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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年， 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世
界经济复苏缓慢，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
缩、供给冲击及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中国沉
着应对世纪挑战，构建新发展格局，走高质
量发展路径，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

中国企业通过各种方式挖掘新契机，在
不确定性中开创新局面，形成可持续发展预
期。 一些企业还通过升级业务模式、创新产
品质量实现更大发展。 企业通过积极回馈社
会践行第三次分配，积极参与到历史发展大
格局中。

慈善公益成为企业美誉度的一张最好
王牌。

面对中国作出的 2030 碳达峰、2060 碳
中和“双碳”庄严承诺，企业大力践行绿色发
展、降本增效，加大绿色经济投入，成为可持
续发展中国样本。

一些先行企业朝着更高目标实现着自
身价值，科技向善将视野扩开、触角延伸、触
达更高领域，如创立社会企业、开展影响力
投资，践行 SDG17 可持续发展目标。

企业社会责任正从“利己”到“利他”“利
众生”，再到可持续发展模式进阶。

� �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
出，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
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 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 发挥第三
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
入和财富分配格局。
2021年 8 月 17 日，中央财经委员

会第十次会议指出，要在高质量发展中
促进共同富裕， 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

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
基础性制度安排。

2021 年 12 月 8 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
出，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和社会群体积极参
与公益慈善事业。

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释放出新时代党
和国家大力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对收入分配格局
进行调整的重大信号。

公益慈善从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部分，上升为

社会主义基本
经济制度的重
要一环， 通过
自主自愿配置
经济资源激发社会
资本，这又给资本向
善提供了政策保障和实
践动能。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成为发展题中之义。

今年是慈善法颁布第五年。
五年来，依法促善效果明显，中国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意识逐步增强，履责
的法律依据更为充分，对慈善事业关注和认
知度有了很大提升，这集中体现在社会捐赠
度不断增加上。 据《2020 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报
告》统计，2020 年我国企业和个人的捐赠总额分
别为 1218.11亿元、524.15 亿元， 企业捐赠首次
超千亿元，仍为捐赠主力。

� 今年， 受舆情关注高的灾害救援成为企
业捐赠一个主场。 在今年 7 月河南水灾、10
月山西水灾等灾害面前， 广大企业纷纷慷慨
解囊，支持紧急救援和灾后重建等工作。

据《公益时报》统计，截至 7 月 21 日 22
时，一天内有 45 家企业为河南水灾大额捐款
近 20 亿元。而从灾害发生到 7 月 29 日，捐赠
金额在 1 亿元及以上的企业就超过 10 家；
5000 万元以上的有 12 家；超 1000 万元的爱
心企业、爱心组织达 97 家。此后，仍有大量企
业捐赠不断涌入。

在此次现象级事件中， 互联网企业表现
最为抢眼。 腾讯集团、阿里巴巴集团、蚂蚁集

团、字节跳动、拼多多、美团、富士康、滴滴等
均捐款 1亿元。

碧桂园集团、碧桂园服务、国强公益基金
会联动碧桂园在河南的八个区域， 紧急采购
防汛救灾、生活、医疗等价值 2000 万元的首
批物资，陆续发往受灾地区，助力防汛抢险救
灾及灾后重建。

也有一些企业因捐赠出圈，成为社会热
点。 如鸿星尔克向河南水灾捐赠 5000 万元
款物，被质疑“企业经营业绩不佳，捐赠能否
有效执行？ ”这一灵魂拷问也引发公众和行
业热烈探讨。 后据《公益时报》调查，截至
2021 年 10 月 11 日， 鸿星尔克已捐赠到位

3000 万款物。
事实上，自 2021

年以来企业捐赠不
断刷新记录， 成为企业及企
业家积极履责、 回馈社会的
最好证明。

如：泰康保险集团向武汉大学捐赠
10 亿元； 源昌集团以实物捐赠 60 亿
元，与泉州市人民政府、南安市人民政府共建
泉州高水平大学； 安踏集团宣布将投入价值
100 亿的现金及股票，成立“和敏基金会”，并
将捐赠 20 亿元全资建设上海市第六人民医
院福建医院（福建和敏医院）。

政策指引企业履责

企业大额捐赠不断刷新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