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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利用 ： 当前中国慈善捐赠的薄弱环节

陶 冶 陈 斌

【摘要 】 闲 置物 品再利 用 ，
既有助 于 降低 民众参与 慈善事 业 的 门 槛 ，

又有利 于扩 充 慈善

组织 的资金 ，
还可 以促进资 源合理配置 和 慈善捐 赠 习 惯养成 。 然 而 ，

这一 慈善捐赠 方式在 中

国 的发展并不 尽如人意 ， 原 因 在于缺乏 完备的 实 施 网 络 。 中 国 闲 置物品数量庞大 ， 民众捐赠

闲 置物 品 的 意识渐强 ， 通过 与 社 区 慈善事 业相 结合 ， 闲 置物 品 再利 用 在 中 国 的发展潜 力 巨

大 。 慈善事 业发达 国 家和地 区 的 实 践经 验表明 ， 回 收 的便捷化 、 处理的 细致化 、 运营的 产业

化使得 闲 置物 品 再利 用 成功推广
。 因此 ， 搭建完备的 闲 置 物品 再利 用 网 络 ， 是突破发展瓶颈

的 良方 。

【关键词 】 慈 善捐 赠 闲 置物品 回收 再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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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指人们使用过 、 不合适 、 多余 的或不再需要的 衣物 、 家具等 日 常物 品 。

闲置物品再利用属于物资捐赠 （ Ｉｎ－ ｋｉｎｄＤｏｎａ ｔ ｉｏｎ ） 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 但却常常被忽略 ，

在统计研究 中也很容易 被遗漏 。 事实上 ， 捐赠闲置物品 与捐赠金钱对于慈善事业的 发展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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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 闲置物品再利用的 慈善捐赠方式能够对慈善事业发挥极大的促进效应 ， 既有助于降低

民众参与慈善事业 的门檻与负担 ， 使得慈善捐赠成为一种人人可为的习惯 ； 又有利于扩充慈

善组织的资金来源和经济实力 ， 使得慈善事业有了更多的源头活水 。 不仅如此 ， 闲置物品 再

利用还可 以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循环使用 ， 促进慈善捐赠 习惯的 养成 。 ２０ １４ 年 ， 中 国境

内接受 国 内外社会捐款捐物总额共计 １０ ４ ２ ．２ ６ 亿 元 ， 其中 物资捐赠折算 价值 约 ２ ６ ３ ．２ １ 亿

元 ， 仅占 ２ ５％ ， 比 ２０ １ ３ 年反而减少 ７ ４ ．３ ６ 亿元 ， 同 比减少 ２ ２ ． ０２ ％（彭建梅 ，
２０ １ ５ ） 。 近年

来 ， 中国的物资捐赠只在 自 然灾害 频发的年份才会有所增长 ， 并且以 企业批量 物资捐赠为

主
， 公众参与并没有形成稳定发展的态势 。 中 国物资捐赠尤其是闲置物品再利用 的发展 ， 是

眼下慈善事业需要解决的问题 ， 也引起了 国家层面的重视 。
２０ １ ４ 年 １ ２ 月 ， 国务院发布 《关

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 ， 指 出
“

要加快出 台有效措施 ， 引导社会公众积极捐

赠家庭闲置物品 。

”？

针对中 国慈善捐赠绝对量逐年增长 、 但在 ＧＤＰ 中 占 比仍然很低的 现状 ， 目 前的研究多

从宏观角度归 因于经济发展水平不足 、 税收优惠政策不足 、 慈善法律制度缺失 、 慈善捐赠意

识淡薄 、 慈善组织公信力低等 （如刘美萍 ， ２００ ７
；
张强 、 韩莹莹 ， ２０ １ ５ ） ， 对于慈善捐赠的

结构组成 、 操作实施等微观角度的关注不足 ； 研究大部分聚焦在企业和富豪的慈善捐赠行为

之上 （如朱迎春 ，
２ ０ １ ０

；
髙 勇强 、 何 晓斌 、 李路路 ，

２０ １ １
； 陈凌 、 陈华 丽 ，

２０ １４ ） ， 对于普

通民众慈善捐赠 的关注有限 ； 对于慈善捐赠的统计和研究也多指金钱 ， 对于物资捐赠特别是

闲置物品再利用有所忽略 。
闲置物品再利用是中 国慈善捐赠 的薄弱环节 ， 是还未得到充分开

发的 巨大力量 ， 十分值得关注和研究 。 有鉴于此 ， 本文 旨在关注中 国 闲置物 品再利用的现状

并分析其原因 ， 对闲 置物品再利用在 中 国的发展前景进行展望 ， 并通过借鉴慈善事业发达国

家和地区闲置物 品再利用 的实践经验 ，
寻找中 国突破闲置物 品再利用发展瓶颈的途径 。

一

、 现状分析 ： 发展状况不尽如人意 ， 缺乏完备 的实施网络

（
一

） 看数据 ： 中 国
“

闲 置 物 品
”

再 利 用 发展状 况不 尽 如人 意

从 图 １ 可以看出 ， 自 ２ ００６ 年以来 ， 尤其是受 ２０ ０８ 年 、 ２０ １０ 年和 ２０ １ ３ 年特大 自 然灾害

的刺激 ， 中国 慈善捐赠的绝对量呈现出显著 的增长态势 ， 在 ２００ ８ 年更是达到 了
一个高 峰 。

然而
，

２００６ 年到 ２０ １ ４ 年间 ， 中国慈善捐赠 占 ＧＤＰ 的 比例均在 ０ ．
２％以下 ， 最髙水平也仅为

２ ００８ 年的 ０ ． ３ ４％ 。 反观美 国 ， 自 １ ９ ７ ３ 年 以来 ， 无论经济状况好坏或是突发事件发生 ， 慈善

捐赠 占 ＧＤＰ 的 比重一直维持在 ２％左右 。

？
因此 ， 虽然慈善捐赠绝对量逐年增长 ， 但是 中国

慈善捐赠 占 ＧＤＰ 的 比例与慈善事业发达 国家相比仍有数十倍的差距 。

进
一步分析慈善捐赠 的结构组成 ， 可 以发现 中国 慈善捐赠仍 以货币及有价证券捐赠 为

主 ， 物资捐赠占 比不髙 。 表 １ 显示 ， 近六年来物资捐赠折算价值总额 占社会捐赠总额 的 比例

最多刚到三分之一 ， 最少不到六分之
一

。 而在美国 ，
２ ０ １ １ 年的数据显示 ， ２ １ ．４８ 万家庭捐贈

了食物 ， 平均每个家庭每年的捐赠价值 ４ ６ ０ 美元 ；
５ ６ ９ ．５ ２ 万家庭捐 赠了衣服 ， 平 均每个家

① 国务院关于促进 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ｈｔ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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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２０ ０７２ ００８２００９２０ １ ０２ ０ １ １

２０
１
２２０ １ ３２０ １ ４

■■■ 慈善捐赠总额 （单位 ： 亿元人民 币 慈善捐赠 占ＧＤ Ｐ比例

图 １２０ ０６
—

２０ １ ４ 年 中 国 慈善 捐赠总额 及 占 ＧＤＰ 的 比 例

数据来 源
：

２ ００９
—

２０ １ ４ 年度 中 国 慈善捐助 报告 ， ２ ０ １ ５ 中 国 统计年鉴 。

表 １２ ００ ９
—

２ ０ １ ４ 年 中 国 接收 国 内外社 会 捐 赠 总 额和 物 资捐赠折 算价值 总额

单位 ： 亿元人民 币 ， ％

年份物资捐 赠折算价值社会捐赠总额物资捐 赠折算价值 占 比物资捐 赠折算价值 年增长率

２ ０ ０９１ ５ ６６ ３０２４ ．８
—

２ ５ ． ４

２ ０ １
０１ ６ １１０３ ２ １ ５ ． ６３ ． ２

２０ １ １１ ５ ９８ ４ ５１ ８ ． ８
—

１ ． ２ ４

２ ０ １ ２１ ９ ７
． １ ８８ １ ７２ ４ ．１ ２ ４ ． ０

２ ０ １ ３３ ３ ７ ． ６ ７ ９８ ９ ． ４２３ ４ ．１ ７ １ ． ２ ５

２ ０ １４２ ６ ３ ． ３ １１０４ ２ ． ２ ６２ ５ ． ３
－

２ ２ ． ０

数 据来源 ： ２００９
—

２０ １ ４ 年度 中 国 慈善捐助 报告 。

庭每年的捐赠价值 １４５ ８ 美元 ；
１ ７ ．９ ８ 万家庭捐赠 了汽车和其他交通工具 ， 平均每个家庭 每

年的捐 赠价值 １６４ ２ 美元 （ Ｌｉ ｄ ｄｅ ｌ ｌ＆Ｗ ｉ ｌ ｓｏ ｎ
，

２ ０ １ ４ ） 。 此外 ， 中 国物资捐 赠在重大 自 然灾 害

发生的 年份才骤然增加 、 在其他年份则 归于平静 ， 在美国却 已 经成为人们的 日 常习 惯 。

中 国 资源综合利用协会 （现名 为中 国循 环经济协会 ） ２０ １ ３ 年数据 显示 ， 每年 中 国大 约

有 ２６００ 万吨旧 衣服被扔进垃圾桶 ？
， 许多有意愿捐 赠 闲置物 品 的 民 众面临 着捐赠无 门 的 问

题 。 新闻报道称 ，
２０ １ ２ 年底上海已建立 １０ ２２ 个废 旧衣物 回收箱 ， 并宣 布在次年再新建 ５００

个 ；
２ ０ １ ３ 年北京共设 ４０ 处 回收站 ；

２０ １ ５ 年青岛 准备设立 ２３ 个 回收箱 。

？ 但是 ， 这些 回 收

点的数 量仍然无法与庞大的 闲置物品数量相匹配 。
在中 国绝大多数地方 ， 甚至还没有设置 闲

置物品 回收点 。

① 数 据显不中 国每 年２ ６ ００万吨 旧衣服 被扔掉 ． ｈｔ ｔ ｐ ： ／ ／ ｎｅｗｓ ．ｘ ｉ ｎｈ ｕａ ｎｅ ｔ ． ｃ ｏｍ／ ｆｏｒｔ ｕｎｅ ／ ２ ０ １ ３
－

０８／ ２ ７ ／ ｃ
＿ １

２ ５ ２ ５ １ ９２ ４ ． ｈ ｔｍ

② 上 海宣布今年将 新建 ５ ００ 个 废 旧 衣 物 回 收 箱 ． ｈｔ ｔ ｐ ： ／ ／ ｇ ｏｎ ｇｙ ｉ ． ｓ ｏｈｕ ． ｃ ｏｍ ／２ ０ １ ３ ０８２ ９ ／ｎ ３ ８５ ３９ ５ ６ ２ ９ ． ｓ ｈｔｍ ｌ
； 北京 ： 设

４ ０处 旧衣 回 收站 月 均 收衣 ９ 万件ｈ ｔ ｔ 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 ｎ ｈｕ ａｎｅ ｔ
．
ｃｏｍ／ ｐｏ ｌ ｉ ｔ ｉ ｃｓ ／ ２ ０ １ ３

－

０８ ／ ２ ９ ／ｃ＿ １ １ ７ １３ ５４ ２ ２ ．ｈ ｔｍ
； 青 岛２ ６个 旧 衣物 回

收箱地点公布 投 放物分五类ｈ ｔ ｔｐ ： ／／ ｎｅｗｓ ． ｅ ｆ ｕ ． ｃｏｍ ． ｃ ｎ／ｎｅ
ｗｓｖ

ｉ
ｅｗ

－

１ １
４ ３ ５ ６ ５

－

ｌ ． ｈｔｍ ｌ

？１ ９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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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 ， 闲置物品再利用这
一慈善捐赠方式在中 国的推广并不尽如人意 ， 不仅捐赠数

量少 、 总额低 ， 而且未能真正得到 制度化的 发展 。

（ 二 ） 寻 原 因 ： 中 国
“

闲 置 物 品
”

再 利 用 缺乏完备 的 实施 网 络

闲置物品再利用在中国 的发展状况堪忧 ， 最大的 问题就是欠缺完备 的实施网络 ， 主要表

现在以下方面 ：

第一 ， 捐赠渠道不畅通 。

一

方面 ， 闲置物品 回收点有限 。 目前中 国 的慈善组织 、 社 区 、

单位多在特别时期 （如重大 自然灾害发生 ） 才组织民众捐赠闲置物品 ， 有的 民众在试 图向 当

地红十字会捐赠 闲置衣 物时甚 至遭到 了拒收
？

。 从事 闲置物品 日 常性募集 的慈善组织还不

多 ， 而且 即使有闲置物品 回收点 ， 也大都稀少而分散 ， 很少设置在社 区周边或人流密集 区 ，

捐赠人要专门前往送达 ， 耽误时 间和精力 ， 十分不便 ； 如果通过邮寄方式 ， 由 于 闲置物品 的

重量往往较大 ， 产生的邮寄费用也让不少有意捐赠 旧物的民众望而却步 。 另
一方面 ， 募集信

息传播度有限 。 目前虽然有一些慈善组织从事募集 闲置物品 的工作 ， 却鲜 为人知 。
２０ １ ３ 年

《公益时报 》 与搜狐公益平台联合进行的调査显示 ， ９ １ ．７ １％ 的网友表示
“

旧物不知道能往哪

里捐
”

，
３ ８ ．６ ２％ 的网友认为应

“

加强宣传 ， 让更多人知道已 有旧物 回收项 目 的社会组织的联

系方式 、 捐赠方式
”

。

？ 捐赠渠道不 畅通使得民众不能方便地行善 ， 打击了 捐赠积极性 ， 也

使得慈善组织的工作收效甚微 。

第二 ， 运行机制不成熟 。 首先 ， 募集范围设定较窄 。 许多慈善组织倾 向 于募集羽绒 服 、

棉袄 、 大衣等冬季御寒服装 ， 淘汰率更高 的夏季衣服往往不在募集范 围之内 。

？ 有的甚至只

募集八成新 以上 、 干净整洁的秋冬旧衣裤 ， 不收贴 身衣服 ，

“

嫌弃
”

过时衣 物 。

？ 这些做法

招致了 民众的不理解 。 其次 ， 对 旧物消毒处理状况不佳 。 由 于成本较高 ， 许多慈善组织缺少

专 门 的消毒清洗设备 ， 对所募集的 闲置物品处理和消毒情况难以保障 ， 受捐助对象担心感染

皮肤病和传染病 ， 往往挑挑拣拣 、 不敢轻易 接收 ， 导致闲置物品 积压 、 利用率不高 。 最后 ，

旧物再利用 效率有限 。 由 于慈善商店在中 国的发展还未成熟 ， 闲置物 品仍多采用直接捐赠 的

方式 ， 需要经过一定 的周 期 ， 不仅 占用慈善组织的仓储空间 ， 时间久 了还会受潮霉变 ， 成本

不低却浪费严重 ，
而且损害 了慈善组织的形象 。 运行机制不成熟 ， 对捐赠人设置了 限制 ， 让

受助人有所顾虑 ， 也挫伤 了慈善组织的积极性 。

完备实施网络的缺乏 ， 还影 响 了 民众接受旧物心理的形成 （见图 ２ ）
。 中 国人有很强 的

面子意识 ， 面子意识会将消费行为与社会关系联 系起来 （ Ｂｅ ｌｋ ， １ ９８８ ） ， 成为寻求身份的消

费行为 的主要驱动 因素 ， 并促使炫耀性消费行为发生 （袁少锋等 ，
２０ ０９ ） 。 因 此 ， 许多 中 国

人致力于追赶潮流 、 追求高端 ， 环保节俭意识较弱 ， 未形成购买 旧物的心理 ， 觉得在慈善商

店购买旧物是低收入群体的行为 、 是有失颜面的事情 。 而慈善商店如果不在社区 ， 普通 民众

难以 了解其实际情况和运行机制 ， 从而也难以产生较高的认 同感 ， 不愿意在慈善商店购物 ；

消 毒处理状况难 以保障 ， 又使得 民众对旧物心存顾虑 ， 进一步使得 民众不愿意购买 旧物 。 前

① 红十字会 回应拒 收旧衣物 ： 受捐助者也会挑挑拣拣 ＿ｈｔ
ｔｐ

： ／ ／ ｇｏｎｇｙ ｉ ．
ｓｏｈｕ

．
ｃ ｏｍ／ ２ ０ １ ３ ０８２ ６ ／ｎ３ ８ ５ １ ３８ ９ ６ １ ． ｓｈ

ｔ
ｍｌ

② 旧 衣捐赠之 困 ： 捐 贈无 门 ， 上千万吨 旧衣服成垃圾 ． ｈｔ ｔ
ｐ

： ／ ／ ｇｏｎｇｙ ｉ ． ｓｏｈｕ ． ｃ ｏｍ／ ｓ２ ０ １ ３ ／
ｊ

ｉｕｙ ｉ
ｊ
ｕａ ｎｚｅ ｎｇ／

③ 调査 ：
旧衣捐赠无

“

门
”

拖 累环境 ， 你怎么看 ？ｈ ｔ ｔｐ ： ／ ／ｇｏｎｇｙ ｉ ． ｓｏ ｈｕ ． ｃｏｍ ／ ２
０ １ ３ ０ ８ ２ ３ ／ｎ３ ８ ４ ９ １ ７ ６ ５ １ ． ｓ ｈｔｍ ｌ

④ 捐 衣服被
“

喜新厌 旧
”

杭州 ： 捐赠衣服要八成新 ． ｈｔ ｔ
ｐ ： ／ ／ｇｏｎｇｙ ｉ

． ｓｏｈｕ ． ｃｏｍ／ ２ ０ １ ３ ０４ ０３ ／ｎ３ ８ ５ １ ３９ ７ ３ ２ ． ｓｈ ｔｍ ｌ

？１ ９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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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面子、 讲身份
？ ？

环保节俭挪弱 ＼＂

＾１

民众不愿购

慈善商店不在社区
■ ■ 较难产生认同感

’

？

／

消毐处理状况不佳
？ ■ 对旧物有所顾虑 ￣￣？ 受助人不敢接收

图 ２ 民众接受旧 物心理形成的 影响 因 素

文 已述及 ， 运行机制的不成熟也使得受助人怀疑旧物的品质 ， 担心染上疾病 ， 因而不敢轻易

接收 。

由此可见 ， 中 国 闲置物 品再利用发展状况不尽如人意 的背后 ，
正是缺 乏完 备的 实施网

络 。 捐赠渠道不畅通打击 了捐赠积极性 、 使得慈善组织的工作收效甚微 ， 运行机制不成熟对

捐赠人 、 受助人 、 慈善组织三方都有不利作用 ， 完备实施网络的缺乏还影响到 了 民众接受旧

物心理的形成 。

二
、 前景展望 ：

“

闲置物品
”

再利用在中国发展潜力巨大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 、 社会持续进步 ， 中 国人 民 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 有了捐赠闲置物品 的

条件和意愿 。 闲置物品再利用在中 国存在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

（
一

） 中 国
“

闲 置 物 品
”

数量 庞大

不断增长的收入水平 ， 持续提高的生活追求 ， 使得人们添置物品 的频率增加 ， 淘汰旧物

的速度也随之加快 。 中 国人讲求
“

辞 旧迎新
”

，
总是要在逢年过节的 时候 添置

一 些新 物品 ，

旧物 品就一年
一

年地被束之高阁 了 。 现代家庭越来越重视孩子的衣着用度 ， 给孩子买的东西

时常超出 他们的实际需求 ； 家长总是尽其所能地给孩子买最多最好的东西 ， 许多东西随着孩

子身材的发育或者心智 的成长不再适合使用而闲置下来 。 年轻人为了追逐快速更替的时尚潮

流成为购买力最强 的群体 ， 特别是年轻女性 ， 更新衣服 、 鞋包 的速度 更是 十分惊人 。 据调

査 ， ８０％ 以上的年轻女性 每个季节都会添置几件新衣服 ，
？ 即 使她们 的衣服 已经塞满 了衣

橱 ； 而过时的衣服则从社交舞台 中被淘汰 ，
被暂时或永久地 闲置下来 。 每年毕业季 ， 高校的

毕业生们总会对着
一大堆的书本 、 衣服 、 物品发愁 ， 许多东西在工作后无处存放 ， 丢弃了十

分可惜 ， 寄走又要花一大笔运费 。 中 国人 口基数庞大 ， 闲置物 品的数量也极为庞大 。

（
二

） 民 众捐 赠
“

闲 置物 品
”

意 识 渐强

屋子里存放的物资越来越多 ， 而空 间又是有限的 ， 如何处理闲置的 旧物越来越让人们大

伤脑筋 。 与 此同时 ， 由 于如今物品 的质量不断提升 ， 闲置物 品往往鲜少有瑕疵或破损 ， 甚至

与全新物品无二 ， 随意丢弃又不免觉得可惜 。 倘若能将 闲置物品捐赠给慈善事业 ， 使其发挥

出更大的作用 ， 是许多人喜 闻乐见的结果 。 很多家长乐意把孩子不用的物品送给其他有需要

① 旧 衣捐贈 之困 ： 捐＿无门 ， 上千万吨旧 衣服成垃圾 ．
ｈ ｔ ｔｐ ： ／／ｇｏｎｇ ｙｉ

． ｓｏｈ ｕ ． ｃ ｏｍ／ ｓ２ ０ １３ ／
ｊ

ｉｕｙ ｉ
ｊ
ｕａｎｚｅｎｇ／

？ １９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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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孩子 ， 不仅是
“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

的文化情感使然 ， 更是用实际行动教育 自 己 的孩子要

常怀
一颗善 良 的同理心 ； 年轻人愿意将挤 占衣柜空 间 的 多余衣物捐给贫困地 区 和贫 困人 民 ，

既能够使得衣柜整洁有序 ， 又可 以获得助人为乐 的心理愉悦感 ；
毕业生们更是希望让 自 己不

方便带走的东西捐给慈善组织 ， 作为告别校园的神圣仪式 ， 也作为踏人社会的美好开端 。 网

络上时时可见组织号召捐赠旧衣服的活动 ， 咨询闲置物品回 收点 的帖子也比 比皆是 。 助人为

乐 的文化传统深人骨髓与奉献社会的责任意识与 日 俱增 ， 使得民众捐赠闲置物品的 意识越来

越强 。

（ 三 ） 与 社 区 慈 善事 业 相 结合

社 区慈善是能够迎合 民众心理 、 形成 良性机制 的慈善形式 ， 满足 了社会发展 的现实需

求 ， 也是慈善事业的发展根基 。 慈善事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 （将在下文述及 ） 表明 ， 闲

置物品再利用必然要通过与社区慈善事业相结合的方式推广 。 只有扎根社区 ， 贴近民众 ， 闲

置物品再利用这
一慈善捐赠方式才能真正地成长起来 。 上海市长寿慈善商店就是 中国实践 中

一个成功的例证 ， 正是由 于该慈善商店扎根社区 ， 定位准确 ， 广泛动员 社区单位和居 民共 同

参与 ， 才使其 自 ２００４ 年创建以来一直运行得有声有 色 ，
为本社区 的 困难群体提供了 切实有

效的帮助 。 近年来 ， 中 国 的社区慈善事业发展得如火如荼 。 随着慈善事业社区化在中 国 的推

进 ， 闲置物品再利用也将 大有可为 。 社区慈善组织的 发展 ， 能够为闲置物品再利用提供渠道

和 网络 ， 为社区居民参与慈善提供便利 ；
闲 置物品再利用的兴起 ， 反过来又能够促进社区慈

善事业融人民众生活 。 二者如果能够有机结合 ， 不仅发展潜力 巨大 ，
而且能够推动循环经济

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 。

综上所述 ， 目前 中 国不仅有着数量庞大的闲置物品 ， 而且民众捐赠闲置物品 的意识 曰渐

增强 。 通过与社 区慈善事业结合 ， 闲置物品再利用将在中国真正地发展起来 。 因此 ， 有理由

相信 ， 闲置物品再利用在中 国的发展潜力 巨大 。

三 、 他 山之石 ：

“

闲置物品
”

再利用的实施经验

无论是在英 国 、 美国 等慈善事业发达 国家 ， 还是在中 国 的香港地区 ， 闲置物品再利用已

经得到 了很好的发展 ， 形成 了
一套成熟的运行机制 。 从他们 的实践 中 ， 可 以总结 出推广 闲置

物品再利用非常有价值的经验 。

（
一

） 英 国 慈 善商 店 （Ｃｈａｒ ｉ ｔｙＲ ｅｔａ ｉ ｌｅ ｒｓ ）

慈善商店是以筹集慈善资金和 帮助困难群体为经营 目 的 、 以社会捐赠的 闲置物 品为主要

货源 、 以廉价或免费售卖为经营手段开办的零售性商店 。 慈善零售活动可以追溯到 １ ８８ ６ 年 ，

救世军创始人布斯将军 （Ｇｅｎｅｒａ ｌＢｏｏｔｈ ） 发起募集 闲置物品并在援救商店 （Ｓａ ｌｖａｇｅ
Ｓｔｏｒｅｓ ）

出 售 （ Ｈ ｏｒ ｎｅ＆Ｓｕｚ ａｎｎｅ ，２ ００ ０ ） 。
１ ８９ ９ 年 ， 伍尔 夫汉普顿盲人 基金会 （Ｗｏｌ ｖｅｒＨａｍｐｔｏ ｎ

Ｓｏ ｃ ｉ ｅｔｙｆｏ ｒｔｈｅＢ ｌ
ｉｎｄ ） 开 办 了世界 上第

一

间 慈善 商店 。

一战期 间 ， 伦敦 的谢菲尔 德市 场

（ Ｓｈ ｅｐｈｅ ｒｄＭａｒ ｋｅ ｔ ） 通过售卖民众捐赠 的 闲置物品 ， 共筹集了５ 万英镑善款 ；
二战期 间 ， 红

十字会在老邦德街 （Ｏ ｌｄＢｏｎｄＳｔ ｒｅｅ ｔ ）１ ７ 号开设 了直属运营的慈 善商店 ， 并在 数年间发 展

？１ ９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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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两百多家 。

①
１ ９４ ７ 年 ， 乐施会 （ Ｏｘｆａｍ ） 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慈善商店 ， 呼 吁英国人 民

为苦难 中 的妇女儿童捐赠衣服和毛毯 ， 得到 了积极响应 。 目 前 ， 乐施会慈善商店在英国本土

已经建立 了 超过 ８００ 家分店 。 慈善零售协会 （Ｔｈ ｅＣｈ ａ ｒ ｉ ｔｙＲ ｅｔａ ｉ ｌＡｓ ｓｏｃ ｉａｔ ｉｏｎ ） 是代表英 国

慈善商店利益的团体 ， 目前该协会共有 ３ ７ ９ 家会员 单位 ， 超过 ８０００ 多家慈善商店 。

？ 慈善

商店接收人们无偿捐赠的 闲置物品并整理出 售 ， 年交易总量在 ３ ．５ 亿
？

４ ．５ 亿英镑 ， 占英 国

年零售业总额的千分之二 ， 为各种慈善组织提供了大量资金 。

③
例如 旨在防治心脑血管疾病

的英 国心脏基金会 （ Ｂｒｉ ｔ ｉ ｓｈＨ ｅａｒｔＦｏｕｎｄａ ｔ ｉｏｎ ） ， 主要收人来源之一就是基金会旗下的慈善

商店 。

在英国 ， 慈善商店多开在社区附近 ， 已经完全融人英国人 民的生活之中 。 研究表明 ， 慈

善商店是闲置物品最为流行 的去处 ， 此前这些物品都是被扔 了 （ Ｈ ｏｒｎ ｅ＆ Ｈ ｉｂｂｅ ｒｔ ，
２０ ０ １ ） 。

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以及其对 回收再利用议题的关注 ， 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捐贈闲置物品 ； 而

基于可持续发展 、 节约 与价值 的考虑 ， 不仅低收人群体经常光顾慈善商店 ， 普通百姓对其也

十分青睐 （ Ｅ ｌ ｉ ｚａｂｅ ｔｈＰａｒｓ ｏｎｓ ，２００ ２ ） 。 慈善商店既为社区 居民提供 了低成本的物 品 ， 民众

并不觉得在慈善商店购物是穷酸窘迫的表现 ， 而是环保节约 的生活方式 ； 还雇佣社区志愿工

作人员 ， 通过工作实习 的方式给志愿者提供培训 ， 使其有能 力找到支付薪酬 的工作 ， 因而具

有应对社会排斥和促进就业的功能 ， 在其所在社区发挥 了重要作用 （ Ａｄｅ ｌ ｉｎａ Ｂｒｏａｄｂ ｒｉｄｇｅ ＆

Ｌ ｉｚＰ ａ ｒｓｏｎｓ ，
２００３ ） 。

（ 二 ） 美 国 慈 善 商 店 （ ｇｏｏｄｗ ｉ ｌ ｌｓｈｏｐ ）

在美 国 ， 许多民众都有捐赠闲置物品 的习惯 。 当人们将 闲置物品打包好后 ， 可 以在好意

慈善事业组织 （Ｇｏｏ ｄｗ ｉ ｌ ｌＩｎｄｕ ｓｔ ｒｉ ｅ ｓＩｎｔ ｅ ｒｎａｔ ｉｏｎ ａ ｌ
，

Ｉｎｃ ． ） 的 网 站上 査询距离 自 己 所 在社 区

最近的捐赠点 ； 如果闲置物品过多 ， 还可以打电话要求提供上门接收服务 。 如此
一

来 ， 大大

方便并鼓励了 人们将 闲置 物品 捐赠给 慈善事 业 。 慈 善商店 （ Ｇｏｏ ｄｗ ｉ ｌ ｌＳｈｏ ｐ ） 、 二 手商店

（ Ｔｈ ｒ ｉ ｆ ｔＳｔｏ ｒｅ ） 和其他慈善组织收到 民众捐赠 的 闲置物品后 ， 会首先对 旧物进行清洁消毒 、

分类整理 ， 然后将它们低价或免费 出售给有需要的人 。

一些慈善组织还会资助假 日 或季节性

闲置物品捐赠活动 ， 在这些活动上民众甚至会捐赠几乎全新 的物品 ， 例如在圣诞节期间开展

的
“

给孩子们的玩具 （Ｔｏｙｓｆｏ ｒＴｏ ｔ ｓ ）
”

活动就会 向社区里贫 困家庭的孩子赠送新玩具。 由

于美 国慈善商店众多 ， 还为捐赠者提供便利 的服务 、 对旧物进行专业的处理 ， 有一大批员 工

为此工作 ； 好意慈善事业组织还将出 售旧物所获资金用于对残疾人 、 缺乏教育或就业机会的

人进行职业培训和就业服务 。
２ ０ １３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 ， ３ １ ． ８ 万人通过该培训项 目 提高 了技

能 ， 从而找到 了 工作 。

④
自 ２０ １ ２ 年以来 ，

闲置物 品再利用使得美 国 的废弃物处理场减少 了

数十亿磅的衣物和生活 日 用 品 。

⑤ 在美国 ， 闲置物品再利用不仅是为慈善事业做贡献 ， 而且

还促进就业 、 保护环境 。

① 慈善商店 ． ｈｔｔ
ｐ ： ／ ／ｗｗｗ ．

ｂｕ ｎｄｐ ｉｃ． ｃｏｍ／ ２ ０ １ ４ ／ ０ １ ／ ｉｐｈｏｎｅ ＿２ ４ ９ ３ ６ ＿ ｓ ｈｔｍｌ

② 数 据来 源 ： 英国 慈善零售协会网站 ． ｈ
ｔ
ｔ ｐ ： ／ ／ｗｗｗ． ｃｈａ ｒｉ ｔ ｙｒｅｔ ａ ｉ ｌ ．ｏｒｇ

． ｕｋ／
．

③ 刘宏松 ． 去英国不妨逛逛慈善商店 ［Ｎ］ ． 新 闻晨报 ， ２ ０ １ ５
－

０ ４
－

１ ６ ．

④ 数据来 源 ： 慈善商店产业组织网 站 ． ｈｔ ｔ

ｐ ： ／ ／ｗｗｗ． ｇｏｏｄｗｉｌｌ
．
ｏｒｇ／ ｄｏｎａ ｔ ｅ

￣

ａｎｄ
－

ｓｈｏｐ／ｄｏｎａ
ｔ ｅ

￣

ｓｔ ｕｆ ｆ／ ．

⑤ 同 上 。

■ １９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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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香港社 区 旧 衣 回 收 箱

２００ ６ 年起 ，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民政事务总署推 出 了社区 旧衣 回收箱 计划 。 这项计划

是一项 由香港民政事务总署主导管理 、 由 慈善组织具体实施 、 由 各区 区议会合作推行的社 区

参与计划 ， 旨在方便香港市民捐赠旧衣 ， 用作慈善同时支持环保 。 计划决定在整个香港的社

区会堂 、 社区 中心人 口 、 休憩处 、 公园 、 体育 中心和图 书馆等人流密集区域放置超过 ２００ 个

社区 旧衣 回收箱 ；
如果得到物业管理公司同意 ， 回收箱还可 以放置在私人楼盘或商场的公用

区域 。 因此 ， 捐赠 旧衣物是许多民众步行可达的事情 。 该计划 由 民政事务总署主导管理 ， 包

括支付购买回 收箱的费用 、 进行宣传推广 以 及监督管理 ； 由 香港地球之友 、 励行会 、 救世军

及长春社 ４ 个慈善组织具体实施 ，
包括采购 、

安置 、 维修回收箱 ， 及时清理箱内衣物 ， 对 旧

衣物统一消毒处理 ， 定期报告 回收数量 、 利润及用途等 。

？ 除 了社区 旧衣 回收箱计划 以 外 ，

香港还有很多其他募集旧衣物的慈善组织和商业组织 。 值得
一提的是 ， 尽管接收 旧衣物的慈

善组织会对旧衣物进行消毒处理 ， 香港市民在捐赠衣服之前也会进行清洁 ， 捐赠时通常还会

附上
“

承诺所捐衣服清洁卫生 、 没有传染病
”

的留言 ， 衣物较多时甚至还会专门找律师写一

份安全合约 。

？ 这种做法消除了受助对象的疑虑 ， 降低了其对旧衣物的消 极抗拒心理 。

在以上几个慈善事业发达 国家和地区 的实践中 ， 可以发现许多共性 。 这些 国家和地区都

有完备的 闲置物品再利用 网络和流程 ： 闲置物品 回收点或者慈善商店就设置在社区附近 ， 民

众在 自 己家门 口就可 以随时方便地进行捐赠 ； 慈善组织会对所接收的闲置物品进行专业化的

清洁 、 消毒 、 整理和分类 ， 然后通过慈善商店低价或免费出 售 。 回 收的便捷化 、 处理的细致

化 、 运营的产业化 ， 完备的 闲置物品再利用 网络是这些国家和地 区成功推广这种慈善捐赠方

式的实践经验 。

四 、 瓶颈突破 ： 搭建完备的
“

闲置物品
”

再利用网 络

发展闲置物品再利用这一慈善捐赠方式 ， 已 经得到 了政府的髙度重视 。 国务 院 《关于促

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 （ 国发 ［
２０ １４

］６ １ 号 ） 中指 出 ， 要广泛设立社会捐助站

点 ， 创新发展慈善超市 ， 发挥网络捐赠技术优势 ， 方便群众就近就便开展捐赠 。

？ 通过搭建

完备的闲置物品再利用网络 ， 能够突破 目 前中 国 闲置物品再利用的发展瓶颈 ， 使得慈善捐赠

得到重要补充 。

（
一

） 疏通 捐赠 渠道 ： 将 回 收 点设在社 区 或 就近公共场所

从 目 前实践来看 ， 闲置物品 回 收点较少且距离人们生活区域较远 ， 捐赠并不便利 ， 客观

上阻碍了人们将捐赠意愿转化为现实 。
从 国际经验来看 ， 将闲置物品 回收点设置在社区之中

或社区周边 的公共场所 （如银行 、 广场 、 商场等 ） ， 是一种常见做法 ， 取得 了非 常不错的 效

① 资料来源 ：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 府 民 政事 务总署 ｈｔ ｔｐ ： ／／ｗｗｗ ． ｈａｄ ．ｇｏｖ ． ｈｋ／ ｃｈｓ ／ｐｕｂＨｃ
＿

ｓｅ ｒｖ ｉ
ｃｅｓ ／ ｃｏｍ

＿

ｄｏ
＿

ｒｅ ｃ
＿

ｂａｎ
＿

ｓｃｈ／ ｉ
ｎｄｅ ｘ

．
 ｈ

ｔ
ｍ ．

② 卫生承诺 让 民间捐衣更可信 ． ｈ ｔｔ ｐ ： ／ ／ｇｏｎｇｙ ｉ ．
ｓｏｈｕ ． ｃ ｏｍ／ ２ ０ １ ３ ０８ ２ ９ ／ｎ３ ８ ５ ３ ９５ ６ ９０ ． ｓｈｔ ｍｌ

③ 国务院关于促 进慈 善事 业健 康发 展 的指导 意 见 ．
ｈ ｔｔ 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 ｃｎ／ｇｏｎｇｂａ ｏ／ ｃｏｎｔ ｅｎｔ／ ２ ０ １ ５ ／ ｃｏｎ ｔ ｅｎｔ

＿

２ ７ ９ ９ ０ １２ ．

ｈ ｔｍ

？２０ ０？



“

闲 置物 品
”

再利 用 ： 当 前中 国 慈善捐赠的 薄弱 环节

果 。 如果能将回 收点设在这些区域 ， 并做到定时 回收 、 定时维护 ， 使得 回收点真正用起来 ，

将大大方便 民众捐赠闲置物品 ， 是疏通捐 赠渠道的极佳选择 。 并且 ， 采取这种做法 ， 还可以

使得慈善逐渐深人人们 的生活 ， 使得捐赠在潜移默化 中成为人们 的习惯 ， 在 闲置物品 回收点

不断打开局面 、 步入正轨后 ， 还可以考虑效仿美国的做法 ， 为捐贈闲置物品较多或较大的民

众提供上 门接收服务 ， 争取让每一个 民众都能够将捐赠意愿转化为实际行为 ， 参与到慈善事

业之 中 。

（ 二 ） 完善 运行机制 ： 回 收
一

处理
一

出 售 或 捐 赠

目 前 ， 中 国 的 闲置物品再利用仍多采用
“

回收一处理一捐赠
”

的方式 ， 进行
“

回收一处

理一出售
”

的 慈善商店数量还并不多 ， 成效也并不明显 。 随着经济增长和时代变化 ， 人们对

自我选择权的重视已经悄然增加 ， 直接向受助人捐赠 旧物的模式或许已经不合时宜了 ；
对所

回收的 闲置物品进行低价售卖的方式则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 。

一方面 ， 低价购买这些物资

的人们也可 以从中获益 ， 他们或许不是慈善事业的 捐助对象 ， 但很可 能在经济上捉襟见肘 ；

另
一方面 ， 通过出售所募集的资金 ， 则可 以补充慈善组织的经济基础 ， 增强慈善组织的服务

能力
。
因此 ， 应该进一步完善闲置物品再利用的运行机制 ， 采用灵活多样的模式 ， 使 闲置物

品尽可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如 图 ３ 所示 ） 。 值得格外注意的是 ， 其 中对闲置物 品消 毒处理 的

环节极为关键 ， 既是对购买者负责 ， 也是让受助者放心 。

回收
｜

￣￣

分类与处理
｜



＾ 捐赠物品 （
直接捐赠 〉

出售 ｜

 捐贈物品 （免费出售 ）

— 获得资金 （低价出售 ）
｜

￣￣ 捐赠资金

图 ３ 闲 置物 品再利用 运行机 制

（ 三 ） 构建接受 心 理 ： 提 升 民 众环保 意识 、 鼓励 民 众接 受 旧 物

通过宣传普及 ， 营造 良好社会风气 ， 增强民众对于环境议题和可持续发展的认识 ， 提倡

环保节俭的生活方式 。 引 导民众正确看待 闲置物品再利用 ， 在慈善商店购买 旧物并不是丢面

子
、
失身份的行为 ， 从而将慈善商店的受众扩大到更大范围的人群 。 慈善商店与社区 的紧密

联系 ， 将使得慈善商店的受众定位精准 ，
社区居民在了解和信任的基础上 ， 容易对本社区 的

店铺产生较高的认 同感 ， 从而使 闲置物品再利用有了真正发展和持续运作的基础 。
旧物不等

于品 质不好 ， 严格的 消毒处理环节也将保证使用 旧物不会有沾染疾病的风险 ， 打消受助者接

受闲置物品的顾虑 ， 方能使 闲置物品再利用成为寻常之举 。

迄今 ， 中 国 的慈善事业还未成熟 ， 许多方面还有待发展 。 推动 闲置物品再利用这
一慈善

捐赠方式的发展 ， 既是加强中 国慈善捐赠薄弱 环节的需要 ， 也是促进中国慈善事业与 国际慈

善事业接轨的举措 。 搭建完备的 闲置物品再利用 网络 ， 疏通捐贈渠道 、 完善运行机制 、 构建

民众接受心理 ， 是突破发展瓶颈的 良方 。

？２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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