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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慈善法中的公益

———从“二要素说”到“四阶层说”

吕　 鑫

　 　 内容提要:由于《慈善法》在规范层面上并未具体界定“公益”的概念,就导致在实践

层面上无法有效地识别法律中的慈善(活动)。 而从有效地识别各类慈善(活动)的角度

出发,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有必要在理论层面上移植有关“公益”概念界定的最为经典

的“二要素说”。 然而,《慈善法》此前在形式上尽管看似并没有借鉴“二要素说”,但如果

在横向上将“公共性”要素与“有益性”要素予以展开分析,就可以发现该法及其配套法

规、规章的有关规定已经在实质层面体现了“公共性”要素与“有益性”要素的内涵,但同

时仍然存在识别问题。 这也就意味着必须在纵向上对传统的两大要素作更为深入的界

定,并通过引入对其内涵创新的“四阶层说”,建构起传统与创新合理衔接、形式与内容有

效融合的“公益”之概念,如此才能真正有效地识别法律中的慈善(活动)。
关键词:公益　 慈善法　 二要素说　 四阶层说

吕鑫,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教授。

一　 引论:《慈善法》为何需要界定“公益” ?
  

“公益”(Public
 

Benefit)作为慈善法的核心概念,在理论层面上不仅被视为是“法律

中的慈善”(Legal
 

Charity) 〔 1 〕 的重要属性,更被认为是识别慈善(活动)的关键基础,〔 2 〕

而我国《慈善法》也相应在第 3 条中明确地规定:“本法所称慈善活动,是指……自愿开展

的下列公益活动。”但问题在于,尽管《慈善法》在规范层面上已经将公益视为慈善(活动)
的核心属性,但该法似乎并未进一步对其概念作具体性的界定

 

〔 3 〕 ,也就无法根据对其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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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 2 〕
〔 3 〕

Gareth
 

Jones,
 

History
 

of
 

the
 

Law
 

of
 

Charity
 

1532-182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3.
参见吕鑫:《法律中的慈善》,《清华法学》2016 年第 6 期,第 168-189 页。
参见于建伟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学习问答》,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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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梳理出识别慈善(活动)所需系统性的规则。 事实上,学界长期将公益直接简单地视同

为“公共利益”,上述观点的产生与我国早期慈善立法移植于日本法存在一定关系,如日

本《民法典》中的“公益法人”及其《信托法》中的“公益信托”皆是作类似之界定,但也就

导致了其概念的内涵过于抽象化而根本无法提供识别的规则。〔 4 〕 但晚近也有观点认为

英国慈善法也是将其中的公益界定为符合公共利益之活动,其实际上是将英国慈善法中

的“Public
 

Benefit”视同为“Public
 

Interest”,〔 5 〕 并将前者翻译为“公共利益”,而这显然是

对英国慈善法的一种误读。 再回到我国,由于公益概念未进行具体界定,由此导致在实践

层面上难以有效地识别慈善(活动),进而所引发的诸多争议迫使学术界不得不重新思

考———《慈善法》究竟应当如何界定“公益”的概念?
  

针对于上述问题,学术界在经过大量的探讨后倾向于认为对公益概念的界定应当移

植借鉴最为经典的“二要素说” (Two
 

Elements
 

Theory) 〔 6 〕 ,并基于其界定为识别慈善(活

动)提供较为体系性的规则。〔 7 〕 但在本文看来,尽管《慈善法》此前在形式上没有直接引

入二要素说以对公益的概念进行界定,但如果将“公共性” ( Public) 要素和“有益性”
(Benefit)要素在横向上展开并对该法及其配套法规、规章进行分析,那么就可以发现有关

规定在实质上已经体现出公共性要素和有益性要素的内涵,这也就意味着只有对上述

“二要素”的内涵在纵向上作更为深入的“多阶层式” 〔 8 〕 的界定,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慈

善(活动)所面临的各种识别争议。
有鉴于此,本文将以公益概念的界定为主线,通过将公益的概念界定中最为经典的“二

要素说”进行横向展开,进而尝试阐明《慈善法》对公益概念界定的问题,同时提出全新的

“四阶层说”,并在纵向上深入阐释,以求能够为《慈善法》未来的再修改提供一种兼具理论

创新性与立法可行性的公益概念界定之思路,进而更为有效地识别法律中的慈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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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 5 〕

〔 6 〕
〔 7 〕

〔 8 〕

日本《信托法》的起草可以追溯到 1916 年,但当时的立法者不仅未考虑“公益”的概念翻译和界定问题,甚至未

曾考虑移植公信托亦或慈善信托制度,而仅仅考虑如何移植私信托制度,以期对当时业已兴起的“营业信托”进

行有效的规制。 在此背景下,日本《信托法》在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信托立法时,虽然也认真地参考了英国(慈

善)信托法,但却着重借鉴了美国 1872 年《加利福尼亚州民法典》 (Civil
 

Code
 

of
 

California)和印度 1882 年《信托

法》(Trust
 

Act
 

1882)。 而美国、印度两国信托立法的共同特征即是均侧重规制私信托,而未系统地规定公信托抑

或慈善信托制度。 日本在法律移植上如此明显的偏倚也在立法不断深入后引发了各种争议,尤其是在立法进入

日本“临时法制审议会”审议阶段更是引来了诸多质疑,而其中最为重要的质疑来自江木衷博士。 参见太田達

男:「公益信託法制化の恩人江木衷」,『信託』171 号(1992 年),一百三十-一百四十九ページ。
日本法中也存在“Public

 

Interest”这一概念的使用。 日本《信托法》在起草的过程中所选择移植的对象曾是更为

传统的“Public
 

Trust”,尽管此时“Public
 

Benefit”一词已经被引入,但在概念的界定上仍然被视同于“Public
 

Inter-
est”。 在此背景下,江木衷博士将“公信托”的核心特征翻译解释为“公共利益”,并进一步缩写为“公益”。 事实

上,“公益”一词作为规范概念最早出现在 1889 年的《明治宪法》第 27 条有关财产权之规定中,而作为立法者的

伊藤博文即将其解释为“公共利益”。 参见伊藤博文:『帝国憲法義解』,日本国学振興会,1938 年,八一ページ。
See

 

William
 

Henderson,
 

Tudor
 

on
 

Charities,
 

10th
 

edition,
 

Sweet
 

&
 

Maxwell
 

Ltd,
 

2015,
 

pp. 25-37.
参见金锦萍:《论公益信托之界定及其规范意义》,《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5 年第 6 期,第 72- 85 页;李德健:
《〈慈善法〉中的公益原则及其解释进路》,《北方法学》2021 年第 3 期,第 134-137 页;李龙贤:《论我国慈善组织

的公益性》,《南大法学》2023 年第 2 期,第 56-67 页;高志宏:《非营利性原则抑或公益原则———围绕我国〈慈善

法〉第 3 条、第 4 条慈善的界定和特质展开》,《政治与法律》2023 年第 12 期,第 141-156 页。
See

 

Jonathan
 

Garton,
 

Public
 

Benefit
 

In
 

Charity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45-49;
 

Mary
 

Synge,
 

The
 

New
 

Public
 

Benefit
 

Requirement:
 

Making
 

Sense
 

of
 

Charity
 

Law ? ,
 

Hart
 

publishing,
 

2015,
 

pp.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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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益概念界定的“二要素” :公共性与有益性
  

在公益概念界定的理论中,最为经典的无疑是著名的二要素说
 

〔 9 〕 ,这一学说巧妙地

将公益在横向上拆解为“公共性”( public)和“有益性” ( benefit)两大并列的要素,并通过

对两大要素的内涵先后作既互有侧重又相互耦合的概括和归纳,不仅为慈善立法解决了

关键性的(对象和效果)问题,还为公益的概念提供了具体性的界定,更为识别法律中的

慈善提供了基础性的规则,具体如下。
(一)公共性要素的概括及其内涵
  

公共性要素的概括主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即是:慈善究竟应当针对什么样的对象? 作

为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公共性要素在内涵上强调慈善的对象应当是不特定的公众。 就该

要素的概括及其内涵,可展开如下。
  

先就公共性要素的概括来说,对其概括最早的可以追述到历史上第一部慈善法即

《1597 年慈善用益法》(Charitable
 

Uses
 

Act
 

1597) 〔10〕 制定之初,以弗朗西斯·摩尔(Francis
 

Moore)为代表的立法者们在界定什么是法律中的慈善时,其面临的问题在于不仅需要将

以教会为对象的“宗教(Pious)慈善”排除出去,而且还需要将以公众为对象的“世俗(Sec-
ular)慈善”罗列进来。 《慈善用益法》规定除“修缮教堂”以外的其它所谓“敬虔用益”
(Pious

 

Use)均被视为非法。 事实上,罗马天主教以“虔诚事业” (Pious
 

cause)为名募集了

大量的捐赠,而这些捐赠中又以不动产占据大部分,由此也就导致了所谓的“死手”(Dead
 

Hand),其严重地损害了英国以国王为代表的封建领主利益,成为了英国宗教改革的重要

原因。〔11〕 为此立法者们采取了所谓列举式的界定方法,先在该法序言中罗列了包括“救

济贫困、促进教育”等共计 11 种类型“慈善目的”(Charitable
 

Purpose),后又在基于该法制

定的《1601 年慈善用益法》(Charitable
 

Uses
 

Act
 

1601) 〔12〕 序言中又增加到了共计十七种类

型的慈善目的,主要包括:“救济老人、弱势和贫困人群”“抚养患病和伤残的军人和海员”
“资助学校、免费学校与贫困学者”“修缮桥梁、港口、堤道、教堂、海堤和道路” “教育和培

养孤儿”“救济与维护矫治院”“支持贫困女仆之婚礼”“支持、支助和帮助年轻的商人、手
工艺人以及堕落之人”“救济或救赎囚徒、俘虏”“支助或减轻贫困的居民负担诸如十五取

一、征召士兵等税负”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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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10〕

〔11〕

〔12〕

〔13〕

See
 

William
 

Henderson,
 

Tudor
 

on
 

Charities,
 

10th
 

edition,
 

Sweet
 

&
 

Maxwell
 

Ltd,
 

2015,
 

pp. 25-37.
The

 

Charitable
 

Uses
 

Act
 

1597:
 

An
 

Acte
 

to
 

reforme
 

Deceiptes
 

and
 

Breaches
 

of
 

Trust,
 

towching
 

Landes
 

given
 

to
 

charitable
 

U-
ses,

 

39
 

Elizabeth
 

I
 

c. 6.
对于英国早期慈善法与宗教改革的关联可参见 Kerry

 

O’Halloran,
 

The
 

Church
 

of
 

England-Charity
 

Law
 

and
 

Human
 

Rights,
 

Springer
 

Press,
 

2014,
 

pp. 4-8;
 

Kerry
 

O’Halloran,
 

Religion,
 

Charity
 

and
 

Human
 

Righ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45-48。
The

 

Charitable
 

Uses
 

Act
 

1601:
 

An
 

Acte
 

to
 

Redresse
 

the
 

Misemployment
 

of
 

Landes
 

Goods
 

and
 

Stockes
 

of
 

Money
 

Heretofore
 

given
 

to
 

Charitable
 

Uses,
 

43
 

Elizabeth
 

I
 

c. 4.
事实上,摩尔本人也意识到上述罗列难以有效地覆盖所有慈善目的类型,所以他在《〈慈善用益法〉解读》一书中

还增加了多达十四种的慈善目的类型,但即便如此也仍然不足以彻底覆盖所有慈善目的类型,而这也进一步引

出了此后对“公共性”要素的概括。 See
 

Gareth
 

Jones,
 

Francis
 

Moore’s
 

Reading
 

on
 

the
 

Statute
 

of
 

Charitable
 

Uses,
 

25
 

The
 

Cambridge
 

Law
 

Journal
 

224,
 

224-238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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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上述慈善(目的)类型不断扩展过程中,摩尔等立法者们也意识到在表面上具有

差异性的慈善(目的)类型应当在本质上具有共(同)性的基本要素,而对其要素的概括不

仅将有助于更为清晰地明确慈善(目的)的对象,且也将有助于更为有效地识别法律中的

慈善。 在此背景下,摩尔通过对大量判例(法)的分析认识到所有慈善(目的)在对象上均

是不特定的公众之后,就基于上述共(同) 性进一步概括出了慈善的公共性要素,并在

1607 年他所著的历史上第一部慈善法学专著《〈慈善用益法〉解读》(Reading)中明确地提

出:“慈善用益属于公共(Public)用益”。〔14〕 上述公共性要素在被概括后迅速获得了认

同,在 1615 年的“模德林学院” ( Magdalene
 

College)案中,该案的法官首次提出“救济贫

困、促进艺术科学和资助宗教(英国国教)等”目的类型的慈善(用益)在本质上均应当具

有公共性要素。〔15〕 随后在 18 世纪的诸多判例中也开始将公共性要素作为识别“救济贫

困” 〔16〕 “促进教育” 〔17〕 “促进宗教” 〔18〕 等目的类型的慈善(用益)的核心规则。 而在 1804
年的莫里斯案(Morice) 〔19〕 中,公共性要素更被认为是识别所有目的类型的慈善(用益和

信托)之基础性规则
 

〔20〕 ,也使得法律中的慈善在此后长期被称之为“公共慈善” ( Public
 

Charity)。 值得注意的是,在早期移植英国《1601 年慈善用益法》等慈善立法的国家(地

区)中,时至今日还依然在使用“Public
 

Charity”(通常被译介为“公共慈善”)的表述,而这

种表述实际上表明其理论仍然停留在公益概念(尤其是对公共性要素)形成过程中的时

空断面上,仍存在不断界定和丰富的空间。〔21〕
  

再就公共性要素的内涵来说,在 1804 年的莫里斯案
 

〔22〕 将“公共性”要素正式确立为

识别所有法律中的慈善之基础性规则时,对于其内涵的界定大致可以分为肯定性和否

定性两个面向。 从肯定性的面向来说,公共性要素强调慈善(信托)在受益对象上应当

是针对不特定的公众,诸如在以救济贫困为目的之慈善(信托)中,其公众应当是贫困的

女士
 

〔23〕 儿童
 

〔24〕 和老人
 

〔25〕 等弱势群体;而在以促进教育为目的之慈善(信托)中,其公

众则应当是想接受音乐
 

〔26〕 语言
 

〔27〕 以及科学
 

〔28〕 等教育的社会群体。 但如果在上述慈

·211·

《环球法律评论》 　 2024 年第 2 期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Gareth
 

Jones,
 

History
 

of
 

The
 

Law
 

of
 

Charity
 

1532 - 182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27 - 29;
 

Francis
 

Moore,
 

Reading
 

on
 

the
 

1601
 

Charitable
 

Uses
 

Act
 

(1607),
 

Reproduced
 

in
 

George
 

Duke,
 

The
 

Law
 

of
 

Charitable
 

Uses,
 

first
 

Published
 

1676,
 

R. W. Bridgman
 

ed.,
 

W. CLARK
 

AND
 

SONS,
 

1805,
 

p. 129.
Case

 

of
 

the
 

Master
 

and
 

Fellows
 

of
 

Magdalen
 

College
 

(1615)
 

11
 

Co
 

Rep
 

66,75a,
 

77
 

ER
 

1235,
 

1248.
A-G

 

v. Pearce
 

(1740)
 

2
 

Atk
 

87.
Christ’s

 

College,
 

Cambridge,
 

Case
 

(1757)
 

1
 

Wm
 

Bl
 

90;
 

Kirkbank
 

v. Hudson
 

(1819)
 

7
 

Price
 

212,
 

146
 

ER
 

951.
Isaac

 

v
 

Defriez
 

(1754)
 

Amb
 

595;
 

44
 

Digest
 

890,
 

7479,
 

17
 

Ves
 

373,
 

n. Jones
 

v. Williams
 

(1767)
 

Ambl. 651,
 

652.
Morice

 

v. Bishop
 

of
 

Durham
 

(1804-1805)
 

9
 

Ves
 

399,
 

32
 

ER
 

656,
 

10
 

Ves
 

522,
 

32
 

ER
 

947.
A-G

 

v. Pearce
 

(1740)
 

2
 

Atk. 87,
 

88.
有关美国法对“ Public

 

Charity” 的界定,参见 Marion
 

R. Fremont-Smith,
 

Governing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Federal
 

and
 

State
 

Law
 

and
 

Regul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3-4。
Morice

 

v. Bishop
 

of
 

Durham
 

(1804-1805)
 

9
 

Ves
 

399,
 

32
 

ER
 

656,
 

10
 

Ves
 

522,
 

32
 

ER
 

947.
A-G

 

v. Exeter
 

Power
 

(1809)
 

1
 

Ball
 

&
 

B
 

145.
German

 

v. Chapman
 

(1877)
 

7
 

ChD
 

271.
Re

 

Wall,
 

Pomeroy
 

v. Willway
 

(1889)
 

61
 

LT
 

357;
 

42
 

ChD
 

510.
Re

 

Allsop,
 

Gell
 

v. Carver
 

(1884)
 

1
 

TLR
 

4.
Bronjohn

 

v. Gale
 

(1869)
 

WN
 

133.
Beaumont

 

v. Oliveira
 

(1869)
 

4
 

Ch
 

App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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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信托)中的受益对象并非“不特定” 亦或不是“公众” ,那么其是否具备公共性要素

无疑值得怀疑,这也就引出了对其内涵界定的否定性面向,即公共性要素强调慈善(信

托)在受益对象上不应仅有益于特定的个人。 诸如在以救济贫困为目的的慈善(信托)
中,最为典型的个人即是救济特定的乞丐亦或是极少数的贫民等;而在以促进教育为目

的的慈善(信托)中,较为典型的个人则是资助特定的学者或者是极少数的学生等。 此时

的慈善(信托)显然就不具有公共性要素,而应当被认定为所谓的“私人慈善” ( Private
 

Charity) 〔29〕 。
  

然而,尽管通过对公共性要素的概括已经回答了慈善的对象问题,但很快立法者和学

者意识到他们不仅需要回答慈善所指向的对象问题,而且还需要回答慈善所发挥的效果

问题,而这也就涉及对公益的第二项基本要素即有益性要素的归纳。

(二)有益性要素的归纳及其内涵
  

有益性要素的归纳主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慈善究竟应当发挥什么样的效果? 而作

为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有益性要素在内涵上强调慈善的效果应当是向公众提供客观有效

的利益,就该要素的归纳及其内涵展开而言,主要包括以下问题:
  

先就有益性要素的归纳来说,对其归纳的历史大致始于《1842 年个人所得税法》 ( In-
come

 

Tax
 

Act
 

1842)颁布之后,立法者们在该法中明确赋予了慈善(信托)相应的税收优

惠,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即是慈善(信托)究竟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利益,并基于上述利益能

够成为其获得税收优惠的“对价”,进而来证成其获得税收优惠的正当性。 在回答上述问

题的过程中,法官们也意识到慈善除了具有在对象上的公共性要素之外,其在效果上还存

在着另一项需要进一步归纳总结的基本要素,而归纳这一要素的重要启示则依然来源于

1804 年的莫里斯案———该案的大法官不仅全面肯定了慈善在对象上的公共性要素,且进

一步指出慈善在效果上还应当为其对象提供某些客观的利益。 沿着这一重要启示继续前

行,在 1891 年的帕姆塞尔案(Pemsel)中,麦克奈特大法官(Lord
 

Macnaghten)在梳理此前

大量的判例(法)后明确指出所有慈善(目的)在效果上均应当有益于公众,再基于这一共

(同)性进一步归纳出了慈善的有益性要素,并将其作为慈善的另一项基本要素予以明

示:“(慈善包括)救济贫困、促进教育、促进宗教,以及有益于公众( beneficial
 

to
 

the
 

com-
munity)的其它目的”。〔30〕

上述有益性要素在被归纳后也逐步获得了认同,在 1923 年的胡梅尔滕贝格( Hum-
meltenberg)案中,罗素法官(Russell)在审理后明确指出无论是以促进教育为目的还是以

其它慈善目的(之信托),其均应当在效果上能够提供某种客观的利益
 

〔31〕 。 在此基础上,
在 1945 年的康普顿案(Compton) 〔32〕 中,是否具有有益性要素已经被视为是识别法律中慈

善的另一项核心规则;到 1951 年的奥本海默案( Oppenheim) 〔33〕 中,有益性要素已与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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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要素相互并列构成了对公益概念界定的“二要素说”。 事实上,康普顿案和奥本海默案

最终形成了“康普顿—奥本海默规则” ( Compton-Oppenheim
 

Test),也就成为了现今普通

法系国家(地区)审查“Public
 

Benefit”时所遵循的基础性规则。〔34〕
  

再就有益性要素的内涵来说,在其被正式确认为除公共性要素外另一项识别所有法

律中慈善的基本规则后,对于其内涵的界定大致也包括了肯定性和否定性两个面向。 从

肯定性的面向来说,有益性要素强调慈善在效果上应当能够提供具有“客观性”(objectivi-
ty) 〔35〕 的利益,诸如在以救济贫困为目的之慈善(信托)中,其强调为弱势群体提供的利益

应当呈现为资金、物资等客观性的救济。 再如在以促进教育(以及科学等)目的之慈善

(信托)中,其强调为公众群体提供的利益应当是能够有效促进教育(科学)客观性的发

展。 但如果在提供利益的同时也会带来损害的话,那么其利益必须要大于损害,如以废止

动物解剖试验
 

〔36〕 为目的之活动所来的损害显然将大于提供的利益,其是否具备有益性

要素值得怀疑,这也就引出了对“有益性”要素内涵界定的否定性面向,即有益性要素强

调慈善在效果上不应仅提供所谓“主观性” 〔37〕 的利益。
诸如在以救济贫困为目的之慈善(信托)中,较为典型的主观性利益是为弱势群体

“代为祷告”(Intercessory
 

Prayer)。〔38〕 再如在以促进教育为目的之慈善(信托)中,非常

典型的主观性利益则是对社会公众传播宗教迷信( Superstitious) 。 值得注意的是,
《1597 年慈善用益法》与《1601 年慈善用益法》制定的重要目的即在于抑制所谓的迷信

用益,而在此之前的《1547 年教会解散法》 (Dissolution
 

Chantries
 

Act)也已经规定此类用

益(信托)均属于非法。〔39〕 而这些信托显然均不具备有益性要素,因而也就无法被识别

为是法律中的慈善。
  

至此,以公共性要素和有益性要素相结合的二要素说最终完成了对公益概念的界定,
也为识别法律中的慈善提供了相应的规则。 正是基于上述重要的意义,这一理论在提出

后被普通法系国家(地区)的慈善立法所普遍采纳并沿用至今。〔40〕 但必须指出的是,上
述国家(地区)在借鉴和移植二要素说之后,通常将其视为是在横向上识别慈善的基础性

的规则,还会进一步在纵向上尝试构建起更为系统性的规则,以求更为有效地识别法律中

的慈善,这也意味着采纳二要素说仅仅只是对公益概念界定的起点而非终点。〔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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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二要素”的横向展开:
　 　 《慈善法》对公益概念界定的现状及问题

(一)公益概念界定的“二要素”
  

鉴于《慈善法》在规范层面上并未对公益的概念做具体化的界定,学术界的主流观点

开始认为有必要借鉴移植对其概念界定的二要素说。 但在本文看来,尽管《慈善法》在形

式上并未直接移植二要素说对公益的概念进行界定,但如若细致地分析仍可以发现该法

及其配套法规、规章的有关规定已经在实质上体现了公共性要素与有益性要素的内涵

(参见下表 1)。 即便如此,在实践过程中仍然难以有效地识别慈善(活动),需要展开反思。
以下将两大要素在横向上展开以分析,反思《慈善法》对于公益概念界定的现状及问题。

表 1　 “二要素说”视角下《慈善法》对公益概念界定的现状及问题

要素 公共性要素 有益性要素

内涵
(1)要求活动应当“面向社会”
(2)要求活动不应“指定个人”

(1)要求活动应当“提高使用效益”
(2)要求活动不应“欺骗、诱导”

(二)公共性要素界定的现状及问题
  

公共性要素在理论层面上强调慈善在对象上应当是针对不特定的公众,而《慈善法》
及其配套法规、规章在规范层面上将慈善的对象界定为“社会”,也可以解释为是针对不

特定的公众,但上述界定在实践过程中却已经暴露出难以有效地识别慈善活动等问题。
其界定的现状及问题展开如下。

  

先就公共性要素界定的现状来说,《慈善法》在形式上并没有集中式的界定公共性要

素,但这一要素的内涵在实质上已经在该法及其配套法规的有关规定中被分散式的予以

体现,对此可以从肯定性和否定性两个面向展开来分析:
从肯定性的面向来说,《慈善法》(以下条款均为修改后的)第 3 条明确规定慈善组织

为实现慈善目的(或“宗旨”)而开展活动时应当面向社会。 值得注意的是,《慈善法》在

规范层面上混用了“目的”与“宗旨”两词,如在第 8 条规定慈善组织是“以面向社会开展

慈善活动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组织”,但又在第 53 条规定其财产应当“根据章程和捐赠协

议的规定全部用于慈善目的”;再如在第 21 条规定慈善募捐“是指慈善组织基于慈善宗

旨募集财产的活动”,与之相应的是又在第 34 条规定慈善捐赠“是指自然人、法人和非法

人组织基于慈善目的……的活动”;再比如在第 44 条又规定“本法所称慈善信托属于公

益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慈善目的……”,可以说“目的”与“宗旨”在实质上具有相同性,
但是否应当继续混用值得考量。 此处的“社会”在对象上即可以理解为是指向不特定的

公众,而对此该法及其配套规章有关慈善活动的规定可以进一步予以印证,如该法第 21
条第 2 款在规定慈善(公开)募捐所面向(无疑也是使用)的对象时就明确为是“社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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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慈善信托管理办法》第 43 条在规定慈善信托的受益对象时最终归属为“不特定的

社会公众”,《慈善法》第 62 条第 1 款在规定慈善服务的服务对象时也相应表述为“社会

或者他人”,而上述这些规定无疑是在肯定性面向上体现了公共性要素的内涵,即慈善

(活动)在对象上应当是为不特定的公众。
从否定性的面向来说,《慈善法》第 110 条(修改后增加)规定慈善组织不得指定或变

相指定特定利害关系人为受益人。 此处的“利害关系人”在对象上即可以理解为特定的

个人,而该法及配套规章对其所开展的慈善活动也作了进一步之规定,如该法第 40 条在

规定慈善(公开)募捐的受赠人时就明确禁止捐赠人指定或变相指定“利害关系人作为受

益人”,第 118 条在(修改后增加)规定慈善信托的受益人时要求委托人不得指定或变相

指定与其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受益人,《慈善信托管理办法》第 25 条还规定不得“利用慈

善信托财产为自己谋取利益”,并进一步在该办法第 26 条规定任何人“不得私分、挪用、
截留或者侵占慈善信托财产”,还在该办法第 59 条规定了违反上述规则的法律责任,而上

述这些规定无疑也是在否定性面向上体现了公共性要素的内涵,即慈善(活动)在对象上

不应是为特定的个人。
  

再就公共性要素界定的问题来说,尽管《慈善法》及其配套规章的有关规定已经在实

质上体现了公共性要素的内涵,但问题是这些规定不仅在形式上对公共性要素缺乏集中

而系统化的界定,导致对其内涵所做的界定呈现出分散而又零碎的现状,且更为严重的则

是在内容上对其缺乏深入而具体化的界定,导致对其内涵的界定还表现出停滞而抽象的

现状。 这特别是表现为在规范层面上依然停留在对肯定性面向上的“公众”和否定性面

向上的“个人”两者进行分类的规定,而在实践过程中慈善(活动)的对象已经出现了各种

处于公众和个人之间难以识别的情况。 究其原因,公众作为慈善(活动)的对象不仅表现

为全体公众,更多的情况下则呈现为“部分公众”,如果说前者指的是某个国家(地区)内

所有的公民而相对容易进行识别,那么后者指的是特定条件下部分的公民而往往容易产

生争议。
以争议非常集中的救济贫困

 

〔42〕 等目的类型的慈善活动为例:比如某项以救济贫困

为目的的活动,其救济对象为特定区(领)域中的贫困居民,但从实际的规模“量”来说其

选定的居民非常有限(假设其规模“量”仅为十位甚至更少时),那么此时能否认定为救济

“公众”就容易引发争议;再比如此项活动所选定救济的贫困居民规模“量”看似不少(假

设其规模“量”为几十位甚至更多时),其在该区(领)域的居民中占有的比例“数”却非常

小(假设其比例“数”仅占有百分之一甚至更低时),那么此时能否认定为救济“公众”也

非常容易引发争议。 但此时存在另一种极端情况即:当某个活动也是以特定区(领)域的

居民为对象,不仅比例“数”高(假设所有居民均为对象)而且规模“量”大(假设对象规模

“量”多达几十万甚至更多),但此时所有居民均按照一定的规则提供利益和接受利益(诸

如承担社区费用或行业会费等),那么此时就不应当认定为具有“公益性”,而是应当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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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具有“互益性”( Mutual
 

Benefit
 

or
 

Community
 

Benefit)。〔43〕 与此同时,《慈善法》及其配

套法规、规章也并未规定具体性的规则用以判断上述这些情况是否具备公共性要素,也就

难以有效地识别其是否属于救济贫困等目的类型的慈善(活动)。

(三)有益性要素界定的现状及问题
  

有益性要素在理论层面上强调慈善在效果上应当提供客观有效的利益,而《慈善法》
及其配套法规、规章在规范层面上已经将慈善的效果表述为能够有益于“社会公众利

益”,也可以解释为是应当提供客观有效的利益,但上述界定在实践过程中却也已经暴露

出难以有效地识别慈善活动等问题,对其界定的现状及问题展开而言,主要包括以下

问题。
  

先就有益性要素界定的现状来说,《慈善法》在形式上也没有集中式的规定有益性要

素,但这一要素的内涵在实质上也已经在该法及其配套法规、规章的有关规定中被分散式

地予以了体现,对此也可以从从肯定性和否定性两个面向展开来分析:
从肯定性的面向来说,《慈善法》在第 57 条明确规定慈善组织应当通过合理设计慈

善项目以“提高慈善财产使用效益”,此处的“效益”在效果上即可以理解为是指能够提供

客观有“效”的利“益”,而对此该法及配套规章对慈善组织所开展之慈善活动也作了进一

步的规定,如该法在第 61 条规定慈善募捐及其捐赠使用的效果时强调应当“充分、高效运

用慈善财产”,《慈善信托管理办法》第 30 条在规定慈善信托及其财产运用的效果时则更

为直接地强调应当遵循“有效”等原则,而上述这些规定可以视为是在肯定性面向上体现

了有益性要素的内涵,即慈善(活动)在效果上应当能够提供客观有效的利益。
从否定性的面向来说,《慈善法》第 31 条也明确规定慈善组织在开展慈善募捐活动

时不应通过虚构事实等方式“欺骗、诱导募捐对象实施捐赠”。 此处的“欺骗、诱导”在效

果上即可以解释为是指仅能提供虚假主观(而非客观)的利益,而该法及配套规章对此类

慈善活动也作了进一步的明确规定,如该法第 14 条在规定慈善募捐及其捐赠使用的效果

时,更为直接地强调不得损害“受益人和社会公共利益”。 而《慈善信托管理办法》第 30
条在规定慈善信托及其财产使用的效果时,也强调不得“损害慈善信托利益和社会公共

利益”。 《慈善法》还对于侵犯上述公共利益的活动明确规定了法律责任,而这些规定则

可以视为是在否定性面向上体现了有益性要素的内涵,即慈善(活动)效果上不应仅能提

供主观的利益。
  

再就有益性要素规定的问题来看,尽管《慈善法》及其配套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也

已经在实质上体现了有益性要素的内涵,但问题是这些规定不仅在形式上对有益性要素

同样缺乏集中而体系化的界定,导致对其所作的界定也呈现出分散而又散乱的现状,且更

为严重的还是在内容上对其缺乏深入而细致的界定,导致对其内涵的界定也表现出停滞

而笼统的现状。 特别是表现为在规范层面上依然停留在对肯定性面向上的“客观利益”
和否定性面向上的“主观利益”两者进行分别规定,但在实践过程中慈善(活动所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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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也已经出现了诸多处于客观利益和主观利益之间难以甄别的情景。 究其缘由,客观

利益作为慈善(活动)提供的效果实际上不仅表现为所谓“直接利益” (Direct
 

Benefit),往
往还表现为所谓“间接利益”(Indirect

 

Benefit)。〔44〕 如果说前者意指慈善活动所提供的是

各种能够直接发挥效果的利益而相对容易甄别,那么后者意指慈善活动所提供的是各种

间接发挥效果的利益而容易出现争议。
以争议非常集中的环境保护等目的类型的慈善活动为例,比如某项以环境保护为目

的的活动其实现方式为在偏远沙漠地区进行植树造林,那么由于此项活动难以清晰地辨

别出其能否以及如何(间接地)提供客观利益,也就容易引发争议;再比如上述活动虽然

能够辨别出其将能提供改善当地气候环境等客观利益,但在活动后往往难以有效地识别

出其所实际提供的利益,或者出现诸如造成水土流失等各种的损害,那么此时能否认定为

(间接地)提供了客观利益。 但问题在于,《慈善法》及其配套法规、规章也缺乏具体化的

规则用以识别上述这些情况是否具备有益性要素,也就无法有效地识别其是否属于环境

保护等目的类型的慈善(活动)。
  

然而,有益性要素的内涵缺乏系统化的界定所引发的绝不止于识别问题,毕竟通过识

别不仅仅是为了被认定为慈善活动,更重要的是基于其所提供的利益来证成慈善活动获

得税收优惠等特权的正当性。 因而,当缺乏基于有益性要素以及公共性要素的内涵而概

括归纳出的“公益”识别规则之后,即便在规范层面上已经规定了慈善活动的税收优惠,
在实践层面上仍然难以落实也就不足为奇,但伴随而来的问题则是严重地限制了慈善活

动的开展,而这在国内慈善信托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虽然《慈善法》第 45 条

第 2 款明确规定:“未按照前款规定将相关文件报民政部门备案的,不享受税收优惠”,因
而在规范层面上可以解读为在民政部门备案的慈善信息享受税收优惠。 但时至今日,按
照该条备案的慈善信托在实践层面上仍无法获得税收优惠,其中重要的原因无疑在于缺

乏对其识别系统化的规则和获得优惠正当性的证成,而这些原因最终都可以归结为“公

益”的概念界定缺失。 在此意义上,对公益概念的界定已然成为了激活慈善(信托)活动

乃至推动慈善事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

四　 “四阶层”的纵向深入:
　 　 《慈善法》对公益概念界定的思路及内涵

(一)公益概念界定的“四阶层”
  

现在需要直面的问题即是:《慈善法》究竟应当如何完善对公益概念的界定? 就此问

题而言,本文认为对公益概念进行界定的合理思路应当是在传统的基础上予以创新,亦即

在横向上借鉴传统的公共性要素与有益性要素相结合的“二要素说”之基础上,在纵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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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从慈善法的理论角度来看,除了“直接利益”和“间接利益”之外还存在着所谓“宽泛利益” ( Wider
 

Benefit),但其

对于识别的意义有限也就不再展开分析,而对于“直接利益”与“间接利益”的区分源起可参见 Jonathan
 

Garton,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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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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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两大要素的内涵做深入界定以创新地构建起如下的“四阶层说”(见下表 2),并据此构

建起形式逻辑更为严密、实质内涵更为细致的公益概念之界定,进而为识别法律中的慈善

(活动)提供真正系统性的规则。

表 2　 “四阶层说”视角下《慈善法》对“公益”概念界定的思路及内涵

要素 公共性要素 有益性要素

内涵

(1) “公共性”要求活动应当为不特定的

公众

(2)不特定的公众包括了全部公众或部

分公众

(3)部分公众在数量上则应当具有“ 充

足性”
(4) “充足性”要求活动不应仅为特定的

个人

(1) “有益性”要求活动应当提供客观的

利益

(2)客观的利益则包括了直接利益和间

接利益

(3) 间接利益在性质上则应当具有“ 辨

识性”
(4) “辨识性”要求活动不应仅提供主观

的利益

(二)公共性要素界定的思路及内涵
  

就公共性要素而言,在规范层面上应当强调在开展任何慈善活动时,慈善活动的对象

都应当是不特定的公众,而对于不特定的公众则应当进一步明确可以是某个国家(区域)
内的全部公众或部分公众,但若是部分公众则在数量上应当具有充足性,且不应为特定的

个人开展慈善活动。 基于以上具体化的界定,在从纵向上识别某项慈善活动是否具备公

共性要素时,即应基于以下四个层次的系统化规则逐层展开细致地判断。
  

第一,公共性要求慈善活动的开展应当是为不特定的公众,而所谓不特定的公众则包

含以下两方面的内涵:一方面,慈善活动开展的受益人应当是公众,即公众才是慈善活动

的最终受益者。 尽管存在某些慈善活动是以特定的事或者物为对象,最为典型的即是现

今争议较大的以促进动物福利
 

〔45〕 为目的之活动,而其能否被认定为慈善活动的关键在

于最终效果能否有益于公众,如若不能证明则无法被认定为具备公共性要素(也就无法

被认定为属于慈善活动);另一方面,公众作为受益人应具有不特定性,所谓不特定性强

调对慈善活动的受益人虽然可以通过设定条件予以限定,但限定后的受益人不应是具体

的特定个体,而应是抽象的不特定群体,如以某个国家内全体或部分的公众为受益人,这
也就涉及公共性要素第二层次的内涵及其识别规则。

  

第二,不特定的公众包括了全部公众或部分公众,其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以下两种情

况:第一种情况是全部公众,即某项慈善活动的受益人是某个国家内的所有公众,如某项

慈善活动明确表示其以救济国内所有贫困公民为目的,或仅表明其以“救济贫困”的公民

为目的,而未明确限定具体的受益人时,则此时其受益人即是全体公众;第二种情况则是

部分公众,即某项慈善活动的受益人是限定条件下的某一群体,而这一群体是基于某些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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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标准所予以区分的结果,如设定以救济某个社区内的贫困居民为目的之慈善活动即

属于此类。 《慈善法》对于区分的标准没有具体规定,但其第 59 条规定“慈善组织确定慈

善受益人,应当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得指定慈善组织管理人员的利害关系人作

为受益人”,可以视为是对区分标准的原则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当慈善活动的受益人是

部分公众时,对于部分公众还应当要求其具有相当数量,更确切地说,其在数量上应当具

有所谓的充足性,这也就涉及公共性要素第三层次的内涵及其识别规则。
  

第三,部分公众在数量上应当具有充足性。 所谓的充足性强调慈善活动的受益(人)
群体应当具有相当的数量,而相当的数量则大致可以从比例“数”和规模“量”两个层面来

判断:一方面,从比例数上来说,充足性要求慈善活动的潜在受益(人)群体在区(领)域内

占有一定的比例,尽管对比例的要求在不同慈善活动类型下存在差异。 从慈善法的理论

角度来看,不同慈善活动在是否符合充足性要求时显然存在差异,其中最为典型的即是

“救济贫困”。 如在英国慈善法上,以救济贫困为目的的慈善活动的充足性要求要低于其

它慈善活动,其背后存在着平衡遗赠和继承之间关系等诸多原因。 在此意义上,我国《慈

善法》及其配套法规、规章在规定不同慈善目的的充足性要求时也需要做出差异化的规

定。〔46〕 但无论从事何类慈善活动,其潜在受益(人)群体的比例数不得过小,即从理论上

来说必须具有“不可忽略性”;另一方面,从规模量上来说,充足性要求慈善活动的实际受

益(人)群体在区(领)域内达到一定的规模,且其实际受益(人)群体的规模量不得过少,
即从理论上来说不得表现为“可忽略性”,特别是受益人不得仅为特定的个人,这也就涉

及公共性要素第四层次的内涵及其识别规则。
  

第四,充足性要求受益人不应为特定的个人,为特定的个人所开展的活动具有明显的

私益性,因而无疑与公共性要素相悖。 值得注意的是,特定的个人主要包括了以下两种情

况:第一种情况是活动的受益人是特定的个人,为特定的个人开展的募捐活动也属于此

类,最为典型的是网络个人求助平台为特定的个人所开展的募捐活动。 事实上,2023 年

《慈善法》修改中争议最大的问题即是:是否需要将“个人求助平台”纳入规制的范围? 从

传统的二要素说角度来看,为个人求助显然是为特定的个人进行募捐,所以并不具备公共

性要素。 但个人求助平台不同之处在于,其是为不特定的个人进行募捐,所以对其规制需

要意识到这一特殊性,这也是为何《慈善法》修改时仍然将其纳入了“附则”条款进行规制

的原因。 而这一规制的可能路径即是在对其目的进行梳理基础上,将此前分散的个人目

的(通常为疾病救助)统一成合法的慈善(诸如为救济贫困等)目的,再通过将其募捐使用

以及将余额处理按照《慈善法》 要求进行重构,以此构建起特殊的公开募捐(服务) 平

台。〔47〕 第二种情况则是活动的受益人是特定的少数人,以至于具有了所谓的可忽略性,
如某项慈善活动的目的在于救济某个区域内贫困的居民,但该区域内所居住贫困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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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英国法上的规定可参见英国慈善委员会(Charity
 

Commission)的“公益性”报告,see
 

Charity
 

Commission,
 

Pub-
lic

 

Benefit:
 

the
 

Public
 

Benefit
 

Requirement,
 

2013,
 

p. 15,
 

https: / / assets. publishing. service. gov. uk / media /
5a817021ed915d74e6232442 / PB1_The_public_benefit_requirement. pdf,最近访问时间[2024-02-20]。
对上述规制路径的进一步分析可参见吕鑫:《论个人求助平台的法律规制》,《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23 年第 2 期,第 196-1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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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非常稀少(甚至不存在),而上述两种即属于不具有充足性进而不具备公共性要素之

情况,也就无法被识别为法律中的慈善(活动)。

(三)有益性要素界定的思路及内涵
  

就有益性要素来说,在规范层面上应当强调在开展任何慈善活动后,慈善活动的效果

都应当能够提供某种客观存在的利益,而对于客观存在的利益则应当进一步区分为两类

即直接利益和间接利益,且间接利益在性质上应具有“辨识性”,不应开展任何仅提供无

法辨识的主观利益之活动。 基于上述内涵,在从纵向上识别某项活动是否具备有益性要

素时,其同样应当基于以下四个层次的系统化规则逐层展开细致地判断,具体来说:
  

第一,有益性要求慈善活动应当提供客观的利益,而所谓客观的利益包括了以下两个

方面的含义:一方面,从性质上来说,慈善活动所提供的利益应当具有客观性,其意指慈善

活动应能向公众提供在客观上可被辨识的利益(诸如资金、物资、服务等),而不能是在主

观上无法辨识的利益(诸如纯粹的安慰、劝导、祈祷等),如若无法辨识则无法认定为具备

有益性要素;另一方面,如果慈善活动在提供利益的同时可能带来损害,那么其提供的利

益从数量上来说必须大于所带来的损害,而其判断则依据提供利益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如
某项活动以救济贫困为目的,但其开展并未采取直接提供资金的方式,而是选择采取推广

畜牧养殖的方式,此时畜牧养殖所提供的利益就必须大于其所带来的环境破坏等损害,即
便环境保护所提供的往往并非直接利益而是间接利益,这也就涉及有益性要素第二层次

的内涵及识别规则。
  

第二,客观的利益包括了直接利益和间接利益,根据慈善活动所提供客观的利益不

同,其可进一步被区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直接利益,即慈善活动在开展后能够直接提供给

公众某种客观存在的利益,如当慈善活动以救济贫困为目的,当其向贫困的居民直接提供

资金资助即属于此类,而此类利益也相对较为容易辨识;第二类是间接利益,即慈善活动

在开展后并非直接有益于公众,而是间接有益于公众,如上文案例中提及的环境保护,其
并非直接以公众为受益对象,但通过改善环境无疑将有助于改善公众的生活条件,也就间

接地有益于公众的生存与健康。 值得注意的是,从理论上来说,如若慈善活动提供的是某

类间接利益,那么对于此类间接利益则必须具有所谓的可辨识性,〔48〕 而这也就涉及了有

益性要素第三层的内涵及识别规则。
  

第三,间接利益在性质上应当具有可辨识性( identifiable),所谓的可辨识性强调慈善

活动提供的间接利益应能被客观地辨识。 而客观辨识则大致可以从活动前的可“辨”别

性和活动后的可“识”别性两个层面来予以判断:一方面,从活动前的可辨别性来说,辨识

性要求慈善活动在开展前就能使公众(也包括法官等官员)清晰地辨别出其意图提供的

间接利益,且慈善活动与间接利益之间存在明确的逻辑关联,如在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慈

善活动中,其开展前应表明通过活动将会为公众提供何种间接利益;另一方面,从活动后

的可识别来说,辨识性要求慈善活动在开展后将能使公众清晰地识别出其所实际提供的

·121·

论慈善法中的公益

〔48〕 在普通法系国家(地区)的慈善法学理论中,对于不同慈善目的类型的可辨识性研究可以进一步参见 Matthew
 

Harding,
 

Charity
 

Law
 

and
 

Liberal
 

Sta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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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利益,且慈善活动与间接利益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如上述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慈善

活动中,该活动开展后应当阐明其已经为公众提供了何种间接利益,且其提供的并非是所

谓主观的利益,而这也就涉及了有益性要素第四层的内涵及识别规则。
  

第四,辨识性要求活动不应仅提供主观的利益,所谓主观的利益意指活动所提供的利

益仅满足某些主观上的需求,而无法在客观上予以辨识和衡量。 值得注意的是,主观的利

益包括以下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纯粹主观的利益,即某项所谓的慈善活动提供的仅是

主观的利益,最为典型的是宗教目的之活动,通常认为各类宗教(迷信)活动所提供的即

是所谓主观的利益,而我国《慈善法》第 3 条也并未将宗教目的纳入合法的慈善活动目的

之列;第二种情况是混合主观的利益,即某项所谓的慈善活动既提供客观的利益也提供主

观的利益,此时主观的利益应在客观的利益合理从属范围之内,如果超出了合理从属范围

而具构成主导性质,那么其是否具备有益性要素也将值得商榷。 较为典型的是以促进教

育之目的,但实质开展时同时带有传播宗教思想的活动,如果此时其活动中传播宗教思想

占据了主导,那么其活动就会由于难以提供可辨识性的客观的利益而被认为不具备有益

性要素,也就无法被识别为慈善活动。 但与此同时,对于修缮宗教建筑、修复宗教典籍等

活动来说,如果说其占据主导的是《慈善法》第 3 条第 1 款第 4 项所列举的促进文化之目的,
那么此时只需要论证其所提供了可辨识客观利益(如文物在文化传承、历史研究等方面

的具体价值和意义),其仍然可以被认为具备有益性要素,而被识别为属于慈善活动。〔49〕

五　 结 论
  

概而言之,传统的“二要素说”通过在横向上将公益分解为公共性要素和有益性要素

后再作分类化界定,其已经为识别法律中的慈善(活动)提供了基础性的规则。 但要想在

实践过程中有效地识别复杂多样的慈善(活动),仍然需要在纵向上对两大要素的内涵作

更为深入性的界定,构建起其内涵的“多阶层说”,才能为有效地识别慈善(活动)提供系

统化的规则。
  

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在横向上借鉴传统的“二要素说”基础上,进一步在纵向上对两

大要素的内涵创新的构建起“四阶层说”,通过对公共性要素内涵的深入界定建立起了从

“社会公众”中的“全体公众”“部分公众”再到“特定个人”的识别规则,以及通过对有益性

要素内涵的深入界定建立起了从“客观利益”中的“直接利益”“间接利益”再到“主观利益”
的识别规则,也就建构起了传统与创新合理衔接、形式与内容有效融合的公益之概念。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 2020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慈善事业作为第三次分

配机制的法治保障研究”(20&ZD184)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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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国内有关宗教慈善的探讨可参见冯玉军、薛敏惠:《中国宗教慈善法制建设研究》,《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14 年第 6 期,第 87 页-第 95 页;冯玉军:《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推动宗教慈善健康有序

发展》,《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1 期,第 59-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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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Benefit
 

in
 

the
 

Chinese
 

Charity
 

Law
 

-
 

From
the

 

“Two-element
 

Theory”
 

to
 

the
 

“Four-tier
 

Theory”
[Abstract]　 Although

 

the
 

Chinese
 

Charity
 

Law
 

regards
 

“public
 

benefit”
 

as
 

an
 

essential
 

attribute
 

of
 

charitable
 

activities
 

in
 

the
 

regulatory
 

aspect,
 

it
 

does
 

not
 

provide
 

a
 

specific
 

definition
 

for
 

this
 

important
 

concept.
 

This
 

lack
 

of
 

precise
 

definition
 

makes
 

it
 

challenging
 

to
 

formulate
 

a
 

systematic
 

set
 

of
 

rules
 

needed
 

to
 

identify
 

charitable
 

activities,
 

thereby
 

hindering
 

the
 

effective
 

i-
dentifica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legal
 

charitable
 

activities
 

in
 

practice,
 

which
 

has
 

sparked
 

a
 

dis-
cussion

 

among
 

academia
 

about
 

the
 

concept
 

of
 

“public
 

benefit”
 

in
 

the
 

Chinese
 

Charity
 

Law.
 

Af-
ter

 

a
 

series
 

of
 

debates,
 

the
 

mainstream
 

view
 

among
 

academics
 

believes
 

it
 

is
 

necessary
 

to
 

trans-
plant

 

the
 

most
 

classical
 

“two-element
 

theory”
 

of
 

defining
 

the
 

concept
 

of
 

“public
 

benefit”
 

from
 

the
 

theory
 

of
 

charity
 

law
 

of
 

common
 

law
 

countries.
 

This
 

theory
 

decomposes
 

the
 

concept
 

of
 

“pub-
lic

 

benefit”
 

into
 

two
 

parallel
 

elements:
 

the
 

“ public”
 

element
 

and
 

the
 

“ benefit”
 

element.
 

By
 

describing
 

the
 

connotations
 

of
 

these
 

two
 

elements
 

and
 

emphasizing
 

each
 

of
 

them
 

independently
 

and
 

in
 

combination,
 

it
 

gives
 

a
 

specific
 

definition
 

of
 

the
 

concept
 

of
 

“ public
 

benefit”,
 

thereby
 

providing
 

foundational
 

rules
 

for
 

identifying
 

legal
 

charitable
 

activities.
 

Although
 

the
 

Chinese
 

Charity
 

Law
 

has
 

not
 

appeared
 

to
 

directly
 

adopt
 

the
 

“ two-element
 

theory”,
 

by
 

analyzing
 

the
 

“public”
 

element
 

and
 

the
 

“benefit”
 

element,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law
 

and
 

its
 

supporting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and
 

government
 

rules
 

have
 

substantively
 

reflec-
ted

 

the
 

connotations
 

of
 

“public”
 

element
 

and
 

the
 

“benefit”
 

element.
 

Still,
 

the
 

problems
 

of
 

i-
dentification

 

suggest
 

that
 

merely
 

transplanting
 

the
 

“ two-element
 

theory”
 

from
 

charity
 

laws
 

of
 

common
 

law
 

countries
 

is
 

not
 

sufficient
 

for
 

effectively
 

identifying
 

the
 

diverse
 

and
 

complex
 

legal
 

charitable
 

activities
 

in
 

the
 

Chinese
 

practice.
 

In
 

this
 

sense,
 

to
 

effectively
 

identify
 

different
 

types
 

of
 

legal
 

charitable
 

activities,
 

it
 

is
 

necessary
 

not
 

only
 

to
 

transplant
 

the
 

traditional
 

“ two-element
 

theory”
 

but
 

also
 

to
 

construct
 

the
 

“four-tier
 

theory”
 

on
 

the
 

connotations
 

of
 

these
 

two
 

elements.
 

More
 

importantly,
 

this
 

theory
 

establishes
 

identification
 

rules
 

ranging
 

from
 

“the
 

public
 

in
 

gener-
al”,

 

“a
 

section
 

of
 

the
 

public”,
 

to
 

“specific
 

individuals”
 

within
 

the
 

“public”
 

element
 

and
 

from
 

“direct
 

benefits”,
 

“indirect
 

benefits”,
 

to
 

“subjective
 

benefits”
 

within
 

the
 

“benefit”
 

element.
 

In
 

conclusion,
 

this
 

definition
 

not
 

only
 

constructs
 

a
 

concept
 

of
 

“public
 

benefit”
 

that
 

has
 

a
 

logical
 

connection
 

between
 

form
 

and
 

content
 

but
 

also
 

provides
 

a
 

pathway
 

that
 

combines
 

theoretical
 

inno-
vation

 

with
 

legislative
 

feasibility
 

for
 

the
 

future
 

amendment
 

of
 

the
 

Chinese
 

Charity
 

Law.

(责任编辑:姚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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