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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慈善组织是慈善事业发展的主要栽体，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对中国慈善组织存在状况作系统论意 

义上的系统性思考是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应用系统的相关性、整体性、开放性思想，探讨慈善组织系统与影响其存在的 

诸要素关系、慈善组织系统与其生存环境的整体优化问题，对推进正在起步阶段的慈善事业健康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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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系统的相关性：影响慈善组织的诸要素 

系统的相关f生亦即事物的关联性。任何一个事物 

与其他事物处于相关性之中，事物内部诸要素也处于 

相关性之中。正是这种相关性使事物形成了“关系 

质”，从而表现出系统与要素之间的关联关系。运用系 

统方法考察作为系统存在的慈善组织的相关性，既需 

在宏观层面上分析它与慈善事业的关系，即作为慈善 

事业的主要载体，慈善事业大系统中的子系统，其水平 

状况对慈善事业发展的影响；更应从微观层面上分析 

它与文化传统、管理模式、运作机制、政府作用、人员素 

质等诸要素的关系，即作为慈善组织生存发展的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等主客观要素对“自组织”发展的制约 

性，从而达到对系统整体性的认识。对于前者的探讨 

已在政府推动下逐渐产生出积极的社会效应，2OO8年 

抗震救灾实践中慈善组织所发挥的作用便是明证。对 

于后者的研究则需进一步深入，只有了解目前慈善组 

织现状以及存在问题，才会有推进系统整体优化的可 

能和基础，为社会稳定和谐发展提供服务的系统功能 

才会得到有效发挥。就此而言，从微观层面上探讨系 

统与要素的相关性就更具有现实意义。 

(一)文化传统与慈善组织的关系 

观念是影响存在的精神要素。以儒家为核心的慈 

善文化传统是中国慈善组织活动的思想基础。儒家倡 

导“仁者爱人”，仁者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宽怀容 

人，其道德品质就是“爱人”；“仁”的内在诉求是“求 

善”，人l生固有的“侧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是引导 

人们扬善抑恶，与人为善，利人利他等所有仁爱行为的 

力量之源。在把“仁者爱人”的道德情感进一步发展为 

施慈善于民的“仁政”的过程中，又构筑了民为邦本、财 

富均分、重义轻利等为内容的慈善之道。儒家思想在 

以后发展中又与道教、佛教等宗教文化相互融合。道 

教在坚持禁恶行善主张的同时，融合了儒家的伦理观 

念和佛教的善恶报应思想。佛教的慈悲观及劝善理论 

也不断渗透于儒教传统之中。从而不仅使以“仁爱”为 

核心的儒家文化具有了更为厚实的慈善内容，而且作 

为一种推己及人、助人为善的精神存在于人们的生活 

和实践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个人乃至社会慈善 

活动的思想基础，并对慈善组织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 

影响。 

从历史上看，各个时期出现的不胜枚举的慈善家 

群体和连绵不绝的慈善活动，尤其是古代与近代社会 

慈善机构及其救助活动的普遍性都与儒家“仁爱”价值 

观和“仁政”主张直接相关。唐、宋、明、清诸朝不少君 

主敬德保民，兴办或扶持慈幼局、养济院、普济堂等各 

类慈善机构。一些主张“惠民”力行仁政的统治者，在 

灾祸发生之时就会通过施粥、赈谷、调粟等多种慈善救 

济措施来贩恤众多灾民和流民。著名的徽商、晋商以 

及宁绍、洞庭等商帮在经商致富之后，乐输善资，自觉 

加入到济贫弱助危困的社会慈善活动中。新中国成立 

后，有着悠久历史的慈善传统曾一度遭遇中断。加世 

纪90年代得以复苏后，政府开始重视慈善事业及其组 

织建设，而构建现代慈善价值观的种种努力也在很大 

程度上催生出公益理念的形成，进而直接改变着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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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地位以及较之发达国家相对落后的慈善状况。 

(二)经济、政治条件与慈善组织的关系 

经济、政治条件是制约存在的社会要素。中国慈 

善组织的生成环境与小农经济和宗法社会的历史渊源 

相联系。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决定了慈善行为是从家 

族内部的互助行为开始的，是在“熟人圈”咀展开的。 

而宗法社会的“君权至上”又铸成了官办慈善、国家恩 

施“仁政”的思维定势。强大的国家力量以及对作为 

“父母官”的地方官吏的极度依赖，使得国家从来就肩 

负着救济大任，政府是社会福利的唯一提供者。历史 

上从养老到慈幼、从医疗到送终，从赈灾到救济等所有 

慈善政策、救助体系、慈善活动均由政府决定和国家承 

担。而无论来自国内还是海外的个人捐助则被视作是 

对国家能力的质疑甚至是否定而加以排斥。这不仅削 

弱了社会公众参加慈善活动的热情和责任感，也为“大 

政府、小社会”的社会格局奠定了思想基础，慈善公益 

事业是政府职责便成为普遍法则。此外，传统中国的 

“仁政”是以“德治”为基础的，而对道德教化功能高度 

重视的根本目的旨在使民众看到统治者的恩赐与悲天 

悯心而更加依赖和孝忠“圣君”，并对君主制度予以更 

强的道德认同。这也使得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慈善机构 

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政府权力衍生品的特质，倾向于政 

府的慈善行为而轻视民间慈善力量的正当性，认为个 

人慈善行为与政府仁政不能并存。如今，慈善组织的 

存在基础即经济、政治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计划经 

济已向市场经济转变，集权政治已被民主政治取代，改 

革开放推行市场机制也使政府职能发生很大转变。然 

而，“强势政府”特征以及“大政府、小社会”的社会格局 

基本没变，慈善救助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以政府行为方 

式解决的，民间力量尚未成为社会保障的主要力最。 

慈善机构大多是政府主导的或与政府有着密切联系， 

体现在运作机制和管理体制上都有浓厚的“准政府”性 

质。社会上出现的民间慈善逆反心理和捐赠恐惧现象 

在一定程度上也与由政府发起后演绎成强制摊派行为 

有关。所有这些都会制约阻碍慈善组织在平衡社会收 

入分配和实现社会贫困群体救助等作用的发挥，以及 

慈善资源开拓能力的提高。 

(三)机制模式与慈善组织的关系 

运作机制和管理模式是影响慈善组织自身效率的 

关键要素。目前，中国慈善组织运作格局基本 j二是行 

政为主。从机构设置看，它以直接依托于各级民政部 

门为主，与民政部门往往是一个班子，两块牌子。从注 

册模式看．它按照社会团体管理思路采用双重管理体 

制，即受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的双重管理，注 

册登记要接受业务主管部门初审和登记主管部门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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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审查。在这种操作方式下，很多慈善组织都遭遇无 

法注册的条件限制。首先，无主管单位而不能注册登 

记。《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社会团体必 

须要有业务主管单位，且只能是政府机构或政府授权 

的机构。而这些机构往往怕承担风险而不愿负起主管 

单位责任。其次，达不到注册登记规定的资金和人数 

要求。按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在人数 

上，社团成立必须有50个以上的个人会员或者30个以 

上的单位会员；个人会员、睢位会员混合组成的，会员 

总数不得少于5o个；在资金上，全国性的社团要有 l0 

万元以上活动资金，地方性的社会团体和跨行政区域 

的社会团体要有3万元以上活动资金才能注册 1 j。正 

是这些刚性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大量规模较小的 

民间慈善组织注册登记的可能性，也是造成中国慈善 

组织数量少且对社会贡献率相对较低的重要原因之 
一

。 从税收机制看，有政府背景的慈善机构与民问慈 

善组织或个人慈善捐赠所获得的税收待遇反差极大。 

目前，能获得捐赠全额免税优惠资格的慈善机构一般 

都有政府背景的大型机构，其主管单位往往有组织内 

部运作的权力，包括负责人推荐、任免等等，税收优惠 

特权长期为这些少数慈善机构垄断，而民间组织或个 

人捐赠行为则没有个人所得税减免待遇。这种缺乏激 

励政策的运作机制与民间慈善捐赠不尽人意的现状有 

很大关系。从监管机制看，民政部门、业务主管部门、 

审计部门、人民银行都负有对慈善组织实行人事及财 

务审计和监督的职责。但在缺乏可操作性的法律和政 

策规定下，目前仍以行政监督为主要形式，媒体和公众 

介入也相对有限。这就造成监督的随意性、消极性，甚 

至出现监督失效。在现实中，有的监督主体往往把监 

督视为一种权力而非职责和义务，不但不能履行法律 

规定的监督责任，反而向慈善组织收取管理费，甚至挪 

用善款，把监督责任变为权力寻租行为，从而在不同程 

度上打击和损害企业与社会公众投身慈善事业的停 

以及政府机构的社会公信力。就此而言，促使慈善组 

织逐步从行政性束缚向自主性发展转变势在必行。 

(四)从业人员素质与慈善组织的关系 

内部资源是慈善组织成长的内在基础，其中从业 

人员的职业化专业化素质直接影响到慈善组织的公信 

力和服务效率，进而影响慈善事业的发展程度。从 目 

前中国慈善组织的队伍状况看，缺乏～支既富有热心 

于慈善事业又具备专业技能，既具有公益意识又有创 

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在现有慈善组织负责人和 

工作人员中，一是有政府部门工作背景者居多，他们有 

的是从政府部门退居下来，有的仍隶属于政府部门，因 

而容易把行政工作习惯和方法带入非政府组织的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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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之中，造成行政化和官僚化倾向；二是没有接受过 

专业教育和技能培训者居多，偏低的专业素质必然会 

影响工作质量和降低工作效率。因此，提高从业人员 

的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加强职业培训和专业教育，建 

立起以具有专业背景人员为主导，兼职和志愿者相结 

合的人员队伍是改善慈善组织现状的重要方面。 

正是系统的相关性形成了系统的整体性，从中表 

现出系统不仅对于外来作用能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作 

出反应，而且在一般情况下系统整体具有大于或优于 

系统各部分要素功能叠加之总和的系统功能。就此而 

言，系统相关f生分析是发挥系统整体功能的必要前提。 

而对影响慈善组织存在的诸要素作相关I生分析，目的 

就在于发挥其系统功能作用以推进慈善事业发展。 

二、系统的开放性：优化慈善组织的存在环境 

由系统整体性表现出来的系统功能是在与环境的 

交互作用下不断优化的，这就是系统的开放性。一方 

面，系统的开放性为系统与环境交互作用创造了条件， 

为系统功能优化提供了平台。系统适应环境的一面使 

得它能在环境中生存，它不适应环境的一面却又迫使 

它不断进化，以便适应变化了的环境；另一方面，系统 

的开放性是以有利于系统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为原则， 

系统在与环境交换中会对影响自身整体功能发挥的内 

部和外部要素作出吸收或拒斥的选择，从而产生互补 

效应，把系统的整体功能放大。忽视系统的开放，便失 

去提高与前进的参照系；注重系统的开放，才会加速 

“自组织”运动过程形成优化功能。如果说分析系统要 

素的相关眭是为了把握系统的整体性，那么，对系统存 

在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进行择优选择则是为了更好 

地发挥系统功能。系统的开放性思想为慈善组织建设 

提供了重要的思维方法和原则。 

(一)优化制度环境。现代慈善组织建设离不开制 

度安排和制度激励，创新管理体制，建立有效的制度体 

系是中国慈善组织发展的根本保障，也是制度环境优 

化的主要内容。从内部环境看，一是要创造使慈善组 

织从行政眭发展向自主性发展转变的制度平台。以克 

服对慈善组织注册规定的严格“准入”到对慈善组织的 

多元主体监管方式，从制度设计到政策实施等缺乏自 

主空问和激励制度的缺陷。二是要对慈善组织从业人 

员提出专业化职业化的制度要求，以克服组织成员因 

缺乏专业能力致使运作效率低下的状况。三是要建立 

有效的政策法规和监管机制，以改变组织运作因缺乏 

制度安排而造成的社会声誉和公益形象欠佳等状况。 

四是要有对慈善组织自主性地位的制度规定，以克服 

组织因独立自主意识缺乏，习惯于依附政府获取政治、 

经济和社会资源致使自主开展慈善活动能力大大削弱 

的状况。 

9d'l"部环境看，需要在全球化背景下，以开放意识 

和开放勇气借鉴发达国家在慈善组织管理上成熟可行 

的制度体系，既有严格的法律法规又有以激励为导向 

激活组织各种潜在力量的灵活运作机制。如在注册程 

序上比较简单，条件宽松，形式多样。相应的社会慈善 

组织数量较多，对社会贡献也较大。在税收上也有各 

种法规，首先有免税条件规定，一个慈善组织想获得免 

税资格必须符合以非营利为目的，不得为个人谋取利 

益，不得参与竞选，不得参与实质性游说等条件。其次 

有免税资格认定。一般来说，只要符合税法规定的团 

体都可以申请获得免税资格。在程序上首先是根据税 

法条款对慈善组织工作目标作逐个审查，认定其是否 

符合免税要求；继而对慈善组织的运作过程进行检验， 

认定其是否违背免税条件，一旦发现则不能通过其免 

税资格。同时又引进税收优惠待遇的激励机制，慈善 

组织可享受免除销售税、财产税、增殖税、关税和其他 

直接的税收形式等优惠以及个人所得税豁免待遇。个 

人若向慈善组织捐赠则可以由其收入中扣除纳税部 

分，由此鼓励和促成富有者将其财富投入创立的基金 

会用于各类慈善活动。正是税收激励机制的作用促使 

民间慈善组织非常活跃，并日益成为现代经济社会发 

展不可或缺的第三种力量。在监管上采取多种模式， 

除政府依靠法律程序落实责任追究外，有依托慈善信 

托登记处、慈善信托法律、审计部等管理机构，也有通 

过慈善组织的同行互律、媒体与公众的监督等形式来 

约束慈善组织行为的。最具特色的独立的第三方评估 

机制，对于淘汰不良的慈善组织，促进健康的慈善组织 

发展起到了很好的监管作用。这些多元的监管模式在 

弥补政府监督机制不足以及提高监管效率等方面有着 

积极作用，对于克服中国慈善组织的制度性缺陷是有 

借鉴意义的。 

(二)优化文化环境。现代慈善组织建设离不开慈 

善文化的精神引领作用，构建现代慈善价值观，培育国 

民的公益理念是中国慈善组织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础， 

也是文化环境优化的主要内容。从内部环境看，一是 

要以“扬弃”之态对待中国传统慈善文化。从“仁爱”到 

“仁政”，从“善道”到“不忍人之心”，从道德情感上“爱 

人”到道德行为上以施善于民等思想中既包含有深厚 

的慈善底蕴，也有与现代公益意识相悖的施恩传统。 

在儒、道、释三家相互融合三教合一的思想聚合中，有 

其既包容又独立的特征，也有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宗教 

成分。对此都需要辩证分析，作出舍弃与传承的选择。 

二是要努力克服落后文化因素影响。其中主要有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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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富人”所为，慈善受惠“施由亲始”，慈善是给予者 

“施恩”等观念，还有把善行与自身身家性命和个人前 

途、祖宗荫萌和子孙报应等联系起来，或者把善行作为 

免灾积德的手段，把对弱者救助看成是悲天悯人行为， 

这些观念既与公民社会责任意识不相符，与崇尚人格 

平等的人本价值观与权利观不相符，与以“公益”为特 

征的现代慈善要求不相符，而且也不利于现代慈善事 

业的健康发展。三是要努力营造慈善文化深入人心的 

氛围环境，让慈善心、公德心、公益心、博爱心、宽容心、 

公民责任、感恩之心等浓郁与厚重的传统文化元素渗 

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渗透到思想观念、 

价值趋向殊不相同的各个社会阶层中间，渗透到衣、 

食、住、行等社会生活的物质和技术各个层面，并使之 

演绎为一种惩恶扬善，扶危济困，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的道德自觉和伦理环境。只有当慈善意识成为人的内 

在信仰并凝聚为一种持久的民族心理和群体意识，使 

之不仅在人的精神生活里占统治地位，而且还广泛渗 

透于人的社会生活和行动之中亦即成为一种氛围时， 

慈善组织才会由少到多。 

从外部环境看，一是要以“包容”之心面对人类共 

同的慈善文化资源，从中寻觅更多的符合现代国人心 

态的、适应现代社会道德认同感的慈善理念。比如，西 

方的“爱心”、“仁慈”、“宽恕”、“感恩”、“分享”等慈善 

观念和“众生平等”、“互济文化”、“志愿精神”都是人 

类发展慈善事业所需要的重要精神资源，应将其融入 

到中国慈善文化核心价值观中，使之成为具有思想深 

度适应中国社会的“新仁者”标杆。建构一种古今贯 

通、中西汇聚、博爱宽厚及与时代精神交融的现代慈善 

价值观是支撑和引领慈善组织建设的思想基础。二是 

要以世界性和当代性的视角，把慈善文化提升到一种 

看不见的和谐、一种社会责任、一种生活品质的高度。 

以克服与公民社会责任意识不相符、与崇尚人格平等 

的人本价值观与权利观不相符及与以“公益”为特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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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慈善要求不相符的落后文化因素影响。 

(三)优化政府与组织关系环境。现代慈善组织建 

设离不开政府与组织的合作，理顺二者关系以克服政 

府意志干预是中国慈善组织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系 

顿畅运行的重要保证。就工作目标而言，慈善组织 

与政府是一致的。作为从事公益事业的慈善组织，其 

基本目标是通过合法途径，在众多社会成员自愿的基 

础上无偿救助社会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公平，而这正是 

政府代表公共利益的基本诉求之一。就两者关系而 

言，是合作互助关系。尽管政府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居 

有中流砥柱的地位，但其职能支持力度终究有限，这就 

需要发挥各类慈善机构组织的作用，以减轻政府的压 

力。同样，慈善组织独立自主开展活动也离不开政府 

创建良好的慈善氛围和提供宽松的政策环境。中国长 

期以来是政府主导型社会，慈善组织的社会作用大小、 

运作效率高低、民间性程度与政府有很大关系，因此改 

善二者关系，关键在政府。首先把政府功能与组织职 

能区别开来，使之各司其职，各行其是。政府的职责应 

该是支持、扶持、决策、监督而不是直接管理，政府的作 

用应从引导、保障、激励等来体现，用政策、法规等制度 

性载体调动民间资金和民众参与到社会慈善事业中 

来，促使慈善组织逐步实现民间化、自治化和志愿化。 

慈善组织也需要在政府引导下自主开展活动，充分发 

挥自身特殊功能服务于社会慈善事业。其次把政府责 

任与政府控制区别开来。强调政府责任意义是明确政 

府的支持作用，而强化政府控制只能导致慈善组织自 

主眭缺失并且使系统功能趋于消极。 

[参 考 文 献] 

[1]国务院．社会团体臀记管理条例第一章总则第十条[EB／ 

OL]．http：／／www．people．corn．cn／item／tlfgk／gwyfg／1998／ 

】12103199803．htm1． 

Philosophical Thoughts on China’S Construction of Charity Organization 

HUANG Jia—-yao 

(School ofLiterature and Law，Shanghai University ofCommerce，Shanghai 201620，China) 

Abstract：Charity organization is the main body of charity cause and also an important opponent of pro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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