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

比例大的组织。慈善法规定具有公开募

捐资格的基金会年度管理费用不超过当

年总支出的 10%，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

基金会在整个基金会里面占的比例并不

大。据统计，北京市的公募基金会仅占

基金会总数的 10%左右，天津市要高一

点，也不到 30%。而且还有一个灵活性

的规定，特殊情况下，具有公开募捐资

格的基金会年度管理费用难以符合法定

标准的，报民政部门并向社会公开说明

情况就可以了。

慈善法没有使用“管理成本”而是

使用了“管理费用”的概念，这为具有

公募资格的基金会开展慈善活动提供

了更多的空间。因为按照《民间非营利

组织会计制度》对于管理费用的解释，

慈善筹资成本和项目活动成本不包括

在慈善组织的管理费用之内，这对基金

会等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是非常有

利的。公募基金会以外的其他慈善组织

的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标准，由国务院

民政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税务等部门

依照关于公募基金会慈善活动的年度

支出和管理费用规定的原则来制定。实

践中有一些慈善组织，特别是服务型慈

善组织的管理费用，人工支出占的比例

很高，如果限制得过“死”，这些慈善

组织没有办法发展和生存，所以法律授

权民政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税务等部

门制定。

假如一个公募慈善组织，将来只在自己的官网发布募捐信息，可不可以？答案

是，不合法哦 !

当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栗燕杰副研究员在慈善法培训课上抛出这句话时，在座

的各个慈善组织的学员都傻眼了。没错，以后慈善组织要在互联网公开募捐的话，必

须要去民政部指定的一个或者若干个信息平台发布，而其他的途径只是选择性的。

慈善法募捐规定看似简洁，实际上处处暗藏“玄机”，如果不真正吃透，将来

很可能一不小心就会踩雷 ! 培训课上，风趣幽默的栗燕杰副研究员带领大家全面了

解了慈善法募捐条文，介绍了法规背后的制度逻辑，分析了不同的募捐类型，并重

点讲解了面向社会大众的公开募捐，尤其是火爆的互联网募捐涉及的法律议题，最

后他还对募捐法规的实施前景进行了预测和展望。

慈善组织在募捐时要当心的事儿

备案和报告等新治理手段很抢眼

慈善法在募捐领域，兼顾了传统和

新型的治理手段，对传统的审批权和处

罚权有保留，同时还增加了很多新型的

治理手段，包括备案、报告、公开和告

知等模式。

以备案为例，以前有一些地方立法

规定，慈善组织即便取得了公募资格，

想真正实施募捐，还需要再经过一轮审

批。现在按慈善法规定，只要取得了主

体资格，慈善组织报备后就可以进行公

开募捐，不需要经过二次审批。和“备

案”一样，“报告”在慈善法里也多

处被提及。例如，如果企业因经营不

善，无力再履行之前承诺的捐赠，可

向民政部门如实报告，并将情况向社

会公开。这些新治理手段反映了政府

从以前的刚性管制模式变成了刚柔并

济的模式。

谈到慈善募捐的治理，还要厘清政

府和社会的关系。政府主要应担负起指

导激励和监管的责任，把募捐交给社会

来做。而社会募捐的运作模式应该是以

自愿性为前提的，现在常常发生一些网

民强迫明星或企业捐赠的现象，不捐赠

就号召大家抵制，这大大违反了捐赠自

愿性，颇令人担忧。

定向募捐和公开募捐的边界在哪里?

募捐包括定向募捐和公开募捐。定

向募捐是面向特定对象展开，公开募捐

是向社会展开。

栗燕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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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二分法看上去很美好，但实施

中问题很大，很难划出一条明显的界限

和分水岭。假设某人在微信朋友圈发出

一条信息，为自己的亲属筹集手术治疗

费用，并恳请各位好友多多转发。朋友

圈是一个圈套一个圈，最后转发的很可

能是完全不相识的陌生人。那这属于公

开募捐还是定向募捐呢？又比如，在一

个大学内部发起募捐，几万名师生，把

这归为定向募捐合不合适呢 ?

对这些问题，应该由国务院、民政

部门出台专门配套规定，确定最终规则。

建议对微信朋友圈等新生事物不要绑缚

太紧，可观望其发展再做决定。

公募资格许可条件需进一步明确

公开募捐的资格有两种，一种是较

低门槛的许可模式，另一种是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的直接具备公募资格的组

织。不论是哪种公募组织，每次开展慈

善募捐之前，必须去登记的民政部门

备案。

公开募捐资格是给予慈善组织的一

种行政许可，除了适用慈善法，在跟慈

善法不冲突的前提下，还可以适用行政

许可法。譬如说，如果民政部门不给发

放公开募捐资格，慈善组织可依据行政

许可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法院提起

行政诉讼。

那么公开募捐资格的行政许可，要

满足哪些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依法登记

满两年，第二个条件是内部治理结构健

全，第三个条件是运作规范。这些条件

看似简单，实际上衍生出很多问题。比

如两年内违法了怎么办，可以重新申请

吗？怎么判断治理结构是否健全，运作

是否规范？这些都需要国务院民政部门

出台实施细则。

受地域限制的募捐活动如何备案?

募捐活动分为两种类型，一个受地

域限制，一个没有地域限制。

受地域限制的募捐活动，包括在公

共场所设置募捐箱，或举办面向社会公

众的义演、义赛、义卖、义展、义拍、慈

善晚会等。这些活动都“应当在慈善组

织登记的民政部门管辖区域内进行”。

比如一个慈善组织在海淀区民政局登记

的，原则上应该在海淀区设立募捐箱，

一般来说不能跑到昌平去。

法律还规定，如果确有必要在管辖

区范围外进行，应当报募捐活动所在地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备案。这里

有两个关键词，一是“确有必要”，这

该怎么判断 ?建议慈善组织可以准备一

些材料，说明在自己登记的区域内确实

募不到钱，而新选择的这个区域慈善文

化氛围浓厚，更有利于募款。当然如果

民政部能够给出细则是更好的，大家可

拭目以待。

第二个关键词是“备案”，异地募

捐要加大对备案的审查力度。你本来在

青海登记的，跑到北京海淀区，海淀区

民政局就要核对一下，到底有没有这家

慈善组织 ?来的会不会是“假李逵”？

民政部门守土有责，要加强核查力度。

网络募捐平台如何指定?

没有地域范围限制的公开募捐活

动，主要指一些比较现代的方式，包括

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

互联网公开募捐在立法过程中争议

很大，慈善法最后明确规定慈善组织“应

当在国务院民政部门统一或者指定的慈

善信息平台发布募捐信息，并可以同时

在其网站发布募捐信息”。因此，如果

慈善组织开展互联网募捐，必须在民政

部统一或指定的平台发布信息，这是职

责和义务。至于是否在官网发布信息，

慈善组织可自行选择。需要注意的是，

除了这两种途径，再通过其他方式在网

上发布募捐信息，都是不合规定的。

民政部会如何指定互联网募捐平

台 ?这是目前慈善界关注的焦点。现在

网上已经有很多比较成熟的公益募捐平

台，譬如新浪微公益、腾讯乐捐等，建

议民政部应该将它们纳入考虑，而不要

排除在外。另外还要考虑平台的影响力

和数量，太多或太少都不合适。

关于募捐法规具体实施的建议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慈善募捐各

项法规的落实，需要国务院民政部门尽

快出台配套细则，包括定向募捐实施办

法、公开募捐管理细则尤其是互联网募

捐的实施细则等，这将是慈善法成败的

关键所在。

栗燕杰副研究员展望了慈善法募捐

条文的实施前景，并提出建议。他认为，

要警惕备案沦为审批，要尽快启动相关

法规文件的立改废工作，要完善政府部

门的协调机制和慈善行业的自律机制，

要尽快出台细则，让慈善事业的各个参

与方的权利义务更加明确可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