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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我国慈善事业蓬勃发展并不断取得重大进展的时候，慈善蓝皮书正式与大家见面了。
出版这样一本书，本身就代表了我国慈善事业发展已经处于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2008年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分水岭。
汶川地震捐赠所展现的民族慈善文化热情，改写了中华慈善的历史。
但是，编写慈善蓝皮书又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要准确描绘出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历程实属不易；
而且我们对于慈善组织的确定、慈善捐赠的统计、慈善政策法规的实施和慈善文化的内涵等，还存在
不少的争议或缺乏完整的数据，要全面归纳和体现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图景，对慈善事业的现状做深
入的理解和高度的概况确实很难。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组织的工作团队，经过几年的筹划和辛勤的工作，为我国慈善事业
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和全面的分析，为广大读者提供了认识慈善和慈善事业的很好读本，为广大慈善
工作者继往开来、光大慈善事业提供了新的起点。
　　我认为，编写慈善蓝皮书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总结过去和现在，更重要的是展望未来，促进慈善事
业的更快发展。
2008年12月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会见中华慈善大会代表时指出：慈善事业是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
的崇高事业。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正处于历史上最好、最快的发展时期，我国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离不开慈善事业
的发展，慈善事业应该、也必须在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过程中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我国慈善事业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理念、政策制度、组织管理、工作队伍及实施运作等方面的重大挑战
，我们需要平民慈善“以善促善”的工作理念，需要完善慈善事业的法律法规，需要建立以标准和规
范为手段的现代慈善行业管理，需要培育专业化和职业化的慈善工作队伍，需要建立规范运作、公开
透明的慈善运行机制，使以爱心和公信力为生命的慈善事业步入持续、健康的发展轨道。
在慈善蓝皮书出版之际，我衷心地感谢相关工作人员为此作出的努力，也希望慈善蓝皮书的编写成为
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发展之路的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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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组织编写，时间跨度上溯至中国古侧，下止于2008年末，从
慈善历史、慈善主体、慈善行为和慈善制度等四个不同视角反映和体现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图景。
       2008年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分水岭。
本书力图站在历史新起点上，审慎地评介过去，分析现状和展望未来。
       本书提出，中国正在迈进现代慈善社会。
这是中国的公民社会。
慈善涵义需要拓展：慈善事业要面对计划体制遗产、平民慈善、公信力、整合力四方面的挑战；政府
需要对公民慈善重新定位和调整政策导向；社会需要推动慈善的社会创新和文化传播；社会转型中的
公民慈善在成就、挑战与机遇面前，正在成为最具创新活力和广阔前途的社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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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慈善历史篇　　第一章　慈源善本的传统　　第一节　中国古代的慈善思想　　（一）西周以来
的民本主义思想　　顾名思义，民本主义即是以民为本的思想。
民历来就是作为君——统治者相对立的群体概念而存在的。
自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民的作用就逐渐为统治阶级所认识。
商朝开国之主成汤对民的重要性已有所认识，采取“饥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资者振之”的利民、保
民之策，从而得以笼络民心，取代夏朝。
周文王也“怀保小民，惠鲜鳏寡”、“用咸和万民”。
周朝建立后，更加重视民众的作用，提出“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注意采取惠民保民
措施，推行包括慈幼、养老、赈穷、恤贫、宽疾、安富的“保息”六政。
　　后世的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也从“民为邦本”的指导思想出发，强调赈贫恤患、救助老幼孤寡
的重要性。
管仲辅佐齐桓公时，为达到笼络民心的目的，提出“兴德六策”和“九惠之教”。
兴德六策指“匡其急”、“赈其穷”、“厚其生”、“输之以财”、“遣之以利”及“宽其政”。
其中，“匡其急”是指“养长老，慈孤幼，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赈其穷”则包括“衣冻寒
，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等内容。
九惠之教指“老老”、“慈幼”、“恤孤”、“养疾”、“合独”、“问疾”、“通穷”、“振困”
和“接绝”等九项惠民之政。
管仲认为，实行上述政策，百姓就能得其所欲，接受统治者的统治，使各项政策落到实处。
也即是说，慈善事业的施行，与国家的治理振兴有直接的关系。
管仲相齐达四十年之久，这些主张显然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执行。
齐国之所以能称霸诸侯，当与管仲推行的以慈善救济为主要内容的爱民、惠民政策密不可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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