。二是社会价值。即第三次分配及其支撑的慈善事业能够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传统美德，进而促进社会团结与社会

和谐，这是只有第三次分配与慈善事业才能发挥出来的独特的社会效

应。 

综上，国家重视慈善事业和促进慈善事业发展，与其说是为了追求经

济价值，不如说看重其所具有的独特社会价值，而这种社会价值只能

建立在自愿捐献的基础之上，这应当是正确认识慈善事业的逻辑起点。 

自愿原则是体现慈善社会价值的首要原则 

强调慈善事业的社会价值高于经济价值，是基于慈善参与者源自内心

的爱心善意，这种爱心善意的表达方式就是自愿捐献，它构成了整个

慈善事业的伦理基础与制度基石。因此，自愿应当是慈善的首要原则，

也是现代慈善事业发展的普适性原则。 



所谓自愿原则，是指参与主体的慈善行为完全出自本心本意。一方面，

捐献者应当完全基于自愿，自主决策是否参与慈善活动以及如何参与

慈善活动；另一方面，慈善组织、捐献者、受益人等慈善活动主体也

应当基于自愿原则并建立平等的关系，不受外力干扰。当然，这种自

愿亦需要遵守法律法规的一些约束，即不能做出有违禁止性条款的行

为。在慈善事业发展实践中，只有基于自愿的慈善行为，才是参与主

体爱心善意的真实表达；只有尊重自愿原则，才是促进慈善事业健康

持续发展的正确取向。反之，如果违背了自愿原则，慈善就会异化成

强行募捐或摊派，最终对慈善事业的发展造成极大伤害。 

在我国的发展实践中，自愿更是慈善法中明确的根本原则。例如，在

慈善法第一章总则中，第三条明确规定“本法所称慈善活动，是指自

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以捐赠财产或者提供服务等方式，自愿开展的

下列公益活动……”这一定义决定了只有自愿开展的公益活动才是

慈善活动，自愿对慈善活动的定性起决定作用。该法第四条明确规定

“开展慈善活动，应当遵循合法、自愿、诚信、非营利的原则，不得

违背社会公德，不得危害国家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

益。”自愿成为慈善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在慈善法第三章慈善

募捐中，第三十一条明确规定“开展募捐活动，应当尊重和维护募捐

对象的合法权益，保障募捐对象的知情权，不得通过虚构事实等方式

欺骗、诱导募捐对象实施捐赠。”第三十二条规定“开展募捐活动，

不得摊派或者变相摊派，不得妨碍公共秩序、企业生产经营和居民生

活。”第三十三条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假借慈善名义或者假



冒慈善组织开展募捐活动，骗取财产。”这三条实质上是明确禁止违

背或影响慈善捐献者自由意志的行为，是对捐献者自愿原则的维护。

在慈善法第四章慈善捐赠中，第三十四条规定“本法所称慈善捐赠，

是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基于慈善目的，自愿、无偿赠与财产的

活动。”属于再次明确捐赠者的自愿原则。在慈善法第十一章法律责

任中，第一百零一条明确规定对通过虚构事实等方式欺骗、诱导募捐

对象实施捐赠的、向单位或者个人摊派或者变相摊派的募捐活动，由

民政部门予以警告、责令停止募捐活动；对违法募集的财产，责令退

还捐赠人；难以退还的，由民政部门予以收缴，转给其他慈善组织用

于慈善目的；对有关组织或者个人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一百零八条明确规定对摊派或者变相摊派捐赠任务，以及强行指定

志愿者、慈善组织提供服务的，由上级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

依法应当给予处分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慈善法的上述规制，清晰地表明了

遵循自愿原则是法律的明确要求，违背慈善活动参与主体自愿原则的

行为必须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这是对自愿原则得到贯彻落实的最好维

护。 

努力营造有利于自愿参与慈善事业的环境 

尽管慈善自愿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内容，各种慈善活动也基本做到了尊

重参与主体的自主性和自由决策权，但不时披露的个案表明仍然存在

着有违自愿原则的现象。例如，2019 年 9 月，某地一高中称根据上级



部门要求开展“奖教助教基金”募捐活动，要求每位教职工至少捐款

100 元，上不封顶，这种变相的强制募捐引发老师们的强烈不满。2021

年 5 月，某地一小学要求学生捐款并对未带钱的学生拍视频发至家长

群，要求家长支持。此外，还有单位强迫职工捐款，以及组织或个人

利用权力或影响力强行募捐的现象。这些个案表明，在走向共同富裕

的历史进程中，要发展好我国的慈善事业，还必须遵循自愿原则并努

力营造出有利于人们自愿参与慈善事业的环境。 

首先，应当加大慈善法的宣传力度，切实将自愿原则落到实处，对强

行募捐现象严格依法惩处，以此确保捐赠者的自主意愿得到充分尊重。

同时，也给慈善参与主体吃下定心丸。 

其次，尽快打造有利于激发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政策环境。最为关键

的有二：一是建立健全的精神褒奖制度，加大精神褒奖力度，让行善

者得到社会认同，让对慈善事业做出重要贡献者享有相应的社会地位。

二是加大税收支持力度。让捐献者能够享受更多优惠，以此表明国家

支持慈善事业发展的鲜明态度。 

再次，努力营造互助友爱的社会氛围。包括弘扬邻里友爱、亲友相亲

的传统，倡导人心向善、社区互助、单位互助，发展慈善组织，真正

激发人们源自内心的乐善好施、互助友爱意识，调动人们参与慈善活

动的主动性、积极性，畅通社会成员参与慈善的途径，创造有钱出钱、

有物出物、有力出力的慈善时代风尚。 



总之，新时代需要发展慈善事业，新时代也为慈善事业的发展创造着

日益良好的条件，只要在发展实践中切实遵循自愿原则，同时通过加

大对行善者的激励力度，慈善事业必定会成为人们自觉参与的宏伟社

会事业。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报》2022 年 5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