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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慈善学术研究 打造慈善江苏科研高地 

 

摘要：江南大学王建华等研究认为，慈善学术研究对于

推动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江苏作为中国慈善事业的起源性省份，拥有丰富的慈善文化

积淀、强大的学术研究能力和先进的慈善探索模式。建议聚

焦优势，孵化慈善研究专业；注重特色，凝练慈善研究问

题；重视人才，搭建慈善研究团队，打造“慈善江苏”科研

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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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

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中国慈善事业

或将迎来“第三波浪潮”。慈善学术研究对于中国慈善由“输

血型”转为“造血型”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江苏作为中国慈

善事业的起源性省份，应审时度势、抢抓机遇、构建范式，打

造“慈善江苏”科研高地。江南大学王建华承担的江苏省社会

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江苏未成年人公益教育研究”，通过分析

开展慈善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以及江苏具有的基础和优势，提

出打造“慈善江苏”科研高地的对策建议。 

一、开展慈善学术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慈善学术研究，是以慈善理论与实践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和

研究内容的学术门类。基于鲜明的社会指向性，慈善学术研究

不仅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疏浚源流，深掘慈善文化内涵。中国的慈善文化源远

流长。自近代以来，伴随现代学科观念的传入，有关慈善理论

与实践的研究蓬勃发展，逐步形成以慈善史为基础的慈善文化

阐释体系。慈善史的研究帮助我们从历史的、发展的、科学的

维度把握慈善文化与慈善实践，不仅使得形而上的慈善文化更

加具象、稳固，构成一条始于先秦、不断发展、生生不息的慈

善史脉，而且疏浚慈善与中华文化的内在联系，为优秀传统文

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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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怀现实，探索慈善实践模式。我国的慈善学术研究

根源于对慈善实践的现实关切。伴随慈善实践的不断发展，慈

善基金会研究、慈善社会团体研究、慈善法规研究、慈善捐赠

研究等日益成为慈善学术研究的新领域。新领域的慈善学术研

究聚焦社会现实、纾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治理，不仅可以在

立法和政策制定中发挥咨政功用，而且利于促进慈善观念的不

断迭代更新。在此过程中，慈善研究与慈善实践也形成了良好

的互动机制，共同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体系的探索。 

3．科学视野，促进专业慈善机制。长期以来，慈善事业

均被视为自然、自觉、自为的社会活动。然而，随着慈善事业

的现代化和专业化发展，对高水平慈善学术研究的依赖程度

也越来越高。2021 年民政部印发的《“十四五”社会组织发展

规划》指出，要“发挥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社会智库作

用，深入开展社会组织政策理论研究，探索中国特色社会组

织高质量发展规律与模式”。之后，浙江工商大学、山东工商

学院设置慈善管理本科专业；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

通大学、中山大学、深圳大学设立慈善研究生项目；《社会保

障评论》《文化纵横》《中国行政管理》等核心期刊也开设专

栏，鼓励慈善研究学术争鸣，催生“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

裕”的大讨论。可见，慈善学术研究已经成为慈善事业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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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江苏开展慈善学术研究的基础与优势 

1．慈善文化积淀深厚。丰厚的物质基础与灿烂的精神文

明催生丰富的慈善实践，为江苏赢得“东南好义之名称天下”

之誉。近代以来，江苏先承西学，现代慈善思想较早生根发

芽，成为慈善学术研究中心地带。伴随民族工商业的繁荣发

展，一批慈善家因势而起，不仅在市政、教育、赈灾等方面出

力卓著，而且还将“以道德精神为主导”“以和谐秩序为条

件”的慈善精神镌入江苏文化内核。现如今，以“张謇慈善精

神”为代表的精神文明成果和以“荣氏学校系列”为代表的物

质文化遗产均已成为江苏开展慈善学术研究的可贵物料。 

2．学术研究能力较强。江苏素有“中国教育最强省”之

誉。在全国慈善学术研究方兴未艾之际，省内一些高校已经开

展有关探索。一是创设研究平台，代表性的有南京大学江苏慈

善研究院、无锡慈善文化研究院等。这些机构依托学科高地，

聚拢研究资源，在政策研究、决策咨询、数据统计等方面各有

所长。二是设置研究生项目，如苏州大学人道公益管理方向公

共管理硕士（MPA）等。这些项目依托现有研究生学位授权

点，面向特定人群，培养慈善精英。三是开设本科专业和开展

职业教育，如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钟山职业技术学院等。

这些举措立足人才培养，夯实慈善学术研究基础，扩大慈善学

术研究队伍。此外，江苏拥有“双一流”高校 16 所。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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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孵化慈善相关专业中，有公共管理 A 类学科 1 个、B 类学科

4 个，工商管理 A 类学科 1 个、B 类学科 8 个，社会学 A 类学

科 1 个、B 类学科 1 个，具有较强的慈善学术研究潜能。 

3．慈善探索模式先进。一是重视品牌建设，打造精品项

目。江苏在助医、助学、助困、扶贫、赈灾、助老等方面持续

发力，设立省市两级慈善奖，形成“慈善一日捐”“扬子晚报

希诺阳光助学行动”“护苗行动”“情暖江苏”等具有全国影响

力的品牌。二是试水全新机制，拓展慈善边界。江苏创造性地

推出“慈善+”策略，以多元方式吸引慈善资金，极大拓展慈

善的原有边界与内涵。三是突出现实关怀，回应时代关切。新

时代，江苏将慈善事业融入“强富美高”系统性工程，不仅以

慈善手段纾解“现实之困”，而且通过“慈善防返贫保险”“光

彩慈善安居工程”“让善汇流、为家充电”“帮特困、助急难慈

善再救助行动”等，回应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时代之

问”。 

三、打造“慈善江苏”科研高地的对策建议 

1．聚焦优势，孵化慈善研究专业。一是聚焦亮点、汇集

力量，选定专业孵化试验点。以公共管理、工商管理、社会工

作等学科为基础，选取科研实力强、教学水平高、学校支持力

度大的学位授予点作为试点，以“先方向、再专业”的策略，

完成独立专业的孵化与建设。二是定位学科、形成条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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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研究特色链。通过政策支持、项目扶助、校地合作，做大

做强省内慈善研究机构，支持以 MPA、MBA、MSW 等方式，

培养新型高端慈善人才。三是学习先进、博采众长，促进慈善

研究跨越式发展。积极向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交通

大学等慈善研究相对发达，以及浙江工商大学、山东工商学院

等较早开设慈善相关专业的高校学习，借鉴经验，因地制宜，

取长补短。 

2．注重特色，凝练慈善研究问题。一是夯实慈善史研

究。开展江苏慈善通史、慈善与城市发展互促共生史、慈善史

料及文化遗产整理等研究工作，将人文底蕴转化为慈善动能。

二是促进慈善实践研究。开展江苏慈善品牌、江苏慈善机制、

江苏“慈善+”经验与发展前景等方面研究，形成一批具有实

践导向的研究成果。三是加强慈善管理研究。教育主管部门应

充分发挥主导作用，聚焦慈善管理人才培养机制、素能提升、

升级迭代等重点，做好资源整合、政策支持、条件保障，催生

高质量慈善工作群体。 

3．重视人才，搭建慈善研究团队。一是注重领军人才培

养。通过人才项目、定向培养等方式，培育慈善研究领军人

才。二是加强高层次人才引进。海外慈善研究起步较早、体系

相对完备。应通过平台搭建、机制创新、加强引才力度等方

式，引进领军人才，为江苏慈善研究注入国际化力量。三是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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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人才梯队建设。通过政策、项目、平台等对有志于从事慈善

研究与教学的青年学者给予支持和帮扶，努力搭建青蓝携手、

结构合理、开放包容、实力强劲的慈善研究“苏军”。 

 

（作者王建华，系无锡慈善文化研究院院长，江南大学社

会科学处处长、商学院教授；韩宇瑄，系无锡慈善文化研究院

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江南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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