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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当下中国慈善文化困境与原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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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慈善事业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慈善事业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目前我国慈善事业本身存在诸

多的问题，与慈善文化不无关系。发展慈善事业需要“人文关怀”的社会环境，亟须慈善文化的建设。现代中国慈善文化存在

着诸多困境，诸如官办慈善色彩浓厚、公民慈善理念匮乏、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富伦理缺失等。笔者从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思

想渊源、社会观念等等层面做了原因探析。

［关键词］ 慈善文化; 困境; 原因探析

［中图分类号］C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11)11－0049－04 ［收稿日期］ 2011－07－14

［作者简介］陈东利，女，山东汶上人，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中

西方道德教育; 邵龙宝，男，上海人，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比较文化与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

方向为中西文化传统比较、儒家伦理和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指出，要健全社会保

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

障体系。这是党中央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把发展慈善

事业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

2005 年国家民政部发布的《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

纲要》指出，“要把慈善文化建设纳入社会主义思想

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部署和规划。”慈善文

化问题被提升到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党的第十七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要以社

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
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
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当下中国

慈善现状，与西方业已成熟和完备的慈善文化和慈

善制度相比，显然有差距的。诚如 2010 年 9 月在中

国的“巴比”盛宴上，“巴比”两位慈善家在向中国富

豪们传播西方高尚的慈善文化，中国富豪们却在抱

怨国内体制本身的缺失。事实上，慈善事业便是充

满人文关爱之心的集合体创造出来的，所以慈善事

业的关键还是在人，在于如何使更多有钱人有慈善

之心。由此可见，发展慈善事业还必须有良好的

“人文关怀”的社会环境，这种环境的形成，需要有

文化的承载和激励。

一、慈善文化的内涵与渊源

胡锦涛总书记 2009 年底在中华慈善代表大会

上发表重要讲话: “要求各级慈善机构充分发挥自

身优势，积极传播慈善文化。”由此，“慈善文化”这

一概念被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下面就慈善文化

的内涵与渊源作以下分析。
1．“慈善”何以成为一种“文化”? 我们往往从

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谈论慈善，它的功能也往

往被局限在“作为第三次财富分配的手段，有助于

减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等等作用上。事实

上只有从文化的层面来认识慈善的内涵，才能更加

深刻地认识到慈善的崇高与神圣。“慈善”不仅仅

是捐钱、物之类的做好事，在词源学中，“慈善”既指

人与人之间的关心、爱护和帮助的行为，又指人对人

的同情心、恻隐心和怜悯心。当人对人的关心、爱护

与同情由个别人发展到全社会的共同行为和共同心

理时，慈 善 就 具 有 了 社 会 心 理、伦 理 和 行 为 意 义

了。①慈善事业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类文明演进

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中西方，文化

与慈善的结合，呈现的是一种社会责任、一种人性光

辉; 追求的是一种人生境界; 传达的是一种博爱精

神、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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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慈善文化”如何定义? 根据学者们已经成

型的观点，慈善文化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

义的慈善文化是指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从事或

形成的慈善意识、慈善活动、慈善组织及相应的典章

制度②。文化是一个宏大的概念，广义慈善文化可

以将所有与慈善有关的思维、行为、组织、制度等都

包含在内。狭义的慈善文化是指在早期慈善思想的

基础上通过一定的慈善活动而形成的指引人们践行

慈善的一整套价值体系，目的是弘扬慈善理念，促进

人与社会的进步和谐。③现代意义上的慈善文化是

基于对和谐、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注重社会道

义，强调社会责任，更多地考虑社会分配的公正性。
具有自愿性、社会性、平等性的特点，与公民社会有

不可分割的关系。④慈善文化的核心是利他主义价

值观，目的是在全社会形成浓郁的“人文关怀”的氛

围，减少冲突，调和矛盾，使社会呈现一种稳定和谐

的状态。慈善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表

现为一种参与公益的渴望、一种帮助弱者的意识、一
种完善自身道德的内在要求、一种使得人们的善意

得到发挥和强化的制度习惯。
3．“慈善文化”渊源何在? 中西方自古以来均

有慈善传统，慈善是人类共同的、普遍的至上价值。
中国的儒家、佛家文化和欧美的基督教文化都凝聚

为一个无条件的道德指令和人文关怀———每个人在

追求自己幸福的同时，必须尊重他人，爱护他人。⑤

中国的慈善思想源远流长，是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

的标志之一。其思想渊源包括儒家孔子的“仁爱”、
“天下大同”、孟子的“恻隐之心”、墨家的“兼爱”、
管子的“九惠之教”; 还有佛家的劝善与因果业报之

说以及民间善书所宣扬的道教思想等。事实上，在

中西方都有自己的慈善文化的思想渊源。基督教文

化是西方慈善文化的思想渊源。在中世纪的欧洲社

会，以“原罪”说为思想依据的基督徒们以其对上帝

的信仰为精神支撑和价值根基，效法基督耶稣，自觉

地培育和形成了博爱、罪感、谦卑和忏悔等道德情

感，推动了现代西方的慈善事业和福利事业。⑥中国

慈善思想强调道德自律和慈善的道德教化功能，行

善是良心上的满足而没有转化成一种本能意识; 西

方慈善思想有一种道德他律，有一种“原罪”的无形

的道德约束，出于对来世美好的愿景而本能地从事

实际的慈善活动。伟大的慈善家卡耐基曾讲过“在

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正是源于“富人是上帝派

来的财富管家”这一基督教思想。
4．“慈善文化”意义何在? 中华慈善总会会长

范宝俊说:“慈善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深厚的慈善文化对社会良性运行、缩小贫富差距、缓
解社会矛盾有着重要的作用。而文化是一种行为模

式，是一种心理积淀。”慈善文化具有诸多社会功

能: 首先，慈善文化可以推动经济发展，慈善本身是

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对经济发展方式的运行

及政策的选择都产生影响; 其次，慈善文化可以引导

社会认知，作为一种价值认同，它体现着国家慈善事

业是否具有鲜明的社会感染力和引导力; 再次，慈善

文化可以促进社会和谐，作为第三次财富分配，它可

惠及更多穷人，体现出企业和个人回报社会的一种

精神。慈善文化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对发

展慈善事业、弘扬先进文化、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

意义。
二、当下中国慈善文化的困境

2011 年 6 月炒得沸沸扬扬的“郭美美事件”再

一次触动了民众的神经，再一次把慈善机构推到了

风口浪尖上，再一次让中国慈善陷入困境。慈善文

化作为慈善事业的精神动力机制，理应作为分析慈

善困境的视角。当下中国慈善文化困境具体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1． 官办慈善色彩浓厚，慈善自由度低。我国的

慈善事业基本上由官方运作，行政命令式导致“被

慈善”: 政府的干预会改变慈善事业的性质，背离捐

献者的意愿。2008 年汶川大地震 760 亿元民间善

款，即有 80% 最终流入政府，由其统筹使用。调查

显示，表示“总是”出于自愿的人只占 28． 4%。很多

人表示捐款都是单位组织，不得不参加。⑦社科院研

究员杨团说，“目前我国慈善组织仍带有某些自由

发展或过分依附政府的倾向，慈善资源的动员力量

非常弱小，受到政府及其主管部门直接干预较多，甚

至有些慈善组织形同虚设或成为‘二政府’。”慈善

是公民的自由德性，行善是公民的自由选择，行善不

自由，则慈善无意义。官办慈善、行政慈善是中国慈

善文化的一个特点，更是与国际慈善文化接轨不利

的因素。
2． 慈善机构透明度不高，慈善公信力低。现有

的慈善机构在政府保护伞下，对善款使用随意性大，

易出现贪污腐败。公民对善款的去处和用途充满怀

疑，行政慈善公信力很低。官办基金会的效率、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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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则在此间屡屡遭受质疑。⑧2010 年 12 月，民政部

下属的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发布《2010 年现状报

告》称，在经历了汶川地震、南方雪灾等多次捐赠井

喷后中国慈善组织的透明度并未提高。报告显示，

约有 75%的慈善组织“完全不披露或仅少量披露信

息”，42% 的组织表示没有专门的信息披露办法。
37%的组织没有专人负责信息披露工作。近日炒得

沸沸扬扬的“郭美美事件”激发了广大民众对官办

慈善机构口诛笔伐，善款的无良去向让充满爱心的

人们备受愚弄和伤害。炫富的郭美美无意中打开了

一个潘多拉之盒，现实社会割裂造成的彻底的不信

任感甚至绝望感汹涌而出。⑨另外，媒体曾曝光上海

市卢湾区红十字会的一张餐饮发票，竟高达 9859
元，人均消费 500 元以上。善款用于此道，还让人怎

么信任慈善机构?

3． 公民慈善理念匮乏，慈善积极性低。当下中

国慈善现状可以通过一组中美参与慈善事业的人数

的数据比较来分析: 美国有 75% 的人为自愿慈善捐

款，并认为是生活的一部分; 而中国捐款的比例只有

25%，其余的捐赠来自国外; 中美人均捐款额差距是

7300 倍。另有资料显示，在美国 13 岁以上的人中

有 50%每周平均志愿服务 4 个小时，75% 的美国人

曾为慈善事业捐款，每个家庭年均约 1000 多美元;

相比之下，我国人均捐款一度仅为 0． 92 元，不足人

均 GDP 的 0． 02%，志愿服务参与率仅为全国人口的

3%。⑩相比之下，我国公民慈善理念之缺失可见一

斑，也表明了中国社会普遍的慈善观念的淡漠。社

科院曾设计的问卷调查表明，超过半数以上的被调

查者误认为慈善事业属于政府的救济行为; 绝大部

分被调查者虽然参加过捐款捐物活动，但主要是通

过工作单位、学校、居住街道被动捐赠; 大部分公民

对慈善事业以及慈善机构不了解，甚至从未听说过，

公民慈善理念的匮乏导致慈善积极性不高。
4． 企业社会责任缺失，慈善动员力差。企业是

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现代慈善事业离开了企

业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企业的成功得益于企业的

核心竞争力———质量和品牌。企业的慈善行为是一

种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的有机结合，企业在经济活

动中产生社会价值，反过来也在社会活动中产生经

济价值。瑏瑡企业的良好形象是一种巨大的无形资产，

对企业发展举足轻重，而良好形象主要是依赖于企

业的社会责任的承担。例如在汶川地震后各个企业

采取了不同程度的慈善赈灾行为。中国社科院的随

机调查中，42． 4% 的受访者表示会优先选择慷慨企

业的产品，高达 79%的消费者优先选择公益企业的

产品。瑏瑢数据显示，我国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

过 1000 万家，但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 10 万家，

99%的企业从未参加过捐赠。原因在于中国企业的

慈善活动与企业发展战略和商业利益没有形成良好

的互动机制，使得我国企业的慈善捐助基础不稳，缺

少长久驱动力; 另外，将企业慈善与企业领导人慈善

混淆，没有形成规范的运作机制，企业文化中慈善文

化缺失。
5． 富豪慈善思想淡薄，财富伦理缺失。中华慈

善总会有个统计资料，中国大陆富豪对慈善事业的

捐赠小于 15%，而他们拥有的社会财富却在 80% 以

上。与美国富豪热衷于私人慈善事业相比较，尽管

中国富豪中也不乏慈善家，但整体上讲中国富豪们

的形象很不佳: 一方面在生活上穷奢极欲，另一方对

慈善事业上十分吝啬。古人有云: “损有余而补不

足，天之道也。”有些富豪、富人拥有如此巨大的社

会资源，本身就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在中国坐

拥金山者不少，但一些富豪在抗灾中捐款甚少，其表

现赤裸裸地暴露出“为富不仁”的劣根性，暴露了中

国富豪财富伦理的缺失。香港首富、亚洲有史以来

最伟大的公益慈善家李嘉诚曾说: “财富不是单单

用金钱来衡量的。能够在这个世上对其他需要你帮

助的人有贡献，乃真财富。”中国富豪们应该认识到

这样一个事实，财富只能展示其背面，而正面展示出

来的应该是慈善。慈善之心才是衡量身价更沉重的

砝码。
三、慈善文化困境的原因分析

当下我国慈善文化面临上述困境，究其原因是

多方面的。试从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思想根源、社
会观念等层面做适当的分析:

1． 经济 上 缺 乏 安 全 感，公 众 慈 善 能 力 不 强。
“慈善能力”包括慈善机构的动员筹资能力、公众捐

献能力、政府监管引导能力等。民生问题是我国面

临的重大问题，医疗、教育、就业等方面蕴藏着诸多

不公正，这加重了人们对未来不确定性预期的担忧，

人们的内心往往充满焦虑和压力。目前我国对公众

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制度尚不完善，个人发展机

遇和权利不均衡。贫富差距的增大使国人对物质过

分依赖和向往，即使是富人也不敢掉以轻心。“金

15



钱的能量愈大，制造的不平等愈深，人们对金钱的守

护心理就愈强，就愈不肯割舍和出让，更不会有慈

善。”瑏瑣人们莫说捐赠，连消费都顾虑重重，这也是中

国高储蓄率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导致了政府拉动内

需的种种努力始终难以见效。资源的稀缺、竞争的

激烈、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国人安全感的缺乏，往往不

敢也不愿割舍个人财产，公众慈善能力不强。
2． 政治上行政命令成分多，慈善方式尚未现代

化。在中国，一个组织能否得到政府的支持决定了

它的生存与发展，慈善与权力捆绑，使得本应是人道

主义优先的慈善文化成为了政治的附属。中国的官

办慈善自古有之，并深深影响了现代慈善事业的格

局。孔 子 说: “君 子 笃 于 亲，则 民 兴 于 仁。”( 《泰

伯》) ，这就揭示了儒家“仁爱”思想是亲亲尊尊、有

差等的爱，儒家“爱有差等”的仁爱思想深深影响了

中国慈善文化。中国的慈善历史虽然久远，但在儒

家思想观念里，民间慈善与“仁政”是相背离的。传

统慈善往往是政府自上而下，带有维护政权之目的，

这与现代慈善精神相去甚远。即使在今天，从行政

摊派到强讨硬索，“被捐款”的状况依然屡见不鲜。
“被捐款”损害了慈善的自愿性原则，形同“二次税

收”，挫伤了公众的慈善热情。慈善方式未与国际

接轨，尚未实现现代化。
3． 相关法律制度滞后，慈善文化“无法可依”。

合理的制度设计可以让人的慈善公益之心最为便捷

地转化成公共道德之行为，但是目前我国对慈善方

面税收鼓励政策不完善、慈善机构运作不规范。我

国慈善事业的公示和监管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许多

公益慈善组织的程序不透明、管理制度不规范、监督

机制不健全，一些慈善机构“借灾敛财”，导致整个

行业公信力的下降。另一方面，西方人之所以愿意

从事慈善事业，首先是因为税收上能够得到政府的

鼓励和优惠。《美国慈善法指南》谈到: “好的法律

框架能极大地促进慈善事业的繁荣。”迄今为止，我

们现行的有关慈善事业方面的法律仅有《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 1999 ) 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红十字法》( 1993) 。法律具有引导、评价、教育和

强制功能瑏瑤，中国慈善相关法律制度的不完备也使

得慈善文化“无法可依”，导致诸多腐败问题; 慈善

行为给公民及企业带来的后果不佳，相应鼓励机制、
免税机制都不完善。法律制度的完善有助于人们树

立慈善理念，完善慈善文化，这一切都尚待解决。

4． 传统观念与现代慈善悖离，现代慈善环境尚

未形成。首先，两千多年的血缘家族观念盘踞在国

人意识形态里，“将财产留给子孙后代、维护和扩大

家族财富”这一血缘和孝道文化的传统观念限制了

广大民众捐赠的热情。其次，受儒家“爱有差等”思

想观念的影响，慈善对象范围相对狭小，人们往往对

认识的人非常热情，对陌生人却不愿主动伸出援手，

亲朋好友常常是慈善捐赠的对象。再次，“木秀于

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这是从古至今

许多中国人奉行的座右铭。在传统思想的支配下，

中国人害怕“出头”，很多富人“财不外露”，将行善

视作露富的行为而敬而远之。
5． 社会舆论评价体系失范，道德主义思维强烈。

从道德思维主义者看来，只有道德完美的人才能做

慈善，动机不纯或资金来源不明者没有做慈善的资

格。中国的世俗价值心态、社会舆论评价系统对个

人的慈善行为缺乏积极的价值评估和舆论支持，难

以令慈善者体会到应有的荣誉感和成就感，抑制了

人们投身慈善事业的热情。富豪们不捐款或者捐款

少，人们就会议论他们是否具有爱心或社会责任感;

富豪们捐了款甚至捐款很多乃至到了如陈光标所谓

“全裸”的地步，人们又会议论他们是不是真正出于

爱心，抑或是沽名钓誉、别有用心。道德主义的思

维，在中华文化中可谓源远流长，中国人的民族性格

里面或多或少有这种不良的共性的存在。
6． 财富伦理缺失，现代性价值危机丛生。财富

意味着责任，巨大的财富则意味着巨大的责任。马

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中财富来源于上帝，所谓

富豪不过是上帝的管家。知道财富乃上帝所赐，而

不是一己之力所为，故西方人大多乐善好施，愿意按

上帝所喜欢的方式将财富使用出去。而今价值及其

选择困惑是当代中国社会凸显的一个问题。文明形

态的转接，必然构成人的存在形式的变革。由于经

济的转型、社会的转轨、社会角色不断重构、利益不

断重组，大众人格向经济人、市场人转化，形成了普

遍的庸俗世俗主义和人的“物化”。瑏瑥伴随着财富的

增长，价值的虚无、信仰的迷失和道德的危机，社会

的“道德失范”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财富伦理其实

是人对自身和社会以及自然的价值确认，是一种人

生态度; 丧失财富伦理，人的本质力量就会异化，人

生价值就会扭曲，引发现代性危机。
综上，通过对当下中国慈善文( 下转第 1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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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文化基因与伦理基础。刑事诉讼中权力混同、
职能混淆与中国古代社会行政司法合一的集权传统

不无关联，诉讼和解的勃兴与调解思维的发达与古

老的无讼思想有着内在的协调性，被告人诉讼权利

的缺失和主体地位的弱化与刑事诉讼旨在打击犯

罪，维护秩序的传统思维相合拍。刑事诉讼制度的

现代化单纯依靠诉讼程序的更新和刑事司法系统内

部要素调整不可能实现其最终目标，必须将其作为

一项系统工程加以考量和设计，全面考察影响刑事

诉讼运作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并从整体上推进

系统与环境的协同发展。其中，价值观念与诉讼文

化的发展变化对于刑事诉讼制度变迁施加的影响尤

其深刻而久远。那么，在推进刑事诉讼改革的今天，

就应当更加关注通过诉讼文化更新与价值理念重塑

来促进刑事诉讼改革的正常推进与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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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52 页) 化困境的现状及原因探析，我们可

以看到，想要在中国重构现代慈善文化，不仅仅需要

法律制度的保证，还有经济良性健康的发展、对传统

的扬弃、社会舆论导向、财富伦理的弥补等等。重构

中国现代慈善文化，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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