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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高华俊：

野具身智能冶时代袁用科技赋能公益发展

强化宏观政策民生导向

报告中，“强化宏观政策民

生导向”段落表述为，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经济政策的着力点更

多转向惠民生、促消费，以消费

提振畅通经济循环……推动更

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

民生……形成经济发展和民生

改善的良性循环。

高华俊表示，这段以“强化

宏观政策民生导向”为小标题，

是一种系统提炼，提纲挈领。如

果仅理解为助力“一老一小一

残”社会保障领域的民生政策就

有些狭义，它更强调宏观政策对

各个领域的民生导向。

如经济政策方面，提出扩大

消费、信贷、以旧换新、推动高科

技发展等；外交政策方面，推动

“一带一路”发展，关乎民心相

连、相通、相亲；民生政策方面，

更直接展现为“银发经济”。

事实上，“银发经济”的概念

也源于早期政策的指引。

2024年 1月 15日，国务院
办公厅发布《关于发展银发经济

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提出

向老年人提供产品或服务，增进

老年人福祉，被称为老龄阶段做

准备的系列经济活动的总和。

养老产业涉及面广、产业链

长、业态多元、潜力巨大。未来，

以养老、护理研发的人形机器

人、互联网、AI等技术在涉及民
生的养老领域可以广泛应用。这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培育经

济发展新动能提供了良好支撑。

高华俊认为，报告中提出的

民生政策的另一领域———无障

碍和康复辅具产业也值得关注，

其能够在促进社会融合、提升残

疾人福利等方面发挥作用。此

外，无障碍产业能够拉动投资消

费，促进就业等一系列产业链

条。康复辅具产业除了老年人、

残疾人用的轮椅、拐杖、假肢外，

还能推广至适老化改造方面，形

成“老残一体”，前景广阔。

另外，“银发经济”概念中提

到了老年群体文化学习、旅游出

行等都体现在民生政策中。如，

广东省牵头成立了“候鸟式养老

联盟”，一些保险公司如泰康、远

洋、人保等也在推动候鸟式养

老，民生产业应该借助政策指引

大力发展。

新词汇野具身智能冶
用科技点燃公益

报告中一些新词也格外引人

关注，如“具身智能”。百度百科显

示，这是一种强调物理身体、环境

感知与反馈的智能系统，通过与

环境的交互获取信息、理解任务、

做出决策并实现行动，旨在将人

工智能融入物理实体，赋予它们

像人类一样的感知、学习和与环

境动态交互的能力。

如今，科技创新释放的公益

潜力正助推慈善行业行稳致远。

公益事业得到科技的助力让行

善变得更加容易，在效率、透明、

公正等方面的应用让公益前景

广阔。同时，筹款平台联合、项目

设计实施、公平公开反馈都会有

更好的赋能。

“科技助力公益毫无疑问有

着重大机遇，公益行业需要思考

怎样去适应科技时代发展，而非

总处于初级学习水平。”高华俊表

示，经常听到有人说公益行业反

应不快不强，这与机构的人力、财

力、治理水平有很大关系，但不可

否认，公益行业的从业者是最有

活力和使命感的一批人，应该积

极正视存在的优势和价值。

自 2008年至今，十几年的行
业发展已经形成了量的积累，社

会组织的数量实现持续增长。另

外，社区社会组织也已有数百万

家。十几年间，中国公益慈善开

辟了很多新领域、新方式，发展

更为专业，如慈善信托、股权捐

赠等。但行业在追求创新道路

上，整体不强却是现实，需要积

极拥抱“具身智能”时代，利用互

联网、AI等助力行业发展，这有
着很大提升空间。

几年前，北京师范大学中国

公益研究院在对某基金会开展

的养老院资助项目进行评估时，

技术赋能部分令高华俊深有感

触。项目中，基金会除了向该养

老院捐助一些护理床外，还提供

一些科技产品，如管理养老院信

息系统的“科技包”，帮助养老院

提升管理效能。但在实践中发

现，“科技包”怎么都推不下去。

“养老院要么不愿意用，或

者根本用不了，基金会的培训也

有着较大困难。”高华俊说，究其

原因就是整个养老院从业人员

年龄偏大，大多为 50岁以上，文
化水平不高，这导致科技信息化

应用推广特别困难。

高华俊表示，应用高科技信

息化系统能够加快养老机构发

展，如护理机器人的应用。目前，

大量的养老机构信息化水平非

常有限。“可能在某些高端养老

院内部信息化水平较高，但从行

业来看信息化水平较为有限。”

高华俊同时指出，救灾方面

科技更能体现出优势。如应急系

统信息化水平，国家队比民间队

就高出很多。“无论是整个信息

指挥系统，还是矿难、地震、山洪

等灾难，抢险机器人等高科技都

可以应用。”

“社会组织有着广泛性、灵

活性等特点，深入基层社区有长

处，在拥抱‘具身智能’时代能否

占领潮头、更快融入，都面临挑

战。这也让行业感到使命感和紧

迫感，要紧跟国家战略，密切协

作。”高华俊说，中国式慈善在发

展过程中要把国家的大政方针

当作重大机遇，融入行业发展格

局，发挥出独特性，在具身智能

时代提升治理水平。

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根据相关统计，“社会组织”

一词已是第 16次被写入政府工
作报告，每年表述虽略有不同，

但导向十分明确，即让社会组织

良性有序发展。

截至 2024 年年底，我国社
会团体为 38.1 万家，比上年增
加了 0.8万家；民办非企业单位
为 48.1万家，比上年减少了 1.8
万家；基金会为 9814家，比上年
增加 197家。

积极强化社会组织的发展

导向，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有

着重要作用。“民生经济越壮大，

越需要社会组织发展。”高华俊

介绍，广义的社会组织应该包括

注册和非注册的两类。除了已登

记的社会组织，还有不需要注册

登记的社区社会组织（又称“自

组织”）。如浙江省宁波市一些社

区的“老年舞蹈队”等社会组织，

不需要注册，可以直接开展社区

活动，极大地丰富了社区生活。

2024年 10月 23日，民政部
在“民政这五年”系列专题发布

会上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有各

类社区社会组织约 270万家。可
以看出，社会组织的发展速度非

常快，专业化也逐步增强，从事

领域紧贴民生实际，与社区需求

关系密切。

专家表示，社会组织是民生

经济的重要载体，具有基层社会

治理的重要功能，顺应了社会政

策发展的重要方向。对于政府宏

观政策落地，社会组织有着很好

的执行力和推动力。

不过，即便有着较快的增

长，社会组织高速、高质的发展

中一些政策衔接也需要理顺。

2024年 9月 25日，民政部
会同中央社会工作部、农业农村

部、市场监管总局、全国工商联

等四部门发布《关于加强社会组

织规范化建设推动社会组织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该意见表述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和管

理的决策部署，针对当前社会团

体、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突出

问题，以规范化建设推动社会组

织高质量发展，提出的意见。

“发展慈善事业，贯彻落实

慈善法，主基调是严管还是促

进？是运用严管促善还是以善促

善？”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

究院理事长王振耀发出这样设

问。但他非常明确地表示：“以善

促善！而非一味强调严管。”

高华俊表示，经济与社会发

展急需广泛发动慈善事业，以增

强社会组织能力作为基础，需要

建立政社互通机制，更要凸显慈

善事业的社会服务功能，特别是

促进就业的功能。“在解决社会

服务不足方面，展现慈善事业的

价值，大力发展社区慈善，让其

成为容纳几千万就业人员的广

阔领域。”

3月 5日，国务院总理李强代表国务院向十四届全国人

大三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提到，推动高质量发展、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一系列实实在在、人民关切的惠民生

举措。对蓬勃发展中的公益慈善事业，报告表述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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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好

行业协会商会行业自律作用。保障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

合法权益。

《公益时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

长高华俊。他认为，报告以宏观政策开篇，重点关注民生导向、

科技创新，旨在促进内需和就业。同时，“强化宏观政策民生导

向”等新表述，彰显了政府对民生问题愈发关注。而除了“社会

组织”一词多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具身智能”等新词汇的

出现，也让科技与公益的结合正当其时。

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工作人员在北京南苑社会福利中心开展走访

湖南师范大学社区智慧养老服务联合体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