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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九十万社会组织 “起名”为何要立规矩？

一件“起名”小事，
为啥要下力气整治？

要知道，“起名”背后，“名

堂”不小。

我国的社会组织主要包括

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

单位三大类。从新中国成立初期

仅有全国性社会组织 40 多家，
到如今有各类社会组织近 90万
家，社会组织的名号日渐响亮。

但在名称规范方面，我国此

前仅对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

的名称有一些具体规定，在社会

团体名称立法方面是空白，加之

已有的规定立法层级不高、约束

力不强，各级部门把关尺度不

一，出现社会组织名称“五花八

门”的现象。

有的社会组织业务范围、活

动地域仅在一省一市，却冠以

“中国”“中华”；有的社会团体钻

政策空子，利用成立分支机构、

内部办事机构无须向民政部门

登记的规定，给自己的分支机

构、办事机构起了个法人组织的

名称，在对外活动时以独立身份

出现，借此扩大“影响力”、谋求

更多“实惠”。

若只是名字的事儿，似乎还

不打紧。更严重的问题是，合法

合规的社会组织名称不规范，给

了未经登记许可的非法社会组

织可乘之机。他们藏身于迷人眼

的“乱花”之中，滥竽充数，凭借

一个看似有官方背景的名称行

骗捞钱，不仅败坏了社会组织名

声，还扰乱了社会秩序。

比如，前两年取缔的“全国

中小学生综合素质等级测评中

心”，靠着像“正规军”的名字，在

各地授牌成立 30 余家测评中
心，制发带有“全国”字样的综合

素质等级证书，让一些家长不小

心掉入“陷阱”。

这次发布的办法
定了哪些规矩？

一是严防以名称“抬身价”。

办法明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的登记管理机关登记的社会

组织名称中间一般不得含有“中

国”“全国”“中华”“国际”“世界”

等字词；

二是拒绝“以偏概全”。办法

规定，社会团体分支机构名称应

当以“分会”“专业委员会”“工作

委员会”等准确体现其性质和业

务领域的字样结束；社会组织内

部设立的办事机构名称应当以

“部”“处”“室”等字样结束，让人

一目了然；

三是避免非营利性质社会

组织用“商业外衣”包装。办法要

求，民办学校、民办医院、民办养

老院等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应

当以“学校”“大学”“学院”“医

院”“中心”“院”等字样结束，名

称结束字样中不得含有“总”“连

锁”“集团”等……

规矩立了，
如何落到实处？

这次出台的办法将自 5月 1日
起施行，但许多工作得马上就干。

民政部表示，下一步要出台

配套规定，把起名问题纳入年度

检查，纠正不合规现象。

“正名”只是第一步，社会组

织规范发展还需更多发力点。

近日，科技部、民政部、中国

科协公开发文，开展科技类社会

团体发挥学术自律自净作用专

项行动，推动科技类社会团体主

动承担学术自律自净的职责使

命，常态化开展职业道德和学风

教育。

这一专项行动透露鲜明信

号：社会组织要更好发展，就必

须走正路、有信用。

实践证明，只要坚持做实

事，就会有好口碑。

多个领域社会组织投入上

千亿元助力脱贫攻坚；慈善组

织、红十字会筹集捐赠资金数百

亿元助力战“疫”；蓝天救援队等

总是冲在抢险救灾最前线……

“起名”实实在在、干事踏踏

实实、发展与时俱进，这是社会

组织该有的样子，也是社会组织

健康有序发展的好路子。

（据《新华每日电讯》）

1月20 日，由中国社会科
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杨

团、南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朱健刚担任主编的《慈善蓝皮

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3）》
在北京发布，在当天召开的出

版座谈会上，50 余位专家共同
探讨中国慈善事业的变局与

趋势。

座谈会上，朱健刚深度解

析了慈善蓝皮书的主要内容，

包括 2022年中国慈善大数据、
2022年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基本
面、慈善政治的浮现与慈善共

同体的建构，以及对未来的思

考与展望等。

据介绍，2022年，中国慈善
事业部分指标数据回落至疫情

前的常态化水平，但是总体上

继续保持平稳发展的态势，良

法善治、全民慈善、商业向善以

及科技向善依旧是推动中国慈

善事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

驱动力。

社会组织总量首次出现

负增长。截至 2022 年第四季
度，我国社会组织总量为

89.13 万个，较 2021 年同期减
少 1.07%。其中，社会团体 37
万个，社会服务机构 51.2万个，
基金会 9321个，分别较 2021年
同期增长 -0.27%、-1.73%和
4.91%。全国累计慈善信托备案
1182单，财产总规模为 51.65亿

元。共计 678家境外非政府组
织代表机构依法登记，较 2021
年增长 7.45%。

慈善资源总量出现明显回

落。一直以来，蓝皮书将社会捐

赠总量、全国志愿服务贡献价

值和彩票公益金三者之和设定

为全国社会公益资源总量。相

关测算数据显示，2022 年全国
社会公益资源总量预测为 4505
亿元，较 2021年增长 0.81%。其
中，社会捐赠总量为 1400 亿
元，彩票公益金总量为 1190亿
元，全国志愿服务贡献价值折

现为 1915亿元，分别较 2021年
增长-4.63%、13.66%和-2.00%。
2022年“99公益日”期间，公众
捐款总额为 33 亿元，较 2021
年下降 7%；捐赠人数为 2758
万，较 2021年下降 8%。虽然筹
款规则不断推陈出新，但是“99
公益日”慈善资源分配中的垄

断现象依然值得警惕，前五强

慈善组织累计筹款 11.15 亿
元，依然占据了筹款总额的四

成以上。

慈善信托总量实现迅猛增

长。据“慈善中国”官网数据显

示，截至 2022年 12月底，全国
慈善信托备案数为 1182单，财
产总规模为 51.65亿元。其中，
2022年完成备案的慈善信托为
409单，财产规模为 12.3亿元，
分别较 2021 年增长 80.18%和

115.41%。
志愿服务在争议中走向纵

深化发展。2022年，我国实名注
册志愿者总数为 2.3 亿人，较
2021年增长 3.6%。全国志愿服
务折合人工成本价值约 1915
亿元，志愿服务指数总体增速

断崖式下降，增长率仅为

0.16%。2022年是志愿服务持续
推进与深化发展之年。中国志

愿服务在大型赛会、疫情防控、

乡村振兴等不同领域呈现进阶

式的发展格局。

此外，2022年，参与乡村振
兴领域的社会组织呈逐年增长

趋势，从 2021 年的 20.4 万家
增加到 21.5 万家，年度数量
增幅达 5.39%，占全部社会组
织的 24.83%。其中，社会团体
9.3 万个，增幅 6.8%；社会服
务机构 11.8万个，增幅 3.56%；
基金会 3608 个，增幅 3.44%。
2021 年全国共有 2788 个基
金会投入乡村振兴事业，支

出总额为 169.63 亿元。乡村
振兴是促进政府与社会合成

中国大公益的力量，前所未

有地开启了政社合作的机会

之窗。社会组织要转型升

级，即坚持党的领导和市场

导向，积极发挥衔接政府、市

场、乡村之间关联的社会纽带

作用。

（据中国新闻网）

近日，2024广州社会组织交
流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发布

了《广州市社会组织发展报告

（2023）》。该报告显示，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广州全市
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总数为

7964 家，共有登记认定慈善组
织 245 个。其中，在广州市本级
登记的社会组织数量达 1627
家，在 11 个区级民政部门登记
的社会组织数量达 6337 家，广
州市番禺区、天河区、白云区社

会组织数量位居全市前三位。

与教育相关的社会组织达 2563
家，与社会服务相关的达 1380
家，与工商业服务相关的达 944
家，分别占比 32.2%、17.3%和
11.9%。

在广州市社会组织整体发

展状况方面，2023 年，广州市社
会组织持续开展“走百家、访千

社”调研活动，积极参与相关领

域的法规制度标准化建设，在创

新支持体系建设持续发力，有计

划有重点地扶持第八批广州市

品牌社会组织，打造首批广州

市社会组织人才工作室，创新

实施社会组织服务高质量发展

“红联聚能”行动，推广“６＋Ｘ”
机制，引导开展“搭平台促高质

量发展”活动，为区域创新发展

注入新动能。

据了解，2023年，广州市社
会组织管理局在全市社会组织

中开展“红联聚能”行动。社会组

织广泛开展“搭平台促高质量发

展”活动，召开 200 多场供需对
接会。其中一场供需对接会促成

了 8家企业合作，达成截至目前
最高签约金额 52亿元；牵头搭
建建筑产业全链条金融服务平

台，帮助建筑行业企业获得银行

授信达 2100亿元。
此外，2023年，广州市社会

组织管理局组织还实施社会组

织助力乡村振兴七项行动，在粤

东粤西粤北和市内花都、从化、

增城等地区，开展产业帮扶、助

学帮教、医疗扶持等多元化帮扶

行动。据不完全统计，全市有 163
家社会组织在省内开展 786 个
帮扶项目，累计捐款捐物价值

1.8亿元。
（据《中国日报》）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不慎将票据号为 0000044057 的公益
事业捐赠统一票据遗失，现声明作废。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三十日

《慈善蓝皮书 2023》在京发布
慈善资源回落 社会组织总量负增长

作废声明

广州市社会组织数量近八千家

中国自古就有“名正言顺”的说法。 但“正名”，从不只是起个“好”名字那么简单。
蓝天救援队、红十字会志愿者服务队、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这些人们熟悉的组织

还有一个“大名”———社会组织。
一段时间以来，由于一些标准不统一或有的把关不严，社会组织名称中出现“打大牌”“戴高帽”等

不规范现象。 老百姓要想认清楚，一个字———难！
民政部最新出台的《社会组织名称管理办法》，剑指上述问题，为近 90 万家社会组织立规矩，也为

各级负责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工作的民政部门提供了统一标尺、权威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