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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我国公益慈善事业
发展进展中，理论支撑和数
据支持始终是不可或缺的
部分。 自 1998 年清华大学
设立 NGO 研究所开始，相
关学术研究机构就一直伴
随着公益慈善行业的发
展， 见证了行业从幼苗到
成熟的每一个阶段。 这些
研究机构在影响行业政策
走向、 为社会组织提供决
策依据、助力开展公益实践
等方面为我们提供了重要
的智力支持，发挥了不可替
代的作用。

民政部于 2021 年 9
月 30日印发的《“十四五”
社会组织发展规划》 提出，
“强化研究宣传。 发挥高等
院校、研究机构和社会智库
作用，深入开展社会组织政
策理论研究，探索中国特色
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规律
与模式。 ”

可以说，慈善理论与政
策研究已经成为慈善事业
高质量发展的抓手之一。 近
年来，行业对慈善理论研究
的重视和支持力度也不断
加大，并涌现出一些典型的
公益项目，理论层面和实践
层面互相支持、 互相促进，
实现双赢。

2016 年 5 月， 中国慈
善联合会联合敦和基金会
推出了“敦和·竹林计划”。
该项目面向全国 40岁以下
的在校硕士生、 博士生、青
年学者、 慈善组织从业者
等，就公益慈善文化、慈善
理论体系、慈善政策、慈善
模式等研究领域开展研究
资助。这一项目也成为解决
我国慈善事业专业性、研究
型、年轻化人才不足的问题
的一次创新探索。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
高校开始开设公益慈善专
业、 设立公益慈善研究中
心，成为行业发展理论研究
的重要阵地。 2021 年 11
月，首批 40 家高校联合发
起了《关于共同推动中国高
校公益慈善教育的倡议》， 倡议发出后一
个月内新增十余所高校响应。 可以说，公
益慈善研究及教育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
础条件和前期积累。

据敦和基金会分析，目前我国各学科领域的慈善研究
平台和基础设施逐渐建立，如 2017 年 3 月成立的上海市
法学会慈善法治研究会，2019 年 10月成立的中国社会史
学会慈善史专业委员会，2020 年 9 月成立的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
以及从 2021 年 10 月开始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正在向中国社会学会积极申
报、推动成立的公益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此外，有关行业发展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并有效回应了社会发展和业界关切，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定参考。
如，从 2021年初开始，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公益慈善与非营利法治研究
中心牵头策划组织了十期“慈善法治”主题系列沙龙。沙龙汇聚各方探讨慈善组织的法律地位、慈善捐赠的法律规范
等十个主题，并将会议成果形成文字建议递送有关部门。

但整体而言，目前的慈善研究仍缺乏有分量的深度研究和系列成果，且一些研究仍处于对微观层面的“现状
- 问题 - 对策”的研究，缺少对重大基础理论以及政策实务层面的有效回应。未来，还应加强理论研究成果向公共
政策转化，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破”和“立”。 （皮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