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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上善共识”

推动公益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主旨发言

刘建军：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
院政治学系主任

“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

人民” 为新时代城市文明的未来走向

提供了明确的指导原则， 蕴含的重要

理念是“三建”“三为”，即：人民是城市

物质文明的建设者、 人民是城市精神

文明的建构者、 人民是城市制度文明

的建立者；城市为人民所共有、城市为

人民所共享、城市为人民所共治。立足

于人民城市的话语体系， 我们才能向

世界更好讲述中国的城市故事。

郑永刚：

上海新沪商联合会会长
上海正迈向谱写新时期人民城市

新篇章的新阶段， 新沪商联合会将从

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破题” 重解， 为

城市建设贡献商会力量。 一是人民的

城市需要 “共建”， 立于行， 方可得；

二是人民的城市需要 “共治”， 立于

信， 方可得； 三是人民的城市需要

“共享”， 立于心， 方可得。 他希望更

多的社会组织与企业家能够积极参与

进来， 让商会组织的向心力和社会财

富的向善力， 共同转化为推动城市建

设不断前行的源动力， 共同为建设一

个 “上善” 的美好家园、 一座人民的

城市而奋斗不息！

  圆桌论坛金句

我们基金会做了十几年， 3 亿多

网友在平台累计捐赠超 90 多亿元 。

这个过程最初的构想就是改变以网友

为核心的公众习惯， 让他们体会到慈

善不需要等退休或发财， 日常善举就

是公益。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执
行秘书长 窦瑞刚

人人参与、 人人奉献， 让更多上

海人参与公益社会事业， 我们这个城

市就更加温暖美丽了。 我认为公益和

慈善就是要行动， 不是空谈， 这样上

海城市会变得更好。 ———第十届 “中
华慈善奖” 慈善楷模、 原上海师范大
学校长 杨德广

抗疫期间 ， 当社会有需要的时

候， 我们第一反应就会马上想到我们

有什么 、 能做什么 ， 上海有什么优

势， 国家大难的时候企业能做什么。

真正的爱不需要回报 ， 但只要去做

了， 自然而然会有回报。 ———均瑶集

团总裁 王均豪

做公益一定要用专业态度， 用企

业家精神来做。 汇添富在整个行业推

进 ESG 投资， 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让上市公司披露社会责任报告， 推进

企业重视在社会环境治理的三方面要

素， 通过新指标体系来强化企业社会

责任 。 ———上海市基金同业公会会
长、 汇添富基金董事长 李文

做慈善的初心纯粹、 不求回报，

这是善。 但企业家也不要刻意回避，

有的时候通过做慈善， 企业获得更好

美誉度， 说明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

———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
主任 金锦萍

为他人做好事， 对全社会有利。

作为媒体人 ， 我要发掘和报道这样

的故事 。 倘若一个做慈善的人希望

把自己隐藏在慈善背面 ， 不希望高

调 ， 我充分尊重 ， 我觉得都没错 ，

每个人站在不同的位置去考虑行善

的问题 。 ———上海广播电视台主持
人 曹可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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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善若水， 滋养

万物。涓涓细流，汇聚

成海。 公益慈善既是

一种优良的品德和文

化， 也是体现城市发

展水平和文明程度的

重要标尺。 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城市是人

民的， 人民城市为人

民”。公益慈善就是城

市精神的充分体现 ，

是让城市更有魅力 、

更有温度， 让城市的

人们更加幸福的重要

特质和要素。

公益慈善是
承载人类文明最
精彩内涵的篇章

几千年来， 中国

传统慈善事业在缓解

困难群众生存状况 、

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

上海而言， 自宋朝设

立 “上海务”（即征收

酒税的办事机构 ）以

来，“上海” 一词的由

来就伴随商贾和贸易

的兴盛而诞生。

清末民初， 一批

具有全国重要影响力

的慈善团体先后在上

海创立， 上海成为全

国慈善事业的中心 。

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

现代慈善事业得到进

一步发展 。 2016 年

《慈善法》的实施更是

我国慈善事业迈入法

治化轨道的标志。

公益慈善发展水平标记了上海
城市文明高度， 也为城市发展提供
了不竭动力

近年来， 上海慈善事业更呈现了蓬

勃发展的态势。 至 2019 年底，全市经民

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超过 1.7 万

个 ，年支出超 450 亿元 ，从业人员超 42

万人。 全市累计建有 220 多家慈善超市

和慈善爱心屋、3800 多个捐助站点。 “十

三五” 以来， 累计社会慈善捐赠总额达

150 亿元。 在“中国城市慈善指数”排行

榜上，上海连续多次位列前茅，并荣获全

国“慈善七星城市”的称号。

上海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 不断抬

升了城市文明的“天际线”。 本市各类慈

善组织累计接受疫情防控社会捐赠达

18.75 亿元。在 2019 年，上海动员社会组

织共实施了扶贫项目 675 个， 投入资金

10 多亿元，有效助力国家脱贫攻坚和全

面小康社会建设。 全市已累计建成 7600

多家“公益基地”，约 35 万市民开通“公

益护照”，全市注册志愿者总数近 200 万

人，成为社会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携手共创上海公益慈善事业更
璀璨的明天

上海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要紧贴上

海发展大?，立足上海肩负的时代使命，结

合上海江南文化和海派文化的特质， 在服

务城市发展、服务社会进步、服务人民生活

等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要着力体现

上海城市的温度，要以“城市温暖”为初心，

以“上善若水”为精神，以“止于至善”为境

界；要聚焦高质量发展，整合更多的资源，

健全协作的机制，畅通社会的参与。

希望公益慈善的雨露， 不断滋养城市

发展的土壤， 不断厚植城市的人文基石，推

动上海成为全国公益慈善的“制高点”，成为

上海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的品牌和名片。

以 “温暖这座城” 为主题的

2020 年度上海 “公益伙伴日” 于

9 月 5 日开幕。 为期一个月的公

益活动， 聚焦后疫情时代经济社

会发展 ， 进一步营造公益氛围 、

推广公益理念。

本届 “公益伙伴日” 活动聚

焦抗疫、 扶贫、 社区治理， 50 多

家品牌基金会组团亮相， 带来各

自的公益故事。 参与抗疫、 扶贫、

社区治理等成为基金会展出的亮

点。 活动期间， 上海社会组织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图片视频展同步

举办。 据不完全统计， 上海市各

类慈善组织累计接受疫情防控社

会捐助 18.75亿元。

助力人民城市建设 公益让城市更加温暖
———上海 “公益伙伴?” 活动十年结出丰硕成果

本届“公益伙伴日”隆重推出首届

“上善论坛”，以“人民城市建设中的社

会力量参与”为主题，深入探讨发挥社

会各界力量， 建设更有温度的人民城

市。 “放眼当下，公益慈善标记了上海

城市的文明高度， 也为城市发展提供

了不竭动力；展望未来，要紧贴上海发

展大?，聚焦高质量发展，携手共创上

海公益慈善事业更加璀璨的明天。 ”

引导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是举办

“公益伙伴日”活动的目的之一。 为期

一个月的活动期间，市、区、街镇、社区

四级携手， 创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各

类公益活动， 引导和促进市民了解公

益、参与公益。 上海 30 家知名餐饮企

业共计 200 多个门店开辟 1 平方米区

域，宣传、展示公益产品及内容，并推

出公益套餐定向捐赠公益项目。 在网

红打卡地标思南公馆打造 “太阳公益

市集”，引入社会组织和企业公益项目

开展丰富多彩的公众体验活动等。 这

些接地气、聚人气的活动，带给上海市

民“好玩、有趣”的公益体验。

转眼之间，上海“公益伙伴日”活

动已经走过了十年。

十年来， 上海积极建设有温度的

公益之城。 《上海市志愿服务条例》修

订出台，大批公益基地纷纷建立，慈善

超市实现街镇全覆盖， 社区基金会和

企业基金会快速发展，公益伙伴日、公

益之申评选、公益盛典、社会组织公益

创业大赛等公益品牌活动蓬勃兴起，

公益组织专业能力持续提升， 社会公

众参与日益深入。

十年，为爱心筑梦，为公益搭台。

从 2011 年上海市举办首届“公益伙伴

日”，到 2016 年把“公益伙伴日”扩展

为“公益伙伴月”，上海一直致力于打

造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共同参

与的平台， 吸引更多人参与公益慈善

事业。市民政?党组书记、?长朱勤皓

表示， 要把公益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最大公约数， 吸引和动员全社

会各界人士广怀仁爱之心、 广行济困

之举。

上海的公益组织积极投身人民城

市建设，打造更有温度的城市，一系列

数据彰显十年发展的不凡。 全市社会

组织数量从 2011 年的 1 万家增长到

今年的 1.7 万家； 社会组织的净资产

规模从 228 亿元增长至 590 亿元；社

会组织从业人员数量从 17 万人发展

为 45 万人。 在市民政?的引导下，社

会组织积极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

发展大?， 仅在脱贫攻坚方面，2019

年上海就动员社会组织实施了 675 个

扶贫项目，投入合计 10 多亿元。

此外，上海已累计建成 7600 多家

公益基地，约 35 万市民开通了“公益

护照”，注册志愿者总数近 200 万人。

首届 “上善论坛” 于 9 月 6 日在上海复星艺术中

心圆满落幕。 该论坛由上海市民政? （上海市社会组

织管理?） 指导， 上海复星公益基金会会同上海市慈

善基金会、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 上海市华侨事业发

展基金会等十三家基金会联合主办。 论坛以 “人民城

市建设中的社会力量参与” 为主题， 对相关内容进行

了深入探讨， 首度发布 “上善共识”， 提出要努力走

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公益慈善发展之路， 推动公益慈善

事业高质量发展。

主论坛上， 市民政? (市社会组织管理?) ?长

朱勤皓、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

主任刘建军、上海复星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李海峰、上海

新沪商联合会会长郑永刚作了主旨发言。 腾讯公益慈

善基金会执行秘书长窦瑞刚，第十届“中华慈善奖”慈

善楷模、原上海师范大学校长杨德广，均瑶集团总裁王

均豪，上海市基金同业公会会长、汇添富基金董事长李

文，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上海

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曹可凡参加了圆桌讨论。 另有六个

分论坛，分别探讨了社会组织参与抗疫及疫后重振、脱

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城市社区治理与社区基金会建设、

人民城市建设中的高校基金会、基金会资产有效管理、

青少年公益与城市建设等议题。

上图： “第十

届 上 海 公 益 伙 伴

日” 活动现场的手

作摊位上， 志愿者

正在指导市民群众

制作纸糊浮雕

右图： 演唱沪

语歌曲的乐队正在

活跃公益市集现场

氛围

题图： “第十

届上海公益伙伴

日” 活动现场

上 图 ：

“Sinan Yé 太阳公

益市集” 现场

左图： 小朋友

来到公益现场聆听

古筝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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