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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前，我国国民的社会公益意识还相当淡薄，已成为制约民间公益组织和社会

公益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要通过公益文化建设，促进广大民众对公益的认知、了解、

接受、赞誉和付诸行动，使国民牢固树立公益价值观，使公益行动从少数人偶然的善行发展

到绝大多数国民的道德自觉——自觉的公益意识和积极的公益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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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民间组织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已越来越为人们共识，但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

问题有待深入研究，这就是国民公益意识的培育对民间公益组织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培

育国民公益意识的问题。  

    一、国民公益意识培育：我国民间公益组织发展的必要条件  

    民间公益组织的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既需要加强宏观制度建设，建设一个健全、良好

的外部政策法律环境，也需要加强微观制度建设，即组织自身能力建设和自律性建设。在制

度建设的同时，也需要培育人们的社会公益意识，即增强  

  人们对社会公益事业积极的认知、情感和态度，增强对社会公益事业的爱心和奉献精神。

在某种意义上说，公益意识对民间公益组织的发展甚至更为重要，因为即使制度建设全部到

位，但如果人们公益意识缺乏，还是无济于事。  

  目前，我国国民的社会公益意识还相当淡薄，已成为制约民间公益组织和社会公益事业

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以慈善捐款为例，10 多年来，我国政府和慈善机构发扬中华民族乐

善好施、济贫助残、救死扶伤的传统美德，实施了“希望工程”、“阳光工程”、“安康计

划”等大规模慈善救助活动，产生了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是，总体而言，我国的国

民公益意识还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慈善机构每年收到的捐款与实际需求相差甚远。当然，

公益意识强弱不仅仅体现在捐款方面。由于现代慈善范围的不断扩展、类型增多，许多工作

单纯依靠金钱是无法解决的，除了捐款，人们还可以做志愿者(义工)、照看孤儿、看护病人

等。这些要求人们付出比金钱更宝贵的爱心、体力或智力，这是普通钱物捐献难以取代的。

国民公益意识的培育与我国民间公益组织的发展，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没有良好的国民

公益意识，就不可能有民间公益组织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反之，要发展民间公

益组织和社会公益事业，就必须提高国民的公益意识。  

  二、公益价值观缺失：国民公益意识淡薄的根本原因  

  要提高国民公益意识，首先要分析国民公益意识淡薄的原因。一般来说，影响公益意识

和公益行为的主要因素包括文化因素(价值观)、经济因素、人口因素、体制因素。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价值观深深影响着人们如何支配金钱及时间，影响着人们的行为。

由于我们公益文化建设严重滞后，国民在学校期间并未得到普遍有效的公益价值观教育，在

社会上尚未得到深厚的公益文化氛围熏陶，在全体国民心灵深处还没有牢固树立行善积德、

捐助奉献、友爱互助的公益价值观。正因为这样，我们的社会才出现了一方面大量的公益事

情需要我们去做，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素质的提高，我们已经具备了解决这些问题的

条件，但另一方面我们的社会还存在富人为富不仁、一般民众公益意识淡薄的现象。  

    从经济因素来看，人们捐款和志愿服务的热情总体而言并未随着经济飞速发展而大幅度

提高。这说明国民公益意识淡薄和公益行为迟钝的主要原因不是经济因素，即对很多人来说

并不是“有心无力”，而是恰恰相反，或许可称之为“有力无心”，没有爱心、缺乏公益意



识。为什么没有爱心、缺乏公益意识，归根到底是灵魂深处缺乏行善积德、捐助奉献、友爱

互助的公益价值观。  

    从政治体制来看，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虽然政府极力倡导“为人民服务”的“雷锋精

神”，似乎可以看作是对公益精神的提倡，但由于被过度政治化，在新的历史时期显得有些

理想化和不切实际。所有这些都减低了人们的公益意识，而且这种习惯和意识不可能在短时

期内得到完全改变。 

 三、公益文化建设：培育国民公益意识的重要途径  

    公益文化建设是包括政府、媒体、学校、公益组织、学者等在内的主体的共同责任。  

    1、党和政府要把公益文化建设作为先进文化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为公益文化建设提供良好的政策保障和制度环境。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要着眼于国民公益

意识的培育，对教育体制、文化宣传、民间组织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相应的改革，提供清晰

良好的制度环境，积极引导和支持学校、媒体、民间公益组织等投身到公益文化建设事业中，

对这些主体在公益文化建设中应当承担的责任、义务予以明确要求和有效监督，加强和改进

对公益舆论宣传和国民公益意识教育的引导、管理和服务。  

    2、各种媒体，包括电视、电影、广播、报纸、网络等，要加大对公益理念和公益行为的

舆论宣传，为社会公益事业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一是加大公益广  

告制作宣传的分量和力度。二是做大做强民生新闻。三是联合举办一些面向特殊群体或社会

公众广泛参与的与社会公益事业密切相关的活动。  

    3、各级学校，特别是中学和大学，要把公益意识培育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纳入

思想道德教育和素质教育当中去。学校应针对中学和大学阶段学生不同的实际，采取生动活

泼、行之有效的形式，例如，开展以社会公益为主题的学习讨论会、辩论赛或演讲比赛；有

关公益活动的图文展览；有关社会公益的征文活动；邀请投身社会公益事业的有关人士走进

校园，开展有关社会公益事业讲座；组织学生步入社会，参与公益实践活动等等，培育学生

的公益理念，倡导公益文化，弘扬公益精神。  

  4、公益组织要增强品牌推广意识，提升公信力。加强对自身的宣传和推广力度，无疑

是增强社会对公益组织的认知、了解、接受和参与的一个重要途径。在现阶段，我国一些公

益组织对自身的推广意识不是增强了，而是减弱了，以至近年来尽管我们社会出现了许多公

益组织，却很少为人所知，其自身运作也就陷人困境。  

  5、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要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慈善理念和公益精神的研究

和弘扬，为公益文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理念支撑。无论是在中国传统民族文化中，还是在

西方文化中，都有深厚的慈善理念和公益精神。慈善是一个道德范畴，反映人们建立在仁慈、

同情和慷慨基础上的互助行为。  

    总之，通过公益文化建设，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氛围，促进广大民众对公益的认知、了解、

接受、赞誉和付诸行动，使国民牢固树立公益价值观，使公益行  

  动从少数人偶然的善行发展到绝大多数国民的道德自觉——自觉的公益意识和积极的

公益行为，是民间公益组织和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