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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第三次分配是新时代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安排，而慈善捐赠作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方式，能够

改善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格局。本文从慈善捐赠的动机、影响因素和财务效应三方面进行了文献综述，发

现企业慈善捐赠的动机主要包括利他主义动机、利己主义动机和混合动机三个方面。进一步探讨了影响

企业慈善捐赠的内部和外部因素，诸如企业财务状况、企业规模、税收政策、制度环境等，都对慈善捐

赠具有显著的影响。慈善捐赠不仅有助于社会公平和福祉的提升，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的财务绩

效，对此，学术界有三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但主流观点认为慈善捐赠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

系。本文旨在系统梳理慈善捐赠的已有研究成果，为深化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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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ird distribution is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t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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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 and charitable donation, as an important way of the third distribu-
tion, can improve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income and wealth. This paper reviews the motivation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financial effects of charitable donation, and finds that the motivations of cor-
porate charitable donation mainly include altruistic motivations, egoistic motivations and mixed 
motivations.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corporate financial status, corporate scale, 
tax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charitable donation. Charita-
ble donation not only contributes to the improvement of social equity and well-being, but also af-
fects the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 to a certain extent. There are three completely differ-
ent viewpoints in the academic circle, but the mainstream view is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haritable donation and the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ystematically review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of charitable donation, and provide refer-
ences for deepening academic research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in related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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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慈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从古至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鼓励社会主体积极参与慈善事业。传

统慈善事业的发展，通常受自然灾害频发的影响。重大自然灾害激发全国各地的企业和个人纷纷主动奉

献自己的爱心进行慈善捐赠，帮助灾区重建。2016 年 3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出台，2022 年 12
月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慈善法修订草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连续十四年发布《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

发展报告》，均体现国家和社会各界对慈善捐赠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同时这也为慈善捐赠学术研究

提供了新视角、新材料和新方法。新时代中国慈善事业发展迅速，特别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扎实

推进共同富裕”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把促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摆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正确

处理效率和公平的问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在第三次分

配方面，国家加强引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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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分

配的一种重要方式就是慈善捐赠，这也体现了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通常能使企业获得利益相关者的

支持，提升企业自身的声誉，进而提高企业财务绩效。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企业逐渐意识到要获

得可持续发展，需要改变公司战略和文化，不仅要保障公司的经济利润，还要积极地承担社会责任，参

与慈善捐赠。由此可见，企业慈善捐赠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其能够为企业带来一定的财务效应。而

且，国内外学者一直在研究和讨论慈善捐赠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但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结论，因此

本文决定综述企业参与慈善捐赠的动机、影响因素及其产生的财务效应。 

2. 企业慈善捐赠的动机 

当前社会中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到慈善捐赠当中，特别是在自然灾害频发后，企业不仅仅只考虑

自身的经济效益，还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慈善捐赠的数额和频率都在不断地提升，因此分析企业慈善捐

赠的动机就显得十分重要。不同企业慈善捐赠动机有所不同，区分慈善捐赠的不同动机，有利于更加科

学地开展慈善捐赠相关的研究。研究慈善捐赠需要从其动机出发，因此，本文在对现有有关慈善捐赠动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mm.2024.144073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豆格格 
 

 

DOI: 10.12677/mm.2024.144073 607 现代管理 
 

机的文献进行回顾、阅读、分析的基础之上，将慈善捐赠动机分为三类展开综述：利他主义动机、利己

主义动机和混合动机。 

2.1. 利他主义动机 

利他主义动机是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现，目的是帮助他人，回报社会，不计得失，是一种无

私奉献的行为。Campbell 等(1999) [1]调查了一些公司为什么向慈善机构捐款，另一些为什么不捐款，发

现向慈善机构进行慈善捐赠的公司是出于利他主义动机，不捐款的公司倾向于用商业原因解释他们不参

与的原因。Noble 等(2008) [2]研究了澳大利亚企业慈善捐赠行为，认为企业慈善捐赠与其战略利润最大

化和政治目的并没有强有力的关系，为了帮助缓解社会矛盾、增加社会福利，促进公平社会的建设，企

业可以尽自己所能多做慈善。从国外的研究来看，确实存在企业是出于帮助他人，奉献社会的目的进行

慈善捐赠，是一种利他行为。 
同样，国内学者的研究也证实了企业慈善捐赠的利他主义动机。徐细雄等(2020) [3]通过实证研究发

现，儒家思想文化中的“仁爱”、“先义后利”和“天下为公”等观念影响着企业慈善捐赠支出的金额

和频率，儒家文化与企业慈善捐赠的利他主义动机观点基本一致，激励着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回馈社

会，帮助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营造文明、和谐、稳定的社会氛围。此外，还有学者从企业管理者行为的

角度出发，研究证实慈善捐赠是基于利他主义动机的。许年行等(2016) [4]从高管出生地的贫困程度和年

少时期是否经历过饥荒的角度研究了企业高管的贫困经历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发现出生在贫困地区

的 CEO 捐赠更多，并且小时候经历过饥荒的 CEO 慈善捐赠程度也更高，还发现经历过贫困且学历水平

高的 CEO 更愿意回报社会，帮助他人。此外，王少华等(2023) [5]还发现，企业出于利他动机能够为企业

带来更好的资源，进而提高企业的盈余持续性。 

2.2. 利己主义动机 

企业最终目的是赚取利润，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企业无偿进行慈善捐赠是不符合企业发展需求的，

因此，有很多学者从企业自身利益的角度研究企业慈善捐赠的动机，也就是基于利己动机考虑企业慈善

捐赠决策，考虑企业慈善捐赠是为了获得经济效益，提升企业绩效。根据阅读的文献，本文将企业利己

主义动机概括为三个方面进行文献回顾，分别是战略动机、政治动机和管理层自利动机。 
首先，战略动机的观点认为企业慈善捐赠是基于提高战略定位的目的，既要提升企业经济目标，又

要实现社会目标。Porter 和 Kramer (2002) [6]基于战略性慈善捐赠理论，认为许多公司试图使他们的捐赠

更具战略性，但战略慈善几乎从来都不是真正的战略，而且往往不像慈善事业那样有效。慈善事业越来

越多地被用作一种公共关系或广告形式，通过高调的赞助来提升公司形象，而且公司还能够利用慈善事

业来增强竞争环境，调整社会和经济目标，并改善公司的长期业务前景。许睿谦等(2023) [7]研究发现，

有越来越多的企业积极贯彻战略性慈善的理念，基于战略性动机进行慈善捐赠对企业绩效也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李子林(2023) [8]研究发现，在公共危机背景下，促使企业进行慈善捐赠的主要动力是战略

性动机。 
其次，政治动机也是基于利己的目的，通过慈善捐赠建立良好的政企关系，获得企业发展过程中的

关键资源。Yang 和 Tang (2020) [9]发现，企业与政府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家更有可

能进行重大慈善捐赠，同时这样做的企业社会责任感更强。同样，国内学者刘建秋等(2021) [10]表明，企

业为了获得政府补助，会积极地开展捐赠活动，特别是，当企业有不恰当行为时或者想要获得政府补贴

等关键资源时，企业会更倾向于进行慈善捐赠。此外，戴亦一等(2014) [11]从地方政府换届这一独特视角，

发现地方政府换届后，企业更倾向于增加慈善捐赠，而这种捐赠行为为企业带来了融资便利、政府补助、

投资机会等多种实质性的好处。周卉(2022) [12]从研究僵尸企业慈善捐赠的角度出发，进一步证实了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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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换届后，僵尸企业比非僵尸企业更倾向于捐赠，这也能为企业带来更多的政府补助。 
最后，从管理者自利动机出发，认为企业慈善捐赠是管理层为了个人私利而将企业有限的资源捐赠

给社会公众。Atkinson 和 Galaskiewicz (1988) [13]的观点是企业慈善捐赠是管理层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或

者降低自身职位风险而进行的。国内学者丁胜红和周红霞(2020) [14]研究发现，管理层会通过慈善捐赠来

掩饰自己不当的行为，转移大众的视线，避开成为舆论焦点，从而维护自己的职位。张璇和陈璐(2021) [15]
经过实证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高管可能为了获得晋升激励，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选择慈善捐赠。 

2.3. 混合动机 

混合动机就是既不是单纯的利他动机，也不是完全的利己动机，是同时兼顾了利己和利他。这样既

造福了社会，又能够帮助企业实现经济绩效。不少学者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展开研究，Freeman (2010) [16]
在 1984 年首次提出利益相关者理论后，为企业慈善捐赠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并且研究发现企业慈善捐

赠是为了满足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同样也为企业持续经营提供了后续保障。Arco-Castro 等(2020) [17]指
出，慈善行动不仅影响社区，还影响其他利益相关者，例如员工，还指出具有慈善战略的公司往往有较

少的劳工争议和事件，并能够为公司带来良好的形象。另外，位豪强等(2020) [18]的观点是企业慈善捐赠

行为既履行了企业社会责任，又能够为企业带来提升声誉、减缓压力、激励员工、维护政企关系等好处，

也能够提升企业的财务绩效，即证实了企业慈善捐赠是具有混合动机的。 

3. 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因素 

梳理相关文献发现，企业慈善捐赠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但是，不同学者采用的方法和标准不同，

也会产生不同的结论。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因素可以归类为内部和外部两类。其中，内部影响因素分为

财务状况、企业规模、公司治理、管理层等方面；外部影响因素分类为税收政策、行业情况、自然灾害、

制度环境等方面。 

3.1. 内部影响因素 

国内外有很多学者从相同的角度研究了企业内部因素对慈善捐赠的影响。Cheon 等(2022) [19]提出，

商业收入对慈善捐款的影响遵循倒 U 型模式。Brammer 和 Millington (2005) [20]研究了企业规模与慈善捐

赠的关系，表明企业规模对企业慈善捐赠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企业规模越大，企业慈善捐赠的意愿

越强、水平越高。但也有学者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 Amato 和 Amato (2007) [21]等发现，小企业的

慈善捐赠的积极性并不高，小公司离他们服务的社区很近，反而小企业会为了自身的知名度积极地进行

慈善捐赠。另外，公司治理也是影响慈善捐赠的重要因素，叶艳和李孔岳(2019) [22]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

持股比例与企业慈善捐赠呈现正相关关系，因为如果大股东富有同情心和爱心，就越容易增加慈善捐赠，

此外还发现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比例也会影响公司慈善捐赠。Ananzeh 等(2022) [23]研究表明，捐赠金

额和捐赠强度均与更好的公司治理实践呈正相关关系。董事会独立性与捐款金额呈正相关，但与捐款强

度无关。此外，董事会规模、董事会性别多元化等可能会对公司捐赠的金额和强度产生积极影响。然而，

首席执行官董事会成员和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都与公司的捐款无关。也有学者从管理者的角度出发，如

淦未宇和肖金萍(2019) [24]实证研究了高管的性别对慈善捐赠水平的影响，发现 CEO 或董事长是女性的

企业慈善捐赠水平通常更高，即女性高管的权力越大，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更大。李四海(2021) [25]
还发现，高管预期离任的当年会显著增加捐赠金额。 

3.2. 外部影响因素 

关于慈善捐赠外部影响因素的研究，更多集中在税收政策方面。国外学者 Boatsman 和 Gupta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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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等实证分析发现，所得税税率与企业捐赠水平呈反方向变动关系，因为提高企业所得税税率相当于提

高企业的捐赠价格。同时，国内也有不少学者研究税收政策对慈善捐赠的影响，杨灿明和杨耀宇(2023) [27]
发现，随着慈善捐赠抵税比例的提高，企业慈善捐赠的力度和意愿都明显增强。除此之外，还有学者从

行业和地理位置的角度出发研究了对慈善捐赠的影响，如卢现祥和李晓敏(2010) [28]发现，企业所处的行

业对企业慈善捐赠倾向和捐赠额有正向影响，地理因素对企业捐赠倾向也有显著影响，但对企业捐赠额

的影响并不显著。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卢正文和杨田田(2021) [29]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捐赠时间不

同也会影响企业慈善捐赠，医药、医疗等行业捐赠时间比较早，所以其捐赠水平显著高于其他行业，此

外，还发现疫情越严重的地区企业捐赠时间越早且捐赠水平高。另外，潘越等(2017) [30]通过比较受自然

灾害前后企业慈善捐赠的行为，表明企业在受到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后更加愿意进行慈善捐赠，而且

受到的自然灾害越严重，企业捐赠的越多。李雪等(2020) [31]以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背负

“原罪”嫌疑的企业容易引起社会公众或者政府对其合法性质疑以及可能面临产权被剥夺的威胁，发现

“原罪”嫌疑对企业慈善捐赠水平有正向影响，且随着民营企业所在省市制度环境的完善，其正向影响

效果减弱。 

4. 企业慈善捐赠与财务绩效的关系 

关于慈善捐赠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的研究，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但是关于二者之间的

关系，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尚未形成统一的结论。大部分学者认为企业积极参与慈善捐赠能够促进企

业绩效的提升，也有学者认为企业慈善捐赠浪费了企业有限的资源，会降低企业财务绩效。同样也有学

者得出了不同于上述两种的观点。阅读相关文献梳理发现，可以将二者之间的关系分为正相关、负相关

及其他关系。 

4.1. 正相关关系 

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是慈善捐赠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企业积极地履行社会责任，对

社会公众进行慈善捐赠，能够帮助企业获得良好的声誉，提高产品的知名度，缓解融资压力等，进而促

进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Flammer (2013) [32]运用事件研究法，根据环境企业社会责任(CSR)为企业创造

新的竞争资源的观点，发现被报告对环境负责任的公司股价大幅上涨，进而会提高企业财务绩效，而不

负责任的公司则面临大幅下跌。Gao 等(2012) [33]研究表明，企业参与慈善可以视为一种营销工具，能够

获得良好的声誉和宣传，以及与地方政府间良好的关系，从而提高企业的财务业绩。骆祥坤和马晓军(2022) 
[34]支持了社会影响假说，认为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能够提高企业营运资金管理效率和缓解融资压力，

进而能够提高企业财务绩效，还发现非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更加显著。陈利等

(2023) [35]证明了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和慈善捐赠力度与企业财务绩效正相关，并发现媒体报道在二者之间

起到中介作用。李胜(2023) [36]研究发现，内外部治理水平在慈善捐赠与企业未来绩效的关系中起到正向调

节作用。但有研究发现，慈善捐赠对财务绩效的正向影响存在一定的条件。吴文清等(2016) [37]基于 Hansen
的门槛回归模型，研究发现，企业捐赠与企业财务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这种正相关关系存在一定的

门槛，只有企业捐赠水平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产生正向的效果，同时也发现不同的区域其效果也有所不同。

另外，顾雷雷和彭杨(2022) [38]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研究发现，企业所处的阶段不同，其慈善捐赠与企业绩

效之间的关系也存在差异，只有处在成熟期企业的慈善捐赠才能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 

4.2. 负相关关系 

有小部分学者持相反态度，认为慈善捐赠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一方面，有学者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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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浪费的角度研究，Tan 和 Tang (2016) [39]研究发现，慈善捐赠可能会对企业财务绩效产生消极影响，

因为慈善捐赠会导致企业有限的资源流出企业，减少企业在经营活动方面的投资，进而会降低企业的财

务绩效。Windsor (2001) [40]认为，慈善捐赠虽然能够改善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进而为企业带来价值，

但是慈善捐赠导致企业经济利益的流出大于为企业带来的价值，从而会降低企业财务绩效。同样，国内

学者邵君利(2009) [41]以化学制品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增加企业成本，

而给企业带来的价值增值却不能弥补增加的成本，进而会对企业价值产生负面影响。方军雄(2009) [42]
以 2008 年汶川地震为背景，发现企业捐赠的方式和规模都会引起市场负面的反应，因为企业处于困难状

态时，反而更加积极进行捐赠，市场会认为此行为不利于股东和企业的利益。另一方面，有学者从管理

者的角度展开研究，Masulis 和 Reza (2015) [43]认为，管理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会盲目地加大慈善捐

赠的力度，保护了管理者的利益，但滥用了公司资源，会降低公司财务绩效。国内学者王新等(2015) [44]
认为，当企业业绩下降时，管理者面临压力加上自身利益的考虑，会进行慈善捐赠以掩盖公司经营不好

的状况。 

4.3. 其他关系 

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学者指出慈善捐赠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其他关系，主要可以分为不相关关系、

倒 U 形关系及正 U 形关系。第一种观点是不相关关系，Seifert 等(2003) [45]研究表明，无论以现金支付

的慈善捐赠款总额还是慈善机构实际收到的捐款总额来度量企业慈善事业，同样不论使用会计指标还是

市场指标来评估企业财务业绩，均发现二者之间没有显著相关关系。国内学者项嘉旎和程博(2012) [46]
也证明了无论以什么方式衡量慈善捐赠都发现慈善捐赠与财务绩效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关系。而且，刘海

建(2022) [47]基于锚定假说实证研究证明了慈善捐赠不一定为企业带来正向价值。第二种观点是倒 U 形

关系，Wang 等(2008) [48]研究整合和扩展了现有的观点，发展了企业慈善事业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最

好通过倒 U 形来捕捉的论点，此外，它假设 U 型反比关系随企业经营环境的动态水平而发生变化，经过

实证研究，该论点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撑。单蒙蒙等(2019) [49]也证实了上述观点，认为慈善捐赠与企业财

务绩效之间存在倒 U 形关系。第三种观点与第二种观点恰恰相反，郭国庆等(2018) [50]基于代理理论和

战略慈善观，实证检验了企业慈善捐赠与企业绩效之间确实存在 U 形关系，即当企业捐赠金额异常高或

者低时所带来的财务绩效高于企业捐赠金额一般的时候。 

5. 文献述评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回顾，前文已经对慈善捐赠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整理，可以发现学术界关于慈

善捐赠相关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首先，国内外学者对于慈善捐赠动机的分类基本一致，普遍认同的分

类框架是利他主义动机、利己主义动机和混合动机，对于企业的利己主义动机，可以进一步从战略动机、

政治动机和管理层自利动机三个维度进行理解。利他主义动机的慈善捐赠是纯粹的，并不是为了获得利

益，单纯为了社会公众；利己主义动机的慈善捐赠都是以提高企业或者管理者个人的利益为最终目的的；

而混合动机是对二者的融合。其次，慈善捐赠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从多个维度进行，一方面，内部影响

因素如财务状况、企业规模、公司治理、管理层等会对慈善捐赠产生影响，另一方面，税收政策、行业

情况、自然灾害、制度环境等外部因素也会对企业的慈善捐赠产生重要影响。最后，由于学者们采用的

理论基础、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背景等不同，所以国内外关于慈善捐赠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关系

的研究尚未形成统一的结论，目前的主流观点是二者具有正相关关系，同时也伴随着负相关、不相关、

倒 U 形关系和正 U 形关系等多样化的观点。 
慈善捐赠在第三次分配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且关于慈善捐赠的动机、影响因素和财务效应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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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已经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和研究。首先，加强对慈善捐赠动机

的深入研究，研究企业参与捐赠背后最深层次的原因，鼓励更多的企业从利己主义动机向利他主义动机

转变，同时结合自身的发展情况和财务状况作出合理捐赠决策；其次，拓展对慈善捐赠影响因素的分析

框架，未来的研究应全面地探讨内外部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以及其之间的相互作用；最后，进一步探讨

如何在不同的背景下，平衡企业的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为企业在第三次分配中作出更科学、更明智的

决策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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