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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进展情况

《中国慈善通史》项目组在长沙成功举办慈善学术论坛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慈善事业快速发展，迫切需要慈善理论研究予以指导。为从战略高度

总结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从现实立论思考我国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路径与方

法，弘扬和借鉴中华慈善的传统美德与宝贵经验，为慈善实务工作者和慈善史学研究者架起交

流的桥梁，发挥以史为镜、启迪现实、服务社会的作用，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

慈善通史》课题组发起，并与长沙慈善会合作，于 2012年 8 月 10 日在长沙举办了“中国慈善

发展的历史审视与现实思考”学术论坛。此次论坛由湖南师范大学慈善公益研究中心具体承办。

来自全国 13 所知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多个慈善公益组织近百人参加了论坛。

这是近年来我国慈善业界规模大、层次高的一次学术盛会，受到了省、市各级领导及业界专家

的高度关注与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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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由湖南师范大学慈善公益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国

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中国慈善通史》首席专家周秋光担任主持人。

课题组首席专

家周秋光教授在主

持学术论坛

首先，由长沙慈善会会长余合泉致开幕贺辞。在随后举行的学术论坛，民政部社会福利和

慈善事业促进司原司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虞和平研究员、华民基金会理事长卢德之教授、BFL国际咨询公司总经理李允晨教授、中国国际

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黄浩明教授、南开大学王先明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朱英

教授、严昌洪教授、天津市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任云兰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蔡勤禹教授、杭州

师范大学陶水木教授、中央财经大学黄震教授、《史学月刊》副主编郭常英编审、广东省社科

院历史研究所王杰研究员王杰、北京大学刘继同教授、金锦萍教授等人应邀分别做了精彩的特

邀报告，就慈善的社会功能分析、中国慈善史研究的发展与创新、近代城市公墓制度建构中的

慈善团体、近代中国商人与慈善公益事业发展、近代（民国）慈善事业的演进发展及其启示、

近代中国慈善事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美国慈善发展对我国当代慈善发展的借鉴与启示、慈善

组织发展对策与能力建设、慈善文化的历史定位与慈善体系的社会结构功能、大众传媒与慈善

事业、慈善立法的基本问题等论题进行了充分交流和学术研讨。之后，与会专家、学者还与听

众及媒体记者进行交流互动。

民政部社会福利

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原

司长、北京师范大学

慈善公益研究院院长

王振耀在论坛上作演

讲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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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

史研究所虞和平研究员在

论坛上发表演讲报告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

代史研究中心朱英教授

在论坛上发表演讲报告

此次学术论坛全面总结和交流了我国近年来慈善事业史领域最新研究成果，并对今后我国

慈善事业发展的趋向进行前瞻，为该领域专家、学者和实务界人士探讨新思想、交流新成果提

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本次会议的成功举办为全国该领域专家学者开展学术交流、提高学术水

平营造了良好的氛围，对进一步促进我国当代慈善事业可续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也

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慈善通史》研究取得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课题组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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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会议纪要

“中国慈善发展的历史审视与现实思考”学术论坛会议纪要

2012年 8月 10日，“中国慈善发展的历史审视与现实思考”学术论坛在长沙举行。此次论

坛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慈善通史》课题组与长沙慈善会联合主办，湖南师范大

学慈善公益研究中心承办。这是一次规模较大、层次较高的学术论坛，除了子课题负责人、课

题组成员外，来自全国 13所知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多个慈善公益组织的专家学者，以及湖

南省民政厅、长沙市人大、长沙市政协、长沙市民政局和湖南师范大学相关领导，近百人一同

出席论坛。

这次论坛的主题是从战略高度总结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从现实立论思考

我国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路径与方法，为加强我国当前的慈善文化建设，献计出力。论坛由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慈善通史》课题组首席专家、湖南师范大学慈善公益研究中心

主任周秋光教授、博导主持。

在开幕式上，长沙慈善会会长余合泉致贺辞，他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专家表示热烈欢

迎，并预祝学术论坛取得圆满成功。他还对近年来长沙市慈善事业的发展进行了回顾与展望，

指出市、县各级慈善组织相继建立，各种慈善活动丰富多样，公众慈善热情高涨，社会捐赠额

逐年递增，救助力度日益加大，长沙慈善事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已走在全国的前列。

开幕仪式结束后，学术论坛进入第二阶段，由 16 位专家学者作为特邀嘉宾做精彩的演讲报

告。王振耀（原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

从慈善的社会功能角度分析了社会慈善现在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他指出，从历史发展的阶段来

看，全世界的慈善其实都有着扶贫济困、社会服务、文化教育和社会企业四大社会功能。虞和

平（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对中国慈善史研究的发展与创新进行了总结

思考，认为中国慈善史经历了一个从灾荒史到赈灾史，然后到防灾史，再到慈善史这么一个研

究路径，体现出研究主题由问题初步切入到探索深入的演变，研究视角从传统到近现代的转换。

从创新角度来说，需要从学术逻辑和现实关怀两个方面着手，总结已有经验教训，开辟新的领

域。王先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通过梳理天津市档案馆所藏公墓档案，以天津为例分析

了近代城市公墓制度建构中的慈善团体及其作用，指出在城市化的进程中，社会慈善团体在公

墓制度体制的建设中，无论是酝酿筹划还是运作管理阶段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朱英（华中师范

大学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教授）讲述了以经元善、张謇为代表的绅商的慈善业绩，指出近代商

人在慈善事业从传统向近代的发展演变进程中仍然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严昌洪（华中

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教授）梳理了近代慈善事业的演进过程，提出根据历史经验，当前须注

意大力宣传博爱、慈善思想，提倡人人都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传统美

德；支持宗教界人士举办的慈善事业和救济活动；建立健全各项制度，杜绝慈善业领域里的贪

腐之风。王杰（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提出，慈善需要人文理性的支撑，当

务之急宜大力推进慈善文化建设，全力提升公众的人文认知。郭常英（河南大学《史学月刊》

副主编、编辑室主任、编审）围绕大众传媒与慈善事业的主题，以近代演艺界人士在民众社会

文化生活中的影响具体分析了其求富愿望与相应的社会心理。在中国近代慈善领域，国家与社

会的关系是一个既敏感又复杂的话题，任云兰（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报告了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作为社会层面的慈善机构和作为管理层的国家的互动关系，存

在着合作性与抗拒性的特征，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其表现略有差异。蔡勤禹（子课题负责人之

一，课题中国海洋大学社科部教授、中国红十字文化与公益事业研究中心主任）总结了民国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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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事业发展，提出四点启示与借鉴：政府支持、规范发展；主体多元，全面开花；理念先进，

培养技能；注重信誉，取信于民。陶水木（课题组成员，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也谈到了民国以来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启示，他结合当今民间慈善组织发展现状，提出应该从

国家、慈善组织、社会三方面着手才能加快慈善事业发展，真正发挥其作用。国家层面必须完

善有关民间慈善组织的法律制度，明确其独立法人地位，明确政府与民间慈善组织的关系；慈

善组织层面必须完善内部运行机制，切实提高慈善组织及其人员的专业化工作水平，提高机构

的社会公信度和服务社会的能力。从社会层面必须培育全社会的慈善文化和现代慈善理念，加

强完善社会对民间慈善组织的监督。

刘继同（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演讲中着重讲了中国慈善文化的历史定位与慈善体

系的社会结构功能，提出我们不仅需要历史的研究，也需要现实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创新。而从

历史中吸取营养教训很重要。如何深化中国慈善的研究，他还提出以下几点思考：中国慈善研

究要有一个总体的框架设计；既要有宏观视角，又要有微观的个案研究。同时，需要做些基础

性的理论研究，弄清慈善研究领域的核心概念及其时代变化，并要找到慈善事业发展普适性的

规律和中国特色。金锦萍（北京大学法学院 NGO 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谈到了慈善立法的基

本问题，当前，她认为主要有五点：（1）慈善法要理清政府责任和民间慈善的关系；（2）慈善

法要理清与商业的关系；（3）慈善法要理清慈善与宗教的关系；（4）慈善法要为内在的慈转化

为外在的善提供通道。（5）慈善法要规范慈善组织的透明度和公信力。黄震（（（（中央财经大学法

学院金融法研究所长、教授）指出，当前中国的慈善事业领域面临着信用危机，如何突围，重

建信用机制十分重要，并提出了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法人治理机构和信息公开机制、用法律手段

保护和维护自身权益、建立起对“伪慈善”和“灰慈善”的投诉机制、借助信息化手段加强舆

论监督和监测、加大对慈善事业的研究和评估等一系列建议。

一些来自慈善领域实务工作者也结合自己从事慈善公益组织的亲身经验、体会向论坛做了

报告。李允晨（BFL国际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介绍了美国近四百年来慈善发展的历史，分三

个阶段概述其发展特征，由此她提出它对中国慈善事业的借鉴，值得关注三点：一是普遍的慈

善关爱理念和社会氛围；二是推动慈善从个人行为到有组织的慈善公益系统的转化；三是慈善

公益组织的包容性，多元化和国际化发展。黄浩明（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兼

秘书长）论述了慈善组织发展与能力建设中的问题，主要关注了慈善组织发展的外部环境、内

部问题、合作机会与有效途径，最终使慈善组织做到透明、问责、独立、负责任。卢德之（华

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从慈善的本质上进行分析了慈善与所有制的关系，指出现代慈善是一种

新型革命，发展现代慈善需要有一个系统的路线设计图，最终提出了“慈善就是共享”的观点。

专题演讲后，论坛进入第三阶段，与会专家、学者还就中国慈善事业事业发展的方向与存

在的问题方面，各抒己见，出谋划策，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与听众、传媒记者进行交流互动。

在闭幕式阶段上，湖南省民政厅副厅长、湖南省委社会组织工委副书记李劲夫作了重要讲

话，充分肯定了此次学术论坛，认为论坛立意深远、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催人深思，为传播

中华慈善文化、弘扬慈善社会价值提供了极好的平台。同时，他还指出发展慈善事业，贵在务

实作为。首先要坚定信心，奋发有为；其次是以史为鉴，务实作为；三是脚踏实地，率先作为。

最后，主持人周秋光教授发言，寄望这次这次会议的成果能有很好地转化，发挥为现实服务、

充当智囊的作用，并希望各位学者、专家和实务界人士要尽力去做推动转化的工作。

总体而言，这次学术论坛全面总结和交流了我国近年来慈善事业领域最新研究进展和成果，

对今后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趋向进行了前瞻，为该领域专家、学者和实务界人士探讨新思想、

交流新成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同时也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慈善通史》取

得的一个阶段性研究成果，为促进我国当代慈善事业可持续发展将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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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学术论坛的社会反响

（1）2012201220122012年 8888月 11111111日，《长沙晚报》、红网、长沙人大网也对“中国慈善发展

的历史审视与现实思考”学术论坛进行了报道。随后，全国各地一些网站、报刊纷

纷进行了转载报道。

（2）2012201220122012年 8888月 23232323日，湖南师范大学新闻网在“师大要闻”栏目以《我校国

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举办慈善学术论坛》为题对会议内容进行全面报道。

（3）2012201220122012年 8888月 23232323日，《光明日报》(理论·史学版）刊登会议消息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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