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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短短几个月时间，中国防治
疫情成绩有目共睹 。 这得益于
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动员能力 、
医务人员的奉献 、 物资保障充
沛 、 民众自律以及社区联防联
控 。 而公益慈善组织则通过组
织捐款 、捐助抗疫物资 、组织志
愿活动等多种方式，参与了抗疫
的整个过程。

一 、面对疫情 ，公益行业缺
什么

灾难会让 人性 闪 耀 光芒 ，
也会更加暴露人性中的丑恶 。
公众记住了志愿者 、 社会组织
的抗疫事迹 ， 也记住了那些不
和谐的音符 。 本次疫情也公益
组织也暴露出公益慈善行业存
在的诸多问题 。

公信力，依然是公益慈善的
软肋。 《公益时报》的调查结果显
示，公众对红十字会的满意度较
低。 作为一家“百年慈善老店 ”，
如何解决透明、 效率等问题，给
公众以信心，发挥救死扶伤的使
命，依然值得深思。

专业能力缺失、理性判断力
不强，也是公益慈善组织面对抗
疫暴露出的重大问题 。 面对疫
情，仅凭一腔热情远远不够。 在
抗疫中， 众多机构仓促上马，做
了自己不擅长的事情，比如捐赠

口罩、防护服等，既无渠道，又没
有专业鉴别力。 还有一些公益组
织 ， 忘记了自助助人的基本原
则，在自身还没有做好防护的情
况下 ，就直接面对病毒 ，结果有
的志愿者也被感染 ， 让人十分
痛心 。 这暴露出日常公益慈善
机构的自身建设 、业务规划 、应
急处理等方面的问题 。 许多公
益慈善机构 ，在创立之初 ，就是
凭着一腔热情创立的 ， 只强调
使命 、责任 ，而没有与之相匹配
的理性精神 、专业能力 、路径规
划等 。 疫情让我们明白 ，使命不
能替代专业，热情不能取代理性
与科学。

有学者及业界人士反思 ，说
之所以手忙脚乱，其原因在于缺
乏应急机制，缺乏应对疫情的经
验，这有一定的道理 。 可是 ，在
岁月静好的平日里 ， 公益机构
在参与救助 、运作项目时 ，难道
就高效有序吗 ？ 这才是问题的
本质 。 从根本上说 ，疫情考验的
是平时的专业素养 、管理能力 ，
考 验 的 是 机 构 内 部 的 整 合 能
力 ，以及与政府 、企业的沟通协
调能力。

这一次抗疫过程中，公益行
业也暴露出诸多问题。 一是统筹
协调机制缺位，民间救灾整体缺
乏预见性和科学准备；二是缺乏

顶层领导组织和能力，无法指导
社会力量和企业有序参与；三是
公益机构罕有预案准备、各行其
是 ，行业联合与协同不足 ；四是
除个别指定机构外，民间力量无
法与政府部门开展高效协同；五
是顾不上做需求调研和评估，项
目 “跟风 ”的现象依然严重……
在一些专业人士看来 ， 与 12 年
前汶川地震时相比，公益行业依
然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民间救灾
机制，专业救灾能力亦未显著提
升 ，因此 ，在此次疫情防控中未
能发挥出期望中的作用。

通过反思，我们不难发现这
样的事实 ：在灾情之中 ，能对抗
疫有所助益的，大多是平日专注
在某个领域精耕细作 、 运作有
序 、内和外顺 、协作有力的公益
机构。 它们的经验，昭示着行业
发展的未来之路。

二、“和顺通专”， 公益行业
的必由之路

几千年的文明史显示，人类
与灾难形影不离 ，而慈善与人类
的苦难相伴相生 。 近现代进入
工业社会以后 ， 社会的风险系
数更高 ， 更容易发生局部乃至
系统风险 。 因此 ，公益行业作为
重要的社会组成部分 ， 在应对
系统性风险中 ， 应该有更大的
作为。 但前提是，公益慈善行业
要通过对抗疫的反思，找到自己
的建设之路。

那么 ，公益慈善组织 ，应该
如何加强自身建设，为或许还要
发生的疫情乃至灾难做好准备
呢？ 以笔者之见，需从以下四方
面入手。

一是 “和 ”， 即建设合作共
享、和而不同的内部环境。 公益
行业需要破除小圈子意识，要有
合作共享的胸怀。 公益行业的基
本出发点是解决社会问题，或扶

贫济困 ，或敬老爱幼 ，或教育教
化，有着共同的目标。 这与企业
不同 ，因此不应强调竞争 ，而应
看重合作共享， 坚守共同目标 ，
守望相助。

我国目前仅有 85 万家注册
的社会组织，与上亿的市场主体
相比，规模甚小。 强调和合，就是
要加强行业内的理念 、 信息共
享 ， 加强资源和行动等方面的
链接 ，形成围绕解决社会问题 、
提 升 社 会 福 祉 的 合 力 。 这 种
“和 ”， 是行业内部的和谐 、和
顺 ， 要在依法开展慈善活动的
基础上 ，形成行业秩序和规范 ，
讲求慈善伦理 ； 要有价值认同
和理论支撑 ，形成行业文化 。 同
时加强合作与交流 ， 促进行业
协作和专业化分工 ， 更好发挥
聚合作用 。 这是行业发展的重
要价值取向 。

二是 “顺 ”，即理顺关系 ，建
设顺畅的外部环境。 这是慈善机
构作为社会组织 ， 参与社会建
设 、解决社会问题 、促进行业健
康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首先是
政府关系。 在社会治理中，包括
在重大疫情中，政府居于主导地
位，无论中外都是如此。 在重大
问题中 ，甘于当配角 ，善于当配
角，用公益行业擅长的方式解决
问题。 其次是与企业的关系。 企
业是捐款的重要来源，也是参与
社会创新的重要力量。 而企业的
方式也是效率最高的。 如何与企
业合作，引导商业向善的同时坚
守自身价值立场， 保持独立性，
这对公益机构乃至行业而言都
是一门大学问。 三是与社会的关
系。 公益行业立足于人心之善 ，
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倡导公
益理念和志愿精神，传播慈善文
化。 需建设良好的公众与社会关
系 ，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引导
人心向善。

三是“通”。 融会多学科知识
和东西方思想，贯通慈善文化及
精神内涵，在社会发展变化中明
晰公益慈善的价值定位及其基
本逻辑 ，才能知行合一 、造福社
会。 现代社会面临的挑战前所未
有，无论是新冠疫情这样的突发
灾难还是环境污染等全球性问
题 ， 都需要第三部门的积极参
与。 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 ，
公益慈善行业要有广阔的视野
和系统思维方式，要善于综合运
用多种学科知识。 一方面，在慈
善理论构建上， 要借助史学、哲
学 、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 ，贯通
慈善之理 ；另一方面 ，要借助经
济学 、 管理学等学科及信息技
术 ，探究 “为善之术 ”，形成与公
益慈善发展相适应的思维、行为
方式。

四是“专”。 专业是实现使命
的基石 。 对于公益慈善组织而
言 ，没有专业精神 、专业能力和
专业人才 ，使命难以实现 ，甚至
还会好心办坏事。 这次疫情，也
使我们深深感受到专业精神的
魅力。 要专业 ，就必须要有专业
人才 ， 这是慈善行业专业性的
基础 。 培养公益慈善专业人才，
一方面要提高现有从业者的系
统思维能力和专业技能 ， 另一
方面要善于将相关专业人才引
入公益行业 ， 将其培养成爱公
益 、 懂公益的志愿者或专职公
益人 ， 使其在为社会服务中实
现自身价值。

总之 ，所谓 “和顺通专 ”，就
是从公益行业的整体发展而言，
理清其内外部关系，构建起基于
社会价值的公益伦理和理论体
系，形成能够指导公益实践和社
会创新的思维方式，提升行业专
业能力和整体水平，从而搭建起
能够促进社会问题解决和公益
生态完善的支撑体系。

疫情之下的公益冷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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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
发展 ，“传统慈善 ” “现代公益 ”
提法的出现频率越来越高 。 传
统的慈善如何演化为现代的公
益 ？ 两者产生和存在的背景 、基
础有哪些不同 ？ 这些都是值得
探讨的 。

总的来说，传统慈善和现代
公益的存在背景都是社会均衡
的需要，是社会再分配的方式和
手段。

传统慈善大多由宗族 、个
人主导 ，也偶有官员 、政府鼓励
支持 ，突出的是 “济 ”，一方帮助
另一方 ，面向宗族 、乡里等特定
人群居多 。 慈善行为的出发点
大多是直接对人的关怀 ， 不论
是受儒家思想驱使 ， 还是其他
宗教教义使然 ，不论是义庄 、义
学 ，还是慈善堂 、养病坊 ，都不
具备公共化受益 、普遍性济助 、
社会化动员等特点 。 如此形态

的经济背景是小农经济 ， 自给
自足基础上的富余慈善 ， 封闭
分散基础上的局部慈善 ， 宗族
血缘基础上的乡里慈善 ， 个人
认同基础上的少数人的慈善 。
即使是以寺院等为依托的宗教
性慈善 ，也是在当时宗教经济 、
政策基础上的副产品 ，遭遇 “三
武灭佛 ”或其他社会纷争 ，这种
慈善也是变数频频 、 难以为继
的 ； 传统慈善的文化背景是以
个人修为德性为认识基础 ，既
不是社会共识 ，也不是责任义
务 ，随意性 、随机性因素较多 ，
即使得到社会认同和赞许 ，也
不 是 价 值 风 尚 形 成 的 必 要 要
件 ； 封建社会 、 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的政府不能说是以人民
为中心的政府 ，其政治的基点
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 ，慈善
行为的普世价值受到限制 ，也
不 可 能 得 到 统 治 阶 级 的 倾 力

推动 。
现代公益总的来讲是组织

化进行的， 得到政府的支持，突
出的是 “益 ”，是公共利益 、共同
好处，局部或个人帮助全局或集
体 ，面向社会 、全局中的弱势群
体或需保护 、 需发展的公共事
业。 公益事业产生的出发点是通
过对影响社会持续均衡和谐发
展的事物的关注与支持解决，而
最终达到对 人 民福 祉 的 关怀 。
不论是帮助弱势群体 ， 还是关
注生态环境 、医疗卫生 、文化体
育等 ，都能体现出利益共同性 、
对象普遍性 、 动员社会化等特
点 。 如此形态的经济背景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
速发展 ， 市场化全球化打破封
闭 ，社会整体性 、资源共享性 、
发展协同性等已远非传统经济
时代可比 ，经济实力 、从事公益
事业能力为现代公益事业发展

提供了经济保障 ； 现代公益的
文化背景是文明和谐 、 平等友
善 、社会责任等成为价值取向 ，
个人修行向家国情怀升华 ，命
运共同体认识得到提升 ， 热心
公益成为时代风尚 ， 文化促进
成 为 现 代 公 益 发 展 的 思 想 动
力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人民
为中心 ，公益和国家利益 、人民

利益是一致的，公益事业有充分
的政治保障。

传统慈善中的 “仁 ” “爱 ”
“德” 等思想在现代公益中得以
传承，现代公益为传统慈善的发
扬开辟了更为宽阔的舞台，尽管
在对象范围 、组织方式 、规模作
用等方面有所不同 ， 但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相得益彰。

传统慈善与现代公益微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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