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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当代慈善事业参与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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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认为慈善事业的组织基础和实施主体是民间非盈利性公益社会团体, 我国

当代慈善事业参与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 首先, 慈善机构和人道主义救援组织是我

国慈善事业的骨干力量; 其次, 其他非盈利性公益社会团体、某些事业团体、宗教组织是

慈善事业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多元主体的参与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更大程度上开发和

利用社会的慈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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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慈善事业是指众多的社会成员建立在志愿基

础上所从事的一种无偿的、对不幸无助人群的救助

行为。它通过合法的社会中介组织, 以社会捐献的

方式, 按特定的需要, 把可汇聚的财富集中起来, 再

通过合法途径, 用于无力自行摆脱危难的受助者。

慈善事业以社会成员的慈爱之心为道德基础, 以人

道主义为思想基础, 以社会捐助为经济基础, 以民

间公益团体为组织基础, 以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为

发展基础, 它属于社会第三次分配的一种形式, 是

社会保障的必要补充。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

表明, 发展民间慈善事业正是当代社会得以化解诸

多社会问题, 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一条重要而

有效的途径。慈善事业不仅能有效地弥补政府社会

保障之不足, 对处于困境而无力自行摆脱危难的社

会脆弱群体提供更多的来自社会的援助和关爱, 促

进社会的安定, 减少社会贫困现象, 缓和社会各阶

层矛盾, 而且, 慈善事业还能直接弘扬优良的社会

道德, 净化社会风气, 推动全社会道德文明建设, 从

而最终推动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慈善事业正是以其独特的功能, 发展成为一种

由民间推动并能够获得政府支持的国际性潮流。

中华民族素有积德行善、扶危济困、乐善好施、

同情弱者、济世为怀的传统美德, 慈善事业在我国

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儒家讲仁者爱人, 佛家讲慈悲

为怀。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慈善道德积淀。与古代、

近代的自发、分散、随机性的慈善活动不同, 现代慈

善事业有社会化、经常化、规模化的特点, 突出社会

各阶层成员的广泛参与性。慈善事业是社会性事

业, 而非单个的慈善活动和个体的慈善行为, 只有

社会性的慈善行为才真正构成慈善事业的主体。既

然是一项事业, 而不是个别的零星的活动, 就需要

有专门的组织来运作, 以保证能够根据社会的需要

最有效地开发和运用慈善资源, 同时面向所有需要

帮助的社会成员, 并保持它的经常性、持续性、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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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相对稳定性。

近十年来, 伴随改革开放带来的我国经济持续

增长,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面对贫困人口、灾

民、孤老残幼、失业人口等社会脆弱群体的扶困需

求, 我国国民的慈善意识再度觉醒, 民族优秀传统

与道德逐渐回归, 慈善事业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一

定程度的发展, 政府和社会舆论对慈善事业的支持

力度也在不断加大, 从事慈善事业的民间公益社会

团体不断涌现。

二

在进行了调查、考察的基础上, 本文认为当代

中国慈善事业的参与主体主要包括:

11 专门的慈善机构

我国最大的的慈善机构当属中华慈善总会。她

是由热心慈善事业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志

愿参加的全国性非营利公益社会团体, 共有团体会

员 82 个。其宗旨是发扬人道主义精神, 弘扬中华民

族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 帮助社会上不幸的个人和

困难群体, 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救助工作。中华慈

善总会是在著名的大慈善家、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

初的最先提议下于 1994 年正式成立的。她的成立

极大地推动了全国范围内慈善事业的发展, 她把筹

集善款、扶贫济困、紧急救助、社会福利、社会公益

慈善援助等作为其主要任务。1995 年起正式开展

慈善募集和社会救助活动, 其援助原则是根据可筹

集的慈善资源, 首先选择社会脆弱群体中有特殊困

难的人群和极贫地区人口为援助对象, 优先选择与

受援对象需求有密切关系和持久利益的可持续发

展项目。中华慈善总会开创的第一个慈善项目是为

患唇腭裂的孤儿做矫治手术, 美国埃克森有限公司

提供了第一笔捐款, 项目从山西大同做起, 逐步扩

展到西北、西南的贫困地区。由于有后续捐款的支

持, 这个原计划实施 3 年的项目被一再延长, 成为

长期项目, 它给福利院患有唇腭裂的孤儿和一些贫

困地区贫困家庭中的唇腭裂患儿带来了福音。截止

1998 年底, 中华慈善总会筹资共计 400 多万元, 为

3 500 多名患有唇腭裂的儿童实施手术, 并全部获

得成功。 [2 ]中华慈善总会现又与美国的慈善组织

“微笑列车”达成意向, 在 3 年内给全国所有唇腭裂

患者施行缝合手术。 [1 ]

从 1997 年 4 月到 1998 年 8 月, 中华慈善总会

在甘肃干旱贫困地区实施“慈善雨水积蓄工程”。这

项慈善工程共资助 12 767 个缺水农户, 建成 13 226

口水窖, 硬化 116198 万平方米集雨面, 解决了榆

中、定西、会宁、正宁、秦安 5 县 28 乡 136 村 58 395

人和 58 002 头牲畜的饮水困难。[3 ]这里的百姓感

激中华慈善总会为他们引来了慈善之水、爱心之

水、救命之水。

中华慈善总会自成立以来, 先后为 1995、1996、

1997 年的全国性水灾、青海、内蒙雪灾、云南丽江

地震、宁蒗地震和张北—尚义地震灾区筹集善款,

实施紧急救援。特别是面对 1998 年夏秋之交长江、

松花江的特大洪水灾害, 中华慈善总会紧急动员,

举办多种活动, 掀起了抗洪募捐活动的高潮。截止

1998 年底, 中华慈善总会自身接收了 316 亿元捐款

和价值 3 亿元左右的物资, 全部送往灾区。[1 ]这批

款物有力地支援了抗洪赈灾和重建家园工作, 为政

府分担了忧患。从此中华慈善总会这一慈善组织开

始家喻户晓, 全国的慈善事业进入一个新阶段。

南京爱德基金会作为民间慈善机构的一面旗

帜在中国当代慈善事业的史册上写下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

爱德基金会是 1985 年春由中国基督教的丁光

训主教、韩文藻先生、原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先生

共同发起创办的纯粹民间性质的慈善团体。爱德的

宗旨是: 把散布于海内外的一切热心于公益事业的

人力、物力、财力集纳起来, 再通过爱德的运作, 全

部用于最困难最需要发展的边缘地区, 向最需要帮

助的人送去关爱和温暖, 起到“服务社会、造福社

会”的作用。在爱德基金会博爱精神的感召下, 大量

不附带任何附加条件的资金, 源源不断地来自海外

友好的基督教团体和个人。爱德基金会成立 15 年

来 , 从海外友好人士及团体那里, 以民间对民间,

筹集来的资金已达到 3 亿 4 千多万元人民币。 [ 4 ]

这些资金全部急人所急, 雪中送炭, 帮助了那些亟

需帮助的弱势群体。

爱德基金会开展的慈善项目遍及全国 28 个省

区。仅 1998 年, 因长江、嫩江发生特大洪水灾害, 爱

德募集的海外捐款就达 1 100 万元, 全部送往灾

区。爱德在甘肃、广西、贵州等贫困地区帮助百姓打

井, 建成大小饮水项目 308 个, 小水窖 2 万多个, 还

有其他水利项目 90 项, 建电灌站、建小型水力发电

站、发展家庭沼气 4 000 多个, 其余大型综合项目 9

个。爱德还开展了农村妇女和失学儿童重返校园的

项目, 建小学 40 多所。为缓解贫困地区缺医少药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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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无医无药的状况, 爱德至今已为贫困地区培训了

211 万名初级医生和 2 000 多名县级眼科医生, 还

聘请大医院的在职或退休的专家, 成立定期下乡下

点义诊的爱德巡回医疗队, 为青海牧区筹资十多万

美金购买了配有一流设施的流动手术车, 完成白内

障复明手术 8 万余例。爱德还帮助了近 2 000 余名

盲童接受义务教育, 为 500 多名成年盲人提供家庭

康复服务, 对麻疯病患者实施特殊关照, 并完成了

对 800 多名患小儿麻痹儿童的特殊治疗矫正、康复

和教育。此外, 他们还对 25 所儿童福利院、敬老院

进行定期性资助。国内受助地区的人民把他们当做

改变命运的恩人、贵人, 国外资助者也赞誉爱德基

金会的工作不但对那么多中国人的生活产生了重

大影响, 同时也架起了理解与友好的桥梁。

21 国际性的人道主义的组织

红十字会是一个国际性的从事人道主义救助

事业的社会团体。红十字运动起源于 19 世纪欧洲

的战地救护, 从 1863 年世界上第一个红十字组织

诞生, 至今已发展到 175 个国家, 成为全球性的运

动。1965 年, 在维也纳召开的第 20 届国际红十字大

会上, 决定将“人道”、“公正”、“中立”、“独立”、“志

愿服务”、“统一”、“普遍”等七项原则作为红十字运

动的基本原则。“尊重人类生命, 为所有受难者提供

救援”这种人道主义原则, 是红十字运动之根本, 其

宗旨是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 保障人类尊严, 促进

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友谊和合作, 促进持久和

平。在人道主义的旗帜下, 红十字组织遍布世界各

地, 成为最有影响的国际三大组织 (联合国、奥委

会、红十字会)之一。

1994 年, 中国红十字会第六次全国会员代表

大会依法修改了会章, 改卫生救护、社会福利团体

为“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聘请国家

主席江泽民为中国红十字会名誉会长。中国红十字

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的红十字组织, 她同地方

各级红十字会互助协作, 共同弘扬人道主义精神。

慈善事业归根结底是人道主义事业。而人道主

义也正是红十字组织的宗旨所在。人道、博爱、奉献

是红十字精神的灵魂。红十字会的经费来源主要是

国内外组织和个人的无偿捐赠, 从这个意义上看,

中国红十字会是当代中国慈善事业的又一支生力

军。她通过备灾救灾、卫生救护培训、组织群众参加

意外伤害和自然灾害的现场救护、参与输血献血、

开展人道主义社会服务活动、兴办符合红十字会宗

旨的社会福利事业及经济实体, 参加国际人道主义

救援工作, 执行着人道主义职责, 也推进着我国慈

善事业的发展。

近几年中国红十字会实施的博爱系列工程即

救援工程、生命工程、爱心工程, 协助政府进行社会

救助和服务工作, 已成为中国红十字事业的亮点而

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每当大的自然灾害发生时,

红十字会的救援工程即大力开展救灾行动, 为灾区

人民捐款捐物, 奉献爱心, 帮助受灾群众渡过难关;

每当遇到突发事件、意外伤害时, 红十字会的生命

工程会及时救人于危难, 使其转危为安; 当孤老病

残者生活上遇到困难需要帮助时, 红十字会的爱心

工程为他们送去温暖、献上真情, 为他们排忧解难。

红十字事业是一项造福人类的高尚事业, 在社会各

阶层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是人道主义这一共同的思想基础把慈善事业

和红十字事业紧紧地联结在一起, 红十字会成为我

国慈善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

31 其他参与慈善活动的非盈利性公益社会团

体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于 1984 年 3 月。

她是以弘扬人道主义、为残疾人服务为宗旨的全国

性的社会福利团体。其任务是: 宣传人道主义, 呼吁

社会关心支持中国残疾人事业, 改善残疾人状况,

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 争取立法机关和政府制定相

应的法律、法规; 筹集、管理和使用残疾人福利基

金; 开展残疾预防和残疾人事业的各项业务工作;

组织与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侨、国外友好团体和国

际残疾人组织的友好往来和相互合作[5 ]。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成立于 1988 年 3 月。她是

亦官亦民的全国残疾人事业团体, 由各类残疾人的

代表和残疾人工作者组成, 她既是残疾人共同利益

的代表, 又为残疾人服务, 同时承担政府委托的任

务, 动员社会力量, 推进残疾人事业。中国残疾人联

合会是一个综合性的事业团体, 把代表功能、服务

功能和一定的管理功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是政

府、社会与广大残疾人之间沟通的桥梁与纽带。中

国残疾人联合会成立后,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

县相继成立了地方残疾人联合会。残疾人福利基金

会和残疾人联合会作为从事残疾人事业的主要组

织机构, 在一定范围内也在从事面向残疾人的慈善

事业。

残疾人实际上处于社会分层的最底层, 身体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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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减少了他们受教育的机会, 劳动就业方面处于竞

争劣势, 收入普遍偏低, 因残致贫比例较高, 全国贫

困人口中近一半左右是残疾人及其家属。残疾人是

社会中最困难最不幸的弱势群体。

残疾人工作中有一部分就是针对贫困残疾人

展开的救助工作, 这种以贫困残疾人为救助对象的

活动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慈善的性质, 它通常是由

残疾人联合会、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卫生部门以及

国内外慈善组织合作推动的。比如, 国际狮子会俱

乐部协会会同我国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共同

开展的“视觉第一中国行动”就是一项典型的慈善

服务活动。国际狮子会俱乐部协会是一个国际性的

慈善服务社团, 其宗旨是向社会提供各种服务, 向

一切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援助, 增进友谊, 维护和平。

1990 年, 国际狮子会发起“视觉第一”行动, 筹集

1166 亿美元用于全球的防盲治盲工作。

在国际狮子会的资助和中国残联的统一组织

协调下, 通过政府、眼科医务界和社会各方面的共

同努力, 预期达到以下目标: ①近期目标: 1997～

2001 年施行 175 万例白内障复明手术; 初步普及防

盲治盲知识, 有效开展预防工作; 到 2001 年达到每

年进行 45 万例的手术能力, 初步控制新生白内障

致盲。②远期目标: 2002～ 2006 年施行 250 万例白

内障复明手术; 并于 2006 年达到全国 90% 的县有

手术复明机构或眼科, 基本具有施行白内障复明手

术的能力, 使白内障致盲得到有效控制。

“视觉第一中国行动”的实施虽然从资金来源

上仍有政府支持, 并不是百分之百的慈善捐赠, 但

慈善组织在这一项目的立项、组织实施、登记统计、

检查验收、项目监督、项目评估等方面所起的作用

是至关重要的。这一项对中国残疾人康复影响深远

的复明工程是残疾人联合会与慈善机构合作从事

残疾人慈善事业的一个成功范例。

在当代中国慈善事业的参与主体中, 不容忽视

的一支力量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她是具有独

立法人地位的全国性非营利性社会团体, 由共青团

中央、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

和全国少先队工作委员会于 1989 年 3 月联合创

办。其宗旨是: 争取海内外关心中国青少年事业的

团体、人士的支持和赞助, 促进中国青少年教育、科

技、文化、体育、卫生、社会福利事业和环境保护事

业的发展, 推动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 促进国际

青少年间的友好关系, 维护世界和平。

中国百姓对青基会的认识源于在中国最具影

响力和感召力的“希望工程”。希望工程是于 1989

年 10 月开始启动的由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并组织

实施的一项社会公益事业。希望工程旨在通过动员

海内外力量, 资助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的失学少年儿

童继续小学教育, 改善贫困地区的办学条件, 协助

政府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积极推动中国社会向现代

化迈进。希望工程项目的主要内容是结对资助失学

儿童继续小学教育和捐款援建希望小学。这项被认

为是 20 世纪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公益事业, 得到了

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海内外各界的踊跃参与。

希望工程实施 10 年来, 先后有 1 亿多人次捐

款, 募集资金累计 17182 亿元人民币, 已经救助 220

万名因贫失学少年儿童重返校园, 为贫困地区援建

7 500 多所“希望小学”, 为农村小学捐建 1 万套“希

望书库”、2 000 套“三辰影库”少儿音像制品系列及

配套录放设备, 培训和表彰了 6 000 余名乡村小学

教师。

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在对希望工程进

行效益评估后得出了结论: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发起并组织实施的希望工程, 已经成为我国 20 世

纪 90 年代社会参与最广泛、最富影响的民间社会

公益事业。希望工程提高了贫困地区小学适龄儿童

的入学率、巩固率、升学率, 降低了辍学率, 改善了

办学条件, 提高了办学质量, 成绩显著。希望工程促

进了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 开辟

了一条动员社会力量协助政府办教育的新路子。

1998 年, 我国农村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比例已经

成功地降到了 1% 以下 [ 6 ], 希望工程取得了阶段

性的胜利。

尽管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算不上一个纯粹

的民间慈善组织, 但希望工程在集社会之力, 发展

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 保障儿童的教育权方面堪称

典范。希望工程在中国慈善教育领域的卓越贡献举

世瞩目。希望工程的资金来源完全来自社会善良人

们的捐款, 它的受助者又全是贫困乡村的贫困无助

的失学儿童, 它的项目的组织实施者是基金会这样

的非营利的社会中介组织。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

希望工程是中国最大的一项慈善工程。中国青少年

发展基金会在客观上积极推动并参与了中国的慈

善事业, 尤其是慈善教育事业。

工会妇联组织也通过组织实施一些具体的慈

善工程, 积极投身慈善事业。如陕西省妇联和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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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发展资助委员会联合组织、发起的“红凤工

程”, 就是一项倡导全社会广泛参与支持的资助本

省贫困女大学生完成大学学业的高教扶贫工程。陕

西省妇联通过和媒体的合作及多渠道的工作, 使

“红凤工程”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截止 1999 年 6 月

底, 已有 8 家企业、单位和 158 名个人共资助贫困

女大学生 250 多名, 受助率为 56% , 筹集、落实资金

约 100 万元人民币, 资助人已扩展到全国更多的城

市乃至国外。[8 ]又如西安市总工会于 1999 年 3 月

启动的“西安市特困职工子女社会助学”活动, 被誉

为“送温暖工程的新举措”。截止 1999 年 8 月底已

资助了 800 余名特困职工的子女就学, 1999 年秋季

开学前夕, 又有近 200 名孩子和热心人结成了助学

对子, 有的还建立了长期助学关系。 [9 ]

慈善事业从产生就与宗教存在着某种渊源关

系, 在当代慈善事业中, 仍有宗教团体或与宗教相

关的团体加入, 如在中国已有八九十年历史的基督

教青年会。该组织是一个提倡为社会服务的社会团

体, 属基督教外围组织, 诞生初始, 是以宗教活动为

主, 发展到今天已经包括了文化、教育、娱乐等多样

化的民众性活动, 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的, 不一定是

基督徒, 他们的工作对象是: 昨天的青年、今天的青

年、明天的青年。即不分信仰、不分年龄、不分性别

的一切有向上之心和向善之心的人。基督教青年会

以《圣经》里“非以役人, 乃役以人”① 的教导为会

训, 这与以帮助他人为己任、善举济世的慈善精神

完全一致。基督教青年会一切工作的目的就是一

个: 为了推动社会进步。根据国际间基督教和青年

会的惯例, 他们的工作特别着重于面向社会的脆弱

群体, 即老弱病残者。目前全国有 10 个城市有基督

教青年会。80 年代初, 随着宗教事业的恢复, 基督

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也得以恢复。进入新的历史时

期, 基督教青年会顺应历史潮流, 积极开展一切服

务社会、造福人群的社会服务工作。如上海市基督

教青年会积极投身社区服务, 深入社区帮居民和老

人分忧解愁; 开展教育工作, 包括青少年业余教育、

成人继续教育。进入 90 年代以来, 他们将下岗待业

职工也纳入工作对象之中, 成立职业介绍所, 免费

无偿帮助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 并积极开展下岗工

人再就业培训工作。西安青年会资助蓝田县辋川乡

山底村建了一所青年会小学, 还在延安地区为 200

名失学儿童助学。上海市青年会在南市区开展了帮

助贫困家庭的活动, 给 1 000 户烈属每户捐献了一

个电器。上海青年会还同黄浦区疗育院结成对子,

除每年在财力上资助他们数万元之外, 还专门派人

去疗育院作帮助弱智儿童开化智力的工作。

慈善活动不仅局限在为社会中不幸的困难的

人群捐钱捐物, 还包括为社会脆弱群体提供各种社

会服务。尽管基督教青年会是倡导社会服务的社会

团体, 并非纯粹的慈善机构, 但青年会面向社会脆

弱群体, 为老年人、残疾人、孤残儿童、下岗职工等

提供多种服务, 还有大量志愿者、义工积极参与青

年会的社会服务工作, 应该说, 基督教青年会以自

己特有的方式为当代慈善事业做出了贡献。

此外, 老年基金会、扶贫基金会、以及佛教协会

等宗教团体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慈善事业。

在中国当代慈善事业的发展中, 还活跃着一支

充满朝气的富于奉献精神的青年队伍——中国青

年志愿者。1993 年底, 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实施。

1994 年 12 月, 全国性的青年志愿服务组织——中

国青年志愿者协会成立。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是一

项由中国共青团组织发起的以青年参与为主体、志

愿服务为手段的社会事业。它致力于帮助有特殊困

难的社会成员, 推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

完善; 致力于消除贫穷和落后, 消灭公害和环境污

染, 普及科学文化知识, 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

全面进步; 致力于建立互助互爱的人际关系和良好

的社会公德, 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它起步

时间虽然不长, 但已经在帮困扶贫、扶孤助残、抢救

救灾、支教扫盲、环境保护、社区建设等方面开展了

富有成效的工作, 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欢迎, 得

到了广大青年的积极响应。

集结在“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旗帜下, 青

年志愿者从事着多种社会服务, 也包括为社会特殊

困难群体服务, 亲身参加各项慈善活动。在贫困山

村学校的讲台上, 在下岗职工再就业培训班及残疾

人职业技术培训的课堂上, 在大大小小的慈善募捐

活动中, 在赈灾募捐的工作现场, 在老人院、儿童福

利院, 在残疾人和特困户家庭, 在最需要他人帮助

的地方, 都活跃着青年志愿者的身影, 他们用青春

的热情、无私的奉献, 为我们的社会发出光和热, 为

特殊困难人群送去温暖与关爱。

如果说, 在当代慈善事业发展中, 捐赠者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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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金钱或物资, 那么广大青年志愿者奉献的是他

们的精力、时间和劳务。金钱、物资也罢, 时间、精力

也罢, 同样是慈善事业中最可宝贵的爱心善念的表

达, 是我们这个社会中弥足珍贵的慈善资源。

三

慈善事业作为社会救助的一个子系统, 是我国

社会保障体系的组成部分和重要补充。一部分人有

实力去无偿帮助贫困的人, 一部分人又需要社会救

助, 而国家又因财力有限不能包揽全部社会救助事

务。这就呼唤着社会互助事业的发展, 慈善事业作

为社会救助的补充必然应运而生。

慈善事业不同于政府举办的社会保障, 慈善事

业的组织基础和实施主体不是政府, 而是民间公益

社会团体, 是社会中介组织, 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

“第三部门”。慈善组织的职能就是充当捐助者与被

捐助者的中介, 最大限度地培植、开发、挖掘和利用

社会的慈善资源, 通过举办各类慈善公益事业, 去

救助那些无力自行摆脱危难的受助者。在我国现阶

段的慈善事业中, 其参与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特

征。首先, 慈善机构和人道主义救援组织是核心力

量, 这包括了中华慈善总会及地方慈善协会、其他

民间慈善团体和红十字会。慈善组织和红十字组织

在开展慈善事业方面是相辅相成、彼此促进和相互

补充的。其次, 其他非盈利性公益社会团体、某些事

业团体、宗教组织也在不同程度上, 或面向所有社

会脆弱群体, 或针对特定困难群体, 参与了慈善事

业, 开展了各具特色的慈善活动。这些公益社会团

体及组织是我国当代慈善事业的必要的有益的补

充, 他们的存在以及对慈善事业的参与, 在更大程

度上和更广的范围内开发、利用了社会的慈善资

源, 推进了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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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artic ipa ting bod ies of the con tem porary

char itable cause in Ch ina
XU L in

(D ep artm en t of A pp lied S ocia l S cience,N orthw est U n iversity , X i′an 710069, Ch ina)

Abstract: P riva te no t2fo r2p rofit o rgan iza t ion s fo r the pub lic good are the o rgan iza t iona l

basis and the execu t ive bodies of the charitab le cau se. In Ch ina, the part icipa t ing bodies of

the con tem po rary charitab le cau se p resen t the characterist ic of d ifferen t ia t ion. T he

part icipa t ion of d ifferen t k inds of bodies can exp lo it socia l charitab le resou rces in a w ider

sphere and to a grea ter ex te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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