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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

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

化”，表现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的坚定决心，并提出实现共同富裕的

总体目标和近期主要任务。

2023年，作为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目标的有生力量，中国基金会行业备

受振奋，行业发展目标更为明确，同时

也对未来发展提出更高要求。

也是在 2023年，自 2022年底开
始付诸讨论的慈善法修订一事，热度

持续全年。2023年 10月 25日，中国人
大网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修

正草案）》并公开征求意见。2023年 12
月 29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
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慈善法的决

定，新修改的慈善法将自 2024年 9月
5日起施行。从修订到修正，慈善法修
改本身称呼的变化也引发基金会行业

思考。

在全球气候变暖趋势增强、极端

灾害事件频发、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加

剧的当下，中国基金会行业宛若时代

洪流中一艘争渡的大船，应该如何绕

过暗礁？又该如何抵御风雨？这艘大船

最终应当驶向何处？

问题的答案，写在基金会行业对于

“暗礁”“风雨”和“大船”的讨论之中。

以备受社会公众关注的中华儿慈

会“配捐”诈骗风波为例，中国基金会

行业对类似负面舆情多有关注与讨

论，重点围绕公众信任重建、基金会合

规发展、公众筹款边界等议题，试图找

到一波又一波“信任寒流”袭来的真正

原因。

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 2023 年
会上，“基金会行业建设需要坚守并强

化底线原则”被多次提及。毋庸置疑，

基金会行业的发展，必须行驶在法律

法规的轨道上，这也是基金会对于慈

善法热切讨论的根本原因。对于 2024
年，多家公募基金会都表示将继续开

展“梳理羽毛”“排雷”这样的工作。随

着慈善法修正以及更多行业法律法规

的出台、完善，基金会行业或将迎来真

正意义上的高质量发展。

在合规之后，如何才能谋

求高质量发展？韧性，是又一

关键词。

至于韧性何来，这个问题

或许可以从 2023年中国基金
会发展的案例中寻求答案。北

京大爱清尘公益基金会的回

答是“议题”，即围绕解决尘肺

病议题、改善尘肺病人及其家

庭情况，开展项目设计与行

动、捐赠人拓展与维护工作。

例如，在项目公众传播与捐赠

人沟通上，大爱清尘基金会举

办股东人大会、“惊呆了，原来

这就是政策倡导！”等一系列

线上线下活动。围绕议题所开

展的一系列公众对话，正在帮

助大爱清尘建立具有粘性的捐赠人社

群，在实现公众倡导的同时帮助基金

会获得稳定的月捐收入。

由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联合北京

字节跳动公益基金会发起的“银杏家

园”项目也在探索中找到一条有趣的

公众路径。该项目通过建设乡村为老

服务站点，持续为乡村低收入老人供

餐。为确保站点供餐质量，项目要求每

个站点在供餐时都要开直播。这个用

以监督的行动，也在无意间吸引了部

分未在老人身边的外出务工子女以及

潜在捐赠人的关注。

目前，这样的形式还有值得注意

的地方，例如镜头语言质量、直播间基

础运维等。但在语境下沉的今天，如何

利用好互联网工具与新媒体语言，在

基金会议题框架之内，同“互联网新的

原住民”展开平等且深入的对话是一

个极为复杂的课题。越在此时，这样的

实践就显得越发重要。

实际上，中国基金会谋求韧性发

展的土壤广博。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

心（CNNIC）2023年 8月 28日发布的
第 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报告》数据显示，截至 2023年 6月，我
国网民规模达 10.79 亿人，较 2022 年
12月增长 1109万人，互联网普及率
达 76.4%。

庞大的网民数量推动着基金会行

业在互联网公益方面持续发展。以

2023年 99公益日为例，活动期间，公
众参与人数超过 1.2亿，较 2022年翻
了一倍；爱心符号“小红花”互动量超

过 3 亿，公众筹款超过 38 亿元，接近
三分之二的善款关注乡村振兴类项

目。“年龄”尚轻的“DOU爱公益日”则
累计吸引 1200万人次参与，超 500个

公益项目累计完成筹款约 4300万元，
3000多名创作者推出了上万条公益视
频，全网播放量超过 12亿次。
捐赠额与播放量增长的背后，都有

中国基金会行业深度参与的身影。从

2023年已经展开的探索来看，中国基
金会行业已经在合规背景下通过韧性

建设找到独具自身发展特色的道路。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基金会行业还

有一条特殊赛道。2023年 5月发布的
《2022中国高校基金会大额捐赠观察
报告》显示，2021年国内高校基金会接
收了 254笔金额大于等于 1000万元的
大额捐赠，到账总额达 86.04亿元。

2023 年仍然保持了这一态势：11
月，武汉大学 1987级计算机系校友，
小米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

官雷军向母校捐赠 13亿元；此前的 7
月，中南大学一名匿名校友向中南大

学捐赠 6亿元；12月 15日，上海韦尔
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控

股股东虞仁荣的一致行动人绍兴市韦

豪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计划向宁波东方理工大学教育

基金会无偿捐赠其持有公司的

1000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按
照 12月 14日韦尔股份收盘价格
108.41元计算，该笔 1000万股韦
尔股份市值约 10.84亿元。

这样的发展态势意味着，中

国高等教育发展正在依托高校

基金会的形式谋求多元突破。对于社

会捐赠而言，一种更具专业性、系统性

的教育捐赠模式被广泛接受，这也为

其他非高校基金会提供更多可能。

时下，中国社会公益事业的重要

力量正在持续增强。互联网企业深度

参与公益基础设施建设，平台价值不

断彰显。借助公益基础设施发展，作

为公益载体的基金会，专业化、职业

化在过去一年中得到不断提升。依托

于数字工具，基金会正在不断扩大公

益的内涵和外延，突破经济实力和时

间成本的限制，提升公益项目的改变

力、动员力、影响力，不断创造新的社

会价值。

至此，前述问题的答案逐渐清晰：

暗礁沉在水底，需要行船者谨慎，坚守

合规底线；风雨来自环境，需要大船坚

韧，谋求高质量发展；至于大船的方

向，时代洪流驶向的远方，才是基金会

争渡的目的地。 （赵明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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