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慈善法修改和实施的着眼点在于推动善治

金锦萍

慈善法实施七年之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

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决定》，

其修改速度和效率在我国立法史上也是很罕见的，既凸显了

社会各界对于慈善事业的高度关注和殷切期待，也体现了国

家对于慈善事业的高度重视。

慈善法修改的第一重目的：“不要在慈善上动歪心思”。慈

善法修改的目的之一是促进慈善事业的高质量发展。现行慈善法

自 2016 年起施行，是我国第一部慈善领域的基础性法律，确立了

慈善领域的基础法律秩序，弥补了立法空白，为促进我国慈善事

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法律环境。当前，慈善领域也出现了

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如：假借慈善或者慈善组织的名义进行诈

骗的行为时有发生；慈善与商业之间边界不清，慈善沦为商业外

衣的行为时有出现；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利用慈善法中

合作募捐不规范开展通道业务的现象并不鲜见；慈善组织关联交

易规范不健全，导致公共利益被私人化……这些新情况、新问题，

都冲击着慈善领域的公信力。所以，修改的第一重目标，便是健

全完善相关规范，堵住上述漏洞。例如，强化具有公开募捐资格

的慈善组织在合作募捐中的义务和责任，拒绝公募慈善组织的通

道化；要求慈善组织公开募捐成本，避免隐瞒有可能会影响捐赠

人捐赠意愿的信息披露；法律责任编则对于慈善法中的禁止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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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法律后果逐一进行规定，避免出现行为违法却没有法律依据

追究其责任。

上述这些修改，无一不在重申慈善法的要义所在：发展慈善

事业，规范慈善活动，保护各方合法权益。慈善事业是一个社会

良知和信任的底线，对于所有以慈善为名牟取不当利益的行为，

都得明确慈善法的基本立场：不要在慈善上动歪心思。

慈善法修改的第二重目的：填补立法空白，顺应发展需要。

慈善法修改的第二重目标是结合时代发展需要，填补原先的立法

空白。本次修改令人关注的增补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增设了应急慈善专章。近年来，包括自然灾害在内的

突发事件发生频率增多，社会力量的参与能适时补充政府在突发

事件应对中的不足。因此，慈善法此次修改增设了应急慈善专章，

明确政府应建立协调机制，有序引导社会力量开展工作；国家鼓

励慈善组织和慈善行业建立应急机制；慈善募捐所得款物应当及

时分配或者使用，并要求慈善组织及时公开募捐情况，同时允许

募捐方案备案得以延后期限办理；明确乡级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和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为捐赠款物分配送达、信息

统计等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其二，明确制定关于个人求助平台的管理办法。慈善法对于

现实中因为个人求助引发的大量纠纷和质疑，附则中明确两方面

的义务和责任：一方面求助人和信息发布人应当对信息真实性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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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另一方面，从事个人求助网络服务的平台应当经国务院民政

部门指定，并负有查验信息真实性的义务，并且授权国务院民政

部门会同网信、工业和信息化等部门另行制定具体的管理办法。

其三，社区慈善和涉外慈善进入法律视野。国家鼓励有条件

的地方设立社区慈善组织，加强社区志愿者队伍建设，发展社区

慈善事业。国家亦鼓励开展慈善国际交流与合作，明确慈善组织

接受境外慈善捐赠、与境外组织或者个人合作开展慈善活动的，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履行批准、备案程序。

慈善法修改的第三重目的：增加法律的可操作性。慈善法明

确已经设立的非营利组织都有权申请认定为慈善组织，明确登记

满一年的慈善组织可以向办理其登记的民政部门申请公开募捐资

格，且要求民政部门均须在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日内作出决定。这

两条修改都是对于原先规定中语焉不详或者容易发生歧义的条款

的修正，以加强法律规范的可操作性。

社会各界都对慈善法的修改抱有热切的期待。在前期的慈善

法修正草案意见征求过程中，有不少意见是颇具价值的，例如，

慈善活动的内容中明确增加动物保护、社区建设等；明确法律上

的慈善的公益性要件；慈善组织设立登记的程序更为便利，以解

决“登记难”问题；慈善信托税收优惠的明确与落地；增设慈善

组织内部治理结构的基础性规定以强化慈善组织的自律；在法律

责任编的规范上更尊重慈善组织作为非营利组织的属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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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鉴于法律体系的整体考量，本次法律修改有所取舍。譬

如，对于税收优惠政策，慈善法不宜越位进行细致规定，只能在

表明原则性态度之后，待规范各种税种的立法予以细化落实；慈

善组织的“登记难”问题，其实质是作为慈善组织基础组织形式

的三类社会组织其登记方面的法律规范未进一步改革；法律上慈

善的界定（包括内涵和外延、公益性要件）的基础性原理还有待

学界进一步梳理清晰；慈善组织治理结构的规范，则更寄希望于

社会组织法的基本规范的制定……

任何制度的实施和完善都将是一个长期过程，难以毕其功于

一役。慈善法的此次修改已完成其历史使命，而法律的解释和适

用依然任重而道远。慈善立法和法律实施的使命就是：发现良法、

推动善治，构建良善社会。

(本文来源：《中国民政》杂志 2024 年 1 月上刊,作者系中国社会保障学会

慈善分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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