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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中华慈善论坛与庆祝中华慈善总会成立 30 周年之际，我和大

家分享一个观点：应当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推动慈善事业健康持续发

展。

新时代需要发展好慈善事业，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发展好中国特色

的慈善事业。目前，我国慈善事业发展还相对滞后，与新时代的发展

要求不相适应，要进一步优化有利于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环境与社会

氛围，以有效举措、有力行动，促使慈善事业得到健康持续发展。

强调发展慈善事业是新时代的需要，在于慈善事业具有多重功能

并且能够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全局中发挥作用。在大多数人的认

识中，慈善事业就是筹集善款救助困难群体，或者只等同于第三次分

配，这种认识显然限制了慈善事业发挥作用的空间，也降低了慈善事

业的社会价值。事实上，除了有限地直接参与社会财富分配，慈善事

业的第二重重要功能是通过扶弱济困、养老助残、儿童福利等各种公

益服务，直接增强并放大社会保障制度的效应，使党和政府的社会发

展目标得以实现。

通过互助、利他机制弘扬社会道德、润滑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

谐，这是慈善事业非常独特的价值所在。当今时代特别需要强化公益、

奉献、互助友爱的精神，弱化精致的利己主义取向，而发展慈善事业

无疑能够极大地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社群之间的关系也会因慈

善而步入良性、和谐轨道。



不仅如此，慈善提供了参与社会建设、服务国家大局的有益途径，

让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走向成熟、定型，

这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同时，慈善公益领域还应当是值得重视、

有待开发的优质战略性就业空间，可以增加新的就业岗位，缓解居高

不下的就业结构性矛盾。

如果我们充分认识到慈善事业的上述多重功能，就会着力促使其

全面释放，让发展慈善事业的时代价值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得到

彰显，进而凝聚发展慈善事业的共识，这应当是促进慈善事业大发展

的基础性条件。

要发展好我国的慈善事业，必须正视其发展滞后的现实，表现主

要有三：

一是慈善组织特别是服务型慈善组织数量有限，即慈善组织主体

不多。真正的慈善事业大发展局面应当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无钱

无力者也可以互惠取暖、抱团取暖，形成大众参与、广泛参与的局面。

然而，目前我国认定的慈善组织仅 1.5 万余家，一些想行善且有能力

的人仍然缺乏组织依托或途径不畅，而许多有需要者又得不到相应的

社会援助及相关服务。

二是主体有限导致慈善资源动员不足。近年来，我国的社会财富

在高速增长也在持续积累，有能力帮助他人的社会成员急剧增长，互

联网平台偶然求助事件亦会有成千上万人捐献。尽管事实证明我国的

慈善资源相当丰富、乐善好施传统深厚，但每年募集的款物有限，且

个人捐献所占份额较低，志愿服务也尚未常态化，这表明慈善组织主



体与慈善资源动员能力明显不足，进而束缚了慈善事业功能的充分发

挥。

三是慈善事业发展质量不高，也易受伤害。一方面，慈善组织活

力不足、公信力不足，借慈善之名行欺诈之实的案例时有发生；另一

方面，以个别案例否定整体的现象也容易对慈善事业造成伤害。

整体而言，我国慈善事业离中国式现代化走向共同富裕的本质要

求还不相适应，也和中央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

套的社会分配基础性制度安排的既定目标不相适应，还与当今社会需

要大力弘扬互助友爱、慈善公益精神的趋势不相适应。故必须进一步

优化有利于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环境与社会氛围，以有效举措与有力

行动促使慈善事业得到健康持续发展，这是基于目标导向的落脚点。

事实上，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潜力无限、空间无限，包括可以动

员的慈善款物、志愿人力都异常丰厚。目前的关键，是需要采取更加

有力的措施来促进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首先要厘清发展理念。遵循中国人基于恻隐之心救急难和由近及

远、由亲及疏、为特定受益人提供援助的行善逻辑，让慈善事业融入

国家发展全局以及走向共同富裕、弘扬互助友爱、促进社会和谐的大

局，走出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发展新路。

其次要加快营造有利于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借助修改后的

慈善法带来的推动作用，加快制定促进慈善事业健康持续发展的系列

政策，加大政府购买慈善公益服务的投入力度，实质性地推动法定社

会保障与慈善事业有效对接、有机联动，同时优化慈善监管制度，着



力培育、发展社区慈善，这样才能以清晰的政策为慈善参与主体和社

会各界提供清晰稳定的预期。

再次要加快营造有利于慈善事业发展的社会氛围。我们需要普及

慈善常识，培育、扶持优质慈善组织特别是枢纽型慈善组织，强化正

面肯定、正向宣传慈善事业，营造有利于人心向善、人人行善的社会

氛围。要建立健全社会褒奖机制，给予慈善家和长期行善的人以较高

的社会荣誉，还要按照党中央的要求推进“社会组织协商”，让一批

慈善家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

（本文来源：《人民政协报》2024 年 11 月 21 日第 10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