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
T

O
经

济
导

刊
 C

H
IN

A
 W

T
O

 T
R

IB
U

N
E

75

BLOG
博
客

《慈善法》于 2016 年 3 月 16 日第十二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这意味

着我国慈善事业“野蛮生长”时代的结束，法

治慈善的新时代已经悄然到来，企业履行社会

责任如通过慈善方式进行，则必须守法依规，

吃透、用好慈善法，既可避免不必要的法律障

碍，也可用足用够法律赋予的促进措施与支持

政策，实现行善效用最大化。

慈善捐赠 ：捐谁？怎么捐？捐什么？

以捐款、捐物等方式支持慈善事业，是企

业参与慈善活动的重要方式，也是慈善事业运

行的主要基础。那么企业应该选择向哪类、哪

些慈善组织捐赠？

从《慈善法》及配套法规政策出发，慈善

捐赠应将以下因素考虑在内。

第一，受捐助的慈善组织是否具有税前

扣除资格及自身的免税资格。慈善组织如不

具有税前扣除资格，则企业向其捐赠仍视同交

易，捐赠后需承担相应的企业所得税 ；慈善组

织如不具有自身的免税资格，则企业向其捐赠

的款物，慈善组织收到后需承担企业所得税及

其他税种。

因此，从企业切身利益考虑而言，慈善组

织是否具有税前扣除资格及自身的免税资格，

应当是企业进行慈善捐赠的重要考虑因素。

第二，慈善捐赠行为是否与企业品牌定

位合拍。企业向何种慈善组织捐赠？或者与慈

善组织约定捐赠财产的用途和受益人时（这也

是《慈善法》第 40 条所明确允许而又有所规

范的），应如何选择？

有的企业选择跟风，什么热门就追什么。

冰桶挑战时就冰桶，地震灾害时就捐给灾后重

建。 这些看似红红火火却是每个企业都会做的

活动，既无创意，也无特色。这些常规性慈善

动作，如大灾大难后的慈善捐赠，如未实施可

能被网友质疑甚至“逼捐”。事实上，其他慈善

活动有更大自主空间。

企业有必要将自身定位纳入到慈善动作的

考虑范围之内，通过慈善活动，为企业培育潜

在消费群体和人才队伍。

比如，软件公司向一些高校学生捐赠其软

件及周边产品，将有利于树立消费理念（比如

使用软件应当付费）并培育用户忠诚感，在走

向就业岗位之后继续使用该公司产品。

第 三， 考 虑 多 种 形 态 的 财 产 捐 赠。

《慈善法》中，为鼓励社会捐赠的重要制度

设置是，允许并鼓励有形、无形，动产、不

动产，货币、实物等多种形态的财产捐赠。

仅第 36 条罗列的财产类型就有货币、实物、

用好《慈善法》，让企业与慈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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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有价证券、股权、知识产权、本企业

产品等。

对此，企业不能仅凭财大气粗就选择货币

形式捐赠，或产品滞销等原因就选择本企业产

品捐赠，而应综合各项因素考虑捐赠形式，促

成捐赠社会效应的最大化。

用好“慈善冠名” 实现双赢

做好事不留名的“雷锋模式”固然可嘉，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的做法也同样与传统文化

深度契合，一些地方允许个人冠名的慈善基金受

到许多市民、企业家的热烈欢迎，济宁市更是曾

出现一天之内 11 位企业家以个人名义设立微基

金的盛况。

《慈善法》第 90 条明确规定，经受益人同意，捐赠人

对其捐赠的慈善项目可以冠名纪念。这为企业通过慈善

活动而更持续、长期服务于品牌建设和文化营造，提供

良好契机。但选择向何种机构捐赠命名，也需慎重斟酌，

以形成双赢局面。

草希望小学”、“娇子青年领袖”等称谓冠名，

不仅受到质疑，而且与《慈善法》关于“不得

利用慈善捐赠违反法律规定宣传烟草制品”的

禁止性规定抵触，应当予以清理。清华大学接

受真维斯服饰 ( 中国 ) 有限公司捐赠用于教学楼

的维修和设备更新，将某教学楼命名为“真维

斯楼”，更一度引起轩然大波。

如何选好对象，用好慈善冠名，显然是企业、

慈善组织、受益方应反复思量的。

借到慈善信托的东风

慈善信托是世界各国企业家、富豪家族参

与慈善方式的重要而基本的渠道，具有持续性、

长久性。

在英国，慈善信托始终是其慈善事业中占据

主导地位的法律制度，早在 1601 年其《慈善用

益 法 》（Statute of Charitable Uses1601） 就

确定了慈善信托的法律地位，2011 年英国《慈

善法》仍以相当篇幅规定了慈善信托。在美国，

利用信托发展公益慈善事业是其慈善事业的重要

特征。一方面有三成左右的慈善基金会采取慈善

信托，另一方面许多慈善组织、基金会背后以慈

善信托作为支撑。

在我国《慈善法》出台之前，由于慈善信托

仅适用《信托法》关于“公益信托”的规定，慈

善信托长期受到制度抑制，大量民间慈善资源流

失海外。《慈善法》上关于慈善信托的专章规定

和散见其他章节的相关规定，给慈善信托大发展

带来空前良机。

针对《信托法》上主管部门不够明确、设立

采取许可制的门槛过高、受托人要求主管部门批

准、监察人强行要求必须设置等弊病，《慈善法》

明确了慈善信托的主管部门为民政部门，设立并

采取备案制，受托人的选择和是否确定信托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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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地实践探索基础上，《慈善法》第 90

条明确规定，经受益人同意，捐赠人对其捐赠的

慈善项目可以冠名纪念。这为企业通过慈善活动

而长期、持续服务于品牌建设和文化营造，提供

良好契机。但选择向何种机构捐赠命名，也需慎

重斟酌，以形成双赢局面。

在此也有不够成功的先例，值得后来者深

思。比如，李嘉诚个人及李嘉诚基金会向香港

大学承诺捐款十亿港元，港大将医学院命名为

李嘉诚医学院，即曾引起医学院校友的关注和

反对。再如，一些烟草企业捐赠之下的“** 烟



W
T

O
经

济
导

刊
 C

H
IN

A
 W

T
O

 T
R

IB
U

N
E

77

人由委托人自行决定，并原则上规定了税收优

惠，为慈善信托扫清了制度障碍。

企业家应利用好慈善信托的法律制度东风，

既能实现更好地在财富管理和家业传承中回报社

会，也能极大改进企业形象、提升企业家个人的

知名度与美誉度，可谓一箭双雕。

参与、促进法制完善

《慈善法》生效后，企业作为慈善事业的重

要主体，不应仅仅消极遵守，而应积极参与到法

律制度完善中去。

第一，在《慈善法》出台之前，一些地方

出台了一些专门规范慈善的立法，如湖南、江

苏、上海、广州、汕头经济特区等地都出台了

慈善促进或慈善募捐的专门性地方性法规，一

定时期内这些地方立法对于促进当地慈善事业

的发展发挥巨大作用，其中一些内容还被移植

借鉴入《慈善法》，也是当地企业参与慈善活动

的重要法律依据。在《慈善法》已经生效的背

景下，考虑到这些地方立法中不少内容与《慈

善法》存在不一致甚至直接抵触，其清理、修

订应加速进行。

对此，企业作为慈善捐赠的重要主体，作为

慈善服务的关键提供方，应当参与到地方法规、

规章和文件的清理中来，以更好维护自身在慈善

活动中的合法权益。

第二，《慈善法》出台后，由于篇幅所限，

它不可能解决慈善组织、慈善捐赠、慈善活动、

慈善促进、慈善公开的所有问题，势必不少内容

规定得较为原则、笼统，或直接授权其他国家立

法进行后续立法。事实上，《慈善法》的真正、

全面落实，需要进行一系列的体制、制度、机制

的调整完善，需要制定配套法规规章，还需要修

改相关的法律法规。

对此，有意从善、志在行善的企业，有必要

主动参与到后续配套制度的完善中去，积极献言

献策，以使得配套规则更加科学、合理，避免从

事慈善捐赠、慈善服务时遭遇制度障碍。

《慈善法》的真正、全面落实，需要进行一系列的体制、

制度、机制的调整完善，需要制定配套法规规章，还需

要修改相关的法律法规。企业有必要主动参与到后续配

套制度的完善中去，使得配套规则更加科学、合理，避

免从事慈善捐赠、慈善服务时遭遇制度障碍。

博客

最后，还需提及，有必要将慈善活动与企业

自身战略规划相结合。一方面，现代慈善活动需

要企业的全程参与。企业参与慈善，不能仅停留

在前端的慈善捐赠等，后端的慈善服务提供，企

业仍然大有可为。

另一方面，现代慈善事业的本质是通过社

会化方式为有需求者提供针对性的支持帮助。

除现金、实物方式的款物支持方式外，由服务

构成基本的方式，也是达成实现慈善目的不可

或缺的。

在慈善服务领域，企业组织的参与，应考虑

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特长。比如，依托私立

医院的基金会可考虑提供医疗方面的慈善服务，

而依托教育培训方面的慈善组织则在教育扶贫方

面大展身手。由此形成市场与社会的强强联合，

既彰显了自身能力，也提升了慈善效果。

总之，现代慈善离不开企业的深度参与，现

代企业的品牌打造与可持续发展也需要通过慈善

予以彰显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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