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慈善法存漏洞 委員倡緩頒
指收支管理等條款易被鑽空子

中國首部慈善法的草案三審稿日前提請

全國人大會議審議。全國政協委員、清華

大學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長王名表示，「草

案比一審稿、二審稿文本有了很大改進，

反映在立法過程中公開開放的民主原

則」。草案進一步放寬互聯網公開募捐限

制，並增加劍指騙捐的新條款，「不得通

過虛構事實等方式欺騙、誘導募捐對象實

施捐贈」。值得一提的是，有不少工商界

人士發現草案中有漏洞，認為草案第60條

關於慈善收支、第100條關於慈善組織違

法所得的規定存在巨大漏洞。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

葛沖兩會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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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代表、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內務
司法委員會委員鄭功成是慈善法立法乃至慈善事業變遷的親歷
者。「慈善法是一部很特殊的法律」，鄭功成向媒體講述了幾
經起伏的慈善法立法過程。對於這次慈善法破格提請大會審議
更是「有些意外但也合情合理」。
鄭功成說，新中國成立後相當長時間裡，「慈善」被貼着
「封建」、「虛偽」的標籤，直到改革開放後的20世紀90年
代，慈善事業才重新進入人們視野。他講了一個故事：1998
年，張北發生地震，香港一些演藝界人士紛紛登台獻藝慷慨解
囊，但內地演藝界卻毫無動靜。見此情景，時任民政部部長的
閻明復給相聲演員姜昆打了個電話，最後姜昆依靠自己的關
係，牽頭組織內地演藝明星賑災募捐演出。

汶川地震激發慈愛之心
「可以看出，那個時候整個社會對慈善不了解，不關注，也
不參與，慈善事業發展很緩慢，政府也沒有太積極推動。」鄭
功成說，進入本世紀後，慈善事業被納入政府工作視野。2005
年9月，民政部曾向全國人大和國務院法制辦公室提出起草慈

善事業促進法的立法建議。2006年民政部拿出過一個法律草
案，但隨後被擱置。
鄭功成說，慈善法立法出現轉機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後。
這場巨災極大地激發了人們的慈愛之心，慈善事業達到了特殊
的高度。隨後，慈善法的起草於2013年列入十二屆全國人大
立法規劃。2014年2月全國人大慈善法起草領導小組成立。一
年多後，慈善法草案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首次審議，2015年
12月進行了二次審議，直至此次升格提交大會審議。
鄭功成說，從法律地位上講，慈善法不是一部十分重要的基
本法律，但是它有特殊的價值。「可以說，它跟每一個人都相
關。可以調動每個人的善心愛心，使慈善變成社會事業，這是
最為特殊的意義。它包含了整個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將促進傳
統社會美德的弘揚。從這個意義上講，此次提到全體會議上來
審議是最好的」。
鄭功成介紹，慈善法還是中國開門立法的典範。草案在全國

人大常委會兩次審議期間都公開徵求了意見。各種各樣有關慈
善法草案的研討會就有上百場，很多學界專家與業內人士都有
參與。

中國首部慈善法破格上人
大會議審議，並有望在今年
9月起正式實施。雖然中國
慈善事業經歷過「郭美美事

件」等信任危機，但近年來的捐贈額仍從不足百
億元上漲到1,000億元，這顯示出慈善這種中華
民族傳統美德深入民心。與大多數普通人一樣，
筆者雖非大慈善家，但卻有顆善心，對這部法律
最關注的是如何保護人們的善心不被糟蹋。

從筆者角度看，善心不被糟蹋最主要包括兩方
面。首先，善心不應被詐騙。近期最熱門的話
題，莫過於女子自稱犬口下救幼童反被咬成重
傷，2天內募集了80萬元，但被揭詐捐。屢禁不
止的互聯網平台騙捐事件，說明應加強對公募信
息的核查，並應建立起完善的事後追責機制。

第二，善心不應被濫用。「郭美美事件」雖
然事後被證明屬無良炒作，但仍顯示出紅會等
官方慈善機構的監管存在疏漏，人們的善款存
在被濫用的可能。慈善法及其未來可能出台的

配套法律，應對善款使用上作出更嚴格、細緻
的要求。同時，在規則確立後，亦應保證慈善
的效率，幫助到真正需要幫助的人。

慈善事業在新中國並非一帆風順，官方對待
慈善事業的態度亦不斷發展變化。慈善法即將
出台，將開啟中國的依法治「善」時代。慈善
法並被賦予攻打扶貧攻堅戰的使命，這顯示出
官方的大力支持態度。我們有理由相信，一個
經過廣泛討論、民主決策、吸納民意的善法，
將保護、激發人們付出更多的善心。

■記者劉凝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葛沖、謝
光輝兩會報道）多名港區人大代表、政協
委員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對慈善法密
切關注。港區人大代表、香港中旅（集
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盧瑞安說，慈善法對
慈善事業規範化十分重要，有利於持續發
展。同時，慈善法將增強港人在內地做慈
善的信心。他表示以後會在內地多做慈善
事業，只要「錢用得放心」。

許榮茂：要健全監督機制
全 國 政 協 委

員、香港新家園
協會會長、世茂
集團董事局主席
許榮茂表示，對
於民間慈善事
業，內地下一步
應明確規定稅收
優惠的具體內容
並盡快加以落
實。他提出，內地可以進一步完善政府向
慈善組織購買服務的機制。在香港，特區
政府並不是全部直接提供福利，而是以
「花錢買服務」的方式進行。
目前，內地對慈善組織的監督機制還不

完善，這使慈善組織社會公信力不高。許
榮茂認為，下一步，內地要健全慈善組織
發展監督機制；同時，民政部門可以委託
信得過、有能力的慈善組織作為中介機
構，對所有進入內地服務的境外慈善組織
進行評估、審核及建議，再由民政部最終
審核，提高境外慈善組織進入內地服務的
效率和可靠性。

劉佩瓊：公開賬目供查詢
港區人大代表劉佩瓊則表示，內地慈善

立法可借鑒香港經驗，公開賬目，提供公
眾查詢。她說，內地很多人願意捐款捐物

幫助別人，這是
好 事 但 要 有 規
管。比如香港，
慈善募捐需要申
請，同時有很好
的賬目管理。她
建議，慈善機構
收 錢 賬 目 要 公
開，要嚴格限定
其使用範圍。因
此，慈善事業立法非常重要。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深圳社團總會會長

梁滿林是慈善事業的「熱衷者」，他每年
都會投入一二千萬元人民幣，通過社團組
織、企業定點幫扶等途徑做善事。他說，
雖然近年看到、聽到關於慈善亂象的事情
比較多，但在自己全程監管下善款還算
「安全」，但身邊一些朋友對慈善亂象還
是有所顧慮，大多望而止步。
梁滿林對正在審議的慈善法表示歡迎。

他認為，法律出台將給更多慈善家一顆
「定心丸」，讓他們知道捐出的錢用到了
該用的地方。法律也一定會讓整個社會對
慈善事業更有信心，讓更多人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

姚祖輝：保證「錢用得放心」
全國人大代表、全國青聯常委、萬順昌

集團董事會主席姚祖輝認為，現在討論慈
善法草案，是鼓勵社會營造一種向善的氛
圍，意義重大。他建議，應要求慈善組織
「既要有內部的審計，也要有外部的會計
師樓做審計工作」，在雙重監督下，方能
保證善款在合適的時間、用到最需要的地
方。與慈善法相關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便
是稅收優惠問題，要真正解決這一問題，
需要落實到細節。比如稅收優惠的條件、
稅種、稅率等具體規定，也需要專門稅收
法律跟進，不能只靠慈善法。

9日提請審議的慈善法草案，雖然獲得大多數贊同，但仍引發不少意見。據報道，在工商聯界別
21組討論會上，多位民營企業家聯名指出慈善法草
案仍存在不少漏洞，這些漏洞甚至會導致通過鑽空
子的「生意」，遠比做企業容易。陳志列、王玉
鎖、王乃靜、楊鏗等全國政協委員甚至認為，法律
如果不成熟，建議暫不頒佈。

騙善款罰10萬 違法成本太低
委員們的意見集中在草案第60條，慈善組織中具
有公開募捐資格的基金會，開展慈善活動的年度支
出，不得低於前3年收入平均數額的70%，年度管
理成本不得超出當年總支出的15%。以及草案第
100條，慈善組織有違法所得的，由民政部門予以
收繳，轉給宗旨相同或者相近的慈善組織；對直接
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可以處以1萬
元以上10萬元以下的罰款。
針對上述兩條規定，全國政協委員、研祥集團董

事局主席兼總裁陳志列舉了一個例子：「假設法律
頒佈後，某人馬上成立一個基金會，向社會募集資
金1億元，然後在一年內花掉1,500萬元作為管理成
本，剩下的8,500萬元就可以改變用途，如買股票、
投資，全部花掉，出現這種情況，法律也最多能給
予最高10萬元的罰款。這個違法成本太低，比銀行
利息還低！」陳志列舉例的這個漏洞，亦得到多位
企業家的認同。

建議捐物資不作價規避造假
雖然慈善法得到普遍
好評，但素有「慈善大
王」之稱的全國政協委
員曹德旺接受本報訪問
時表示，不要寄太大希
望讓慈善法立刻馬上解
決許多問題，因為發展
需要一個過程。他說，
美國從慈善立法到最終
解決問題花了100年時
間。
曹德旺從1983年第一
次捐款至今，連續33年堅持做慈善，累計捐款已達
70億元。曹德旺建議，慈善法對慈善機構的認定應
該更加清晰，而對慈善捐贈物資的作價，亦應參考
美國的方式。
據了解，在美國，可以接受物資捐贈，但是不能

作價。曹德旺認為，這應該成為慈善法當中重要的
一個環節，並以其規避一些慈善造假的行為。 此
外，曹德旺還指出，「在美國，不管是什麼單位，
都會查你的資金去向，查你的資金去向是不是真正
國家要救助的對象，如果不是這些地方，不管你是
多大的機構，都不能免稅。」

善法保護善心
��1?1?立法醞釀10年 破格上會審議

市民盼慈善更靠譜
北京市民曉川：

「法律的出台與此前紅十字會
廣受質疑的事件有關，法律規
定了慈善捐贈監督的問題，以
及被贈予者的資格問題。我覺
得不能隨便一個人在網上發佈
信息，未經任何審核，就直接
接受贈予。」

北京市民王小姐：

「根據自己的觀察，社交網
站、app等平台上發佈的各類
捐贈信息有很多『不靠譜』，
身邊也曾出現過捐贈完後音訊
全無的受騙經歷。對於慈善法
草案規定網上募捐需在指定信
息平台發佈，我覺得『挺好

的』，這不是保護我們利益了嗎，幫人得幫到點
兒上嘛。」

北京市民張先生：

「自己沒有參與過相關慈善捐
贈活動，但如果慈善捐贈活動
正規化的話，會考慮通過慈善
組織參與。」

南京大學德語系教師常晅：

「我每年大約會拿家庭收入
的1%用於慈善捐贈等。在國
外生活時，發現慈善是市民生
活常態，可以促進市民的榮譽
感。然而在國內，常常覺得慈
善活動途徑太少，方式不夠多
樣化。至於慈善法的制訂和通

過，相信必能更好地規範社會慈善活動。」

記者 劉凝哲、馬玉潔、聶晨靜 兩會報道

■「郭美美事
件」令中國慈
善事業經歷信
任危機。圖為
郭美美在庭審
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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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委員曹德
旺。 記者葛沖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