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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朋友：

当你翻开这期《公益时报》的时候，2018 已在钟声中离我们远去。

通过这一年的努力，你可支配的收入是否增加，让自己和家人生活在更惬意的环境中？ 你报考的学

位是否完成，让你掌握了更多的知识和技能？ 你参与的项目是否圆满，让你觉得这一年的辛勤工作都没

有白费？ ……尽管这份“答卷”的打分人是自己，我们还是会尝试用类似的问题来考察自己在过去 365 天

中取得的长进。

新一年的第一期，我们不妨让目光在 2018 年多停留一会，看看公益行业在这一年交出了一份什么样

的“答卷”。

我们之所以特别重视这份“答卷”，当然也与 2018 年的特殊年份有关。

2018 是我们尤为不舍的一年，站在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丰碑处回望来路，一场场扣人心弦的体制改革

耐人寻味， 一件件载入史册的关键事件仿若昨天， 一个个乘风破浪的历史人物飞扬眼前……这一系列改

革、事件和人物构成了国人对过去 40 年奋进史的“共同记忆”。

如果站在公益人的角度，这份“共同记忆”可能还要添加一些关键词：希望工程、汶川地震、“郭美美事

件”、慈善立法……尽管这样的一份“共同记忆”令人五味杂陈，但我们确实通过这样一次次的事件，完成了

国人的 “公益觉醒”， 推动了中国当代公益的历史进程———今天， 我们的基金会由 1981 年的 1 家增长至

6322 家，社会组织总数突破 80 万，社会捐赠热情逐年高涨，并日益成为政府公共事业的强有力补充。

回到 2018 这一年，脱贫攻坚大举推进、《慈善法》配套体系构建完成、社会组织规范前行、大额捐赠显

著增长……公益行业为 40 年间的自身发展写下了一个令人欣慰的注脚。

作为我国第一家专注公益行业发展、聚焦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建设的媒体，《公益时报》在 2018 年

继续观察、记录和分析这一年我国公益行业的政策走向、调研数据、热点事件、组织动态、社会创新，并以积

极参与者的身份努力推动公益行业的整体发展和跨界突破。

2018 年，我们连续第十五年推出中国慈善榜，坚持“旗帜鲜明地扬善”；我们举办中国公益年会，发掘

“时代洪流中的企业家精神”，以此为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提供跨界平台和商业借鉴；我们发布新一轮企业

社会责任优秀案例，记录“企业公民”理念的创新实践；我们启动第二届中国彩票论坛，成立研究院，以最新

科技和研究共同推进彩票行业的现代化……

当然，总结过去是为了更好地规划未来。 前 40 年的辉煌已不必作过多赘述，我们应当思考要为下一个

40 年开启什么样的公益篇章。

我们清楚地看到，虽然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公益创新模式驱动国人的捐赠热情与日俱增，但中国社

会治理的全部门参与和“人人公益”的图景勾勒仍有待时日。

在公益体系成熟的国家，提供社区基础服务、营造社区治理机制的社区基金会已成为稳定社会、调节

矛盾的基石，而我们的公益行业则仍然由政府主导的全国性基金会发挥主要作用，社区内成员的相互联系

却日渐疏远。

因此，提高解决社会问题的创新能力，关注社区、打造社区公益组织，发起和支持缓解社会当务之急的

公益项目，已经成为中国公益界更好地参与社会治理、填补政府公共事业缺失的具体方向。

基础社区服务，连同基础教育和基础科学等基础领域的夯实程度，更决定中国在下一个 40 年中以何

种姿态向世界展现。

朋友们，以 2018 年的“答卷”为鉴、以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答卷”为鉴，《公益时报》邀请您与我们共同

开启未来 40 年的公益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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