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慈善行动及其利弊两重性

王 名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

2018.1.13 

台北• 政治大学



提 纲

1. 定义：什么是国家慈善行动？

2. 表现：当下中国大陆的国家慈善行动

3. 其利：改善社会公益现状

4. 其弊：压抑民间公益力量

5.结论：继续探索民间公益



由国家及其附属的公共机关发起，动用公
共权力和公共资源，动员各种慈善资源，改
善社会公益现状的慈善行动。

其核心特征，一是自上而下性，二是公共性，
三是强制性，四是慈善性，五是公益性。

1.定义：什么是国家慈善行动？



• 慈善主流化

• 慈善合法化

• 政府购买服务

• 精准扶贫

• 一带一路

2.表现：当下中国大陆的国家慈善行动



• 推动各种公益慈善活动
• 汶川等赈灾救灾活动；

• 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大规模志愿活动；

• 鼓励全民动员型慈善活动
• 希望工程等；

• 99公益日等；

• 颁发中华慈善奖等国家级奖项

2.1 慈善主流化



• 颁布并实施《慈善法》等法律法规

• 鼓励慈善组织合法登记并开展活动

• 在信息公开基础上建构新型国家-社会关系

2.2 慈善合法化



• 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的政策

• 各级党政机关的响应和探索

• 大量公共资源进入慈善领域

• 慈善组织深度参与公共服务

2.3 政府购买服务



• 2020年消灭贫困的精准扶贫战略

• 全社会的广泛动员和普遍参与

• 大量公共资源和社会资源进入扶贫领域

• 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公益状况得到改善

2.4 精准扶贫



• 从一带一路战略转向一带一路倡议

• 大量公共资源和社会资源投向一带一路

• 一批慈善组织走出国门参与一带一路

•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社会公益状况得到改善

2.5 一带一路



• 弱势群体等受益者获得更多资源和帮助

• 参与慈善的主体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

• 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向社会下沉

• 慈善的社会认知日益广泛、普识和流行

3.其利：改善社会公益现状



• 挤压民间公益的空间

• 与民间慈善抢夺资源

• 侵蚀慈善组织自主性

• 压抑民间公益的成长

4.其弊：压抑民间公益力量



• 国家慈善行动有利有弊

• 慈善组织不能无条件响应

• 在国家慈善行动中找寻生存空间

• 与国家慈善行动同行共生

5.结论：继续探索民间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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