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察
03

２０23．5.16 星期二 责编：李庆 美编：王坚

金额：扎眼却真实

由一家媒体抛出这样一份榜
单，并坚持二十年，其审慎程度和
经受的压力也是不言而喻的。“旗
帜鲜明地扬善”———榜单编制方不
扭捏的态度，如今也成了中国慈善
榜的经典 slogan。

过去 20 年， 所有上榜慈善家
累计捐赠 1108.2315 亿元，过去 18
年（第一、二届榜单未统计企业数
据）， 所有上榜慈善企业累计捐赠
1909.0883亿元，两项合计 3017.3198
亿元。

如果用二十年前后的数据进
行对比，大额捐赠飞也似的增长速
度可谓令人咋舌。

第一届榜单显示，2003 年，仅
有 10.2930 亿元的慈善家大额捐赠
被记录在案，到了 2023 年，这一数
字来到 79.9910 亿元，增长近 8 倍；
2005年，慈善企业的大额捐赠总量
是 21.3622 亿 元 ，2023 年 则 为
200.7888亿元，飙升逾 9.4倍。

从下列中国慈善榜历年上榜
总额一表中可见， 自 2005 年起将
慈善企业数据统计在内后，我国大
额捐赠有四个年份出现巨大涨幅
（90%以上）。

首先是 2006 年。 由于之前三
年的造势，当年慈善榜收录的慈善
企业陡然增多， 由 86 家一下来到
222家。 再者，该年公司法的修订，
确认了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合法
性，股权转让限制松绑，使得股权
捐赠首次成为可能。

接下来便是绕不过的 2008
年，当年的汶川地震是这个世纪以
来引发国人第一次集中式奉献爱
心的标志性事件，为震后救援和重
建所贡献的大额捐赠扎堆式出现，
当年大额捐赠总额接近前一年的
一倍之多。

经过一年沉寂，2010 年的大额
捐赠则直接照上一年翻番。 这一年
是我国名副其实的“多灾之年”，新
疆等地寒潮冰雪、 西南地区连续旱
灾、青海玉树强烈地震、甘肃舟曲特
大泥石流、 沿海多地台风侵袭……
当年，慈善家和慈善企业的大额捐
赠金额双双打破历史纪录。

2014年，大额捐赠再次迎来历
史新高。该年的慈善企业表现和往
年持平，但 199 位上榜慈善家却录
得 219.02亿元的捐赠总额，可谓突
飞猛进。 究其原因，是与当年整个
国家、社会对公益慈善行业的重视
与支持有很大关系。 2014 年年初，
民政部、全国工商联联合发布《关
于鼓励支持民营企业积极投身公
益慈善事业的意见》， 要求进一步

提高民营企业参与公益慈善事业
的积极性、科学性和有效性；年终，
国务院又印发《关于促进慈善事业
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这是新中
国成立以来，第一个以中央政府名
义出台的指导、规范和促进慈善事
业发展的文件。

参与者：曲高仍和“众”

想通过一掷千金便可赢得四面
八方的赞誉， 在今天已是不可能的
事情，反而，大额捐赠，几乎可被视
为一项“艺术”，是企业和个人在原
有事业成功之后，要攀登的新台阶。

然而，曲虽高，和者也众。
遵从“能收尽收”原则，中国慈

善榜从 2004 年确立收录标准至
今， 每届榜单收录的慈善家均在
105-311人（组）之间；从 2006 年收
录国内企业数据至今，榜单收录的
慈善企业数量则呈波浪式上升趋
势，从最初的 222 家，增加至近两
届的千余家，2022年榜单更是破纪
录地收录了 1511 家企业的大额捐
赠数据。

自创始以来，中国慈善榜共收
录上榜慈善家 3348 人（组）次、慈
善企业 11793个次。

其中， 若按捐赠者所在地考
察，自然是来自北上广、江浙闽及
香港这些经济发达、慈善资源丰富
的慈善家和慈善企业居多，不必赘
言。 不过，其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
来自北京的慈善家和慈善企业数
量在 2008 年首次登顶， 后来有所
反复，终于在 2017 年坐稳宝座，至
今一直保持在前列。 这一现象说
明，一方面，不少优秀企业为了实
现更大的抱负，往往选择将总部所
在地迁至北京，另一方面，这些年
北京的慈善资源愈加丰富，可实现
的大额捐赠路径更加多元。

此外，来自港澳台地区的捐赠
持续不断也是十分值得关注的。例
如香港英皇集团主席杨受成一直
大力行善，在扶贫养老、医疗救助、
教育文化等领域持续不断地投入，
多次登上中国慈善榜。

按捐赠者所在行业考察， 来自
房地产领域的贡献自然长时间独居
鳌头，能源业、金融业、制造业也常
年有不俗的大额捐赠表现。 但从
2015年开始，来自房地产业及能源
业的大额捐赠比例有所下降。 2018
年， 以投资为代表的商务服务型行
业首次压过房地产业， 成为当年涌
现大额捐赠最多的行业；2021年，上
榜数量最多的企业来自批发和零售
业，达到 201 家，而仅上榜 51 家的
IT 业则贡献了逾 36 亿元的捐赠，
这两项数据均在房地产行业之上。

近二十年来，民营企业及民营
企业家是大额捐赠当仁不让的主
力。 不过，若仅观察慈善企业榜单
的前十位， 国有企业的比例尚可，
某些年份还可以占到大部分席位，
这表明，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
主要支柱，其在公益慈善事业上的
潜力也不容小觑。

善款流向：侧重且多元

综观近二十年的大额捐赠善款
流向趋势，有以下三个特点突出。

第一，教育始终是捐赠者坚守
的领地。

如， 宁夏本土成长起来的企业
家党彦宝怀揣反哺之心，2011 年与
夫人共同成立“宁夏燕宝慈善基金
会”， 每年拿出企业 10%的利润，大
力发展以“教育扶贫”为重点的公益
慈善事业， 多年来累计捐助 16.53
亿元，资助 16.99万人完成学业。

第二，紧紧跟随国家倡导。
如，新冠疫情期间，完美（中

国）有限公司持续响应国家倡议和
号召，密切关注疫情发展，在董事
长古润金的带领下，为支援抗疫工
作捐款捐物逾 4750万元。 此外，自
1997 年为延安捐赠第一所完美希
望小学后，公司现已形成捐赠希望
小学暨发起希望教师工程、推广母
亲水窖、倡导无偿献血、参与慈善
万人行、支持华文教育、推动禁毒
事业等公益体系，倾情捐助总额逾
9亿元。

第三，多元发展势头明显。
如， 世茂集团董事局主席许荣

茂多年来带领集团投入公益事业，
早在 2010年 5月，就携同商界朋友
在香港成立非营利机构“新家园协
会”，为内地赴港新移民、少数族裔
人士及其他社群提供一站式服务。
世茂集团涉足的公益慈善包括精准
扶贫、文化保护传承、防艾抗艾、社
会和谐、医疗救助、赈灾济难、教育
等方面， 已累计捐款逾 17.5 亿元，
项目覆盖人口超 2200万。

捐赠进阶：升量又升级

纵观中国慈善榜近二十年所
记录下的一笔笔数字，不难从量级
上将本世纪的大额捐赠划分成几
个阶段。

2008 年“中国公益元年”显然
是这第一道分水岭。

在此之前，无论慈善家还是慈
善企业，年度捐赠金额过亿者寥寥
无几。

2004年，中国慈善榜的前身初
问世，黄如论以 2003 年 2.1 亿元的
捐赠拔下头筹，其中，一笔 1.8 亿元

打造“江夏学院”的捐赠在当年可
谓石破天惊；两年后，他用自己与
儿子黄涛的共同名义以 1 亿元设
立福建省江夏百姓医疗救助基金
会，二次引发关注。

汶川地震的发生直接将中国
大额捐赠正式带入亿元时代。 当
年，中国慈善榜前五强的慈善家均
捐赠过亿，同样量级的慈善企业则
达到了惊人的 19 家。 这样的步伐
在随后几年并没有放缓，而是逐年
一浪高过一浪。

关于 2010 年，《公益时报》曾
有如下记录：“中国慈善家大步跨
入‘亿元慈善时代’……曹德旺以
个人名义捐赠的资金达 10 亿元之
巨。 无论是曹德旺，还是捐献名下
所有股权的牛根生，以及早在 2009
年就高调宣布捐 83 亿元有价证券
的福建富豪陈发树，都在证明着中
国富豪慈善发展的新趋势……据
中国慈善榜办公室统计，仅单笔过
亿的资金和证券捐赠就有 43 笔
128亿元。 ”

这一年年末，王健林更是向南
京市政府豪掷 10 亿元， 用于重建
金陵大报恩寺，这是本世纪第一个
单笔捐赠迈进 10 亿元的慈善家；
几乎同时，蒙牛乳业公司发布公告
称，公司创始人牛根生已将其名下
的蒙牛全部海外股权资产转让给
Hengxin 信托， 时值 14.2 亿港元，
用于公益慈善事业。

2011年，曹德旺捐出家族所持
3亿股福耀玻璃股份成立河仁慈善
基金会，当时市值约 35亿元。

2014年，阿里巴巴两位创始人
马云和蔡崇信宣布，将成立个人公
益信托基金，来源于两人在阿里巴
巴集团拥有的期权，总体规模为阿
里集团总股本的 2%。 马云也因此
实现单笔捐赠 124 亿元，登上次年
中国慈善榜的头把交椅。

虽然十亿元、百亿元级别的单
笔捐赠已偶有出现，但我国大额捐
赠阶段的第二道分水岭还要数
2016年慈善法的正式实施。

2016年起，中国慈善榜每年上
榜慈善家和慈善企业总数稳定保
持在 600+， 年度合计捐赠金额也
稳定保持在 140 亿元以上，这与慈
善法所带来的中国公益慈善行业
有法可依的新局面是密不可分的。

2017 年，阿里巴巴投入 100 亿
元人民币成立脱贫基金，全面参与
脱贫攻坚；2018 年， 恒大集团向贵
州省扶贫基金会捐赠 20 亿元扶贫
资金；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腾讯设立 15 亿元“抗击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综合保障基
金”；2021年，安踏集团董事局主席
丁世忠通过其成立的和敏基金会
捐赠 20 亿元， 建设上海市第六人
民医院福建医院……

比起捐赠金额的不断攀升，捐
赠方式的进化在这三个阶段更体
现出质的差异。

2008年以前，受限于捐赠管理
经验与法律政策，大额捐赠通常采
用一次性现金单笔捐赠。 这一时
期， 由于非公募基金会登记的放

开，成立基金会也成了众多慈善家
和慈善企业资金用途的一大方式。

但在现金之外，以股捐方式成
立基金会尚存在不小的困难。

牛根生及其家人在 2005 年宣
布将捐出在蒙牛的全部股份成立
老牛基金会，从而被誉为“全球捐
股第一人”。 但实际上， 直至 2006
年新公司法解除了董事长股权转
让的限制，牛根生的捐赠计划才获
得有关部门批准。

2008年之后，汶川地震引发的
大额捐赠浪潮不断冲击着彼时捐
赠市场的种种梏桎。

2009 年，财政部出台《关于企
业公益性捐赠股权有关财务问题
的通知》， 基金会原始基金必须为
到账货币资金的限制被打破。 当
年，牛根生又以现金和股票结合的
方式捐赠 4.18 亿元；两年后，筹划
已久的曹德旺向河仁慈善基金会
捐赠价值 35.49 亿元的 3 亿股福耀
玻璃股份……“股捐”逐渐成为慈
善家们的新宠。

2010 年， 上文提到的王健林
10亿元现金，并未直接捐给南京市
政府，实际采用的是“转移支付”的
方式，即首先将善款打入中华慈善
总会的账户，再由后者分三次拨付
给南京市政府。

同年，牛根生又第一个吃螃蟹，
以公益信托的方式进行捐赠———他
以质押股权的方式， 将其名下的境
外蒙牛股权资产全数转让给瑞士信
贷信托公司下设的 Hengxin 信托，
完成他股票捐赠的承诺。

彼时，慈善家选择在境外设立
公益信托，一方面可避免境内机构
接收境外资产产生的诸多税项及
繁琐程序，另一方面则是境外的公
益信托制度比较成熟和发达。

然而，2016 年慈善法的出台，
使得国内大额捐赠有了更多的选
项，慈善信托等一系列新颖捐赠方
式在国内迅速起步、完善。 2016 年
当年，我国慈善信托即成功备案 22
单，合同金额规模 30.85亿元。

2017 年， 何享健家族公布 60
亿元捐赠计划，其中包括 1 亿股美
的集团股票和 20 亿现金捐赠，慈
善信托占比八成。

2018年，鲁冠球之子鲁伟鼎捐
出其持有的万向三农集团 100%股
权，设立“鲁冠球三农扶志基金”慈
善信托，是目前为止全国资产规模
最大的永久存续的股权慈善信托。

2020年，万科企业股资产管理
中心将 2 亿股万科股票一次性捐
赠给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用于设
立“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
学科发展专项基金”。

同年，韦尔股份控股股东虞仁
荣计划以股权捐赠的方式捐赠逾
200亿元， 用于建设一所理工类的
新型研究型大学。

中国慈善榜走过二十年，不难
看出，这份榜单见证、记录和参与
推动的大额捐赠，如今早已经过几
番蜕变， 即由情感走向理性主导、
由松散走向系统常态、由简单走向
科学持续。

中国慈善 20年：大额捐赠面面观 ■ 本报记者 高文兴

2004 年 5 月 10 日，一张名为“2003 年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的捐赠明细在《公益时报》发
出，从此，每年国内个人和企业完成的大额捐赠，以及境外主体用于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大额捐赠，
开始被建档记录。

第二年，入选榜单的门槛在金额上被设定为 100万元。
二十年间，这份年度大额捐赠榜单由一张扩展至多张，它们共同有个响亮的名字———中国慈善榜。
基于中国慈善榜，我们见证、记录、推动了我国大额捐赠在这二十年的发展壮大与创新拓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