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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清华大学设立 NGO 研究中心，由王

名任主任，开辟了公益慈善（Philanthropy）研究这

一新学术领域，他们注重田野研究，以跨学科及中

西融合的方法开展实证研究和政策研究，推动了我

国公益慈善的学术研究、制度建设和实践发展，并

且培养了众多优秀中青年学者。二十多年来，王名

和他的团队见证了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蓬勃发展并

成为公益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力量。

记 者  您从事中国公益慈善研究 20余年，如何看

待当今中国公益发展状况和特点？

王 名  我尝试用 16 个字概括当下的公益慈善：“人

多钱多，有业无态，有法失道，有术缺德”，既有

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

人多钱多。二十年前谈公益，公益还是很边缘

的领域。现在参与公益的人越来越多，参与主体包

括各类捐赠者、社会组织、各种形态的公益圈子，

以及研究者、相关政府人员等等。钱和资源也多了。

中国每年社会捐赠总额有 1500 亿元至 2000 亿元，

占 GDP 比重约 0.5%。尽管跟国外横向比，我国社

会捐赠总量及其 GDP 占比并不大，但纵向跟自身比，

我们发展地太快了。而且我国慈善捐赠统计的是“社

会捐赠总额”，没有将宗教捐赠和政府捐赠这两项

重要数据纳入进来，实际捐赠总额比统计金额要大

很多。

有业无态。有业，指的是有了一个叫公益的行

业，尽管行业边界还太不明确，但能够为很多人提

供谋生机会；无态，指的是行业发展呈现出比较混

沌的状态，特别是跟产业相比差距明显。

有法失道。这几年与慈善相关的法律、条例有

很多，如《民法典》《慈善法》《社会团体登记管

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民政部也出台了不

少制度规范，但是“道”也就是我国慈善发展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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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之道，公益天下
——访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
院长王名



9

2024 年第 2 期

趋势尚不清晰。

有术缺德。有术，指的是有了一些技术和专业

性机构、专业人才队伍等，但是“德”不够。“德”

是道德仁义之“德”，也可称为“内在约束”，由

于缺乏必要的内在约束，公益领域常会出现失德失

范事件。

记 者  大学是一种功能独特的社会组织，是开展

文化传承、科学研究、服务和引领社会发展的学术

机构。您强调重视大学公益，提出“大学之道，公

益天下”，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王 名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

之谓也；所谓大师者，非谓有知识、学位、职称之

谓也，有大人之谓也。王阳明说，“大人者，以天

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也，中国犹一

人也。”简言之，天下为公者，乃大学之道也！

大学来自社会，大学自身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

支持。与此相应，大学从不同角度、以多种方式回

报社会，这不仅是大学的责任，更是大学自身价值

和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公益的价值用一句话

概括就是——大学因公益而益大益亲民，公益因大

学而益高益明德。

大学公益延伸了大学的教育、人才培养和科学

研究。在公益实践中，大学的课堂移到了田间地头，

学生在公益活动中成长进步，将科研论文写在了祖

国大地上，让大学回归并扎根于社会，回馈社会、

增益社会。

大学公益发挥了大学的特长和优势。作为高等

教育机构与科研机构，大学通过公益行动能够传递

更多科学、技术、知识、人文教化等智力和精神上

的火种，点亮受益者的自信、自尊和自强不息的内

在动力，帮助受益者走上奋斗之路。

大学公益还具有精神熏陶与文化浸润的功能。

广大师生、校友在无私奉献和踊跃参与中，养成了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君子情怀，

营造了大学向善的公益价值，集聚正能量。让公益

之善树植根校园，让大学之果实内化公益。

记 者  清华大学的公益有何“特别”的清华元素？

清华公益可以分成哪些层次？

王 名  我把清华的公益元素概括成四个：卓越公

益、自强公益、行动公益、载物公益。卓越公益强

调清华公益要追求卓越。自强公益体现自强不息的

清华精神，强调帮扶过程，用精神带动帮扶对象强

起来。行动公益强调行胜于言，无论老师、学生还

是院系“做”在“说”前，在“说”方面比较低调，

做的多说的少。载物公益体现出清华公益是承载着

先进科技，承载着优秀人才，用先进技术、优秀人

才队伍来驱动公益。

从参与主体看，清华公益可以分成五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以学校和清华基金会为主体的大学公

益，带有官方性质，自上而下，起整体统筹作用。

第二个层面是院系，每个学院发挥自身优势，将连

接社会的平台或项目与公益结合，形成院系公益。

第三是教师，比如经管学院的赵家和老师，捐赠个

人全部积蓄建立的兴华基金会，资助西部贫寒学子

王名教授出席清华 110 周年校庆“大学·公益”论坛，解

读大学公益的价值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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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高中学习，影响力大。第四是以学生为主体的

校园公益和社会公益，强调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第五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校友为主体的清

华公益和社会公益。类似 TEEC（清华企业家协会），

或者有影响的校友建立基金会开展社会公益实践，

弘扬清华精神。

记 者  近年来，清华学生在公益意识和公益实践

方面有何发展变化？

王 名  总体上看，有五个特点。一是创新意识渐强，

创业意识渐弱。从实践看，以公益作为第一次创业

难度很大。二是关心意识渐强，行动意识不高。清

华学生课业压力大，稍微不慎就会挂科，很难花大

量时间做公益。但是只要有意识，当下尽管未必有

行动，未来时机成熟，主动投身公益的可能性更大。

三是被动意识强，主动意识弱。客观看，不少学生

做公益主要是由于学校、团委有要求，或出于加学

分等考虑，真正发自内心的志愿服务比较少。四是

大公益意识渐弱，小公益意识渐强。所谓大公益，

指的是关心社会公益，小公益侧重关注身边和周围。

这也跟目前公益管理体制有关，学生社团做社会公

益，要登记，要报备，限制较多，学生也就渐渐把

公益范围聚焦到身边的问题上。他们在清华校园发

起了很多有意思的项目，比如规范清华校园共享单

车管理、关怀清华空巢老人和残疾

人等。五是效率意识强，效果意识弱。

清华学生特别是以理工科为主的团

队，对技术比较重视，往往用极高

的效率去解决问题。举个例子，过

去帮扶留守儿童群体是侧重经济帮

扶，保证不要辍学，提供基本生活

保障，现在更多从儿童发展角度出

发，考虑心理健康、综合发展等全

方位改善，但企业、机构在捐赠时，

还是关注资金是否到位等效率问题，

对看不到直接效果的事情积极性不高。

利他精神的培养，最初是从家庭教育开始的，

但现在家庭教育对学生“利他”精神的培养是缺乏

的。大家误以为要等到物质足够富足了，才有条件

去利他。其实利他是一种内在精神的养成，哪怕一

个人什么都没有，也可以做出利他的行为。到了大

学，教师帮助学生从无知到有知建立公益意识、培

养公益精神。无论学生毕业后从事哪个行业工作，

希望大学时期种下公益意识的种子，有一天可能发

芽、长起来，甚至在人生某个阶段，让公益重新点

燃人生，推动去追求更高的人生目标。

记 者  请谈一谈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的工作。

王 名  这要从 1998 年谈起。1998 年清华成立 NGO

研究中心，当时有关于中国 NGO 的研究还几乎处

于空白。清华 NGO 研究的初心是探寻、跟踪、总

结和揭示中国 NGO 之路，进而找到中国社会转型

和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随着 NGO 研究的深入，

我们把研究聚焦到探寻中国卓越公益之道或上善之

道，民政部联合清华大学以部校合作的形式成立了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我们的愿景是：致力于

成为公益研究的引领者、国家顶级公益智库、未来

公益领袖摇篮、国际顶尖公益平台。

从研究成果看，主要有四个层面的成果：一是

王名教授（左一）考察新疆阿克苏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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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了一批优秀的科研成果，包括中英文论文和专

著、期刊等出版物；二是培养了一批致力于公益慈

善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政策研究的专家学者，

以及活跃在公益慈善一线的创新者和实践者；三是

开设了一批有影响的公益课程，推动了公益慈善的

学科建设和平台建设；四是营造了清华 NGO 研究

在国内外学术界、实践界及政策领域广泛的影响力，

使之成为中国 NGO 和公益慈善研究及人才培养的

一面旗帜和一个重镇。

记 者  除了公益慈善政策、社会组织等研究，清

华公益慈善研究院在公益史方面也有所涉猎，有什

么研究新发现？

王 名  中国有两个不同的公益史：一是公益思想

史，二是公益实践史。这两者有关系，但并不一致，

更不重合。

中国的公益思想史至少可追溯到《周易》，其

中如“元者善之长”的善长思想、“积善之家必有

余庆”的善报思想、遏恶扬善的善本思想等等，对

于中国人的慈善文化及实践，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道德经》《论语》《孟子》《墨子》等先秦诸

经典中，有着丰富的公益慈善思想。后来在汉儒、

道教、佛教中，也都包涵有深刻的公益慈善思想，

一直到朱熹、王阳明以及明清以来的诸多思想家大

量著述中，公益思想都有阐述。我正在整理公益思

想史方面的材料，计划未来一两年内出版这方面的

专著。

中国的公益实践史也源远流长。救助穷人的施

粥活动最早出现在东汉末年，最早的义仓出现在隋

朝，北宋著名的“范氏义庄”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留

本用息”机制并存在了将近千年，清末杭州商人丁

丙发起的“善举联合体”规模宏大，在 19 年间提供

了杭州城几乎全部的公共服务等等。这些公益慈善

实践不仅源于中华文化，而且先于欧美，创造了许

多值得深度发掘的公益慈善经验，是我们当下和未

来研究的重点之一。

记 者  社会公益与社会文明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王 名  公益的本质是遏恶扬善，顺天休命（易·

大有卦）。孔子的表达是：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

之。我理解，社会公益与社会的文明进步是相辅相

成的，包括四个方面：一是通过公益改变弱势群体

的生存条件，消除形式上的不平等；二是通过公益

提高弱势群体的生存能力并改善制度，实现社会公

正；三是通过公益提升相关主体的内在人格和价值，

实现人类向善；四是通过公益远离并遏制人类内在

和外在的恶，实现人类社会无恶。归根结底，公益

必然推动人类的文明进步。

记 者  从学术角度，谈谈您对于中国公益事业发

展的建议。

王 名  主要有五点建议。

第一，要走公益慈善的中国道路。现有公益慈

善的发展，借鉴了发达国家比较成熟的经验，同时

体现出一些中国的优势和特色，比如互联网公益。

但是同市场化的企业相比，科层制的治理结构在慈

善组织中间依然存在，走中国道路就要在实践中真

正建构起和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社会组

织体制。

第二，要有公益慈善的中国理论。公益慈善是

基于市场经济的公益慈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要在这个共识上开展理论建构。

第三，要创公益慈善的中国品牌。比如 99 公

益日，就是一个挺好的品牌。未来在数字公益领域

的创新探索，也有望形成更多中国公益品牌。

四是，要讲公益慈善的中国故事。讲好当下和

未来的乡村振兴等案例，是接下来我们很重要的研

究工作之一。

五是，要融入人类文明进步的主流。归根到底，

公益慈善是属于全人类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