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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社区慈善健康发展 厚植中国特色慈善事业根基 

郑功成 

这次活动以多方联合行动的方式来促进社区慈善发展，抓住了中

国特色慈善事业发展的根本，充分显示了政府、企业、慈善组织与社

区之间的良性互动，彰显了深圳在慈善领域的创新引领精神。作为社

区慈善的推动者，我代表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对此表示热烈祝贺！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发展慈善事业是其

中的应有之义，而中国的慈善事业只能走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这

条路需要具备自愿、公益、平等、法治等现代慈善共同特征，需要借

鉴国外慈善组织化实施、专业化运作的经验，但中国的慈善绝不是欧

美慈善的翻版，更不能以美国慈善为标准答案。因为个体的慈善活动

或慈善行为可以无国界，而作为社会分工发达的产物和有规模的慈善

事业，却必然要植根于所在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安排，并赢得本国民

众的认同。因此，中国特色的慈善事业，就是打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烙印、传承中华慈善文化基因的中国式现代慈善事业。本国制度

烙印要求慈善事业完全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和共同富裕大局

并在其中发挥有益作用，文化基因传承要求尊重中国人由近及远、由

亲及疏、互助友爱、求急难的行善逻辑。 

我在 1997 年的全国慈善工作会议上提出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理论

命题，近几年来更在多个场合强调这一观点。这是因为我国慈善事业

虽然在发展，但总体滞后的格局并未改变。究其原因，不是中国人缺

乏爱心善意，也不是党和政府不重视，而是存在着简单照搬欧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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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崇尚美国模式的取向，缺乏走适合国情的创新发展之路的共识，

进而影响到相关政策的完善，亦难以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同。要改变这

种局面，就必须牢固树立走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发展之路的价值理念。

2023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慈善法的修正，十分明确地提出坚持党的

领导，将发展社区慈善作为国家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措施，将过

去不被认同的民间个人网络求助纳入慈善范畴等，均表明中国特色慈

善事业已经从理论范畴上升到慈善法制规范的层次，现在是到了将这

种发展理念与法制规范落到实处的时候了。在我国慈善事业发展进程

中，社区慈善无疑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基础性组成部分，也是能够赢得

民众认同和政府支持的合理路径，从而应当成为我国慈善事业极其重

要的发展方向，甚至应当是主攻方向。 

为何要重视发展社区慈善？是因为社区传承着千百年来中华民

族邻里互助、亲友相济的优良传统，体现的是中国人积淀深厚的互助

友爱意识，是将利他与利己、助人与自助融合在一起的基层社会治理

机制，它既能够直接有效对接社区内部慈善公益的供给与需求，又可

以化解基层社区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还能够为社会成员参与社会建

设提供有益的途径。因此，社区慈善应是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根基所

系。如果社区慈善能够得到健康发展，我国慈善事业就具有了广泛的

群众基础和牢靠的根基。反之，如果社区慈善得不到发展，我国慈善

事业就失去了发展的基础，进而不可能成长为宏伟的社会事业。 

要发展好社区慈善，需要把握好以下四点： 

一是要遵循“立足社区、动员社区、服务社区、提升社区”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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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方针。社区慈善是一个地域概念，强调的是以社区为本位，呼应的

是邻里互助、远亲不如近邻的向善传统，从而应当以社区成员为主体，

以社区慈善公益组织为载体，以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和谐、实现

社区共享发展为目标。它必然要充分调查了解本社区的社情民意，调

动社区成员参与积极性，满足社区成员发展的需要，进而提升社区居

民的生活品质。因此，评价社区慈善是否得到良好的发展，关键是看

社区成员的动员度、参与度、满意度和奉献感、获得感。 

二是要通过多方共创共建，实现共益共赢。社区慈善是小微慈善，

社区资源也会有限，而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与基本公共服务均要落实

到社区居民，慈善组织的相关援助与服务也要指向社区有需要者，企

业创造社会价值同样需要考虑社区居民的需要。因此，发展社区慈善

不仅是社区成员的事情，同时也是政府部门、慈善业界、企业和其他

社会力量共同的事情，从而需要多方共创共建，实现多方共益共赢。 

三是要做到因地制宜，精准引导。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且属

多民族结构，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同民族、地域之间

还存在着文化差异，形成的是社区结构与社区形态千姿百态，相关要

素也参差不齐。在这样的情形下，发展社区慈善除遵循相通的理念、

追求共同的目标，还必须考虑不同地区、不同社区的差异性，在具体

实践中不能一刀切，而是要深入了解不同社区的特点与需要，设计有

针对性的实施方案与运行机制，以充分发挥其优势、弥补其不足，最

终形成适合不同社区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社区慈善方案。 

四是要坚持守正创新，将传统性与现代性有机融合。在努力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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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里互助友爱、形塑社区向善氛围的同时，还需要通过观念革新、组

织创新、机制创新、方法创新、技术创新等赋予社区慈善现代性。唯

有如此，才能实现社区慈善发展行稳致远。 

（本文来源：作者 7月 11 日在“益企向善·社区慈善联合行动暨关爱平台

发布会上的讲话实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