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慈善事业，广大社会力量积极响应党的
号召，投身公益慈善事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在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过程中不断取得

新突破，站上新高度，构筑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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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事业受重视程度不断
提高。党的十八大提出“支持发
展慈善事业”；党的十九大强调
“完善社会救助、 社会福利、慈

善事业、优抚安置等制
度”； 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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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会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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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一系列
重要决策部署， 明确了慈善事
业的定位， 为新时代慈善事业
发展提供了根本指引。

法规政策体系日益完善 。
2014 年 ，国务院出台 《关于促
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

见》；2016 年 ，十二届全国人大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中华人民
共和国慈善法》。为贯彻落实慈
善法， 中央和地方出台了 400
多份配套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
件， 基本涵盖了慈善组织认定
登记、公开募捐、慈善信托 、活
动支出、信用管理、志愿服务 、
信息公开和财产保值增值等慈
善事业的主要环节。 以慈善法
为基础的中国特色慈善政策法
规体系逐步完善， 慈善事业迈
入法治化轨道。

社会公益力量不断壮大 。
社会组织数量和质量稳步提
高 ， 从 2012 年的 49.9 万个增
长到 2021 年的 90.1 万个 ；截
至 2022 年 6 月底，全国共登记
认定慈善组织超过 1 万个 ，备
案慈善信托合同金额超过 40
亿元；30 家互联网公开募捐信
息平台， 带动超过 500 亿人次
网民参与， 募集善款超过 350
亿元； 据第三方统计 ，2020 年

我国慈善捐赠总额逾 2000 亿
元，较 2011 年增长了 160%。

慈善捐赠大规模增长。捐赠
形式更加多样，从捐钱捐物为主
向捐赠股权、 房产等不断拓展；
大额捐赠成为常态，捐赠额度的
上限不断被打破，数十亿乃至百
亿元捐赠不再罕见，履责成为积
累了海量财富的企业和企业家
的共同选择；互联网慈善的蓬勃
发展，让公众参与慈善的路径更
加便捷，人人公益、随手公益、指
尖公益渐成潮流。

慈善功能得到有效发挥 。
社会公益力量慈善活动的各个
领域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特别
是在脱贫攻坚、疫情防控、抗灾
救灾方面的作用尤其突出。 据
不完全统计，“十三五” 期间，9
万余家社会组织开展了 9 万余
个扶贫项目，投入资金 1245 亿
元 ， 受益人口超过 1 亿人次 ；
2020 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慈善
组织和红十字会筹集抗疫捐赠

资金 396.27 亿元、物资 10.9 亿
件；2021 年河南郑州特大暴雨
灾害发生后，河南省慈善组织、
红十字会共接受社会各界捐赠
款物达 97 亿元……

慈善事业作为我国社会主
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
分， 在第三次分配中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 已经成为推
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的重要力量。

为全面展示慈善事业发展
成就， 鼓励社会力量积极投身
公益慈善事业，《公益时报 》从
本期开始推出 “社会公益这十
年”主题宣传活动，全面回顾党
的十八大以来公益慈善事业的
发展历程， 全景展示公益慈善
事业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求中发挥的作
用，记录新时代 、书写新时代 、
讴歌新时代， 汇聚向上向善正
能量，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
十大的召开。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类社会公
益力量通过动员社会资源，为困难
群众提供形式多样的医疗援助，帮
助其解决看病就医负担，成为多层
次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年来，公益慈善在医疗救助
中的作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肯定。
从民政部发文要求探索建立医疗
救助与慈善事业的衔接机制，到多
部门联合要求健全社会力量参与
医疗救助的衔接机制，再到国务院
办公厅出台文件要求发展壮大慈
善救助，重视程度不断上升。

十年来，参与到医疗救助事业

中的社会公益力量越来越广泛。 从
具有官方背景的基金会、慈善会到
企业、医疗机构、民间发起的基金
会、社工机构、患者组织、医护人员
发起的慈善组织等各方力量涌入，
救助队伍不断壮大。

十年来，涌入医疗救助领域的
社会资源越来越多元。 从企业捐赠
的资金、药品到医疗机构提供的治
疗支持，再到政府购买服务的专项
资金、互联网公开募捐活动筹集的
公众爱心，救助规模不断增长。

十年来， 公益力量对医疗事
业的捐赠越来越高效。 从给病人

捐钱、捐药的个案救助，到开展大
规模救助行动， 从支持医疗机构
发展、 资助学科研究到关心医护
人才、发起创办大学，着眼点日益
远大。

十年来，公益力量在医疗救助
中从事的工作越来越专业。 从单
一的资金、 药品支持到预防、筛
查、手术、康复全方位支持，从关
注疾病到提供心理疏导、 亲情陪
护等形式多样的服务， 救助内容
不断扩展。

十年来，公益力量在医疗保障
体系中的定位越来越精准。 从默默

做项目到积极进行政策倡导，从实
施个人救助到推动医保政策调整，
从单打独斗到构建网络、整合医疗
保障、社会救助、慈善帮扶等资源，
综合保障逐渐成型。

社会公益力量广泛参与慈善
医疗救助的氛围已经形成，社会公
益力量的专业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帮助困难群众减轻医疗经济负担、
缓解身心压力，在政府主导、多方
参与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慈
善医疗救助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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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组织已成为我国医疗救助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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