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慈善公益金融、民间资本与“一带一路”建设一

伴随中国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国内高收入人群所拥有的财富规模也在迅速扩大，

他们已经形成了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的真实需求和强大资金实力。在加强事中与事

后监管的前提下，适度鼓励中国民间资本以慈善金融、公益金融的形式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形成慈善金融、公益金融、开发性金融和商业金融相结合的完整金融服务

体系，不仅能够为“一带一路”提供更多的增量资金，还可以大幅提升“一带一路”

建设的社会效益和人文关怀，实现真正的普惠金融和包容性增长，并增强中国的软实

力。

一、慈善金融和公益金融的界定及其发展趋势

慈善金融（Charity Finance）不追求经济回报，是纯粹以慈善为目标的投融资

行为，她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存在，在当代发达国家的规模和影响力都很大。

公益金融（Social Finance, 也称为社会金融）是最近十几年发展起来的新型金

融运作模式，她在保证适度盈利的前提下追求社会与环境效益。在欧洲和美国，公益

金融这种融合了社会价值与财务价值双重目标的新型财富观，近年来越来越得到金融

机构、企业和高收入人群的认同。2009 年，英国《经济学人》撰文指出，公益金融将

成为“实现社会进步的重要方式”。目前公益金融典型的运作方式是社会责任投资，

即基于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等角度进行有选择地投资（ESG）。据美国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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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数据，ESG 基金管理的资产从 2012 年的 6550 亿美元增长到 2018 年末的 1.05

万亿美元，累计增长了 60%，其中，欧洲管理着 6300 亿欧元的 ESG 基金资产，而美国

相同基金的资产规模为 3010 亿美元。道富环球在 2018年 7月份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超过 80%的机构投资者认为 ESG 产品的规模将在未来 5 年内快速增加。2008 年全球金

融危机之后，由于发达国家普遍复苏乏力，慈善金融的规模略有下降，而公益金融持

续增长。可以看出，公益金融将成为未来金融服务社会的一种重要模式。

二、中国民间资本以慈善金融和公益金融形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必要性与可

行性

“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社会得到了热烈响应，已经成为后危机时代由中国提出、

并广为国际社会接受的新型全球合作发展理念。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也有部分声音，

对“一带一路”提出了担心和质疑，如大规模基础设施融资对沿线国家形成的债务压

力等问题。

在此背景下，如果我国政府能够明确提出，把慈善金融和公益金融纳入到“一带

一路”金融服务体系建设中去，尤其是支持民间资本以慈善金融和公益金融的模式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将大大提升“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效益和人文关怀，有力地

消除国际社会的疑虑和批评，用实际行动将中华传统文化推己及人、乐善好施的崇高

精神境界与全球分享，这是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提高自身软实力的重要手段。

从当前我国国内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状况来看，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适度鼓励

民间资本以慈善金融和公益金融的形式参与，也具有显著的可行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8)》显示，2015

年至 2017 年，我国实际社会捐赠总额分别为 1215 亿元、1458 亿元和 1558 亿元，呈

逐年上升态势。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8 胡润慈善榜》显示，2017 年 100 名中国大

陆最慷慨的慈善家总捐赠额比 2016 年上升 33%，达到 218 亿元；上榜门槛比去年提高

6.7%，达到 1600 万元。胡润表示：“捐赠额上升明显，平均捐赠额是 15 年前我们第

一张慈善榜的平均捐赠额的十多倍”。江苏省的公募基金会——爱德基金会成立 30 多

年来，已经成为社会公信度高、专业化程度强、项目覆盖面广、在海外有较高知名度

的全国公益慈善品牌。该基金会持续参与西部地区扶贫攻坚，累计投入 20 多亿，盖

了西部十几个省份和 300 多个县市，惠及人群达到上亿人。为响应国家“走出去”战

略，爱德基金会先后于 2015 年和 2016 年成立了非洲、欧洲项目办公室。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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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国内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民众的公益慈善意识不断增强，并且已经向参与国际

公益慈善事业的方向迈出了步伐，这为慈善金融和公益金融在“一带一路”区域的规

范化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国内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也为慈善金融和公益金融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有

力的技术支持。《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6）》指出，2015 年“互联网＋

公益”的模式在中国产生了飞跃式成长。这一年，仅通过腾讯互联网慈善平台捐款的

人次就超过 2300 万，年度捐款总额达到 5.4 亿元，是过去 8 年平台捐款总额的 2.5

倍，且 95%的捐赠额来自于移动端，只有 5%的捐赠额来自 PC 端。中国互联网平台慈

善捐款的快速增长，既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也反映出国人对互联网慈善

平台的信任。可以看出，中国的慈善金融和公益金融走出国门，不仅具有道德境界和

资金实力的支撑，而且已经形成了技术上的先进性和实践经验。

事实上，我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2016 年 3 月 16 日, 中华

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该法于 2016 年 9 月 1 日起实行。《慈善法》的出台，为我国在“一带一路”建设当中

推进慈善金融和公益金融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鼓励民间资本以慈善金融和公益金融形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选择

为了鼓励民间资本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运作慈善金融和公益金融，并实施良好

的政府监管，我国还需要建立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并出台具体的支持政策。

首先，需要明确区分和界定慈善金融与公益金融，并将其纳入“一带一路”金融

服务体系的建设中去。在我国当前的金融和慈善领域，均没有将“慈善金融”和“公

益金融”区分开来。我国政府如果能够明确界定慈善金融和公益金融，以不同的激励

和监管机制来促进两者的协调发展，并将二者与开发性金融、商业金融相结合，形成

完整的“一带一路”金融服务体系，这将成为中国金融服务于全球化发展和人类福祉

的亮点。

其次，需要在《慈善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民营资本参与“一带一路”慈善

金融和公益金融的相关政策，在资本管制、税收减免等方面为民营资本开绿灯并同时

建立适度的监管模式。如何鼓励民营资本以真正有效的方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并

同时防止资本外逃，是政府监管的难点之一。对于有意向参与“一带一路”慈善金融

和公益金融的民间资本，适度放开资本管制，同时建立明确的事中和事后审计与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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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既是确保民间资本走出国门后以真实的方式运作公益慈善事业，防止资本外逃，同

时也为针对海外公益慈善事业的税收减免提供监管审计上的核查依据（即防止打着慈

善金融和公益金融的旗号逃避税收）。对于慈善金融和公益金融两种运作模式，可以

采取不同力度的税收减免政策，这是由慈善金融和公益金融对经济效益的不同追求目

标所决定的。

第三，鼓励民间资本采取现代金融的高效规范模式来运作慈善金融和公益金融。

信托、投资基金和第三方托管，都是慈善金融与公益金融运作的规范模式，在国际上

已经有十分丰富的操作经验，目前国内也在逐步展开。政府部门可以推动这方面的经

验分享并制定相关的指导原则，同时引入国内外的专业化服务，让我国的民间资本可

以充分借鉴成功经验并依照法律法规，在专业性服务机构的帮助下，顺利地开展慈善

金融和公益金融的海外运作。

第四，建立国际合作机制。中国民间资本以慈善金融和公益金融的形式参与“一

带一路”建设，既是光明正大、深得人心的国际善举，也有可能在海外面临一定的运

作障碍和风险，如法律障碍、市场风险、政治风险，等等。我国政府可以和其他国家

政府以及国际组织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在可能的情况下签署官方合作协议，在国际

层面将中国民间资本于海外运作公益慈善金融的行为透明化、规范化、制度化，赢得

国际社会的认可与支持。通过建立国际合作机制，中国民间资本不仅可以和“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自身的慈善公益机构开展合作，还可以和联合国、世界银行、亚投行、

金砖银行等多边国际组织开展合作，不仅大幅降低运作风险，也从实际运作层面强化

事中和事后监管，从而显著降低资本外逃的可能性。

声明：本报告非成熟稿件，仅供内部讨论。报告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

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

上网和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