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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法促善治 共创良善社会

金锦萍

2016 年早春伊始，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慈善法。

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慈善法，其兼具慈善组织法、慈善行为法和慈

善促进法的内容，是我国慈善领域的基础性和综合性立法。8 年间，

为了慈善法的贯彻实施，民政部等相关部门陆续出台了众多规范性文

件等配套制度，而众多慈善组织在实践中自觉遵循法律和公益伦理，

不仅追求良好社会效益，也追求在实现社会目标过程中的一以贯之的

良好品行。

慈善立法意义得以充分体现

慈善事业是人类文明程度的试金石，贯穿人类文明史的始终。法

律对于慈善事业的规制其意义在于：第一，将慈善组织作为特定的法

律术语，排他使用。未经法定程序设立或者认定的组织不得以慈善组

织的名义对外开展活动。这意味着慈善组织被赋予了特定的法律地

位，是以慈善为唯一宗旨或者主要业务的组织体。第二，法律将慈善

组织从众多组织中识别出来，意味着将赋予其一些特殊的权利，甚至

被赋予公益捐赠税前抵扣的资格，允诺向其捐赠的个人和组织得以享

受所得税税前扣除的特殊优惠，对于鼓励社会力量向慈善组织的捐赠

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第三，慈善组织需要承担相应的义务。为了与

上述的身份和权利对应，法律也要求慈善组织因此须遵循一些特殊规

范。例如，慈善目的限制原则要求慈善组织的所有财产均要受到目的

限制，包括法定的慈善目的、组织章程中确立的宗旨和业务范围以及

特定捐赠人合法合规的捐赠意愿，而禁止利益分配原则则要求慈善组



2

织不得向其举办者和成员分配利益。第四，保护慈善活动各方当事人

的合法权益，包括捐赠者和志愿者、慈善组织、受益人、慈善组织的

内部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等，进而达到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的目的。

慈善法作为社会法的地位越发凸显

社会法内涵丰富，外延宽泛。慈善法中明确慈善活动是公益活动，

意指法律上的慈善活动的受益人应该是不特定社会公众或者社会公

众的一部分，而非特定个体。慈善法的社会法定位，要求其调整的社

会关系以三方关系为特征，要么是捐赠人、慈善组织和受益人之间，

要么是志愿者、志愿服务机构和受益人之间，要么是捐赠人、募捐人

和受赠人之间。这是传统慈善转型为现代公益的历程中，慈善日益专

业化和组织化的必然需求。

正是因为慈善法并非仅拘囿于私法主体之间的契约关系，而是具

有更为系统性逻辑的整体架构。因此，首先，扶贫济困、助学助教、

恤病救孤、助残扶老等慈善活动并非只是着眼于解决若干个体的生活

困境，而是从社会问题深层次原因出发，集合各种机制，以解决系统

性的社会问题。其次，慈善资源与政府所提供的基础公共服务之间的

关系也就需要进一步厘清。慈善所凝聚的社会力量恰是国家所提供的

基本公共服务的补充，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

追求。最后，慈善法兼具公法规范与私法规范，兼具多种法律调整手

段，且其调整对象主体多元，非现有其他法律部门所能涵盖。由此可

见，作为社会法构成部分的慈善法在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促进

社会公平公正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慈善法倡导的志愿服务精神得以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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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从第三次分配角度或者慈善资产视角来理解公益慈善，是对

慈善事业的狭义化解释，我们还应重视慈善的另一社会功能：人的志

愿精神的唤醒。而唤醒人的志愿精神，营造便于民众从善的路径和机

制尤为关键——即呵护他们发自内心的捐赠意愿和志愿服务意识。这

首先需要尊重他们处分自己财产权利和志愿服务时间的自由，尊重他

们选择通过什么组织形式（基金会、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慈善

信托等）从事慈善的自由，尊重他们不选择既有路径从事慈善却探索

社会创新的自由。

首先是慈善法中明确规定捐赠自愿原则，旨在从根本上杜绝在慈

善募捐活动中的索捐和摊派行为；其次为在制度层面确保民众便于从

事慈善事业，在慈善组织的设立和认定方面力求简捷便民。然后，逐

步允许所有符合条件的慈善组织均有获得公开募捐资格的可能性。再

次，慈善法并未一概拒绝慈善组织除了捐赠之外的其他收入来源，允

许慈善组织合法合规开展慈善资产的增值保值活动。最后，更为关键

的是专章规定慈善服务，使志愿服务和其他非营利服务有了初步的法

律依据。

慈善法中的慈善是丰富多元的慈善，给予公众在法定范畴内的选

择自由。而将慈善服务等内容囊括其中，则更将慈善规制的深层次意

义彰显出来——即充分考虑到志愿机制和价值理性来彰显慈善独有

的功能和价值，塑造真正具有志愿服务精神的民众，实现人的全面发

展。

慈善法顺利修法，是立法机关在社会现实情况发生的重大变化的

背景之下，为进一步促进慈善事业发展所做出及时回应，在必要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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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基调上做出的适度修改和完善。可以预见的是，秉承以良法促善

治的立法原则，具有“开门立法”的智慧、胆识和气魄的慈善立法修

法，将进一步促进慈善事业的蓬勃发展和社会爱心的充分涌流。

（本文来源：《中国民政杂志》9月 4日，作者系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

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