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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国内多地出现新冠疫情反复苗头，河南、
山西等地爆发洪水，东北、内蒙古遭受雪灾，云南、青海
两省出现地震……在紧急关头，各地社会组织、民间救
援队、志愿者、社工积极投身抗灾抢险、疫情扑灭等工
作，保障人民生产生活安全，再次展现了大国公益的时
代担当。 此外，《湖北省慈善总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
项行动评估报告》显示，湖北省慈善总会去年拨付抗疫
资金超 61 亿元。 今年，我国企业、社会组织及个人针对
疫情灾情的捐赠金额依然高攀不下，其中，河南水灾捐
赠达数十亿元，山西水灾捐赠也逾十亿元。

我国社会捐赠继续保持多点开花、屡获突破的良好态势。据《2020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报
告》， 内地年度接受款物捐赠首次超过 2000 亿元。 今年，99 公益日筹款再破历史纪录，超
6870 万人次捐赠 35.69 亿元善款。 在大额捐赠方面，第十八届（2021）中国慈善榜显示，有
105 位慈善家合计捐赠超 40 亿元，1108 家慈善企业合计捐赠近 227亿元。其中，河南 7·20
特大水灾发生后， 社会捐赠在短短一周内即高达数十亿元； 高等教育捐赠持续升
温， 韦尔股份控股股东虞仁荣捐赠超 300 亿元打造高水平理工类研究
型大学、河仁慈善基金会出资 100 亿元举办高水平新型应用
研究型大学。 同时，以鸿星尔克为代表的企业在经
营不利的情况下仍作出大额捐赠承诺，
引发社会大面积讨论。

在疫情面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成为全社会共识。 3 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一场广泛而深
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 要将其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 在此背景下，
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概念与实践迅速升温，国内企业正努力成为更加负
责任的社会公民。 10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于《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
大会领导人峰会发表主旨讲话，大会通过《昆明宣言》，倡议各国共建全球生态文
明、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 同期，我国正式设立首批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 23 万
平方公里。 这一年，调整后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对外发布，野生动物
保护法的修订工作有条不紊地继续推进， 而离家北上的云南亚洲象群引发全民
围观，多地猛兽下山事件被大众热议，更使得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观深入人心。

3 月 11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决议， 公益慈善行业再迎历史
机遇。 5 月 24 日，民政部、国家发改委印发实施《“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
划》，明确到 2025 年，实现“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志愿者联动机制和参与社
会治理的途径进一步畅通和规范。 慈善事业的第三次分配作用更加凸显”的
目标。 10 月 8 日，民政部制定的《“十四五”社会组织发展规划》对外发布，明确
提出推动社会组织从注重数量增长、规模扩张向能力提升、作用发挥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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