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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精华，其中蕴含着一些适应当代社会的好的思想理念。 我国

非政府组织发展的时间还不长，组织自身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着一些局限和不足。 儒家思想中“仁爱观”“义

利观”及“以人为本”等理念与非政府组织的“公益”本质有着相通之处，可以对组织的发展有一定的启示作

用，但同时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也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在对非政府组织的建设中也需加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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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组织是独立于政府体系之外的具有一

定程度公共性质并承担一定公共职能的社会组织，
这些组织活跃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
其形式、规模、功能千差万别，但一般都具有非政府

性、非营利性、公益性或共益性、志愿性四个方面的

基本属性[1]。 中国非政府组织的理念渊源可以概括

为义和善之行，它的出现大多是在政府失灵的情况

下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且不以营利为

目的运转和发展起来的。 非政府组织以其公益性、
独立性和自愿性的特点，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可，
并用其筹集和营利而来的社会资金一直致力于发

展慈善、教育、医疗等事业。 不论是从非政府组织的

理念还是行为目标上而言，它都符合公益慈善的精

神。 中华民族素有扶弱济困、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
从汉代的常平仓到南北朝的六疾馆，从唐代的悲田

养病坊至宋代的义庄，从明代的同善会到清代的安

济堂，无不闪耀着人性慈爱的光芒[2]。 在几千年的历

史长河中，以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农家等几大学

说为主的我国传统文化里，有着扶危济困、乐善好

施的美德与慈善传统。 慈善文化在新时代、新环境

的条件下，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发展、综合国力的

不断增强以及非政府组织的不断壮大与发展而得

以不断推进。
当今社会我们经常提到的公益、慈善等词原本

根植于西方社会，我国本土传统文化中与之相对应

的是仁、义、善、慈等词汇，其渊源大部分出自于在

我国历史长河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儒家思想。 从古至

今，儒家思想对每个人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它

感化、教育、塑造且规范着我们的品格、行为、道德

及价值观。 因此，加强对儒家思想的研究对我国非

营利组织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儒家思想的主要理念

（一）仁爱观。 “仁”是儒家学派的核心所在。 孔

子说“仁者爱人”。 他认为所谓的“仁者”就是要“爱

人”，也就是要经常关爱他人。 它强调的是不分阶

层、不分族群的推己及人的博爱，给那些在物质和

精神上匮乏的人们以关心和爱护，可以说仁爱观是

儒家的诸多思想中与慈善有着本质联系的地方。 在

孟子提出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以及“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等仁爱主张，将

人与人之间的关爱扩展到自然万物，不仅追求人与

人之间的相互扶持、友好相处，也表达了对人与自

论儒家思想对我国非政府
组织建设的影响

杨 巧，冯方燕

54

DOI:10.16523/j.45-1319.2016.03.013



然之间和谐共存的期许和盼望。 此外，在孟子看来

“仁，人心也”，也就是说，所有的仁爱行为以及由仁

爱而产生的举动都是人们自愿去做的。 究其原因，
可能是他们的内心深处有着对他人，尤其是境遇不

如自己的人的一种同情的情感，这种同情之心进而

演化为一系列的慈善行为。 孔孟的仁爱观奠定了后

世的慈善理论的思想基础，并不断得 以丰富及发

展。儒家思想里所包含的慈善理论逐渐丰富和完善

起来，也教化历史长河中的人们形成乐善好施、助

人为乐的优秀品德，为我国的慈善事业的发展作出

了重要贡献。
（二）义利观。 “义”指人们的思想、动机和行为

符合社会的伦理规范或一定的道德准则；“利”也

就是功利，即通常意义上的物质利益，反映了人作

为理性经济人对周围世界的一种物质及名利的追

求。两者反映出了对于社会集团和个人有益的一种

关系范畴。 那么如何看待义与利的关系呢?其实，两

者并不一定是必然对立且不可调和的。 儒家思想

中，肯定基于义的前提下而去追求利的行为，反对

违背义还去逐利的行为。 义和利可以说是相生相伴

地存在着的，如果人的行为使得义与利相符，那么

也是无可厚非的。 如果人的行为为了追逐利而不顾

义的道德约束，对于个人而言就应该进行深刻的自

省，“以义制利”，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不能逾越制

度和道德的约束，使利合于义。 儒家的义利观对于

今天的社会有着同样重要的约束作用，不论是对个

人还是组织而言。
（三）以人为本。 《论语·乡党》中记载了一件小

故事: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孔子问

人而不问马，体现出他对生命的看重以及对人的关

心和爱护。 孟子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认为在江山社稷、君王以及百姓三者中，百姓重于

另外两者，百姓是江山社稷的基石，只有善待百姓、
看重百姓的需求才能维护江山社稷的稳定。 相似

地 ，荀 子 觉 得 应 该 “收 孤 寡 ，补 贫 穷 ”（《荀 子 .王

制》），并强调“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岁虽凶败水

旱，使百姓无冻馁之虞”（《荀子.富国》），君王应该

关心底层百姓的疾苦，以人为本的施行仁政才能使

百姓都能吃饱穿暖。 儒家的以民为邦的理念，主张

君主应该关心百姓疾苦，实施惠及百姓的政策，与

现代社会中以人为本的精神相一致。此外，儒家思

想还强调尤富仁爱与温情的主张，也就是呼吁要格

外关注社会上特别困难的一些老弱病残的群体，儒

家称之为四穷民，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弱势群体[3]，
这也是现代社会慈善观的一个源泉。

二、儒家思想对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启示

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精华，其中闪

烁着许多优秀的管理思想，对今天社会上的企业和

其他组织也有重要的管理启示。 近年来，随着我国

政府职能的转变，小政府大社会理念的不断深化，
政府在由大包大揽的全能政府转向有限政府的过

程中，必然需要非政府组织的协助治理。 非政府组

织在兴起的几十年里，由于自身的公益、民间等天

然特性，不同于政府的权力支配和市场的利 益驱

使，完全按照组织的宗旨和使命参与到社会生活的

各个方面，但在参与过程中由于公益丑闻、机构运

行不善等原因导致社会公信力下降，组织的合法性

尤其社会合法性岌岌可危。 因此，希望加强对儒家

思想的研究以促进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建设和管理。
（一）培育现代慈善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不

少与现代慈善相通的理念，诸如乐善好施、扶贫济

困等，而民间社会正是由这种仁爱慈善观衍生出尊

老爱幼、孝慈为怀、邻里相帮、济人危难、助人为乐

等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品质，进而促成了中国民众

乐善好施风尚的形成[4]。此外，儒家思想还教化历史

长河中的人们形成优秀的道德品质，在不同的历史

时期中都涌现出了大量的善人和善举，极大地影响

着中国的慈善事业。但同时也应看到这些传统文化

对当代慈善事业的发展是有一定局限的，传统的慈

善动机或多或少地包含对功利的考虑，把救助他人

看做是一种恩赐和施舍，多少有点居高临下的俯视

感，这与现代慈善观中人与人之间是彼此平等的价

值观相违。 因此，我们在对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

继承和发扬的同时还应植入带有公民社会责任意

识的现代慈善理念和公益基因，在基于乡邻关系和

宗族亲情而形成的中国传统慈善文化因素中，我们

要试图将它的封闭性、狭隘性与内敛性逐渐转向开

放与合作。 此外，还要树立现代的公益观，把对弱势

群体的救助作为一名社会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推动全社会同舟共济、友爱互助的慈善文化氛围的

构建。
（二）提高组织领导者的领导艺术。 非政府组织

的领导者作为引导组织发展的重要人物，首先要转

变心态。 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论语》八佾篇第三则）”?作为组织的领导者应该

转变官本位的领导心态，摒弃权力的傲 慢和知识

的偏见，将心比心去待人，懂 得宽容下 属，给组织

成员试错的空间和修正的机会，尽量给 组织其他

成员创造更多的成长机会，以平等的 姿态就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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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项事宜进行协商讨论，给员工以 人性化的尊

重，使组织与员工之间彼此相互依存，同呼吸共命

运。 最后，提升领导者的品德素质。 所谓“政者，正

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

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篇》”。 就是

说，对于领导者而言，他的品德素质能够言传身教

地影响着员工的行为，进而直接产生重大的现实结

果。 品德素质高的人自然就会获得更多人的支持与

拥护，赢得人们的信任，自然也会给组织带来更高

的产出。
（三）以义制利，提高组织公信力。 儒家思想中，

肯定基于义的前提下而去追求利的行为，反对背义

逐利的行为。 到了现代，对利的追逐更甚于以前，个

体往往为了追求符合自身的利而不择手段，如何合

理合法地逐利成为一个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 近

年来，频频被媒体曝光的公益丑闻，使得社会公众

对非政府组织的信任度一次次地降低。 非政府组织

虽然不以营利为目的，但并非就完全不能进行一些

营利性的活动，毕竟仅靠政府的资助和公众的捐赠

难以维持其公益活动及组织的正常运转，此种状况

下，如何处理组织利益和公共利益就成了一个重要

的抉择。 作为非政府组织应该时刻明确自己的组织

目标是为了更好地开展公益活动，维护公共利益，
而不应该急功近利、鼠目寸光，不计后果地贪图小

利，罔顾组织的宗旨和使命，败坏组织形象。 儒家以

义制利思想，可以作为非营利组织行 事的基本原

则，规 范 组 织 制 度 和 组 织 成 员 的 行 为，处 理 好 组

织 的 自 身 利 益 与 公 共 利 益 之 间 以 及 长 远 利 益 与

短期利益之间的关系，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从

大处着眼，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时刻不忘向社会提

供良好公共服务的公益使命。 只有这样，才能重获

社会公众对组织的信任。
（四）多重措施激励组织成员。 非政府组织逐渐

成为毕业生就业的新选择，但由于非营利组织人力

资源管理不力，导致组织人员工作动力不足，组织

留不住人才。 针对此情况，首先，应该运用物质激励

和精神激励并用的方法进行激励。 正所谓“惠则足

以使人”，但单一的物质激励并不能适用非营利组

织这一特殊行业，我们应以物质激励为基础，以精

神激励为导向，并在传统的福利基础之上创新新的

激励因素，给予员工除工作以外学习和深造机会以

得到精神满足，采取与个人兴趣爱好相一致的相应

奖励等符合新生代特殊个人需求的激励措施。 其

次，组织在对其管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和员工的个

人目标相结合，不强迫他们从事自己并不感兴趣或

者不擅长的工作。 他们选择通过非政府组织这个平

台是因为在组织里每个人的价值取向和追求几乎

一致，组织要在工作的过程中给予其充分的尊重和

认可，构建一个和谐的人际关系氛围，给员工以融

洽的工作环境才能给组织创造出优质的效益。

三、传统儒家思想存在的局限性

（一）德治思想过于浓厚。 在儒家思想中，对当

代公共管理影响最大的在于其德治思想，如“为政

以德 ”“道之以德”等。 但历史上儒家的德治强调的

是对人道德层面的教化、注重的是对 人精神的提

升。 在当代社会中，外部世界充满诱惑，各种利益更

是错综复杂，在对自身的内省中，我们常常要求自

己见利思义、以义取利、义以导利，有时过分强调义

而不去追求利，有的甚至将两者对立起来。 这在个

体来说，可能显得高风亮节、道德高尚，但对于非政

府组织来说并不见得同样适用。非政府组织自身资

源十分稀缺，即使有来自政府、社会公众的捐赠，资

源状况也并未得到很好的缓解。 非政府组织自身会

从事一些营利性的活动，只是其收入全部用于组织

自身的运转，追求利益并不是不道德的行为，也没

有违背非政府组织的公益性质本身，不必苛求非政

府组织遵循所谓的义而停止对利的追求。 可以说，
非政府组织的义和利都是它所需要的，应该在组织

内、外部树立正确的义利观。
（二）仁爱思想导致人治与制度的矛盾。 儒家中

的三纲五常实质上是仁、孝、爱、情、恩等情感的反

映，归根究底是以仁爱为出发点对社会关系和政治

关系的调节。 但在当代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过程中，
过多地依凭“仁爱”的思想去处理组织在生存、发展

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处理各种关系会对组织造

成损伤，因而不利于组织的发展。 组织作为人群的

集合体，自然会产生复杂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之

中还掺杂着盘综复杂的名利之争，作为公益性质的

志愿组织，要利用仁爱的思想、人治的理念去构建

组织的使命建设、指引组织的发展方向，同时还要

注重对组织的制度建设。 组织的日常管理需要一个

制度化的系统，需要一个成熟、适合的管理体系，而

不是单纯依赖人治，毕竟人也是有自私自利的一面

的。 如何加强组织的制度化建设，使组织符合并适

应当代公共管理的需要并有利于非政府组织的持

续发展，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三）“和”的理念易影响组织的竞争力。 儒家文

化中“和”的思想强调群体之间的和谐，这在今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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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仍然具有一定的价值，对于培养组织内部人员的

整体意识以及集体主义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
“和”的理念注重的是自省，缺乏对外部世界的关

注。 对于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哪怕非政府组织也

时刻处于竞争状态，企业和其他非政府组织都想在

有限的蛋糕上分得一杯羹，过分强调“和”的理念会

使得组织一味维护自身的和谐而缺乏竞争动力，堕

于对组织效益的追求，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

位，继而被淘汰出局。 此外，“和”的理念不利于调动

组织内部人员的积极性，守了共性就 容易失去个

性。 如果组织的运转建立在庸人机制的基础上，不

论是高层管理人员还是基层的执行者，凡事都墨守

成规，为了避免冲突、维持组织的和谐状态，在组织

日常的活动中服从上级安排，不去直面冲突，也就

没有了创新，自然不利于组织的长远发展。
社会的安定和谐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儒家文化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髓，
有着积极的一面，也有不大适应现代社会的一些局

限，因而在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应

该吸收精华，对那些不适应组织发展的局限加以改

善，把儒家思想中好的理念同现代公共管理中与我

国国情相适应的部分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传统文化

的精华和当代慈善理念的结合下建设高效透明的

非政府组织，推动构建公平正义、充满活力的和谐

社会，努力实现理想中的大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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