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政府工作报告
关于公益慈善等方面的七点变化

（公益时报 2024 年 3 月 5 日）

3 月 5 日上午，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

举行开幕会。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志代表国务院，向十四届全

国人大二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

政府工作报告中多处涉及社会组织、人道救助、志愿服

务、公益慈善、乡村振兴、养老、救灾、企业履责等方面内

容。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

一、社会组织、人道救助、社会工作、志愿服务、公益

慈善的变与不变。

报告：引导支持社会组织、人道救助、志愿服务、公益

慈善等健康发展。

提示：“支持社会组织、人道救助、社会工作、志愿服

务、公益慈善等健康发展”这一表述在近几年的政府工作报

告中均有提及，但与前几年相比，2024 年的表述发生了重大

变化。

2020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第八条“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

推动社会事业改革发展”共包含七方面任务，第六方面为“加

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其中明确提出“支持社会组织、人道

救助、志愿服务、慈善事业等健康发展。”

2021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2021 年重点工作第八项“切



实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提高社会建设水平”共包含六方面任

务，第六方面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其中明确提出“大

力发展社会工作，支持社会组织、人道救助、志愿服务、公

益慈善发展。”

2022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2022 年重点工作第九项“切

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共包含六方面任

务，第六方面为“推进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其中明确

提出“发展社会工作，支持社会组织、人道救助、志愿服务、

公益慈善等健康发展。”

2023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回顾过去五年主要工作的第

十项“推进政府依法履职和社会治理创新，保持社会大局稳

定”中的“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这一部分明确提出“支持

社会组织、人道救助、社会工作、志愿服务、公益慈善等健

康发展。”

202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2024政府工作任务第十项“切

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共包含五方面任

务，第五方面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其中明确提

出“引导支持社会组织、人道救助、志愿服务、公益慈善等

健康发展。”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2020 年至 2023 年，虽然略有差异，

但“支持社会组织、人道救助、社会工作、志愿服务、慈善

事业等发展”均放在“社会治理”的任务范畴内。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的相关描述则发生了明显变化，一



是位置变了，虽然从大的范畴来看，还是在民生和社会治理

中，但具体一点则被放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任务

范畴内，这一变化无疑是需要引起注意的，尤其是这一做法

是否会在此后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延续。

二是社会工作的表述消失了。这一点需要考量的一个背

景是，中央社会工作部在 2023 年组建，民政部的拟订社会

工作政策等职责已被划入中央社会工作部。而中央社会工作

部是党中央的机构。

三是支持之外多了“引导”。怎样引导，引导到什么方

向，怎样才是健康发展，需要结合位置等方面的变化综合考

量。

值得一提的是，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这一段

中，排在“引导支持社会组织、人道救助、志愿服务、公益

慈善等健康发展”之前的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强化城乡

社区服务功能”，之后的是“保障妇女、儿童、老年人、残

疾人合法权益。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矛盾

纠纷预防化解，推动信访工作法治化。”

二、养老问题受到特别重视，社会力量大有可为。

报告：加强健康、养老等民生科技研发应用。推动养老、

育幼、家政等服务扩容提质,支持社会力量提供社区服务。深

化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药卫生、养老服务等社会民生领

域改革。适应先进制造、现代服务、养老照护等领域人才需

求,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城乡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加



大农村养老服务补短板力度。

提示：“养老”一词在 2024 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了十

几次，可以说是一个高频词，足以显示出“养老”工作的受

重视程度。从具体内容上看，则涉及科技研发、服务供给、

财税金融、人才培养、城乡社区等多个方面。

2023 年印发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的要求，“实

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

基本养老服务，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组织拟订并协调落

实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措施、承担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的具

体工作等职责划入民政部。”

随着相关职责的落实，包括社会组织在内的社会力量在

养老领域将大有可为。以老年助餐服务为例，民政部等部门

2023 年 10 月联合印发的《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行动方案》

就明确提出鼓励和引导公益慈善组织、爱心企业和人士以慈

善捐助等方式参与老年助餐服务。鼓励探索“服务积分”“志

愿+信用”等模式，培育发展老年助餐志愿者队伍和互助组

织，建立服务评价激励机制。

三、乡村振兴工作重点明确，为社会组织支持乡村发展

指明方向。

报告：坚持不懈抓好“三农”工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

整治”工程经验，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循序渐进、久久为

功，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阶段性成果。



提示：2024 政府工作报告要求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如何才能做到呢？报告明确指出，要学习运用“千村示范、

万村整治”工程经验。

那么，如何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

呢？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的意见》给出了十分明确的说明。

具体包括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提升乡村建设水平、提升乡村治理

水平、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六个方面。

在农村实施项目的社会组织如果能够结合《意见》和政

府工作报告的要求开展工作，既是响应国家战略，更加能够

使项目推进得更加顺畅。

四、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社会工作服务和慈

善救助显身手。

报告：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统筹防止返贫和

低收入人口帮扶政策，把民生兜底保障安全网织密扎牢。

提示：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在此前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曾

出现，例如 2021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分层分类做好社会

救助，及时帮扶受疫情灾情影响的困难群众，坚决兜住民生

底线。”但 2024 政府工作报告更加重视，要求“健全分层

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

如何才能“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2023 年



10 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民政部等单位《关于加强低收入

人口动态监测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的意见》。

《意见》在“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这一章节中

明确列出了扎实做好基本生活救助；完善专项社会救助；加

强急难社会救助；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做好其他救助

帮扶；鼓励开展慈善帮扶六个方面的要求。

其中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包括：

鼓励各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对低收入人口中生

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提供必要的访视、

照料服务；积极开展社会工作服务，为低收入人口提供心理

疏导、资源链接、能力提升、社会融入等服务，推动形成“物

质+服务”的救助方式。

鼓励开展慈善帮扶则要求：

促进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支持引导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通过捐赠财产、开展慈善项目、创办服务机构、提供

志愿服务等方式，面向低收入人口开展慈善帮扶活动。建立

政府救助与慈善帮扶衔接机制，在政策、对象、信息、资源

等方面进行救助需求与慈善供给的匹配对接，为低收入人口

提供多样化救助帮扶。

2024 年，这些要求的落实，需要社会工作者和慈善力量

的积极参与，同时这也是社会工作和慈善事业发展难得的契

机。

五、着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防灾减灾救灾社



会组织有了更广阔的舞台。

报告：着力夯实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增

强应急处置能力。

提示：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是每年政府报告都会提到

的内容，2024 政府工作报告的不同之处在于，特别强调了夯

实基层基础。

2月19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的意见》。会

议强调，理顺管理体制；完善工作机制；健全保障机制；强

化对基层干部教育培训，提升社会公众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

互救能力。

今年的全国应急管理工作会议同样强调，管理体系要强

基础、增效能。要更加注重眼睛向下，持续向基层末梢聚焦

发力；要更加注重社会参与，树立协同共治的理念，构建全

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局面，全面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

应急”的良好氛围。

与此同时，2023 年 12 月底完成修改的《慈善法》也特

别增加了应急慈善专章。对于从事防灾减灾救灾的社会组织

来说，2024 年将是眼光向下、扎根社区的一年，顺势而为方

有大作为。

六、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民营企业进一步履行社会责



任。

报告：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积极支持企业家专注创新

发展、敢干敢闯敢投、踏踏实实把企业办好。

提示：2023 年 7 月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

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对企业家精神有明确阐述：

培育和弘扬企业家精神。引导民营企业家增强爱国情怀、

勇于创新、诚信守法、承担社会责任、拓展国际视野，敢闯

敢干，不断激发创新活力和创造潜能。发挥优秀企业家示范

带动作用，按规定加大评选表彰力度，在民营经济中大力培

育企业家精神，及时总结推广富有中国特色、顺应时代潮流

的企业家成长经验。

优秀企业家的考量维度并不是单一的，增强爱国情怀、

勇于创新、诚信守法、承担社会责任、拓展国际视野——可

以说既有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的要求，也有履行社会责任方面

的要求。

《意见》同时也明确提出，支持民营企业更好履行社会

责任。具体包括：

教育引导民营企业自觉担负促进共同富裕的社会责任，

在企业内部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推动构建全体员工利益

共同体，让企业发展成果更公平惠及全体员工。鼓励引导民

营经济人士做发展的实干家和新时代的奉献者，在更高层次

上实现个人价值，向全社会展现遵纪守法、遵守社会公德的

良好形象，做到富而有责、富而有义、富而有爱。探索建立



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引导民营企业踊跃

投身光彩事业和公益慈善事业，参与应急救灾，支持国防建

设。

七、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助力企业

和社会组织走向世界。

报告：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抓好支

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的落实落地。稳步推进

重大项目合作，实施一批“小而美”民生项目，积极推动数

字、绿色、创新、健康、文旅、减贫等领域合作。加快建设

西部陆海新通道。

提示：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提

出于 2023 年 10 月，具体包括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

通网络；支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开展务实合作；促进绿

色发展；推动科技创新；支持民间交往；建设廉洁之路；完

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其中开展务实合作中包括中

方将统筹推进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

2024 政府工作报告则进一步明确，“稳步推进重大项目

合作，实施一批“小而美”民生项目，积极推动数字、绿色、

创新、健康、文旅、减贫等领域合作。”

对于有志于走出去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来说，积极争取参

与到这些“小而美”民生项目中，或者按照同一方向设立走

出去项目并予以实施，必将事半功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