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中国慈善史看商业向善与

社会创新（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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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下，第三次分配可否不仅惠及他人，也能惠及捐

赠人自身，“予人玫瑰，不止手有余香”呢？怀揣着这样的目标，我们撰

写了您现在看到的这一组名为“从中国慈善史看商业向善与社会创新”的

系列文章。 

过去的九篇中，我们分别讲述了个人慈善、宗族慈善以及商帮慈善（晋

商、徽商、闽商、粤商、浙商、苏商）。本文是系列文章的第十篇，也是最

后一篇，我们结合在慈善史系列研究中的所思所想与当下企业面临的实际

问题，提炼总结了 8 条启示来结束这个系列。希望这个系列研究，能从一

个崭新的视角为大家讲好慈善史中的“中国故事”，更期待这个系列研究

与启示，能为今天的企业家通过商业向善与社会创新塑造新商业文明提供

坚实有力的理论支撑、方法论和实践要则。 

我们认为，好的慈善模式需要精心的设计，让参与者能够可持续地做

慈善，而不仅仅依赖于做慈善者的道德水准。在这个系列研究中，我们以

“激励相容”理念为核心思想，以独特的“3+2”分析法研究了中国的典

型慈善模式——即考察慈善模式中直接相关的三方：发起者、受益者、传

承者，以及作为观察者的两方：民众与政府，在不同的慈善模式下是否激

励相容。我们发现，只有当慈善模式的设计者积极寻找利益相关方的相容

与共创，打造出激励相容的机制，才能让慈善走得健康、长远。 

以范氏义庄为例，其制度设计影响了其后几百年的义庄发展模式。作

为义庄早期的创办人，范仲淹父子构建了一套完整的“规矩”用来约束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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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并指导义庄的发展方向。随着时代的变化，宗族内部不仅一直注重遵守

规则，还能够与时俱进地改进规则。这种管理机制的设计，让我们看到了

一个激励相容的慈善模式良好的延展性：在这样的模式里，义庄之内能够

招纳优秀人才（受益者或传承者）投身运营；义庄之间，可以吸引其他宗

族（观察者）效仿加入；义庄之外，携手政府（观察者）探索社会创新的

边界：由于义庄承担了一定的社会救济责任，政府也愿意通过免税免杂役

等方式鼓励其存续发展。 

在众多的慈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慈善的发起者往往依靠个人魅力、

声望以及在当地的威信发起慈善，但作为直接传承人的子孙后代却大多缺

少个人道德层面的崇高动机，同时又没有足够的物质激励或财力去延续前

辈的事业。如在郭解、刘宰和张謇的案例中，传承者的系统性缺位直接导

致了慈善发起者去世后慈善行为的戛然而止，慈善精神也没有得到好的传

承。而在范氏义庄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宗族慈善之所以延续千百年，

依靠的不仅仅是经济基础，更是这个家族的精神文化理念的传承与制度保

障。 

与此同时，一种慈善模式能否持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持续

创新，与时共进。例如，粤商的善会善堂在资金来源、组织形式和运营理

念方面都有了现代化社会企业的雏形。从现代的社会企业理念看，组织可

持续经营的根本在于经营费用的可持续。广州的九大善堂没有一家是只募

款不理财、用“一条腿”走路的。他们或买地买铺，再到市面上放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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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入典当行，收取相对较高的利息。在管理上他们更加注重民主，还设置

了轮值制度，以提升商人参与慈善的积极性，同时实现人才和资金的可持

续发展。类似的创新还有很多。由此看来，慈善的永续性和企业的可持续

发展有相通之处，都需要完善的保障机制以及持续不断的创新。 

在很多企业家的认知中，慈善仅仅是捐赠财物，他们尚未意识到慈善

与自身商业成功之间的关系。然而，在众多商帮的案例中，成功的商帮慈

善大多会结合自身的优势，寻找与社会价值的结合点去做慈善，这样的慈

善才能够达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晋商充分利用已有的强大社会网络，通

过打造商业会馆，实现了广泛高效的善举落地，同时在当地社会提升了晋

商群体的口碑与社会信誉；徽商好儒，视读书入仕为荣耀，因此将经商所

得财富大力投入到宗族教育中，培养族内子弟做官，加强宗族影响力；闽

商在福建发生大旱，地方官员束手无策之时，献策“招饥民数万，人给银

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海舶载至台湾，令其茇舍、开垦荒田为生。”不

仅使饥民免遭灾难，还促进了台湾岛的开发，扩大了未来的市场。这正是

“商业向善”的作为一种重要社会创新的闪光之处：我们并不要求企业单

纯地捐款捐物，而希望企业将自身的商业运营——尤其是商业运营中的优

势——与可能的社会慈善效应结合起来，从而可以让企业最大化地创造价

值，成为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在研究中，我们也发现通过实现社会价值，特别是与自身业务紧密结

合的社会价值，亦可反哺主营业务优势。徽商在家乡铺桥修路，在为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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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提供交通便利的同时，也使得自身主营业务的发展得到了好处。与之

类似，闽商开拓台湾、东南亚市场，既解决了大陆流民的生计问题，同时

也拓展了商业版图，在国内市场已经被晋商徽商主导的形势下，积极发展

海外贸易。这是“商业向善”感性光芒背后的理性基础：商业向善做得越

好的企业越能把自身的运营做得出色。商业的成功与慈善并非互相排斥，

而是相辅相成，更可以携手共进。故而，我们希望通过“商业向善”来促

进认知，并推动企业家观念的转变，最终使慈善（公益）与商业互相成为

彼此的助力。 

在以往的慈善研究中，大家往往关注捐赠者的慈善行为，而少有人关

注到受助者的感受与需求。晋商常家修建戏楼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好的

善举并不是通过施舍来满足捐赠者居高临下的心态，而应该对受益者注以

温情的平视。慈善为弱势群体带去的不只是物质，也有精神的关怀，和人

性的尊严。只有这样，才能用尊重赢得尊重。事实上，在当代的慈善实践

中，不仅呼唤对受益者心理与尊严的关注，私人捐助者与慈善机构之间的

心理定位问题也在引发越来越多的讨论与关注。 

从慈善史的分析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社会发展存在不同阶段，因此在

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对于慈善内容有着不同的需求。比如徽商开设育婴堂

的案例说明，在江南地区经济发达的背景下，人们的需求往往不只是最基

本的生存或灾荒救济需求，对于慈善，公众会抱有更高的期待。所以徽商

面对弃婴众多这一社会问题，致力于育婴堂的建设，将商业中对于客户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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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体察用于社会问题的解决之中。在粤商、浙商慈善中我们也看到为受

助者提供英文学习机会、职业教育培训等更加细分的领域。随着时代的变

迁，社会问题的更迭，受助者对于帮助的需求也在变化，企业能否像洞察

用户需求一样发现社会问题，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去解决问题，是当今企业

做商业向善与社会创新的重点之一。从另一个角度看，拥有敏锐商业洞察

的企业，也是社会中更可能解决问题的一员。 

在全球化的今天，对新技术新思想的包容与借鉴已经成为优秀企业家

的共识。从商帮慈善来看，近代商人通过引进新技术，如将番薯引入中国，

积极学习国外先进的医疗技术，引进种痘法，在农业、工业、医疗业等与

民生息息相关的领域显著改善了普通民众的生活，培养了近现代化所需要

的人才，并且将各种先进的理念通过慈善传播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这种

心态值得今天的企业家与慈善家借鉴：作为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士，更应该

怀有开放包容的心态，积极地引入推广对社会有益的事物，促进在社会中

的传播。 

在现代慈善中，我们经常会看到由于管理混乱和监督不到位，企业或

慈善组织频频陷入公信力下降的阴霾中，引发了大量质疑与争议，导致募

捐、慈善资源分配面临层层阻碍。慈善如何提高民众的信任度，走出公信

力困境？我们同样可以在历史中找到指引：如范氏义庄设置了监督者的角

色来限制义庄管理者的权力，拒绝腐败的滋生；粤商的善堂善会通过公布

捐赠者名单，保证捐款的透明度；浙商的慈善医院更是为取信于民，每年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44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