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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叶人民日报曳有关慈善的历史记忆渊下冤

慈善事业蓬勃发展
渊2000年初至 2009年底冤

21世纪前 10年，《人民日报》对慈善
相关问题的报道进入稳步增长阶段。从

2000年初到 2009年底，标题检索共检出
报道 197篇。主题集中为：官方慈善持续
发力，民间慈善迅猛发展。

除了对官方慈善机构的工作开展宣

传，《人民日报》这一时期还对民间慈善组

织进行了报道。如 2006年 1月 25日，《人
民日报》发表的题为《晋江慈善爱，浓浓民

本味》的报道，其中提到了全国首家县级民

间慈善总会的设立，即于 2002年 12月在
福建晋江成立的慈善机构。该机构的重要

职位均由出资的民营企业家担当。随着这

一民间慈善机构的不断发展壮大，晋江市

政府也逐渐将该会的慈善活动与政府的社

会保障结合在一起，互相促进，互为补充，

共同为贫困民众带来温暖。

这一时期，随着我国慈善事业的蓬

勃发展，“私人慈善”逐渐兴起。《人民日

报》开始出现对明星慈善行为的报道。例

如，2004 年 6 月 22 日刊发的《龙的传
人，播撒爱心》，报道了国际著名影星成

龙对于慈善的贡献：成龙在拍电影这个

主业之余，也一直在世界各地为慈善事

业奉献自己的力量。文章提到，在 2004
年 5月 18日“第三届中国儿童慈善活动
日”上，成龙以个人名义向中国儿童基金

会专项基金捐赠 200万元人民币，该基
金用于救治贫困地区的弱势儿童。而成

龙也是华人明星中捐赠额度最高的。除

了“明星慈善”，《人民日报》2007年 3月
21日报道的题为《“草根慈善”走进视
野》的文章还提到一个新名词，即“草根

慈善”。顾名思义，这是由普通人发起的

自下而上的慈善方式，受助人更明确、效

果也更直接。

千禧肇始，《人民日报》对慈善事业的

报道重点放在官方慈善活动方面，依旧

以中华慈善总会为主，民政部也逐渐加

强对慈善事业的管理。同时也出现了新

的呼吁慈善的方式，即出现了对于明星

慈善行为的报道。21世纪之初，随着新型
传播方式的不断发展，明星效应逐渐显

现。对文艺界突出人物的慈善行为进行

报道，一方面能凸显该公众人物的慈善

公益心理，另一方面也能吸引眼球，提高

社会各界，尤其是下层百姓对于慈善事

业的关注度。此一阶段，我国慈善事业逐

渐进入“政府推动、民间运作、社会参与、

多方协作”的发展阶段。

在慈善事业发展如火如荼之际，除

了对于慈善事业正面的报道，《人民日报》

也逐渐关注慈善事业兴盛以来出现的各

种问题。2005年 6月 24日，《人民日报》
上发表题为《慈善事业五大问题待破解》

的文章，文章提到目前我国慈善事业存

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如：慈善机构募

捐能力较弱，组织和机构数量少，税收政

策的积极作用不够突出，慈善组织缺乏

公信力，等等。2006年 1月 25日，《人民
日报》发表题为《加快慈善立法步伐》的文

章，着重强调我国慈善事业的立法问题。

文章指出：我国慈善方面的法律法规出

现了严重的滞后性，已无法满足当前慈

善事业飞速发展的需要，一方面缺乏用

于规范公益机构实体的条款，另一方面，

在慈善融资方面也缺乏相关的法律依

据。如何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以扫清慈

善事业发展道路上的障碍，成为下一阶

段慈善事业发展的主攻方向，只有解决

问题、破除桎梏，才能行稳致远。

野法治慈善冶新阶段
渊2010年初至 2023年底冤

2010 年至 2023 年，《人民日报》以
“慈善”为标题的报道共检出 427篇。由此
可以看出，报道的数量方面出现了激增。

同时《人民日报》对慈善相关问题报道的

重点也进入新阶段，即“慈善立法”。

2010年 2月 10日，《人民日报》发表
了题为《慈善事业告别“法律真空”（调

查）》的报道，其中提到江苏省第十一届

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我国第一部地方性慈

善法规，即《江苏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

开创了我国慈善事业地方立法的先河。

在《江苏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中首次对

慈善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如慈善组织、

慈善活动、慈善募捐等。在此基础上该

《条例》还对慈善组织的内部运行进行了

明确规范，包括活动范围、财务管理、信息

发布及组织终止后的财产清查等。

接着，经过各地的不断努力和各界慈

善爱心人士的呼吁，关于慈善的全国性法

律出台。2016年 3月 21日，《人民日报》发
表题为《中国慈善事业进入法治化时代》的

文章，文章提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在 2016年 3月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四
次会议上表决通过。慈善立法从 2005年启

动以来走过了十多个年头，这是我国公众

参与立法的一次典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慈

善法》的顺利通过，也标志着中国慈善事业

正式开启法治化时代。

同时，2010年元旦以来，《人民日报》
所报道的“慈善事业”的发展呈现出以下

特点：一是新要求。2011年 6月 22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充分发挥慈善事业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的

文章，提到：慈善事业在社会中所发挥的

作用与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是

相匹配的，所以想要推动新时期中国社

会慈善的发展，就必须率先加强中国特

色慈善理论的研究，在我国慈善事业实

践经验的基础上，适当学习引进国外先

进理念，为慈善事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逐渐“探索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遵循

慈善事业发展规律的中国慈善理论体

系，使扶贫济困、慈心为人、善举济世的中

华民族传统美德成为社会大众的道德价

值取向，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

更大贡献”。2013年 7月 3日，《人民日
报》发表题为《慈善事业应成社会稳定器》

的文章，其中提到目前我国平民慈善社

会体制尚未完全形成，是由于民众对现

代慈善缺乏基本了解，甚至依旧

完全以传统慈善的观点来品评

现代慈善。尽管如此，我国慈善

事业已呈现出较为健康的发展

趋势，现代慈善在社会生活中愈

来愈发挥着“社会稳定器”的功

效，承担着提升社会文明、凝聚

道德的积极功能。二是新趋向。

2013 年 11 月 22 日，《人民日
报》发表题为《慈善募捐，云南官

退民进》的文章，其中提到了慈

善发展的新趋向，即“官退民

进”，以及云南省出台的《大力培

育发展社会组织 加快推进现代

社会组织体制建设的建议》，其

中强调政府会在未来发展中逐

步退出公益慈善募捐市场，除了

重特大灾害外，政府将不再参与

社会募捐的实际运行。这样就使

得社会组织要承接社会慈善募

捐的全部事宜，而政府将更多地

关注监管体系建设，譬如完善社

会公众投诉举报机制等。三是新

途径。2015年 1月 14日，《人民
日报》发表题为《网络搭台———

让慈善好玩起来》的文章，提到

了“网络慈善”。“网络慈善”这种

平台式的慈善方式，现在已经成

为应用最广泛、效果最突出的方

式。原因在于网络平台拥有广大

客户。通过“互联网公益”，能够

大大加快善款和资源的筹集进

度，发挥“人人公益”的力量，让

更多的弱势人群被关注到，塑造

全新的互联网环境下的公益生

态。并且文章也提到了人民日报

网络平台客户端的下一阶段部

署，即“持续发力公益，促进公益

平台不断完善，引入更多具有合

法资质的公益机构，增加更多公

益行动发起、话题讨论、爱心捐

赠等功能，打通与微博、微信等

社交化媒体的‘互联互通’”。

这一阶段，通过《人民日报》的报道，

我们能够看出，随着慈善立法的完善，慈

善事业朝着规范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无论是“官退民进”的新趋向，还是“网络

慈善”的新途径，都给慈善事业的发展带

来了更大的机遇，同时也增加了挑战。如

何一方面保证慈善原有的发展态势不

变，一方面又能积极应对社会现状的变

化而作出调整，是未来慈善事业发展需

要考虑的现实问题。

随着党和国家对慈善事业发展模式

的不断探索，我国慈善事业也在不断改

进与完善，慈善在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

也越来越明显。未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

不断提升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不断推进，无论是官方慈善还是

民间慈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贡

献的力量会越来越大。但立足社会现实，

各类问题也日益凸显。随着问题的不断

解决，未来我国慈善事业一定会乘风破

浪，沿着光明的大道更有效地向前发展。

《人民日报》自然也承担着有关慈善事业

发展宣传引导的重任，这也将大大助力

对慈善事业的探索与实践。

渊据叶河南开放大学学报曳冤

截至 2023年 12 月 31 日，

使用人民日报图文数据

库进行检索，《人民日报》有关“慈

善”的标题、正文的检索共计 7648

条，其中有关“慈善”标题的检索共

计 721条，内容可谓十分丰富。以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日报》的报道

为视域，梳理我国关于“慈善”报道

重点的演变，有助于推动相关研究

走向深入。

冶
叶人民日报曳2010年 8月 2日第十一版

叶人民日报曳2016年 3月 20日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