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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互联网时代中国民间慈善组织
公信力的重构与功能释放

王自亮，周婷婷

（浙江工商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民间慈善组织作为慈善事业的重要组织者和参与者，在转型期的中国发挥着无可替代的
作用，成为国家慈善事业的一大主体。然而，中国慈善组织总体公信力低下的现状也使民间慈善组

织的发展困难重重。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给我国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带来了新契机。合理利用互联

网，形成社会公众与民间慈善组织的良性互动，对于促进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为

此，一方面应以社会公众为载体，通过加强网络营销、培养网络意见领袖、改变慈善文化“低位”现

象，以推动慈善观念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应以民间慈善组织为载体，通过鼓励网络公共议程的形成，

促进慈善信息的公开透明，以提升慈善活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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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转型往往蕴藏诸多矛盾，中国社会正处于
转型期，各类风险相互交织，信任危机一触即发。在

高风险社会中，慈善事业作为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越发凸显。慈善秉承自愿互助原则，不断激发人们

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集中社会闲散力量，帮助受灾

群体。慈善不断致力于探寻消除贫困、实现社会协

调发展的目标，是社会救济的重要补充，在弥补第一

次生产分配和第二次税赋分配的缺陷与不足，以及

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

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慈善事业的发展。中共十六

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

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共十八大

报告也明确提出要完善社会救助体系，支持发展慈

善事业。

近年来，我国慈善事业虽有显著发展，但困境依

旧重重。一些不和谐事件的发生正在不断地考验着

慈善组织的公信力。２０１１年，中国红十字会爆发了
“郭美美事件”“万元餐费”等一系列公益腐败事件。

在庞大的互联网络推动下，慈善丑闻以迅雷不及掩

耳之势发展成了全民关注的焦点。慈善组织，尤其

是官方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一度跌入谷底。在此背景

下，大部分人都把呵护与期许的目光投向民间慈善，

呼吁慈善归于民间。民间慈善组织作为中国慈善事

业的新兴力量，是中国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拥有政府支持的官方慈善组织相比，民间慈善组

织的生存与发展更有赖于公众的支持和信赖。互联

网时代的来临为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全

新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民间慈善组织能够更加

广泛地听取底层弱势群体的呼声，快速形成规范有

效的救助体系，帮助解决民众的切实困难。民间慈

善组织如何有效利用互联网络这一大众媒介，发挥

其独特的草根优势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思路

１．文献综述
公信力作为慈善组织的生命力所在，历来备受

学者们的关注。学术界已经对慈善组织公信力问题

进行了研究，分别从历史嬗变、中外对比、第三方评

估、法学、财政学等视角进行了切入。徐莺［１］基于

政府管理模式转型的视角，分析了我国慈善组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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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危机的表现、成因与应对之策，强调政府要由控制

型管理模式向引导型管理模式转型；陈东利［２］对慈

善组织公信力低下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针对慈善

组织本身提出了提高公信力的有效对策；邓国胜［３］

构建了慈善组织培育与发展的思维政策模型，对比

分析了国内４种慈善组织培育模式的局限及国际发
展趋势，强调中国未来也应选择同一的培育模式；石

国亮［４］强调了第三方评估的重要性，在“３Ｅ”理论和
“ＡＰＣ”理论基础上，结合慈善组织公信力的构成要
件，设计了相对具有普适性的评估指南；王锐［５］以

财政学为切入点，分析了民间慈善组织财务管理的

４大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完善财政激励机制的建议。
另外，还有很多学者重视政府与慈善组织之间的关

系研究，着重强调政府责任。田凯［６］构建了一个研

究中国慈善组织与政府关系的理论框架，从组织形

式与运作的不一致现象入手，对中国慈善组织的生

成机制和运作逻辑进行了理论上的说明；徐顽强［７］

则以资源依赖理论为切入点，从慈善组织对政府资

源的索求依赖和政府对慈善组织的选择依赖２个方
面进行分析，构建了政府与慈善组织非对称共生关

系的优化模型；兰花［８］基于公民社会与国家关系、

公民社会与社会福利及非营利组织的相关理论对慈

善组织与政府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整理，笔者发现以往研究存

在着以下不足。

其一，以互联网时代为视角的民间慈善组织发

展研究存在空白。笔者以“互联网”或“网络”为题

名或关键词，同时以“民间慈善组织”为另一个题名

或关键词，在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台上，以“全

部期刊”为搜索范围，未搜索到任何相关期刊文献；

在中国知网上，以“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和“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为搜索范

围，仅搜索到了５篇论文。
其二，以往研究往往集中在对慈善组织的整体

研究，而针对民间慈善组织的专门研究较少。笔者

在中国知网上，以“全部期刊”为搜索范围，以“慈善

组织”为题名或关键词，可以搜索到７８９篇文章，但
是以“民间慈善组织”为题名或关键词，却仅能搜索

到３８篇文章。
其三，慈善组织的分类界定不清，民间慈善组织

概念模糊。李占乐等［９－１０］根据不同标准对慈善组

织进行了分类，但均未清晰地凸显民间慈善组织的

概念。也有观点认为，按照组织生成机制进行分类，

目前我国慈善组织可以分为３类：一是自上而下的
官办或由官方批准的慈善类组织，称为官办非营利

组织，如中华慈善总会等；二是由外到内的国际性人

道主义组织，如红十字会等；三是自下而上社会力量

发起的没有任何官方背景的慈善组织，称为草根组

织。［１１］笔者在此观点基础上，依据中国实际情况，以

是否为政府主导为分界点，将中国目前慈善组织分

为两大类：一是自上而下由政府主导的官方慈善组

织，如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华慈善总会等；二是自下而

上由公众自发形成的民间慈善组织，既包括在民政

局登记的慈善组织如壹基金会等，也包括没有取得

合法资格的草根性慈善组织，如灯塔计划等。在明

确分类的基础上，笔者认为，民间慈善组织是指由民

间主体发起，以社会成员间善心奉献与互助为特征，

从事社会救助事业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２．研究思路
现如今，中国慈善组织，尤其是官方慈善组织公

信力不高已成为既定事实，且短期内难以回升。民

间慈善是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存与发展

必然会受到中国慈善事业总体公信力不高的影响。

相较于官方慈善组织，民间慈善组织的生存与发展

完全依赖于社会主体的捐助，社会公众的信任是其

生死攸关的问题。因此，有必要以公众为出发点对

我国慈善组织公信力低下的现状进行阐述。

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它不仅是披露慈善丑

闻的利器，也是慈善组织提升自身公信力的平台。

网络“零门槛”的独特性为草根性浓厚的民间慈善

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很好契机。因此，民间慈善组织

的未来发展有可能也有必要着眼于互联网资源，不

断将其转化为自身发展的推动力。

民间慈善组织与社会公众有着天然的联系，民

间慈善组织与公众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必将成为促

进中国慈善事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此，有必要

探讨如何以民间慈善组织和社会公众为主体，合理

利用互联网络，从而提升民间慈善组织的公信力。

　　二、中国民间慈善组织面临的最大

困境：总体公信力低下

　　国际著名咨询机构麦肯锡公司对中国公益事业
做出的评价是：中国社会并不缺少善心，缺少的是对

公益组织的信任。［１２］根据搜狐网有关“造成中国慈

善事业落后的主要原因”的在线调查数据，在 １４６０
总票数中，认为“一部分有捐助能力的人没有尽到

责任”的占１１．７８％，认为“缺少鼓励进行慈善事业
的机制环境”的占 １７．１２％，选择“其他”的占
１９９％，而选择“中国慈善机构的公益性令人怀疑”
的占６２．２６％。［１３］由此可见，中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
现状令人担忧。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１４］

认为，主动信任必须得到强有力的对待和维系，从亲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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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的私人关系到全球化的交互关系，主动信任在各

种情境中都处于新式的社会团体的本源地位。公众

的主动信任是民间慈善组织生存与发展的根基。因

此，有必要以社会公众为主体，分析中国慈善组织总

体公信力低下的具体表现及其导致的不良后果。

１．中国慈善组织总体公信力低下的具体表现
其一，公众对慈善募捐的心理抵触。由于受中

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影响，中国社会存在着差序格局，

即社会关系是以自己为中心，逐个人推出去，是私人

关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由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

的网络。受这种攀关系、讲交情的社会关系格局影

响，中国公众更倾向于小范围内的、通过朋友关系进

行的慈善帮助，公众在善念产生之初就对慈善组织

产生了心理上的抵触。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

腾讯新闻中心与新浪新闻中心三方合作进行的一项

有关中国公众慈善意愿的调查显示，７０．８％的人更
愿意参与单位组织的慈善活动，５４．７％的人愿意通
过购买福利彩票支持慈善事业，２８．６％的人曾通过
捐献血液或骨髓的方式传递爱心，只有２１．５％的人
愿意通过基金会或公益组织进行捐款。此外，

６４５％的人甚至表示相比通过慈善组织进行捐赠，
他们更愿意自己寻找需要帮助的人。［１５］由此看来，

在当今中国社会，人们更倾向于通过人际关系而非

慈善组织这一平台进行慈善活动。

其二，公众对善款数额持有怀疑态度。２００８年
汶川地震期间，民政部报告称截至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９日
１３时，中国红十字总会共收到捐赠款物９．９０亿元。
但在同一天，中国红十字总会向外界公布，截至２００８
年５月１９日１１时，中国红十字总会共接收捐赠款物
１０．６２亿元人民币。截止时间在前的数据竟比截止
时间在后的数据多出７２００万元，一时间，慈善组织善
款数额的真实度备受网民质疑。社会公众对慈善组

织运作流程和善款数额同样抱有怀疑态度。

其三，善款使用效率低下。目前，中国尚缺乏独

立的第三方机构对慈善组织的资金使用率及效果进

行有效评估，而公众又难以担此重任，致使慈善组织

的资金使用偏离组织使命的情况时有发生。２００９
年，“大肚女孩”苏田田的母亲在女儿辞世３５天后
才收到爱心人士通过当地红十字会所捐赠的善款，

如此低的善款使用效率不免让本就对慈善组织资金

运作流程持有怀疑态度的社会公众更加寒心。类似

的案例比比皆是，这就在不知不觉中降低了慈善组

织在公众心目中的信任度。

其四，慈善活动中违法犯罪事件频繁发生。慈

善组织成立的初衷是为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帮助，

但其运作效率低、决策不公开透明、管理者渎职等因

素为一些人提供了以权谋私的条件。由于缺乏有效

的监管，慈善组织似乎成为了孕育违法犯罪事件的

温床，挪用善款、诈取善款等事件频发不止。２００９
年，中国青年报报道了宁波抗癌健康基金会（民间

慈善组织）扣留善款，拿取比例的事件。［１６］２０１０年
１２月，四川渠县组建残疾人自强队，将残疾人士输
入外地务工，共谋得３００余万元人民币。［１７］２０１１年
４月，上海市卢湾区红十字会在与相关企业协会商
洽工作的公务活动中一顿饭就消费９８５９元。［１８］几
乎在同一时间，南京慈善总会副会长潘锴红打着

“爱心计划”的旗号，通过会费、高息等形式引诱顾

客投资，共涉及 ４２４名受害人，涉案金额高达
５１６８８万人民币。［１９］在慈善事业亟待发展的大背
景下，类似事件接连发生，致使公众对慈善组织的信

任度大大降低。

２．中国慈善组织总体公信力低下的不良后果
捐赠与慈善组织的社会公信力有着高度的正相

关关系，捐赠者基于对慈善组织运作能力和诚信的

信任将自己的财富转交给慈善组织，慈善组织的社

会公信力越高，获得社会公众高捐赠率的可能性也

就越大。中国慈善组织公信力低下所带来的最直接

的影响就是社会捐赠总额的下降。根据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２年《中国慈善发展报告》整理数据（见图１），可
以发现，受四川汶川地震和青海玉树地震的影响，

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０年中国社会捐赠总额均突破 １０００
亿元。然而，２０１１年爆发的“郭美美事件”等慈善丑
闻严重打击了社会公众的捐赠热情，中国社会捐赠

总额明显下降。２０１１年中国社会慈善捐赠总额达
８４５亿元，与２０１０年相比同比下降１８．１２％。受经
济下行、２０１１年“问责风暴”和税收政策的影响，
２０１２年我国社会慈善捐赠总额约为 ７００亿元，与
２０１１年捐赠总量８４５亿元相比，下降约１７％左右。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民间慈善组织而言，其生存

和发展的资金完全依托于社会捐助主体，资金捐助

者的志愿性与公益性心理是关键因素。中国慈善组

织整体公信力低下的现状势必会打击社会公众的捐

赠意愿，严重阻碍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

图１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中国社会慈善捐赠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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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国民间慈善组织未来发展的

新契机：互联网时代

　　与政府财政支持、发展相对成熟的官方慈善组
织相比，民间慈善组织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都

存在着先天不足，尤其是在财力方面，缺乏长期稳定

的资金保障。民间慈善组织生存和发展的资金完全

依托于社会捐助主体，故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必不

可少。而广播、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门槛普遍较

高，成本较大，民间慈善组织几乎难以借此进行慈善

动员和形象塑造。相比之下，互联网极低的甚至是

零代价和零成本的优势恰好缓解了这一困难。此

外，由于近年来慈善丑闻的频繁爆发，公众的慈善热

情倍受打击，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岌岌可危。在此现

状下，对于民间慈善组织而言，有效的社会动员就显

得尤为重要。宣传动员可以说是民间慈善组织开展

活动最为关键的一步，互联网为民间慈善组织进行

慈善信息的发布和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慈善讯

息一经网民转载传播，必然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不知不觉中便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社会力量。可

以说，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我国民间慈善组织的发

展带来了新契机，其主要表现为以下３方面。
１．网民数量逐年递增，为民间慈善组织奠定了

庞大的受众基础

我国互联网起步虽晚，但发展较快，网民数量增

势迅猛，已从 ２００５年的 １．１１亿人增至 ２０１１年的
４８５亿人，我国网民总数位居世界第一。根据中国
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ＣＮＮＩＣ）２０１３年６月３０日发布
的最新数据，我国网民规模已达５．９１亿人，互联网
普及率为４４．１％，短短半年新增网民２６５６万人；中
国网站数量为２９４万个，半年增长２６万个，增长率
为９．６％。２０１３年上半年，我国人均每周上网时间
长达２１．７小时，人均每天上网３．１小时。［２０］如此庞
大的网民数量，为民间慈善组织利用互联网进行社

会动员奠定了良好的受众基础。此外，民间慈善组

织产生于民间，依靠的是社会公众的力量，具有明显

的草根性。而互联网则因其独特的低成本运行和高

效能传播效率能够吸引一大批草根阶层。在这一点

上，两者具有内在契合性。民间慈善组织可以发挥

其天然的草根优势，广泛号召网络草根阶层，整合社

会闲散资源，以帮助受困群众。

２．互联网使社会关系网络不断拓展，便于民间
慈善组织开展社会动员

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２１］于１９７８年
提出了“弱关系理论”，认为人际关系网可以分为强

关系网络和弱关系网络两种。强关系是指个人的社

会网络同质性较强，即交往的人群所从事的工作、掌

握的信息是趋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密；而弱关

系则是指个人社会网络异质性较强，即交往面广，交

往对象可能来自各行各业，获得的信息也是多方面

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马克·格兰诺维

特强调，弱关系才是与一个人的工作和生活最紧密

联系的社会关系，正是层层叠加的弱关系将世界上

原本毫不相关的人联系到了一起。就像六度分割理

论所阐述的那样，通过６个人就可以认识世界上任
何一个陌生人。互联网可以说是为弱关系理论的实

现提供了极好的传播沟通平台，使得人际交往跨越

了时间、空间、地域、宗族等的限制。这对于完全依

托社会力量生存和发展、以社会动员为使命的民间

慈善组织来说，意义非凡。民间慈善组织可以通过

互联网，建立和维系属于自己的较大规模的社会关

系网络，进而开展广泛而有效的社会动员。

３．网络社会已然成型，利于及时有效的信息
传递

美国学者曼纽尔·卡斯特［２２］曾在《网络社会的

崛起》一书中这样说明网络社会：作为一种历史趋

势，信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

起来，网络建构了新的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

散实质性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利与文化过程中的

操作和结果。由此可以看出，信息传递是网络社会

的一大功能，并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极大影响。

在网络社会中，新闻消息传播的主体从以前集中的、

确定的组织或个体变成了不确定的、分散的组织或

个体。普通公众不再是被动的受传者角色，而是主

动的传播者，提供信息和分享信息。在这种自主化

的传播形式中，个人成为信息的筛选者和提供者，个

体话语权得到实现。通过微博、博客、社区、论坛等

新兴网络媒介，人人都可以关注信息，人人也都可以

分享信息。这为民间慈善组织进行广泛有效的低成

本信息传递提供了机遇。民间慈善组织可以利用网

络新媒介及时发布慈善信息，并通过网络草根阶层

达到迅速扩散的效果，从而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

关注。

　　四、互联网时代推进中国民间慈善

组织发展的对策

　　２００４年，美国人克里斯·安德森［２３］提出著名

的“长尾理论”，阐述了小众市场显露的种种商机，

认为所有非主流市场累加起来就会形成一个比主流

市场还大的市场，这些少量需求会在需求曲线上面

形成一条长长的尾巴，从而实现小众的极大数量。

民间慈善组织这个社会资源一直分布在社会事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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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尾”部分，难以得到有效开发。借助网络匿名

性、及时性、互动性、灵活性、无限性等特征，公众参

与公益慈善更加快捷便利，势必形成一股强大的社

会力量，推动我国慈善事业向前发展。互联网作为

公益慈善的新型载体，将不断得到社会肯定。友成

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秘书长甘东宇表示：“网络本身

就是公益，不需要太多的钱，发出声音也是公益的方

式，自下而上，随手可以做，通过微博、手机终端等推

动公益。”［２４］民间慈善组织产生于民间，并依附民间

力量进行运作。因此，以社会公众和民间慈善组织

为载体，合理利用互联网，形成双方良性互动，对于

促进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１．以社会公众为载体，推动慈善观念深入人心
一要加强网络营销，尤其是网络形象营销。根

据中国互联网网络营销第一人冯英健的定义，所谓

网络营销是指组织整体营销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是为实现组织总体经营目标所进行的，以互联网为

基本手段营造网上经营环境的各种活动。［２５］民间慈

善组织不同于一般企业，其网络营销的对象并非单

一产品，而是一系列慈善活动的总和。从这个意义

上来说，民间慈善组织的网络营销更多的是形象营

销，而非产品营销。这就要求建立一个以网站为主

体，以博客、微博、ＱＱ群、论坛等一系列新媒介为传
播方式的完整网络体系，以达到向受众全方位传递

慈善信息的效果。为此，应利用合法的网站向外界

发布最及时、最权威的组织信息；用博客集合组织成

员，增强凝聚力；用微博发布最新消息，扩大知名度；

用ＱＱ群探讨工作，聚集组织力量；用论坛发布活动
资讯，提供交流平台。《２０１２年中国慈善透明报告》
指出，与２０１１年公众关注财务信息相比，２０１２年关
注的焦点转向了组织的业务信息。［２６］互联网平台的

时效性以及各类网络新媒介的便捷性都为民间慈善

组织及时有效地发布慈善信息提供了可能。完整的

慈善网络营销体系不仅满足了公众对慈善信息的需

求，更是扩大了慈善的社会影响力，从而在公众心中

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提升了民间慈善组织的社会公

信力。

二要重视网络意见领袖的培养。“沉默的螺

旋”理论认为大多数人都力图避免孤立状态，一旦

发现自己的意见与主流意见不一致，就会沉默下去，

继而产生从众心理。这就开始了一方表述、另一方

沉默的螺旋过程。民间慈善组织中不断涌现的网络

意见领袖则是反向利用“沉默的螺旋”，并通过互联

网强化这种螺旋状态。他们大胆发表慈善主张、发

起慈善活动，从而吸引善心人士广泛讨论和参与，逐

渐成为主流声音。从近年来网上有名的公益事件中

可以发现，发起人一般都拥有较多的媒体资源，并且

拥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和公信力。例如发起“随手

拍照解救乞讨儿童”活动的于建嵘教授，发起为“药

家鑫案”受害人张妙家人捐款的傅蔚冈，以及“爱心

午餐”的发起人邓飞等人，都在事件中处于意见领

袖地位。他们都具有较高的媒介素养，善于利用媒

体资源，深谙新媒体的传播特性。意见领袖在获得

信息之后，通过自己的加工，然后传播出去，引起社

会关注，最后影响公众对信息的反应和行动力。在

新媒体公益慈善活动中，意见领袖有着特殊的作用，

他们能够诱发公益话题的形成、维持公益话题的存

在、促使公众投入到公益行动。“以人为镜，可以明

得失”（《旧唐书·魏徵传》），榜样不仅是一面镜子，

也是一面旗帜。互联网时代中的慈善意见领袖就是

引领社会慈善道德风尚的指向标，必将发挥巨大的

榜样作用。

三要改变慈善文化“低位”的现象。郑功成［２７］

曾指出，早在１９９０年代中期，美国非营利机构掌握
的资源就高达６０００多亿美元，相当于美国 ＧＤＰ的
８％～９％，其中２０００多亿美元来自个人捐献，相当
于美国 ＧＤＰ的２％ ～３％。而在中国，２００８年因汶
川地震所达到的社会捐献高峰为１０００亿人民币，
只相当于当年我国ＧＤＰ的０．０３％，其中包括大量的
国企捐款、特殊党费与海外捐款，而真正属于国内个

人自愿捐献的善款并不多。由此可以看出，慈善意

识并未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慈善文化“低位”

现象十分严重。慈善文化属于社会意识范畴，社会

整体道德素养的提升对于民间慈善组织乃至整个社

会的公信力的提升将产生积极作用。慈善存在着

“马太效应”，即当善念成为社会的普适价值观时，

就会产生一种积累优势，会有更多的机会取得慈善

事业的进步。而互联网的出现更是为这种社会资源

的积累提供了极佳平台。政府可以利用互联网平台

树立慈善典型，报道和表彰表现突出的慈善活动及

相关人员，使得慈善观念通过社会化的过程，深入公

众心中，成为普适价值观。公众把慈善当做个人的

义务，这是一个社会的慈善文化被个人内化的结果，

这种内化应是一种柔性的过程，而不应是一个强制

性的过程。从美德到义务，再由义务到本能，如此才

能使慈善变成一种平常行为。［２８］

２．以民间慈善组织为载体，提升慈善活动的
价值

一要鼓励网络公共议程的形成。王绍光［２９］将

公共政策议程简化为３类：传媒议程、公共议程和政
策议程。所谓传媒议程，是指大众传媒频频报道和

讨论的问题；所谓公共议程，是指引起社会大众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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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的问题；所谓政策议程，是指决策者认为至关重

要的问题。这３种议程的设置可能是相互关联的。
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强化了这种关联度，淡化了３
种议程设置相互之间的界限。受众也可以把握机

会，通过互联网和其他方法建立他们自己的一系列

议程。［３０］人们通过网络媒介，模拟现实环境构筑巨

大的虚拟环境，并最大化地将其当作现实环境而付

诸实际行动，进而影响政府作出符合公共利益的决

策。这一社会现象就是“托马斯公理”揭示的真

相———如果人将某状况作为现实把握，那状况作为

结果就是现实。笔者认为，网络公共议程设置就是

指公众通过互联网媒介，将引起社会公众广泛关注

的一系列问题上升为政府意志的过程。民间慈善组

织的活动可以有效推动政府公共政策的形成。“免

费午餐”项目是以网络新媒体为依托的草根公益，

而这个慈善项目却在半年内就影响到了中国的公共

政策。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６日，国务院正式决定启动实
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每年预计

拨款１６０多亿元，按照每生每天３元的标准为农村
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估计惠

及６８０个县市，约 ２６００万在校学生。从“免费午
餐”到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可以说是

网络公共议程形成并上升为政府政策议程的过程。

诸如此类的事例还有很多，如针对上访妈妈唐慧被

关押劳教掀起的微博救援行动，引发了废除劳教制

度的网络大讨论，直接推动了废除劳教制度的立法

进程。再如，四川、安徽、浙江等地不约而同地爆发

了居民的网络抗争，并最终推动当地政府部门取消

了有环境污染的招商引资项目。由此可见，网络公

共议程正在形成，并逐渐成为影响公共环境和公共

政策的新兴力量。

二要促进慈善信息的公开透明。《２０１３年度中
国慈善透明报告》［３１］显示，２０１３年我国公益慈善组
织透明度相比２０１２年有所改善，但行业整体透明度
不容乐观。数据显示，２０１３年度我国慈善透明指数
为４３．１１（总分为１００）。在１０００家公益慈善组织
监测样本中，年度透明指数６０分以下的组织有７０４
家，占样本总量的７９．４％。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
尼·吉登斯认为，“在人为不确定的情况下，这里有

争议时产生积极信任的问题———对别人或机构的信

任，必须积极地创造和建立。……积极信任要求增

加社会关系的‘透明度’，但也积极地提高这种透明

度”［３２］。也就是说，民间慈善组织想要获得积极或

主动的信任，就必须通过积极或主动的争取才能得

到，也必须积极或主动地加以维系。公开透明是公

众对慈善组织的基本要求，美国卡耐基基金会前主

席卢塞尔曾说过：慈善事业要有玻璃做的口袋。互

联网时代的到来恰好为公开慈善活动流程和资金流

向提供了一个“玻璃做的口袋”。在网络上时刻更

新活动进程，关注善款流向，可以让广大网民对民间

慈善组织的工作进行监督。青海格桑花教育救助会

是一个发展比较完善的民间慈善组织，拥有完善的

助学管理制度和工作流程。善款与物资的发放，都

统一在格桑花西部助学网上发布，且领款表上必须

有受助者家长、受助者、老师、助学义工或当地联系

人签字以及学校盖章。此外，在孩子较集中的地区

由义工实地监督助学金发放；对于孩子较分散的地

区，义工实地抽查核实助学金的发放情况，同时在有

条件的助学点召集家长大会，让家长了解运作方式

和举报途径。捐助人可以用各种方式对助学金和捐

助物资发放情况进行核查。这样，在尊重广大民众

知情权和监督权的基础上，该救助会不仅形成了良

性运行机制，而且提升了自身的公信力。

　　五、结语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我国的社会

矛盾日趋复杂，各种人为灾难和技术灾难时有出现。

同时，地震、雪灾、台风等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也造

成了严重的人员及财产损失。慈善组织的工作愈显

重要。民间慈善组织是中国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产生于民间并依附于民间力量进行运作，具有

天然的草根性，拥有官办慈善组织难以具备的独特

优势。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管理机制和运作机制

的深入改革，民间慈善组织将获得享有更多社会资

源和参与公共管理的机会。然而，在慈善组织整体

公信力低下的大背景下，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可谓

是困难重重。不仅存在着规模小、资金缺、组织发展

欠规范、组织营销能力低下等内部问题，还面临着注

册难、获取资源难、合法性等外部问题。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提供

了一个全新的契机。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

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机遇中蕴藏着种种挑战。

它在推动慈善观念深入人心的同时也能让慈善丑闻

一夜之间人尽皆知，在提升慈善活动价值的同时也

不得不接受来自社会各界的监督与评估。中国正处

于社会转型期，公民社会尚不完善。民间慈善组织

的发展，不仅依靠其自身管理体制的优化，也依赖于

政府的理性引导与大力支持。笔者认为，政府当务

之急应从以下４方面着手：其一是降低民间慈善组
织注册门槛，冲破双重管理体制的尴尬，解决其合法

身份问题；其二是加大资金支持，要以完善税收政策

为主、直接资金补贴为辅；三是引导建立慈善组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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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评估机构，实现有效监督；四是加快慈善立法步

伐，确保民间慈善活动有法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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