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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事业具有悠久的历史，是一个古老而常

新的话题。郑功成将之定义为“建立在社会捐献

基础之上的民营社会性救助事业，是一种由社会

广泛参与、慈善组织运作、社会募捐、项目实施

等组成的慈善活动体系”[1]。其发展受到多种因素

的影响，其中，宗教因素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

量，它在慈善事业起源和发展的过程中占有重要

的地位。宗教观念和信仰是人们志愿从事慈善活

动的动力源泉，而宗教组织又是实施慈善捐赠和

开展志愿服务的重要载体。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宗教传统的

国家，宗教与美国慈善事业的关系不但是美国学

者研究的热点，也引起了国内学者越来越多的关

注。在已有的文献中，国内学者主要从美国宗教

慈善文化、宗教信仰对慈善行为以及宗教组织与

美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一、宗教与慈善文化

美国是慈善事业较为发达的国家，社会公众

有为慈善事业捐款和提供志愿服务的悠久传统，

形成了一种全社会共享的慈善文化，许多学者将

这种特有的慈善文化与宗教联系起来。如李韬在

《慈善基金会缘何兴盛于美国》 一文中认为“宗

教与文化从人的心灵深处发挥作用，决定着人们

的思想与行为方式。人们之所以愿意将自己的财

富捐献出来，宗教和文化所起的作用不容低估。

一定意义上讲，宗教对慈善思想的产生和慈善活

动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2]。

在美国，有 95%的民众信仰上帝，其中 86%

的人为基督教徒，而基督教徒中，60%的人为新

教徒[3]。因此，宗教与慈善文化的关系就集中表

现为基督教，尤其是新教对慈善文化的影响。关

于这一点国内学者已达成了共识。

黄鹏在《美国慈善文化中的宗教因素》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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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慈善事业历史悠久、发展蓬勃，宗教因素不可或缺。国内学者对宗教与美国慈善事

业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宗教与慈善文化、宗教信仰与慈善行为和宗教组织与慈善事业这三个方面。

对目前的研究状况进行总结和评述，将有助于今后国内学界在这一领域进行更深入地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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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将美国慈善事业发达的宗教原因直接阐释为

基督教的影响。作者指出，美国大多数人都信仰

基督教，《圣经》的慈善思想对他们产生了巨大影

响。从北美大陆早期的移民开始，殖民地时期到

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基督教的影响贯穿了美国

慈善事业发展的始终，它不仅在思想上为慈善事

业提供了理论来源，而且提供了慈善活动的最初

形式。因此，“没有基督教会，也就没有美国慈

善事业高度发达的今天”[4]。

黄晴则进一步强调“美国慈善文化主要基于

一种新教理念，即富人只是财富的社会管理人。

也就是说，在法律上财富是私有的，但在道德和

价值层面，超过生活需要的财富就是社会的”[5]。

此外，冯英等学者也认为，是美国特有的慈

善文化造就了众多的慈善家。美国慈善文化主要

体现在三个方面：“罪富文化”、“互济文化”、

“个人主义文化”。其中“罪富文化”即基督教文

化中关于富人原罪的教义，“富人天生就是罪恶

之人，并以下地狱和上帝的震怒作为对罪恶之人

的威慑；而富入要想进入天堂，唯一的途径就只

能是将自己的全部财富都捐赠给穷人”[6]。

二、宗教信仰与慈善行为

美国是一个有着浓厚宗教色彩的国家。数据

显示，宗教人士每年的慈善捐款是世俗人士的 4

倍，担任志愿者的人数也比世俗论者高 23%[7]。

可见，宗教人士更热衷于慈善事业，宗教信仰能

够促进信教者的慈善行为，使他们更多地参与到

慈善捐款和志愿服务当中。宗教信仰和教义如何

影响美国人的慈善行为，国内学者对此颇为关

注，并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相关论述。

赵乐在《信仰的魅力与社会资本的实力：浅

析美国宗教慈善组织的两大支柱》一文中从信仰

宗教者的心理活动层次上指出了为什么宗教信仰

会对教徒的慈善行为产生促进作用。“信仰宗教

的过程也是一个宗教体验与心理变化的过程。信

徒的罪恶感直接导致了他们的‘赎罪’行为，他

们也在这一赎罪的过程中完成了自我实现，将有

形的物资财富转化成了无形的心灵财富” [8]。与

其观点类似，资中筠在《财富的归宿———美国现

代公益基金会述评》一书中，专门分析了私人基

金会的创立者捐赠公益事业的宗教动机，“基督

教传统的影响对公益事业发挥着无形的、不可忽

视的作用。富人总免不了有一种‘负罪感’，这

是一切慈善事业的动力之一” [9]。同时，还列举

了卡耐基、洛克菲勒、塞奇夫人、比尔·盖茨等

人的例子，认为他们在取得财富之后积极地投身

于公益慈善事业，一部分原因是笃信“富人进天

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等基督教信仰。

与赵乐、资中筠等学者认为信徒的负罪感是

促成其慈善行为的动机不同，部分学者认为慈善

行为是发自内心的，是基于对《圣经》教义的信

仰和对弱势群体的关爱之情，是一种博爱的精

神。黄鹏在《美国慈善文化中的宗教因素》一文

中，开篇就列举了《圣经》中记载的大量关于慈

善的教导。例如，《旧约·利未记》第 19 章第 10

节有言：“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

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又

如， 《旧约·撒迦利亚书》 第 7 章第 10 节告诫：

“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谁都

不可心里谋害弟兄。”再如， 《新约·使徒行传》

第 20 章 35 节中使徒保罗说：“我凡事给你们作

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地扶助软弱的

人”。当纪念主耶稣时说，“施比受更为有福”[4]。

可见，基督教教义中“劝人为善”的思想成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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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美国人产生慈善行为的直接动力。

从宗教教义的角度考虑，不论人们从事慈善

活动的动机是什么，是积极意义上的践行 《圣

经》中博爱的精神，还是较为消极性的内疚感和

负罪感，美国人广泛的慈善行为是毋庸置疑的事

实，而这种行为背后的动力之一就是宗教信仰的

强大力量。

三、宗教组织与慈善事业

在美国，慈善事业的发展离不开那些独立于

政府部门之外的宗教慈善组织的积极活动，关于

此类组织的概念界定，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观

点。孙炜和刘奕宏在《以信仰为基础非营利组织

之探讨：美国和台湾经验》一文中将之称为“以

信 仰 为 基 础 的 组 织” （faith based organizations，

FBOs，简称 FBO），即“以某种宗教信仰为基础

并参与慈善、公益等公共事务与社会服务提供的

组织，其组织与服务中带有特定的宗教性因素，

且参与社会服务与公共事务均为宗教信仰所驱

使”[10]，将其与单纯提供宗教功能的宗教组织加

以区别，以突显因为宗教信仰而参与慈善活动的

宗教组织。此外，赵乐将宗教慈善组织定义为

“与宗派或教会之间存在组织、行为和思想动机

上的联系，旨在开展推动教育、卫生、消除贫

困、宗教、科学发展、促进社会福利或其他有利

于社会发展的非营利的专业团体” [8]。该定义与

前面提到的以信仰为基础的组织属于统一范畴，

即基于宗教信仰而建立的从事慈善事业的，而且

参与慈善的动机是宗教信仰所驱动的组织。

宗教组织是美国人捐赠的主要对象，数据资

料显示：2005 年，宗教组织接受到的慈善捐款为

930 亿美元，占慈善捐资总量的 36%，远远多于

位于第二的教育机构 （仅为 15%）。同时，宗教

组织还是所有慈善捐赠钱物与志愿者时间奉献最

大的接受者，45％的美国家庭对宗教组织给予捐

赠，22％的美国家庭为宗教组织提供志愿者时

间、人道服务[11]。可见，宗教组织在美国慈善事

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国内学者也分析了宗教组

织之所以能够在慈善事业中发挥巨大作用的原

因，其观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宗教信仰对于信教者的鞭策

长期致力于研究美国宗教的著名学者刘澎在

《当代美国宗教》 一书中探讨了宗教机构的社会

服务 （即慈善事业）。作者指出“向社会提供公

益服务不仅是宗教团体的义务，也是广大教徒发

自内心的愿望。对信仰虔诚的教徒来说，积极地

参加社会服务，向慈善事业捐赠自己的时间和金

钱，是对宗教信仰和道德原则的最好实践；乐善

好施，帮助别人，是爱心的具体体现，因而也是

一种极大的精神满足和享受”[12]。

（二） 广泛的社会资本使宗教组织在慈善事业

中占据优势

除了宗教信仰因素促使宗教慈善组织兴盛发

展之外，国内学者刘澎、赵乐和承婧等人认为，

美国宗教团体的社会资本也是其在慈善事业方面

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刘澎指出，美国宗教组织

的社会功能远远大于其他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

在于“存在着一个由教会与教徒之间广泛的横向

联系构成的无处不在而又运转良好的社会网络”[13]，

这个社会网络指的就是美国宗教团体的社会资

本。赵乐认为，宗教慈善组织的社会资本实力是

美国宗教慈善组织生存与发展的两大社会性支柱

之一。他指出“宗教慈善组织积累社会资本的主

要通过两种途径：一个是组织与外部社会的联

系；一个是在外部社会建立起来的信任感。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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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宗教慈善组织将其慈善动员有效地输入到

各个领域和社会群体中；后者则有助于宗教慈善

组织说服其接受者和资源的提供者” [8]。正是通

过以上两种方式，宗教慈善组织与社会的各个领

域建立起了广泛的信任和互惠的网络，有效地促

进了现有的社会资本的增值，并形成了一种良性

的循环，不断地巩固宗教在美国社会中的根基。

（三） 政府部门对宗教慈善组织的政策支持

美国是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在对宗教事务

进行管理的过程中，政府坚持政教分离原则和宗

教自由原则，正是在这两条原则的规范下，美国

的宗教组织才能欣欣向荣地发展。刘澎 指出，

“宗教机构是民间慈善事业的核心，对宗教机构

的支持，就是对民间慈善事业的扶持。基于这种

考虑，美国政府在对待宗教组织和宗教慈善机构

的具体政策上坚持两点：一是坚持给予宗教团体

及其所属的各类慈善机构免税的待遇；二是允许

纳税人把对宗教团体的捐款列入抵税部分” [13]。

可以说，宗教组织能够成为美国人捐款的最大接

受者，美国政府的税收政策也起了很大的调节作

用。

相对于国外已成规模的宗教慈善事业发展及

其研究而言，国内学者关于这一课题的关注则较

为薄弱，在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中，或者专门论

述美国的宗教，或者专门研究美国的慈善事业，

而鲜有对宗教与美国慈善事业关系的专门论述，

且相关数据资料也较为陈旧，不能如实地反映现

状的变化。宗教对美国慈善事业的影响由来已

久，且这种影响的程度和方式仍处于不断地变化

和发展之中，对于宗教和美国慈善事业的研究也

将是一个持续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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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ng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Society, Developing
Modern System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NGOs)

———Review of The Third China Social Management Forum Sub-forum
which Theme is to Develop Modern System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NGOs)

YANG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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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t the third China Social Management Forum Sub-forum which theme is to develop modern sys－
tem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NGOs),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system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was warmly dis－
cussed from strategy, theories, local practices, suggestions and reflections, and etc. There are still many challenges
and problems, but China will have a more kind registration system, more transparent supervision mechanisms,
more often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more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a well-organized
way, more fomous social organizations (NGOs).
[Key words]cooper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modern regime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NGOs); social management

社会组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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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history of American philanthropy is very long and it is booming right now. Religion is one of
the indispensable factors. Some academic achievemen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n and American phi－
lanthropy mainly focused on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religion and charity culture, religious faith and charity be－
havior, the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and charities. It will be helpful for domestic academia to do further study if
making an overview and evaluation of such current researches.
[Key words]religion; U.S. philanthropy; 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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