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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1年中国公益进入了媒体称为“狂飙突进”的时代，全民公益的理念被越来越多的公众所接受，同
时也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
全民公益又称人人公益、微公益，是指普通人的捐款、捐物以及志愿服务行动。
朱健刚主编的《中国公益发展报告(2012版2011)》指出，当代全民公益的核心是“公民公益”，并提
出“公民公益理论框架”
。
报告按照社区、社会、政府、文化这四个层面对2011年公益领域发生的事件进行总结与分析，发布了
民间公益组织公信力报告、基金会调查报告、国际资助方评估报告以及公益法规政策研究报告等。
本书特别回顾了2011年“微公益”的发展，介绍公益教育的发展状况和民间实践，并对过去十年的公
益研究进行全面的综述。

《中国公益发展报告(2012版2011)》一方面希望能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资料，另一方面也力图向
实务界提供一个理论视野。
同时，本书也可以作为对公益感兴趣者学习现代公益理念、培养公民意识的一般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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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研究的对象也逐渐形成，公益组织、公益募捐、公益行为、公益法规、公益志愿服务、公
益历史与文化以及公益传播已经形成具体的研究对象。
　　因此，目前的研究大有一种对公益学的呼唤气势，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前的公益研究虽然丰富
，也存在着严重的停滞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这些研究仍然难以提供可以指导公益实践的有效知识，许多研究属于围观性质。
由于缺乏对公益实践内部的理解，很多研究常常隔靴搔痒，不能产生指导实践的力量。
　　（2）-些研究虽然采用了个案研究的方式，但是面对组织复杂的转型逻辑，由于研究者缺乏参与
，研究结果常常流于肤浅的分析，这就很难真正能够指导公益组织实践。
　　（3）整个公益研究都缺乏可信度高的数据基础。
没有可信的数据，甚至连一个权威的样本库都没有，这就使得整个公益研究缺乏实证的基础。
　　（4）理论整体上仍然还处于舶来状态。
舶来的理论还没有很好地与中国本土的政治经济环境相匹配。
这样，公益领域仍然缺乏有效指导行动的理论，也很难用于公益教育。
　　（5）最致命的是，很多研究并没有触及社会转型的根本问题，甚至连社会转型本身也不触及，
这就使得人们似乎是在一个真空的情境中就慈善谈慈善。
这就使得慈善研究领域缺乏讨论，缺乏对现实问题的有效回应。
　　因为以上问题，当前公益研究急需知识生产的转型，公益研究者更需要参与到公益实践中去，同
时能够保持观察和分析的状态，边干边学，这就是行动研究。
只有通过行动研究，才能真正完成公益研究的知识生产转型。
　　这种知识生产的转型是与实务界的需求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就当前的现实来看，实务界对公益大
体有如下的需求。
　　政府的慈善部门需要公益研究提供有创新的可行的政策建议。
推动公益慈善已经是政府和民间的共识，但是怎样催生民间公益的活力，同时又能够保持社会秩序的
安定，这是政府比较关心的问题。
公益研究应该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综合考虑这些问题，进而能够提出可行性比较高的创新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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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能否快速实现慈善事业的现代转型，在一定意义上也决定着中国社会总体转型的节奏与趋向。
2011年，整个社会接受了现代慈善的理念，而这种理念所引发的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也为中山大学
公益慈善研究中心所特别关注。
中国南方，如同当年经济改革引领全国经济开放一样，正在社会领域推动扎实的社会改革与开放。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 王振耀　　　　中国的公益事业正处于转型的十字路口，
民间在推动“人人公益”和“微公益”，政府在讨论官办慈善事业是否要“去行政化”和“去垄断化
”。
此蓝皮书既科学亦具批判性，有助于我们掌握问题的核心，是一份有重大参考价值的报告。
　　——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陈健民　　　　在对中国“慈善乱象”的持续追问和质
疑中，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公益慈善的本质应该是自下而上的民间行为，是自主、自律、依法监管的
公民行动。
中山大学的这本《公益蓝皮书》展示出对这一方面的努力探索，其中通过公民公益改变社会政策的研
究值得关注。
　　——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秘书长 梁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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