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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下，第三次分配可否不仅惠及他人，也能惠及捐

赠人自身，“予人玫瑰，不止手有余香”呢？ 怀揣着这样的目标，我们试

图撰写您现在看到的这一组名为“从中国慈善史看商业向善与社会创新”

的系列文章，梳理中国慈善的历史，为今天的企业实现商业向善与社会创

新的旅程，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要则。系列文章的核心思想是“激励相容”

理念，即一个良善行为的持续和存在，需要保证参与该行为各个组织或个

体哪怕只为自己着想，同样有激励参与到行动中来。我们将以独特的“3+2”

分析法研究典型慈善模式——即考察慈善模式中直接相关的三方：发起者、

受益者、传承者，以及作为观察者的两方：民众与政府，在该慈善模式下

是否激励相容。本文是系列文章的第八篇，继续讲述“激励相容”视角下

的中国古代商帮慈善——浙商慈善。 

浙江地处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水陆交通都十分发达。优

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为浙江的商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浙江历来也是对外贸易中心，宁波更是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港口之一。

明清以来，浙江境内出现了龙游帮、宁波帮、绍兴帮和南浔丝商等众多地

域性商帮。鸦片战争以后，浙商更是抓住机遇，完成了从传统商人向近代

商人的转型，成为近代中国最成功最具代表性的商帮。 

浙商的文化基因以浙东学派为代表，倡导“事功之学”、“经世致用”，

强调“义利并重、工商皆本”的观念，呼吁世人正视商人的社会作用。在

这种氛围下，浙商积极参与社会慈善事业，并以其开拓、创新又务实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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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为浙江社会带来了改变。与其他商帮慈善相比，浙商慈善在救济目的、

方式和理念上都充分体现了其务实特色。透过浙商的发展历史去观察浙商

慈善，我们希望能为今天的企业家提供新的思考和借鉴。 

经世致用、强调务实的浙江文化，是浙商崛起的文化背景。宋廷被迫

南迁杭州之后，浙江便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商品经济和手工

业水平都十分发达。优越的经济生活条件使文化教育事业有了较好的发展。

再加上南宋政权的贫弱无助，令活跃在当时政治经济中心浙江的学者们忧

心忡忡，他们希望经由工商事功，找回往日《清明上河图》似的繁荣与美

好。他们批判了传统农本思想的狭隘性，认为农业和商业是构成社会经济

体系的两大支柱，两者并无高低轻重之分；呼吁要充分发挥商人的社会作

用，统治者要树立“经商之人亦是才”的思想。以黄宗羲等为代表的清代

浙东学派，提出了“公天下”、“工商皆本”、“民富先于国富”、“义

利并重”等重商观念。其重要学术取向是“经世致用”，主张从实际出发，

讲求事功，反对空谈。公私观上，他们认为百姓和君主一样，生来就有自

私自利的权利， “公天下”就是能使老百姓“各得自私、各得自利”的天

下；经济上，他们主张“工商皆本”，并认为雇佣关系和私有制是合理的，

富人应该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从义利观看，浙东学派反对空谈义理，主

张义利统一。这种新思想，与讲求“取义舍利”、“重农轻商”的主流思

想截然不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独树一帜。在这样的土壤里，浙江民众有

着强烈的自我创业欲望和浓厚的商品经济意识，也支撑着浙江商帮逐渐发

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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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企业家精神也延伸到了慈善活动与社会救济中。鸦片战争后，

西方教会利用医疗活动在中国传教，希冀取得当地居民的信任和好感。教

会医院的大量兴办触发了近代宁波人举办近代医院的民族情感，很多人以

创办医院作为自己的社会责任。其中以鄞奉公益医院、镇海同义医院、保

黎医院最具声望。创办于 1917 年的鄞奉公益医院，为激励捐助人，医院

设立之初即拟定《捐户酬报章程》及请奖办法，并呈请政府核准备案。随

后还向奉化县议会提出于希望能用县税补助公益医院，最后得到了政府每

年近一千元拨款。慈善医院为贫病者提供优惠或免费医疗服务，如保黎医

院产科规定，只要查实产妇确系赤贫，均一概不收费用。鄞奉公益医院自

称是“完全为地方的慈善事业”，镇海同义医院同样也给贫病者提供赠药

并免费留院医治服务。 

为取信于民，这些慈善医院每年还发布报告册以保证信息的透明公开。

报告主要内容有章程、职员名录、年度活动与收支情况等会计信息，内容

详实。还将捐户姓名、捐款数目以及经常收支、各项规约等详细统计，并

刊登出来以公众览。捐助名单上，既有富甲一方的巨商大族，更有财力一

般的中小商人乃至普通百姓。透明公开的征信制度有助于社会公众对慈善

机构的了解，从而激发社会公众的支持。 

慈善医院还引入近代企业管理办法，建立起明确经营责任的董事制度

和平等的契约原则，形成了一整套规范有序的管理制度。如镇海同义医院

成立伊始，就设立了各种章程，如《总程》涵盖了“总纲”“办法”“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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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及职权”“集会”“选举”“经济”等内容；另外还制定了“同志大会

会议规则”“执监委员会会议规则”“办事规则”等确保《总程》得以贯

彻的具体实施细则。除此之外，还有董事会及理事会的相关章程。正是有

这些制度的存在，慈善医院即使即使在宁波沦陷的抗战时期也能正常开业

并有所发展。 

宁波素来有义乡之称，“甬俗好义，振古称之，地方救济之事仰市井

而成”。上海开埠后，源源不断的宁波人来到这里谋生和创业。他们创立

了宁波四明公所、宁波旅沪同乡会等组织，对贫困者进行救助，包括生活

资助、职业介绍、施棺埋葬等，还有一些同宗会组织是从传统的义庄转化

而来的。受西方文明的影响，当时一些宁波人对慈善事业的认识已脱离了

传统的束缚，他们积极参与慈善事业，其中不少人对慈善事业已经有了较

为自觉的认知和不同程度的社会公共意识。而且他们注重创新慈善救济手

段，在慈善捐赠模式、救济对象、救济方式和救济目的等方面都有了明显

的变化。 

宁波帮的慈善行动不再停留于传统的亲缘、地缘的实物捐赠模式，而

是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动员跨地区的社会力量积极捐赠，即“义赈”。 “义

赈”需要发达的传媒和热心公益的人士参与，而宁波帮在当地开创的新闻

事业相当发达。当时，仅宁波一地出现的大小报刊就达百余种。这些报刊

多以宣传新思想，反映当地社会经济和文化动向为宗旨，但当需要动员社

会力量进行“义赈”时，这些媒体也同样会大力宣传，这不仅对动员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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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跨地区的社会力量参与赈灾发挥了积极作用，也让参与者获得认可和

尊重，从而有动力持续参与。针对家乡水利工程的建设，宁波帮不仅自己

出资，也动员普通民众以“以工代赈”的形式参与其中。如，1922 年的大

灾后，宁波帮动议大规模治水。他们成立民间治水组织动员全社会力量参

与。资金筹募、技术勘察等由商人主持，无钱参与的乡民，可以“以工代

赈”。 

“以工代赈”的思想同样贯穿在日常的帮扶中。上海开埠后，鄞东蔡

氏大量族人赴沪从事商业活动，考虑到旅沪族人“因职业之不同，平素不

相谋合，致日久情疏，视同路人”，1920 年，成立了蔡氏旅沪同宗会。在

救济对象上，传统的家族义庄受制于财力限制，救助对象多以贫苦的老幼

族人为主（关于义庄的分析，请见《从中国慈善史看商业向善与社会创新

（三）：宗族慈善》）。但到了旅沪同宗会时期，处于失业、怀孕状态或需要

资金学习英语的青壮年也可以得到救济。在救济方式上，旅沪同宗会更注

重救济的持续性。同宗会救济手段的一大特点就是开办工厂，并创办印刷

所和银行等，优先聘用族人工作。这样不仅使贫困族人得以维持生计，更

重要的是，工厂务工可以得到技术培训，掌握谋生的本领，以后即使离开

也可以重新找到工作。这种“以工代赈”的方式，发挥了企业家的个体优

势，赋能了受益人群，同时激发了各个社会阶层参与公益事业的积极性，

堪称是激励相容的社会创新之典范。 

“以工代赈”可持续帮扶思想的背后是浙商悠久的兴办教育的传统。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25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