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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影响慈善事业发展的四大因素

张奇林

　　慈善事业是一个历史范畴。尽管关于慈善事业的起源有不同的说法, 慈善事业在不同的

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下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但从本质上讲, 慈善事业是一种救济行为, 施惠

者与受惠者是慈善事业的两个基本要素, 这对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的慈善事业来说, 具有普

遍意义。其中, 慈善捐献 (常表现为善款、善物、义工等形式) 是慈善事业存在和发展的前

提; 而在人的生命周期中出现的生、老、病、死以及社会变迁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使

社会上总存在着众多的需要救助的对象, 即使是社会保障事业高度发达的今天, 任何一个政

府也不可能全部救助这些芸芸众生, 慈善事业便以其社会化的方式, 发挥救助功能, 成为国

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补充, 这便是慈善事业的历史定位。对古今中外的慈善事业进行综合

研究, 不难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 这对深化慈善事业的研究和发展中国特色的慈善事业不

无帮助。本文试就影响慈善事业发展的几个主要因素作一分析和论述。如能对这些因素善加

利用, 我国现阶段的慈善事业将会上一个新台阶。

一、道德因素

慈善是一个道德范畴。当然, 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捐献者都出于道德的驱动, 或具有较高

的道德境界, 但没有道德基础的慈善事业是不可想象的。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道德

对于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 意义就更为重大了。因为, 发展现代慈善事业的首要任务是培养

公众的慈善意识, 而慈善意识的培养又取决于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准。道德是一种经过历史积

淀的行为规范, 具有导向性和约束力。尽管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 “道德始终是阶级

的道德”, ①但在人类历史上不乏优良的道德传统, 这是我们应该珍视的文化遗产。它体现在慈

善事业方面, 则主要包括人类历史上丰富而久远的社会慈善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

中华民族是一个热情仁爱、乐善好施的民族, 敬老爱幼、扶贫帮困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

的道德规范。有人将此视作慈善事业的最早发萌。与此相映成趣的是, 我国的慈善思想渊源

流长, 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对此有过精辟的阐发。

儒家鼻祖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人本主义思想体系。他说: “仁者人也”, ②认为道

德是人的最高本质。那么, 何为“仁”?《论语·颜渊》记道: “樊迟问仁。子曰: ‘爱人’”。孔

子以“爱人”释“仁”, 将能“爱人”作为人的一种本性, 无疑是对氏族社会原始人道主义观

念的回归和发挥。孔子还向人们描绘了人与人之间以仁爱为价值原则的, 具有原始共产主义

特征的理想的大同社会, 即《礼记·礼运·大同》中所描绘的: “故人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

子。使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 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人类社会至今还在向这

个目标奋斗。

孔子衣钵的继承者孟子在“仁”的基础上, 提出了“仁政”的主张。他说, “不忍人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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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侧隐之心, 仁之端也”。③他认为, 侧隐之心, 不但为行“仁政”之始,

也是每一个人的行为准则。基于“人饥己饥, 人溺己溺”④的精神, 孟子又提出了“出入相友,

守望相助, 疾病相扶持, 则百姓亲睦”⑤的社会互助观。对于仁政措施, 孟子又说: “制民之产,

必使仰足以事父母, 俯足以畜妻子, 乐岁终身饱, 凶年免于死亡”。⑥他还以伯夷为例, 说明何

谓“善养老”。⑦由此可见, 孟子更多地注重仁爱的实践意义。

从孔子到孟子, 从仁政到仁术, 形成了系统化的社会慈善思想。汉代“独尊儒术”后, 儒

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孔孟之道得以继承和发扬。从韩愈的“博爱”到张载

的“民胞物与”, 仁爱思想一脉相承, 并得到发扬光大, 对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构建和慈善实

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先秦诸子百家中, 另一有代表性的慈善思想是墨子的“兼爱”思想。墨子主张“兼相

爱”, “交相利”, 提倡“天下之人皆相爱, 强不执弱, 众不劫寡, 富不侮贫, 贵不敖贱, 诈不

欺愚”, “视人之家, 若视其家; 视人之身, 若视其身”。⑧进而, “多财, 财以分贫也”, ⑨“有力

者疾以助人, 有财者勉以分人, 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 则饥者得食, 寒者得衣, 乱者得

治”, βκ芸芸众生安居乐业, 天下太平。墨子兼善天下, 苦难力行的精神, 体现了一种乐善好施,

积极参与的慈善风范。

不难看出, 以拯救世道人心, 济贫扶弱为基本内容的中国传统的慈善思想的理论基础是

建立在“仁爱”思想之上的人道主义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道主义具有极其强烈的实践

性特征。中国的历史典籍告诉我们: 政府机构在救灾赈荒, 抚恤病残等社会保障方面, 居于

主导地位, 而民间慈善事业却不甚发达, 这种历史的特殊性与儒家思想的若干特质相关联。政

府机构所发挥的功能, 无疑属于中国传统的人道主义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就是说, 人道

主义推动了中国慈善救济事业的发展, 这是毋庸置疑的。

在西方, 也有类似的慈善思想。古希腊的幸福论认为, 幸福来自与人共享, 因此, 富人

应该提供一些财富给穷人, 这样, 才深觉愉悦。古罗马强调责任观, 认为富者为穷人解决痛

苦是宗教上一个重要的责任; 同时, 要使受赈者不失其尊严, 富者也因施赈而益显尊贵。

但真正对世界产生影响的是西方的人道主义, 也就是我们现在在一般意义上所说的人道

主义。它孕育于西方文化, 尤其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法国启蒙思想家所揭橥的那一套思想理

论。它强调以人为本位, 肯定人的价值, 维护人的权利, 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即是这种

精神的反映或要求。人道主义在世界上广为传播, 占据着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在此基础之

上, 慈善事业走向世界才有了可能, 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也得以开展。

需要指出的是, 中国固有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与西方的人道主义虽然在许多具体原则上

是相通的, 但在文化形态上毕竟存在差异, 二者在价值上互补, 但不可相互替代。我们提倡

批判地继承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 但坚持民族性是第一位的。同时, “一切已往的

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βλ。在社会主义的中国, 如何重建社会主义

的道德体系, 用以指导和发展新时期的慈善事业, 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课题。1986 年 12 月党的

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指出: “在社会生活中, 要大力发扬社

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 尊重人、关心人, 特别要注意保护儿童, 尊重妇女, 尊重老人, 尊重

烈军属、荣誉军人, 关心帮助鳏寡孤独和残疾人。”1996 年 10 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关于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为人

民服务为核心, 以集体主义为原则, 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

本要求, 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 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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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前进的人际关系。”这两个决议将社会主义的道德建设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中国发展新

时期的慈善事业有了坚实的道德基础和强大的动力。

二、宗教因素

在中外慈善事业史上, 宗教对慈善事业的驱动讳莫大焉。在中国, 对慈善事业影响最大

的宗教当属佛教。

佛教于东汉传入我国, 佛教寺院乍一建立, 济贫事业就发展起来。东汉时期佛教寺院的

济贫事业相当发达, 这是我国最早的民间慈善救济事业。寺院和僧侣用来从事慈善事业的寺

院财产中最大的一个来源是社会人士的捐施, 这说明佛教对世道人心的影响之大。佛教教义

中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慈善思想。现择其要者叙述如下:

第一, 布施。大乘义章十一回说: “言布施者, 以己财事分与他, 名之为布。己惠人, 名

之为施。”这种宽宏大量, 给人方便等于给己方便的做法, 自己终会从中得到福报。第二, 福

田。它以农民播种于田, 有秋收之利作比喻, 劝导世人, 只要多行善于前, 将受诸报于后。福

田观是佛教教义中最有影响力的思想, 推动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慈善实践。唐宋时期的悲田养

病坊、福田院等慈善机构即因此而得名。第三, 慈悲。所谓慈, 梵文中为真实友情、纯粹亲

爱之意; 悲为哀怜、同情之意。大智度论曰: “大慈与一切众生乐, 大悲拔一切众生苦”。佛

教劝导世人发大悲之愿而生救世之心, 对于赈济、育英、养老、医疗等济世事业, 常视为发

大悲之心的外化行为。第四, 放生, 就是戒杀。它被演绎为平等说和轮回说, 即一切众生平

等, 当不可杀; 一切众生都可能是自己前生的父母兄弟姊妹, 更不可杀。所以放生之慈悲, 可

拔苦与乐。以此引申, 其对于济贫扶倾, 救灾救人视为当然之事。第五, 报恩。佛教提倡四

恩说, 即三宝恩、父母恩、国王恩、众生恩, 主张一切众生平等, 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

慈善观念, 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思想交相辉映。βµ

佛教慈善思想的核心是行善的功德论, 有极其浓厚的“福报”、“修福”的观念, 对社会

上的一些富人有很强的吸引力。因此, 汉唐佛教寺院的财产一直非常丰赢, 寺院慈善事业长

盛不衰, 主要包括济贫、赈灾、医疗、戒残杀、宣传慈善事业等方面。宋代以前的民间慈善

事业大多由寺院僧侣和佛教信徒从事。新儒学兴起后, 这一状况才有所改变, 个人慈善事业

逐渐普及。

佛教推动了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对社会心理起到了一定的净化作用, 但也产生了消极

影响, 那就是迷信思想的滋生, 在人们的观念中培植了祸福之见。对此, 有人一针见血地指

出: “中国之创为慈善事业者, 类多由于迷信祸福之深”; “中国人先有一祸福之见存, 而慈善

之事业, 实缘此祸福之心而起, 故其为慈善之行也, 恒以祸福为本位, 而慈善之事业, 乃不

啻为此祸福之刍狗焉。”βν不可否认, 这种祸福之见的消极影响至今仍未消弥, 它是对佛教慈善

思想的一种歪曲。也就是说, 佛教教义中所蕴含的慈善思想本身无可指责, 如果能正确引导,

善加利用, 将对当今的慈善事业产生积极作用。这就要求我们, 一方面, 在保护公民宗教信

仰自由的同时, 要注意培养理性的宗教徒; 另一方面, 要对不良的社会风气作坚决斗争, 杜

绝慈善资源的流失和浪费, 保证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在西方, 宗教的影响更是无处不在, 以至有学者指出: “西方立国在宗教”。βο基督教的经

典《圣经》说: “当爱你的邻舍”, 就是劝人应当用善意爱众人, 对遭遇不幸和生活困苦的人,

均应施以怜悯的爱心; 它还特别强调社会工作者应具有奉献的爱心与谦卑的态度。西方慈善

事业的盛行与发达, 与基督教的影响不无关系。现代意义上的慈善事业就始于教会慈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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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仍有不少冠以教会名称的慈善机构。

不论佛教, 还是基督教, 都提倡利他、奉献、博爱与救人救世的精神以及以爱心助人和

与人为善的风范, 但它们对本国慈善事业的影响程度却不尽相同, 这种差异是由文化形态的

差异决定的。但不管怎样, 它们对于建立一个美好的世界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我们应当吸

收和继承。

三、经济因素

关于慈善事业的产生, 有一种观点认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 人们

的收入差距开始拉大。当社会收入差距拉大时, 对慈善事业的需要就出现了。也就是说, 慈

善事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如前所述, 慈善捐献是慈善事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 而慈善

捐献又取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只有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 使一部分人能够拿出一部

分财富去救助不幸的人群时, 慈善事业才有可能产生。至于这部分人愿不愿意, 或外部力量

允不允许他们进行救助, 那要视其他因素而定。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在这里也能找

到注解。

近代典型的慈善事业产生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 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首先发萌于欧洲不

无关系。新中国成立后, 慈善事业在我国销声匿迹, 这一现象的产生, 除思想认识上的误区

外, 社会生产力的低下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也是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 人们生活水平显

著提高, 社会收入差距也逐渐拉大, 社会慈善事业应运而生。尽管社会主义本质是消除贫富

分化, 但我国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而且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消除贫富分化, 这就决

定了社会慈善事业必须长期存在, 大力发展。同时, 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国力还决定了我们在

发展新时期的慈善事业时, 既要学习国外的经验, 更要坚持民族性和社会主义方向, 走有中

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进入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后, 随

着贫富分化的消除和共产主义道德的形成, 慈善将成为人们的一种自觉行为。

一般来说, 施惠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受益者, 他们通过慈善的途径去救助不幸者, 从而

达到一种社会公平。这是效率与公平的理想关系。但实际上, 在效率与公平的取舍中, 往往

是效率优先, 兼及公平。经济利益对慈善事业的影响就说明了这一点。

慈善事业是一项充满爱心, 不求回报的公益事业, 但经济利益的驱动, 有时使这项事业

声名狼藉。在中国古代, 常有一些官吏和社会人士借救济之机或管理常平仓、义仓之便, 中

饱私囊, 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它也常成为人们批判旧式慈善事业的有力证据。在基金会众

多的美国, 基金会的发展固然推动了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进步, 但难免鱼目混珠, 一些私

人基金会打着慈善事业的招牌为大资本家谋取私利。这些弊端遭到了社会舆论的严厉抨击, 反

对基金会“干坏事”的呼声日益高涨, 一时间, 基金会成了万夫所指。

可见, 利益驱动对慈善事业造成的不良影响, 古今中外皆难以避免。但由此否定慈善事

业, 以致因噎废食, 显然是不可取的。而且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经济

利益的驱动。因为, 慈善事业是以社会成员的自愿捐献为经济基础, 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资

本总是要追求利润最大化, 要想让公众将财物从口袋中掏出来投向社会慈善事业, 光靠道德

的说教和宗教的劝导, 显然是不够的, 这就需要制定一系列的优惠政策, 向慈善事业倾斜, 使

捐献者有利可图, 从而将一部分社会财富投向慈善事业。

可见, 利益驱动既能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 又可往慈善事业脸上抹黑, 这就要求政府既

要建立可行的激励机制以吸引捐献, 又要有完备的约束机制来规范慈善事业的运作, 这样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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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用好利益驱动这把双刃剑, 使慈善事业名符其实造福于民。

目前, 一些国家和地区主要通过税收政策来吸引资金从事慈善事业, 同时还建立了严格

的审查和监督制度。在美国, 非营利机构占全美机构总数的 6%, 美国政府认为, 既然这些非

营利机构是帮助政府为社会工作的慈善组织, 所以经审定为免税机构后, 都应予以免税。尽

管私人性质的基金会和公共筹款机构同属联邦税务总局批准的免税组织, 但根据有关税法, 对

公共筹款机构比对私人基金会的待遇要优越得多。同时, 美国税法还规定, 任何非营利组织,

只要经营与该组织的慈善事业无关的活动或事业, 就必须按照公司所得税法对其收入照章纳

税。在香港, 税法规定: 如任何机构和个人每年慈善捐款超过 100 港元, 则可在息税和利得

税中扣除相等款数。为了防止少数人借慈善捐款之名行逃税之实, 就需要对“慈善行为”进

行严格界定。根据香港法例第 112 章《税务条例》规定, 只有当受捐人是政府认可的慈善机

构或信托团体时, 捐款人才能享有相应的优惠。至于哪些机构属慈善团体, 以政府每年在宪

报上公布的名单为准。而要想成为慈善团体, 则必须经过税务机关的严格评审, 只有是以往

的所有开支都被认定用于慈善事业时, 该团体才有可能获评为慈善机构。在我国有些城市, 也

有类似的优惠政策。如上海市在税收上对慈善事业进行倾斜, 政策规定, 作为慈善捐款所得

税个人可免 30%, 这样, 捐献者不仅能获得应有的社会声誉, 还可以得到必要的经济补偿。上

海慈善基金会目前已筹集资金 4200 万元, 占全国慈善基金总额的 50%, 上海市慈善事业之

所以发展较快, 与这样一些政策不无关系。目前, 我国的慈善事业才刚刚起步, 各项政策和

制度尚不健全, 采他山之石, 发展本国的慈善事业, 极有必要。

此外, 利益原则对慈善事业内部的资金投向也有很大影响。慈善事业是以捐献者的意愿

为实施基础的, 慈善组织在实施慈善项目时, 必须遵循捐献者的意愿。易言之, 捐献者有权

力将其捐献的款物用于其指定的慈善项目甚至具体的救助对象, 只要这些用途是正当的慈善

行为。因此, 捐献者对慈善项目的选择决定了慈善事业的资金流向。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表

明: 利益原则对慈善项目选择的影响越来越大。在美国, 私人基金会长期忽视对人文社会科

学的资助, 而将大量资金集中投向教育和科学技术领域, 就是因为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项目

很容易侵害基金会及其老板的利益。基金会对慈善项目的选择固然同其创建者、控制者的慈

善观有关系, 但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利益原则。纯粹的利他主义在基金会中是不存在的。βπ。

近十年来, 公司慈善业成为一种时尚和趋势。它集中体现了利益原则对慈善事业的影响。

所谓公司慈善业, 就是将公司的慈善活动纳入公司肌体, 使其成为公司经营战略的一个组成

部分。在为社会进步作贡献的同时, 也使公司的形象和利益得到改善。但值得注意的是, 一

些公司滥用这这种方式, 他们以慈善为幌子, 参与一些公益活动, 以转移政府和人民对公司

某些不正当活动的注意。因此, 只有树立“公司公民”的观念, 坚持社会效益优先的原则, 将

社会利益真正融入公司的企业职能中, 公司慈善业才能为社会进步作出有效的贡献。βθ

四、政治因素

政治因素对慈善事业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政府对慈善事业的干预。由于种种原因, 不同

的政府或同一政府在不同时期, 干预的形式和程度不尽相同。以美国为例, 在现代基金会诞

生后的近百年中, 美国政府对基金会的政策作过多次调整, 经历了从自由放任到鼓励、扶持,

再到干预、限制的过程。目前, 美国政府对慈善事业进行宏观控制的主要手段是税法。这一

系列调整, 一方面反映了美国慈善基金会的发展轨迹;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美国社会对慈善事

业认识的加深, 要求政府对慈善事业加强管理。

·38·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慈善事业在近现代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命运则更为典型地说明了政治因素对慈善事业的影

响。随着欧美列强的入侵, 近代慈善事业传入中国。由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特殊性, 中国

的慈善事业从一开始便带有明显的半殖民地化特征, 呈畸形发展态势, 主要表现在: 第一, 政

府对慈善事业缺乏有效管理。尽管历届旧政府均设有机构管理慈善事业, 但大都有名无实。第

二, 中国人开办的慈善机构大都来自外国人的影响, 而且比外国人开办的少得多, 水平也有

一定的差距。第三, 慈善组织大都是临时救济性的, 缺乏长远发展目标, 善款短缺, 管理混

乱, 自生自灭, 旋生旋灭。第四, 一些慈善组织, 特别是外国人开办的慈善组织, 假慈善之

名, 干着不慈善的勾当。种种弊端, 皆由当时的社会性质所决定。

新中国成立后, 慈善事业被视作封建毒素和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被扫地出门。对慈善事

业的完全否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了极点。由于政治导向的失误和政治运动的冲击, 慈

善的概念逐渐淡化, 慈善事业在人们的心目中俨然成了不那么慈善的东西, 以至 40 多年来,

慈善事业在我国一直无人问津。同时, 由于公有制对民间慈善事业的排斥, 慈善事业的功能

则完全被政府所接纳和包办。因此, 在慈善事业不复存在的岁月里, 政府所办的社会福利事

业却有了相应的发展。据统计, 至 1993 年底, 全国有社会福利院 969 所, 社会儿童福利院 67

所, 加上社会办的敬老院和其他收养性福利单位, 合计共有机构 4218 个, 收养人数达 601510

个, 其中老人 584070 个, 少儿 17440 个。βρ如此庞大的社会福利事业主要靠政府和集体来办,

私人办的几乎没有。进入 80 和 90 年代, 人们开始思考: 这么多的事情只靠政府来办行不行?

改革开放后, 思想认识的解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慈善事业的复兴提供了契机。有人研

究, 中国重新以慈善名义开展活动是 1992 年的事, 几年来, 慈善事业在我国的发展呈现方兴

未艾之势。主要表现在: 第一, 社会慈善意识增强, 各种慈善行为大量存在。第二, 民间慈

善组织增多, 全国已有 22 个省市成立了 30 多家慈善会。第三, 政府不仅倡导、扶持慈善事

业; 一些政府机构还直接参与慈善事业, 接受各界捐赠。目前, 我国的慈善事业正在探索走

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在影响慈善事业的诸因素中, 政治因素的作用最直接、最明显, 甚至拥有生杀予夺的权

力。由于政治的影响, 导致慈善事业的畸形发展, 乃至消失, 是一件很不幸的事。

慈善事业是为了救助苦难的人群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爱心事业, 一般来说, 一个社会慈善

事业的发展水平反映了这个社会的发展状况。具体而言, 它一方面反映了这个社会的社会问

题的多少, 另一方面又反映这个社会自我调节能力的大小。这两个因素的互动决定了社会的

走向, 也决定了慈善事业的地位和作用。综观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 慈善事业是一项不可或

缺的社会事业。同时, 它又是合力作用下的产物, 因而, 在时空上呈现出多样性。如何把握

慈善事业的发展规律, 正确引导和妥善利用影响慈善事业发展的诸因素, 走一条既有民族特

征, 又有时代特征的发展道路, 是发展我国慈善事业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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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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