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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慈善现代化的历史逻辑与现实路径

周秋光

在慈善史研究中，关于慈善的理论剖析、实践分析数不胜数。从

研究的特性来看，主要突出了三个方面：时代演进、传承发展和本土

特色。中西方各国均有慈善，中国式慈善缘何不同?最主要在于中国

式慈善从古至今，在中华历史长河已流淌千年，呈现出古代、近代和

当代扬弃式发展的态势。

本文尝试从历史的逻辑视角和接续发展的连贯思路梳理中国式

现代化问题，以求准确地判断、认知慈善在中外古今间的重要方位。

重新梳理中国式慈善现代化的历史脉络

从历史逻辑来看，中国式慈善存在着传统慈善、近代慈善、当代

慈善三种类型，其中经历了两次历史转型。

1.以历史转型为线索

一次是晚清民国时期传统慈善的近代转型，即中国式慈善的近代

化，此次转型已经完成，并伴随历史的远去而积淀成为慈善文化并形

成新的传统。另一次是进入 21 世纪慈善事业的当代转型，即中国式

慈善的现代化，该次转型尚在进行之中。

纵览两次历史转型，近代转型是传统慈善至近代慈善的近代化发

展，当代转型是近代慈善至当代慈善的现代化发展。两次转型使得中

国式慈善在外在形态与内在理念方面均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并未完

全摒弃传统，而是聚合成一种扬弃式演进状态。

2.以格局内容为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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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格局来看，中国传统慈善事业形成了官办慈善、宗族慈善、

宗教慈善、社会慈善四种慈善形态交相运行的基本格局。此外，近代

历史上，伴随西方社会福利观和公益思想的传入及启迪、近代中国社

会经济尤其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救亡图存的民族需求，推动着

国人将发展慈善事业与摆脱民族危机联系在一起。

这里的近代转型，是站在大历史观视角来看待的，已然划分明显

阶段。但若从近代史视角着眼，当时的近代化何尝不是一种现代化?

此时的慈善现代化具体表现为：慈善帮扶的主体，由政府转移到民间

社会，官办慈善主导位置让给了民间慈善;慈善帮扶力量，不再局限

于个体、宗族、宗教三方，而是出现了大批慈善家群体;慈善帮扶载

体方面，出现了一批新式慈善公益组织，突破了传统慈善组织的单一

局面;慈善帮扶对象方面，道德评核要求降低，人道普适原则增强;

慈善帮扶方式不再是单纯的慈善救济，也包括了慈善教育;慈善事业

的地域范围，开始从传统熟人社区扩展至陌生人社区;慈善开始朝着

慈善法治化方向发展，并出现了专门的慈善刊物;慈善事业的理想目

标也发生了改变，不再是致力于实现儒家大同世界，而是服从于救亡

图存的民族需求。

明确推动中国式慈善现代化发展的现实路径

从现实发展和未来走向看，近年来，在学术资源、人才资源和现

实力量的统筹整合下，中国式慈善的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正在逐渐建

构。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式慈善正进一步向着新型现代化的方向发

展，慈善公益紧密融合、慈善法制不断健全、互联网+慈善充分运用，

多元慈善力量和主体日益崛起。通过历史和现实的传承和扬弃，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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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慈善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将更加凸显民族性的个性特征和时代性的

创新轨迹。

1.影响中国式慈善现代化发展的几大因素

慈善事业的快速发展往往取决于经济水平、法治建设和媒介平

台。201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出台，使得中国当代慈善

事业开始有了基本法的指导与规范，在保护慈善参与者权益、规范慈

善活动、促进慈善事业发展、发挥慈善功能作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也标志着中国慈善事业开始正式进入依法行善、以法治善新阶段。

2022 年 12 月 2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又迎来了初次修订。

另外，借助新媒体宣传平台，互联网技术与慈善公益项目实现了结合，

迅速地推广至个人计算机和手机客户端界面，免费午餐、水滴筹、网

络众筹等公益项目将互联网慈善推向了新高度。只要手机在手、网络

在线，就能随时随地开展慈善活动，还能借助后台审核等方式，查核

捐赠善款的使用情况，真正达到人人可慈善的状态。在数字化浪潮的

助力下，作为慈善事业新的增长点，2017 年至 2019 年，我国通过互

联网募捐信息平台筹集的善款每年增长率都在 20%以上。据统计，目

前全国每年关注、点击和参与各种网络慈善活动的人次超过百亿。

2015—2021 年，“99 公益日”每年吸引五六千万人次和三四十亿元

捐款，同时还带动万余家企业通过配捐、爱心捐、一起捐、接龙、公

众号、视频号等方式支持公益项目，形成了公益慈善行业的年度嘉年

华。

此外，2020 年前后，慈善数字经济建设方兴未艾，客观上重塑

公民参与公益慈善的理念与方式，形塑了新时代的公益慈善新风尚，

企业和个人的行善路径从赚钱-捐钱转向了积累-参与，慈善组织也通



4

过互联网+慈善的多样化项目设计吸引更多群体参与行善，形成了更

大的善效应。根据《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2)》研究表

明，继 2008 年汶川地震救灾和 201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颁

布之后，2021 年的中国慈善事业迎来了第三波浪潮。这一年，以第

三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的顶层设计初具雏形，乡村振兴的法治化进程

明显加快，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断拓展，中国慈善事业被赋予了新

的战略意义。受各项政策及国内突发公共事件频发的多重影响，总体

来讲，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基本面保持稳定，社会组织总量保持低速增

长，慈善资源总量持续增加，慈善资产管理继续稳健推进，志愿服务

逐步迈向纵深发展。

2.中国式慈善现代化的趋势走向

随着时代主题和时代任务的变化，新时代慈善事业的力量主体更

加多元，在政策大势影响下有着更广阔的进步空间。

一是依靠多元主体更多参与事项。有赖于慈善观念的增强和慈善

事业的全面铺开，慈善力量尤其是青年群体参与慈善公益的比例逐步

增加。2021 年，我国实名注册志愿者总数为 2.22 亿人，较 2020 年

增长 15.63%，在疫情防控、应急救援、大型赛会和国家活动等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白皮书显示，截至 2021 年

年底，我国 14岁至 35 岁注册志愿者数量已超 9000 万人。中国新生

代青年的社会参与意愿以及实际参与社会公益行动的比例比前辈群

体都有显著提升。在慈善公益事业中，青年群体注重受助对象的需求

和群体特征，善于立足优势链接资源、形成合力解决问题，擅长新媒

体传播与形式创新，服务有效性大幅提升。在面对紧急情况时，青年



5

群体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组织起来，利用其掌握的现代科技力量合理

调配资源、高效应对问题、精准开展慈善工作。

二是慈善事业与国家大政方针双向促进。2021 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出台，标志着我国乡村振兴工作开始驶入法

治化轨道。蓝皮书研究报告显示，2017—2021 年，参与三农领域的

社会组织数量保持逐年增长，增速超过了同期全国社会组织总量的年

平均增幅。其中，基金会参与乡村振兴的比例从 47%提升到 51%，为

三类社会组织中比例最高。同时，基金会投入乡村振兴的资金更是快

速提升，从 2016 年的 141.01 亿元增长至 2020 年的 262.81 亿元，年

均支出增长率达到 16.84%。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青年群

体返乡创业、带动农村地区发展正在成为公益慈善组织推动乡村振兴

的首选路径。乡村振兴战略的升级以及第三次分配政策被纳入基础制

度建设，使得商业向善、科技向善以及财富向善形成三方合力，助推

以人人慈善为内核的慈善事业加速实现主流化。

三是完善的慈善法制发挥保驾护航作用。2022 年 12 月 27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修订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八次会议首次审议，并于 12月 30 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修订

草案相比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新增 1 章 21 条、修改 47 条，

共 13 章 133 条。相较于初制定，修订部分突出体现慈善功能新定位、

积极回应慈善发展新问题、强化优化慈善促进新举措、建立健全慈善

监管新机制、充实完善慈善信托新制度，为发挥慈善事业第三次分配

作用、推进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在中国式慈善现代

化的发展道路上，需要相匹配的、逐渐健全的和完备的法律体系与之

配套，为迎来新的突破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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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慈善现代化是有中国历史、中国国情的慈善，其源自过去，

脉络清楚;走向未来，目标明确。发挥好慈善之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

的补充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助力作用，加深慈善与物质生活、社会生活、

精神生活的关联和互动，让慈善为安定与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优化人

们生存环境和提高大众幸福指数与社会文明程度作出奉献，最终为实

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添砖加瓦，这是我们应当努力去做的。

（本文来源：《慈善公益报》2023 年 9 月 9 日，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慈善

公益研究院院长周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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