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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基金会信息披露问题研究

【摘要】  近年来，作为我国慈善组织主要力量的基金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基金会在信息披露中存在诸多问题，慈善

丑闻频繁发生，屡屡引起公众的不满。文章首先对我国基金会发展现状、信息披露情况以及监管情况进行了论述，在此

基础上对我国基金会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了针对性改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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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981 年 7 月成立的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是我国第一

个现代规范化的基金会，它的成立拉开了中国基金会参与

社会活动的序幕，经过近 40 年的发展基金会等慈善组织已

经逐渐深入到大众生活中，对社会文化和社会经济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但随着慈善危机的不断发生使得基金会等慈

善组织的信用问题备受社会瞩目，因此基金会信息披露也

逐渐引起政府及民众的关注。

基金会与企业相比承担了更多的社会公益责任，每一

个慈善项目所筹集的物资及善款都饱含着社会公众“扶弱

救急”的善念，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一旦出现慈善丑闻必然

伤害到社会公众的慈善之心、污浊社会风气、影响社会经

济秩序。因此，提升基金会等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成为我国

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基金会的信息披露是社

会公众以及政府全面了解基金会的主要途径之一，提高基

金会的信息披露质量从而更好地维护基金会的公信力，成

为基金会建设的当务之急。

二、我国基金会的发展现状及信息披露现状

（一）我国基金会的现状分析

我国的慈善组织包括基金会、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

构等几种组织形式，在各类慈善组织中基金会的总量虽然

不是特别突出，但基金会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其他组织，

各社会组织历年发展数量见表 1，增长率对比分析见右上

图，基金会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我国基金会总量已经达到了 7 517

家，其中包含了 1 617 家公募基金会和 5 900 家非公募基金

会，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国基金会增加了 1 000 多家，仍

然保持高速增长。

  

（二）我国基金会信息披露及监管情况

1. 我国基金会信息披露。目前我国基金会信息披露可

以分为强制性信息披露和自愿性信息披露两种方式。强制

性信息披露方面，基金会等慈善组织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

规要求在统一信息平台向社会公开其年度工作报告和财

务会计报告。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其年度财务

会计报告需经过审计。自愿性信息披露方面，除了强制性

信息披露的内容外，基金会可以采用自愿性信息披露的方

式对外公布相关信息，从而提升社会形象和公信力。为提

升基金会形象，获得政府和社会公众更多的信任，越来越

多的基金会加入到透明度评估的队伍中，在我国基金会等

慈善组织信息透明度的评估主要通过第三方的监测评估

体系来完成，鉴于信息更新速度、数据的全面性、社会影响

力等方面考虑，本文基金会透明度的相关数据来源于基金

会中心网。基金会中心网由国内 35 家知名基金会联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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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社会组织历年发展数量表 1

年份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基金会
（个）

2 200 2 614 3 029 3 549 4 117 4 784 5 559 6 307

社会团体
（万个）

24.5 25.5 27.2 28.9 31 32.9 33.6 35.5

民办非企业
（万个）

19.8 20.4 22.5 25.5 29.2 32.9 36.1 40

各类社会组织数量增长率对比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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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于 2010 年 7 月 8 日正式成立，致力于搭建基金会行业

信息披露平台，提供行业所需的能力建设服务。2012 年 8

月基金会中心网推出中基透明指数 FTI（以下简称 FTI），

通过一系列指标得分对基金会披露透明度进行量化打分，

从而使得基金会信息披露情况更加直观。

根据基金会中心网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的数据，在

全国 7 517 家基金会中有 5 634 家基金会参与透明度评估，

参评基金会占比 74.95%，平均得分为 51.02 分，其中有 207

家基金会获得满分，从数据来看各地基金会的参评及 FTI

得分情况有明显的地域差别，各地基金会 FTI 得分及参评

情况见表 2。   

从 2012 年基金会中心网推出 FTI 到 2018 年 12 月 6

日的数据来看，随着基金会数量的增加以及社会公众对基

金会关注度的提升，基金会为不断提升自己的社会形象和

公信力，参评基金会比例基本呈递增趋势，且获得 FTI 满分

的基金会呈阶梯式递增，其中连续五年获得 FTI 满分的基

金会有 41 家。

2. 我国基金会信息披露监管情况分析。不断发生的慈

善丑闻不仅影响了基金会等慈善组织的健康有序发展，也

使政府和社会公众对慈善机构如何使用公众资源的关注

度迅速提高。完善和提高基金会信息披露的监管机制、提

升监管质量，有利于提高基金会的信息披露质量，进而促

进更加合理有效地使用其所筹集的公众资源，而改善基金

会的社会形象和公信力。

对公益基金会信息披露的监管主要可通过政府监管、

行业内部自律、外部审计以及社会公众监督四种途径进行。

政府监管主要是对基金会等慈善组织强制披露的信息进行

检查、监督，是一种外部监管。《基金会年度检查办法》中规

定“基金会、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应当于每年 3 月 31 日前

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上一年度的

年度工作报告，接受登记管理机关检查。”政府部门的监管

有着其他监管途径无法代替的强制性，如何更好地发挥政

府在基金会监管上的作用至关重要。行业内部自律主要是

通过基金会不断提升自身的内部治理以及基金会联合成立

自律组织加强行业内监督指导的方式来实现。和企业不同，

即便是某一单一基金会出现丑闻也会影响基金会整个行业

的公信力，基金会要主动从内部发力不断提升基金会个体

的自律能力和整个行业的自律能力。外部审计主要是会计

师事务所对基金会的财务信息进行审计。近年来我国基金

会开始向外界公布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会计

师事务所对基金会的监管虽然还处于不成熟的阶段，但不

断完善外部审计体系、提高外部审计的有效性同样也对基

金会健康有序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社会公众监督让公益

基金会资源的提供者能够对募捐资源的使用情况进行监

督。慈善活动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大众的支持，能够将取之于

民的资源的使用情况公布于众，接受公众的监督也是理所

应当。相对于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以及外部审计的有限性，

公众监督大大提升了监管的空间范围。在提升公众对基金

会监督意识的同时，同样会提升公众对基金会的了解，能够

更好地助力国家慈善事业的发展。

三、我国基金会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基金会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渠道有待进一步规范

我国基金会在进行信息披露时内容不够全面且存在

披露滞后的情况，基金会等慈善组织对于项目的募捐和运

作过程无法做到全面的公开，导致项目信息无法完整对外

披露，也有很多基金会没有完全披露该基金会的基本信

各地基金会 FTI 得分及参评情况表 2

注册
所在地

透明度
基金会

数量
参评基金会

数量
参评基金会

占比
注册

所在地
透明度

基金会
数量

参评基金会
数量

参评基金会
占比

民政部 76.83 212 211 99.53% 吉林省 37.95 110 96 87.27%

北京市 58.57 775 520 67.10% 山西省 36.82 114 83 72.81%

重庆市 53.98 80 72 90.00% 安徽省 36.79 168 117 69.64%

四川省 48.24 175 155 88.57% 黑龙江省 35.21 121 98 80.99%

天津市 47.96 95 65 68.42% 广东省 34.16 1144 805 70.37%

广西壮族自治区 47.56 95 70 73.68% 青海省 34.35 33 29 87.88%

贵州省 45.91 64 50 78.13% 云南省 33.19 114 108 94.74%

河北省 44.64 144 95 65.97% 内蒙古自治区 31.61 149 125 83.89%

浙江省 44.57 736 513 69.70% 宁夏回族自治区 27.48 81 75 92.59%

河南省 44.75 156 134 85.9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5.93 38 37 97.37%

湖北省 43.37 173 128 73.99% 西藏自治区 24.79 24 16 66.67%

辽宁省 42.18 110 101 91.82% 甘肃省 22.32 81 70 86.42%

上海市 41.74 496 334 67.34% 江苏省 18.71 744 611 82.12%

福建省 40.34 366 260 71.04% 江西省 14.97 89 66 74.16%

湖南省 39.47 330 252 76.36% 海南省 12.42 112 83 74.11%

山东省 39.24 209 144 68.9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5.6 6 6 100.00%

陕西省 38.86 173 105 6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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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财务信息、项目信息以及捐赠信息，而是有选择地披露

了其中的部分信息，减少了对组织不利信息的披露。同时

基金会不能及时进行信息披露在目前也很普遍，信息披露

的滞后使信息相关者难以及时了解慈善项目的进展情况，

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对慈善的热情。在我国基金会可以选

择在自己的官网和其他媒体平台进行信息披露，信息披露

在渠道选择方面管理松散，甚至很多基金会没有自己的官

方网站，而且基金会所选择的披露渠道也不统一，从而增

加了获取完整信息的难度。基金会信息披露的不完整、披

露的滞后以及披露渠道的不统一都使得公众难以获取慈

善信息。

（二）基金会信息披露的相关规章制度不健全

随着公益事业的发展，我国不断完善基金会等慈善组

织信息披露的相关规章制度，但对披露内容的要求比较笼

统，公众获得的信息大多只是框架和概念方面的，难以获

得直接且充足的信息。在惩罚力度和约束力方面，由于政

府部门出台的相关文件大多为办法、条例以及指导意见

等，缺少法律性的文件，导致基金会对不合规操作的惩罚

力度不够，而且大部分的文件对基金会不合规操作并未明

确指出应当受到何种处罚。基金会违约的成本低，在披露

信息时很难自觉接受各规章制度的约束，从而降低了基金

会信息披露的质量，导致基金会的整体透明指数不高。

（三）基金会信息披露缺乏健全有效的监督管理体系

我国基金会的监管体系并不完善，政府、行业自律、外

部审计、社会公众等构成了基金会等慈善组织监管体系中

的四个维度。其中，政府监管有着相对较高的地位，政府拥

有主动的调查权，但这种权力的执行大多流于形式，监管

效率相对较低，在监督中处于被动地位，并没有取得良好

的监管效果 ；行业内部自律对于基金会内部的自觉性、管

理结构的合理性、管理人员的素质依赖较大，在信息披露

时难免会出现利己主义，如何通过提升自律能力实现行业

内部更为有效的监管也是基金会面临的问题 ；外部审计

虽相对专业且独立性较强，但外部审计主要针对基金会财

务信息进行合规性的审计，无法有效考量物资以及善款的

使用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社会监督中媒体作用非常

强大，但媒体能否秉承职业操守进行客观真实地报道很难

保证。由于慈善项目信息的获取难度大以及我国公民对慈

善项目实施过程的主动关注意识不强，使民众容易受媒体

的影响且缺少自己独立的主观判断，若一味地盲从、跟风，

也就很难发挥公众监督的有效性。

四、完善我国基金会信息披露的政策建议

（一）设置合理有效的基金会内部管理体系

基金会可以参考已经发展成熟的上市公司的内部治

理和内部控制体系，在改善内部管理体系的过程中抓住

重点，在基金会内部的各个组织部门中理事会是最高的

权力机构，对基金会信息披露的内容以及发布渠道的选

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成立一个规模适当、人员精

干、勇于担当、实干高效的理事会对于基金会的健康发展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建立合理有效的内部控制运行机

制也是提升基金会管理的重要一环。构建一个运行良好

的内部管理体系才能不断提升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维

护基金会公信力。

（二）提升基金会信息披露相关规章制度的约束力

2016 年《慈善法》的颁布实施是我国基金会信息披露

约束法律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我国对基金会信息披露

的法律监督并不成熟，仍需要根据我国基金会发展的具体

情况来不断完善，从而改变基金会信息披露违约成本低、

主要依靠基金会的自愿性且有选择地进行信息披露的局

面，使基金会信息披露真正能够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运用法律的威慑力来提升基金会不合规信息披露的惩罚

力度和约束力。

（三）健全基金会信息披露的监管体系

政府在信息披露监管系统中具有最高的权威，建立一

套行之有效的政府监管制度，使政府不仅能制定一系列的

相关规章制度，同时能够对基金会在信息披露时对规章制

度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从而提升政府监管的效果，利用

政府的权威性来提升信息披露的质量 ；基金会行业自律

主要依靠基金会的自我管理和自发形成的自律组织来进

行监督，在行业内的自我监管中应充分发挥民主作用，通

过吸引各界有责任、能实干、勇担责的人才来提升自律能

力 ；在外部审计方面，要充分结合基金会公益性的特点不

断进行改善，不仅要对基金会财务信息进行审计，同时也

要对政府和公众关心的非财务信息进行审计，让信息关注

者能够更全面地了解基金会及相关慈善项目的情况 ；在

社会公众监督方面，提升公众对基金会信息披露的监督意

识，提升自身辨别能力，通过法律条例等来规范媒体行为，

促使媒体相关人员坚守职业操守，不炒作、不扭曲事实，为

公众客观地呈现慈善活动，从而正确引导价值观，形成有

效的社会公众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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