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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

收到《关于开展 2023 年度团体标准立项申报工作的通

知》后，广州市慈善服务中心（广州市慈善医院）成立起草

组，牵头组织本文件《慈善组织透明度评价指南》的起草工

作。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州市慈善服务中心（广州市慈善医

院）等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伟、冯现、曹洋、马艾冰。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

慈善是我国社会的优良传统，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慈善组织在近年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不论在组织注册登

记的数量或是在组织发展的质量上都有明显的提升。习近

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

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

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

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等重要论述，彰

显了慈善事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指明了新目

标，绘制了新蓝图，更是给慈善组织提出了高标准、严要

求。2016 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明确地规范

了慈善活动的意义及范围、慈善组织的主体含义及从事慈

善事业的相关规定，更是用大篇幅对慈善信息公开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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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2018 年 8 月，民政部公布《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

明确慈善组织信息公开的目的和原则，即规范慈善组织的

信息公开行为，保护捐赠人、志愿者、受益人等的合法权

益，维护社会公众的知情权；明确慈善组织的信息公开应

当遵循真实、完整、及时的原则；明确信息公开的内容和

渠道，并规定了七类需要公开的信息内容；明确信息公开

的监管措施。然而现实慈善组织的信息公开、透明度参差

不齐，发展差距比较大。慈善资源绝大多数源于公众，捐

赠可谓是慈善事业发展的基础。而慈善事业与人民福祉、

社会信任和社会和谐息息相关，任何一点出现问题都会导

致整个行业的公信力受到伤害。充分发挥慈善事业在增进

民生福祉中的重要作用，要求慈善行业加强自律建设、规

范化建设，慈善组织透明度作为公信力重要内容，慈善组

织应该强调信息公开的有效性，加强与公众的沟通互动，

以提升公信力并促成正面的慈善行动。

目前，国内有许多针对社会组织（含慈善组织）的评

价体系，包括全国性和地方性的，按主导背景来看，目前

我国社会组织的信息公开主要还是以官方主导为主，表明

社会组织的社会责任、公信力意识尚待提高。从行业来看，

目前基金会中心网开展“中基透明指数 FTI”，主要面向

全国基金会类别进行透明度评价。按地区来看，上海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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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性的信息公开规定或指标内容相似，主要依照相关法律

法规来设计。广州主要开展《广州市品牌社会组织评价指

标体系》《广州地区慈善组透明度评价体系》，不仅仅要

求社会组织的运营合法合规，还关注组织目前的生命力以

及引导它们获得更强的生命力，关注社会责任，自主提升

组织公信力。研究团队在目前这些评价指标体系中有以下

发现：（1）各类评价指标体系以政府监管为出发点，导致

组织多为被动配合，自主参与意识低，信息公开内容及质

量参差不齐；（2）各类评价指标体系涵盖的组织类型较狭

义，基金会、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较难在同一指标体

系中合并参与及评比；（3）各类评价指标体系所体现的多

是政府与组织之间的意见交换与流动，难以体现透明度与

互动反馈两大方面。立足于慈善事业的发展实际，如何优

化慈善组织管理及其透明度评价体系，以引导慈善组织运

作的规范化，助力慈善事业的长足发展，是建立慈善组织

透明度评价指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三、制定原则

（一）合法性原则

标准制定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基本要求，不得与国

家产业政策相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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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性原则

术语、分类、量值、符号等基础通用内容应遵守国家标

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

（三）实用性原则

结合评价体系的通用元素和慈善组织的特性，聚焦慈善

组织透明度的要求，切实反映慈善组织信息公开情况，尽量

满足评估主体的实际需要。

（四）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按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要求进行编写。

四、主要工作过程

目前，本文件的起草过程主要经历了策划、文献研究、

起草、征求意见稿四个阶段。

（一）策划阶段

广州市慈善服务中心（广州市慈善医院）已在 2023 年，

结合中心 6年慈善组织透明度评价的研究及实操经验，确定

了标准的标准的名称、框架和大致内容，明确了“行标起步、

团标兜底、稳步推进、尽快发布”的制标途径。

（二）文献研究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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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现有慈善组织、社会组织信息公开、慈善组织透明

度评价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实践经验中对慈善组织信息公

开的规定和要求。同时，通过在知网、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

台等平台对慈善组织、评估、公信力、透明度等关键词进行

文献检索和研读，广泛收集并总结慈善组织透明度、信息公

开实践中的问题。

（三）起草阶段

起草组通过资料分析、意见征求等途径、征求了 217 个

慈善组织，以及来自广州地区慈善界知名度较高的专家学者、

律师、会计师、媒体人、慈善家等多个专业领域的 23 个专

家意见，初步明确了标准的框架结构和主要技术内容，起草

了本文件草案稿，形成草案稿。

（四）形成征求意见稿阶段

起草组通过组织召开内部专家研讨会方式，内部征求了

标准化研究院专家、高校教授、慈善从业者、企业知名专家

等专家意见，对征求意见稿草案稿进行全面分析、梳理，并

根据专家意见修改草案稿，形成征求意见稿。

五、制定标准的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起草组总结 6年来慈善组织透明度评价工作经验，针对

慈善组织透明度开展资料研究及内部讨论。其中，主要参考

以下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2016 年 3 月 16 日第十二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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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2.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民政部令第 61 号）

3.王名，慈善组织与慈善项目评估标准研究，中国社会

出版社，2017.7

4.付超，基金会筹资透明度评价指标体系研究[D]，青

岛大学, 2013

5. 黎永红、张平， 社会治理视域下民办非企业单位信

息公开问题研究[J]. 学术论, 2016(10):40-43

6.李芷， 公募基金会财务透明度测度研究[D]. 湖南大

学, 2014.

7.卢玮静、马玉洁， 公益组织的公开透明[J]. 中国社

会组织, 2013(5):47-49

8.王刚， 关于慈善组织做好信息公开实务工作的几点

想法[Z]. 2015

9. 颜克高、陈晓春， 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机制的理论

构建[J]. 华东经济管理, 2010,12(24):122-125.

10.张彪，非营利组织透明度标准探讨[J]. 湖南师范大

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9,3(38):65-67.

11.周咏梅、刘燕梅、 田青，基金会透明度及其评价指

标体系构建[J]. 东方论坛, 2013(6):27-33

12.邹世允、吴宝宁，扩大我国慈善透明度研究[J]. 财

经问题研究, 2012(2):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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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Anheier,H.K.,Hass,R.,&Beller,A.(2013).

Accountabilityand Transparency in the German Nonprofit

Sector: A Paradox?.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18(3), 69-84.

14.Ball,C.(2009).Whatistransparency?PublicInteg

rity, 11(4), 293-308.

15. Behn, B. K., DeVries, D. D., & Lin, J. (2010).

Thedeterminantsoftransparencyinnonprofitorganizatio

ns: An exploratory study.Advances in Accounting, 26(1),

6-12.

16.Bothwell,R.O.(2001). Trends in self-regulation

and transparency of nonprofits in the U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ot-for-Profit Law,2(3), 604-622.

本标准制定的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慈善

组织信息公开办法》。标准的主要内容符合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规定，与有关部门规章、推荐性国

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相协调。

六、主要条款的说明

慈善组织透明度评价指南是针对慈善组织信息公开的

透明度评价标准。本标准适用于行业组织、政府单位、研究

机构对慈善组织透明度情况进行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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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共分九章，规定了慈善组织、慈善组织透明度、

社会互动反馈的术语和定义，明确了评价对象、评价原则、

评价目的、评价方式方法、评价流程及说明、评价指标体系

等相关内容。

本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慈善组织信息

公开办法》等法规文件要求，结合当下慈善组织透明度评价

实践经验，捐赠人、信托委托人、受益对象、其他社会公众

以及政府部门在透明度信息方面互动反馈的期待作相应调

整，最终形成“慈善组织透明度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

从慈善组织透明度的实质内涵而论，具体将在拟构建的慈善

组织透明度评价体系中吸纳透明度信息公开以及互动反馈

机制两大模块概念，并作为指标的主要结构及方向。分别从

与慈善组织透明度有关的制度、内容、互动、利益相关方反

馈，特别是社会大众的反馈，这四个方面来设计评价体系。

指标体系内容框架为“基础指标+进阶指标”模式，“基础

指标”包括基本信息、治理信息、业务信息、财务信息；“进

阶指标”是指慈善组织透明度发展性指标，由慈善组织信息

公开方面的责任承担、透明度信息互动反馈和提高透明度的

措施构成进阶指标，并在进阶指标设置扣分项。指标体系在

分类上可分为“共性指标”和“个性指标”。根据慈善组织

常见三种类型，因应其信息公开不同内容，分为基金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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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服务机构、社会团体三类指标体系。其中，“共性指标”

包含的内容有：基本信息、治理信息、业务信息、财务信息

等共性指标部分；“个性指标”包含的内容有：基金会类组

织指标体系独特内容在“专项基金”及股权等方面内容；社

会服务机构类组织指标体系独特内容在“基本信息”里“承

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项目管理”等内容；社会团体类

组织指标体系独特内容在“会员管理”、“分支机构”与“项

目管理”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全国范围内慈善组织透明度评价工作。

七、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的起草处于起草阶段，未公开征求意见，暂无。

八、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

以及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未采用国际标准及国外先进标准。

九、作为推荐性标准或者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法》规定，建议本文件作为

推荐性公益慈善行业团标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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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的制订，有利于促进慈善组织信息公开规范化，

能有效指导慈善组织透明度、公信力的工作，为行业组织、

政府单位、研究机构等提供借鉴，提升慈善组织公信力提升

意识，提升慈善组织高质量发展，间接促进有意愿有能力的

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

（一）作为公益慈善行业标准制定与发布，建议中国慈

善联合会、广州市慈善服务中心组织宣贯实施。

（二）标准发布实施后，本文件将在中国慈善联合会的

组织下，由起草单位广州市慈善服务中心面向慈善组织、行

业机构等主体开展标准解读和示范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