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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慈善事业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有益角色。面向

未来，慈善事业发展应当以助力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发挥出自

身独特作用。 

首先，要以中国式现代化理念为指引，牢牢把握慈善事业的两个

根本原则。党的二十大报告全面系统地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指出它

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这也是

慈善事业发展的两大根本遵循。 

一是借鉴国外现代慈善事业的有益发展成果，尊重慈善事业的一

般发展规律。例如，自愿平等是现代慈善事业的基本原则，任何强制

性的慈善行为都将危害慈善事业可持续发展。此外，还要加强对公益

性、非营利性等现代慈善事业的一般性要素的作用机制的研究，促进

慈善事业形成理念共识，遵循发展规律。 

二是基于本国国情，走中国特色慈善事业道路。基于本国国情的

慈善事业本身就是各国慈善发展的基本规律。一方面要同中国传统文

化相结合。“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不仅是优秀传统慈善思想，

也彰显了中华儿女几千年来互助行善的伦理价值，应当充分发挥其引

领作用。另一方面要同当前实践相结合。慈善事业在坚持社会主义制

度、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中要明确自身定位，发挥独特功能。例如，

在多层次医保制度中，要从待遇、管理、服务等多个方面促进慈善医



疗与其他制度衔接；在关爱服务方面，应促进慈善志愿服务向老年人、

儿童和残疾人等困难群体的社会福利服务倾斜。又如，慈善组织是促

进社会参与的有益渠道，应当最大范围动员社会资源助力社会建设，

通过慈善事业形成公众参与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的稳定机制。 

其次，慈善事业应当畅通公众参与的渠道。公众参与度是体现慈

善制度质量的“晴雨表”。公众参与度高，不仅会推动慈善事业蒸蒸

日上，而且可以促使社会和谐；反之，慈善事业社会价值会大打折扣。

因此，要树立慈善事业大众化的发展理念，以激发人民群众广泛参与

为政策出发点，既满足求助者的实际需求，又满足助人者参与社会的

需求，同时顺应基层治理逻辑和社会发展规律，将慈善事业同人民群

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只有这样，慈善事业才能发

展成真正的社会事业，并提升其整体社会价值。 

再次，慈善事业的发展应当更加注重精神文明价值。慈善事业的

精神文明价值无可替代，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社会团结，

形成社会新气象的有益途径。为此，慈善事业要立足自身优势，充分

发挥并应用好精神价值作用。一方面要弘扬慈善精神，充分挖掘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慈善事业的作用机制，以精神价值为抓手，激活慈

善事业发展动力；另一方面要注重精神褒奖，通过健全慈善组织的正

面引导和激励机制，为慈善组织发展创造有益氛围，增强从业者的自

信心和荣誉感，大力弘扬好人好事的事迹和精神，健全大众慈善的表

彰制度。 



总之，发展好慈善事业需要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引领，慈善事业应

当以助力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一方面，慈善事业本身与中国式现代

化的内涵相契合，通过促进共同富裕和精神文明，发展好慈善事业就

是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另一方面，慈善事业发展既要遵循一般规律，

又要注重同中国实践和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充分发挥慈善组织优势，

有效动员更多慈善资源，形成大众参与、人人行善的慈善新风尚，我

国的慈善事业一定能够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作用，以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本文来源：《人民政协报》2022 年 12 月 6 日第 10 版，作者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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