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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事业是中国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七一”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
“新的征程上， 我们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总书记这一重要论述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过程是“两个相结合”，这是在以往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进一步凸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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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事业是在马克思主义
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有机组成部分，慈善文化是中
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传统。
重视慈善事业是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结合的典型范例。 本文就多年研
究所得体会比较深入的慈善事
业，重点探讨慈善事业在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
相结合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一、慈善文化是中华传统文
化中的优秀文化传统

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人类文
明发展史中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
华传统文化。 慈善文化是我们中
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传统，
这主要因为慈善文化中蕴含着传
统文化的许多优良传统和美德，
诸如儒家讲求“仁爱”“大同”“民
本”，佛教讲求“慈悲”，道家讲求
“积善”等。 虽表述不尽相同，然
义理相近相通，都蕴含着传统文
化中救人济世、福利民众的优良
美德，这对中华民族乐善好施习
尚的形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
响。 诚如民国时期大慈善家熊希
龄所言：“吾国立国最古，文化最
先，五千年来养成良善风俗者，莫
不由于儒、释、道之学说所熏陶。 ”
所以说， 这种悲天悯人、 扶贫济
困、积德行善的慈善传统，应该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为生动的
内容之一， 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的具体体现。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慈善传
统作为中华民族世代相承的优
秀精神品质，我们丢不得。 如果

把这一传统丢掉了、 浪费了，或
者说没有很好地运用，那将是中
国社会主义道路建设过程中的
重大损失。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
时期，就曾出现过因抛弃这一优
秀的慈善传统而一度导致大陆
慈善事业走向衰熄与停滞。

二、重视慈善事业是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路径选择

环顾古今中外历史，我们不
难发现慈善事业从来都是与人
群和社会不可分离的。 可以说，
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是与慈善事
业的发展相伴随的。 改革开放新
时期，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
合，高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的鲜明旗帜。 在这一旗帜指引
下，慈善事业得以正名，国民慈
善意识得以被唤醒，中华民族优
秀的慈善文化传统得以回归，沉
寂三十余载的慈善事业得以在
大陆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
平总书记庄严宣布，“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在新的
历史时期，党和政府在马克思主
义指导下， 结合中国具体国情，
对慈善事业倾注了前所未有的
重视力度和制度安排。 根据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精神，我们
可以明确：慈善事业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重要性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慈善事业是中国基本
经济制度的有机构成。 当前，我
国慈善事业着力于第三次分配
机制，基于现阶段收入差距过大

和社会公平发展进步的要求，国
家加大了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
的促进力度。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明确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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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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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了慈善事业在第
三次分配中的社会功能。

二是慈善事业是中国社会
保障体系的有力补充。 扶贫济
困、养老哺幼、助残恤孤、服务社
会和助力各项公益事业发展，是
现代慈善事业发展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 这就明确了作为自愿共
享机制的慈善事业与法定的社
会保障制度，其内容和功能几乎
具有一致性。 因此，我们在构建
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过程中，尤
其要注重促进慈善事业与社会
保障制度的有机结合。

三是慈善事业是中国社会
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 社会治理
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基石，当前我国现代化建
设需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
的社会共同体，社会成员需要有
参与社会并发挥作用的途径，而
慈善事业无疑是十分有效的桥
梁与载体。

上述慈善事业重要性的三
个方面，不仅为今后慈善事业的
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且是基于当
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社会
制度变化需要、社会结构治理需
要，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尊重了
客观规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路径选择。

三、新时代将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与慈善传统相结合的现
实意义

作为科学真理的马克思主
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不
仅要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更
离不开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结合。 慈善文化作为中华优秀的
文化传统，在中国共产党一百多
年奋斗征程中彰显出巨大能量，
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
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这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慈善事业有助于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慈善事业通
过扶危济困、济穷济急，有助于
缓和社会矛盾， 稳定社会秩序，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在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今天，随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拉大，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这一事实依然摆在眼前。 政府
的全面社会保障机制很难做到
面面俱到，包罗万象，而慈善事
业以其独特的社会功能和优势
恰恰成为新时期弥补社会保障
体系的有力补充。

二是慈善事业有助于推动
实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社会
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奋斗目标，是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如一的根本
价值取向。 在新的历史征程上，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多次
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
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 2020
年年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引领亿万人民，以“一个
都不能少”的铮铮誓言，打赢了
脱贫攻坚战， 实现了历史性跨
越。 在这场攻坚战中，慈善事业

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它在补足民生短板、助力产业发
展、促进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的
作用功不可没。

三是慈善事业有助于促进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中华
文明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
中，沉淀、凝结出恤老慈幼、扶
贫帮困、 乐善好施的优良慈善
传统。 传统文化中的这些优良
美德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
和丰厚的精神滋养。 而在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 随着
物质文明的极大丰富， 精神文
明建设逐渐跟不上时代发展步
伐而出现诸多问题， 诸如拜金
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在很
多领域不断滋长蔓延， 导致道
德严重失衡。 在整治“道德滑
坡”、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
面，慈善事业的作用日益凸显。

总之，实践经验告诉我们，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仅要
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 更离
不开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我们仅仅从慈善事业的角度来
观察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便
可分析得出， 其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影响和意义是不言而
喻的。 因此， 在新的历史征程
中， 我们决不能把老祖宗留下
的传统搞丢了， 而应将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向而行、相互对话、相互
协调、相互融通，既促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发展历程， 同时又
助力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

（本文为作者投稿 ，不代表
《公益时报》平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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