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展社区慈善实验 寻求适合国情的慈善事业发展之路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与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紧密合作，于2023年12月正式启

动社区慈善实验项目。截至2024年11月底，项目已在北京、上海、广州、深

圳、杭州、武汉、成都、温州、绍兴、娄底、长沙宁乡市、酒泉等12个地区开展

试点。

背景与意义

　　社区慈善是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根基所在。中华民族素有邻里互助、亲友相济的优

良传统，民众的慈善习惯与模式遵从人际关系的“亲属有别”、“远近有序”，日常的

慈善行为往往是先从自己的家人、朋友和近邻开始，而后再向陌生人扩散。这种兼具公

益与私益、既帮助非特定受益人、更帮助特定受益人的行善方式，能够为中国特色慈善

事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和动力。

　　社区慈善应成为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主要方向。社区慈善符合中华传统慈善文化，

并与中国人的行善逻辑相契合，发展社区慈善能够为中国特色慈善事业提供广泛的群众

基础与社会基础，亦可成为中华慈善文化与现代慈善要素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有利于

推动社区慈善与社区建设、基层治理有机融合。

　　发展社区慈善亦是回应慈善法修正案精神的现实需要。2023年12月，十四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慈善法的决定，其中一大亮点即第九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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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慈善被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并作为重要促进措施之一，具有重要意

义。

　　正是基于上述背景，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与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密切合作，旨在通过

社区慈善的实践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慈善事业发展之路。

目标与方针

　　社区慈善实验，旨在通过社区试点总结中国社区慈善发展的经验与典型模式，从而

为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和社会治理的健康发展提供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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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慈善实验，将社区慈善视为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根基所在与重要发展方向，秉

持互助友爱、增进公益、关注困难群体、共建共享理念，通过在试点社区培育枢纽型社

区公益慈善组织，建立健全项目服务机制、社区动员机制、资源协调机制、物资保障机

制、人才培养机制以及数字技术支持体系等行动，以形成一批引领全国社区慈善发展的

样板，并形成一套可复制且适用于不同地区社区慈善发展的经验，进而为制定促进社区

慈善发展的政策提供依据。

　　社区慈善实验，坚持“立足社区、动员社区、服务社区、提升社区”十六字方针，

在党组织的领导和相关部门及社会组织的支持下，真正以社区为中心，以社区成员为主

体，以枢纽型社区慈善公益服务组织为依托，以社区成员需求为指引，以促进社区和

谐、提升社区生活品质为目标，通过调动社区力量、激发社区内生动力、构建稳定运行

机制，增强社区凝聚力、号召力与行动力。

进展与成效

　　社区慈善实验项目启动近一年以来，各试点社区高度重视，并结合各社区自身情况

积极采取行动，目前已经取得一定进展，“立足社区、动员社区、服务社区、提升社

区”十六字方针在社区慈善实验中正在得到体现。

　　一是枢纽型社区公益慈善组织的培育工作取得重要进展。枢纽型社区公益慈善组织

是建立稳定的社区公益慈善运行机制的基本依托，自试点项目启动以来，各社区积极行

动。比如，广州市番禺区大龙社区专门成立了“大龙社区慈善服务中心”作为枢纽组

织；武汉市武昌区户部巷社区在现有20个社区社会组织中支持“户小青”志愿服务队发

挥枢纽角色。

　　二是“需求库”与“资源库”建设卓有成效。为更精准、更有效地提供社区服务，

枢纽型社区公益慈善组织应通过调研摸底，建立本社区的“公益慈善需求库”和“公益

慈善资源库”。自项目实施以来，各试点社区通过电子档案、问卷调查、入户访谈、座

谈会、线上平台等方式收集居民在救助、教育、养老、健康、文化、就业等方面的需

求，以此形成“需求库”并动态更新。通过整合辖区内的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志愿

者、乡贤等多方力量，建立涉及资金、物资、技术、人才等多方面的“资源库”。基于

“两库”，立足社区已有资源，以居民需求为导向设计具有针对性和鲜明主题的社区公

益慈善服务项目。

　　三是社区动员机制初步建立，居民参与积极性日益提高。试点项目旨在通过发掘、

培育社区能人，组建核心团队，联动社区居民委员会和相关主体，以此形成社区慈善

“以一带多、以多带面”的动员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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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是资源协调机制初见成效，链接资源日益增多。为增进社区主体对社区慈善的了

解和彼此间的理解，进而获得更多资源支持，试点社区应以枢纽型社区公益慈善组织为

依托，建立社区相关主体之间的协调机制，形成共同促进社区慈善发展的资源协调与链

接机制。

　　五是物资保障机制已成雏形，社区慈善亟待可持续发展。通过多种渠道或形式为社

区慈善提供物质保障是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的基础。12个试点社区均已依托当地具有公开

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设立社区基金。

　　六是人才培养备受重视，相关交流平台与学习机制初步形成。社区慈善发展的关键

在于对公益慈善有清晰认知、并拥有专业方法的核心人物，因此，建立健全社区慈善人

才培养机制是推进社区慈善试点的关键。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先后在北京和长沙举办社区

慈善实验项目交流会，为试点社区搭建学习交流平台，并于2024年12月初在北京举办

社区公益慈善领航者培训班，旨在搭建专业学习平台，构建参与式学习机制，培养社区

公益慈善领航者，以更好地促进社区慈善实验项目顺利推进。

　　七是数字技术应用日益普遍，社区慈善参与形式日趋多元。比如，酒泉市肃州区官

北沟社区已成功上线腾讯公益平台，并打通“一块走”的玩法，开展线上募捐；宁乡市

煤炭坝镇东山村已建立“善美东山”智慧信息平台，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供需对接、困

难求助、志愿服务、公益活动资讯发布等功能。由此可见，数字技术的应用拓展了社区

慈善的参与路径，也提高了社区慈善的服务能力。

　　综上所述，社区慈善实验已在枢纽型社区公益慈善组织培育、“资源库”与“需求

库”建设、社区动员机制、资源协调机制、物资保障机制、人才培养机制以及数字技术

应用等领域取得重要进展。

经验与启示

　　开展社区慈善实验项目，目的在于提炼经验，总结推广社区慈善健康发展的典型模

式。根据试点社区前期的实践与探索，可以得出以下经验与启示：

　　一是充分认识到社区党组织书记与社区能人是社区慈善发展的关键性人物，其应在

社区慈善事业中扮演引领性角色；二是开阔思路，拓展社区基金与慈善资源的来源渠

道；三是需在社区中培育一支枢纽型公益慈善组织，通过强有力的队伍协调能力，联动

多方资源满足居民需求，并需要厘清枢纽型公益慈善组织与党和政府、社区其他社会组

织之间的关系；四是聚焦社区发展中居民共同关心的问题，明确社区（村）居民的实际

需求，在此基础上设计慈善项目或开展针对性的慈善服务；五是与基层治理有机结合，

突破传统政府单一主体的治理理念，寻求参与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并通过链接多方资源

解决社区治理中的问题；六是发展社区慈善应秉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的原则，基于需3



求与供给视角，根据不同社区的文化、习俗、人口结构、需求、资源等方面的差异，寻

求适合当地社区发展所需的慈善模式与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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