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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钱怎样花？
监管能力仍受质疑

网友捐款1.2亿多，腾讯配
捐9999万，这么多善款，在公益
狂欢盛宴后的使用，是否有人监
管，又能如何做到妥善监管？对
于中国公益界来说，这确实是一
个不小的考验。

青年报记者了解到，此次
“9·9公益日”在腾讯乐捐平台上
线筹款的所有项目均由具公募
资质的基金会等机构认领，网友
的捐款不会直接进入项目发起
机构或个人的账户，而是由公募
机构接收。在项目结束筹款后，
公募机构将资金一次性或分批
拨付给项目执行机构，并监督资
金的使用，要求执行机构通过乐
捐平台反馈项目进度，公开捐款
使用情况，提交结项报告，接受
社会监督。

不过，即便官方如此表态，
还是有不少圈内圈外的人士表
示担忧，担心一些趁机“浑水摸
鱼”通过假捐等方式骗取配捐
份额的机构不好好执行项目。
另一方面，一些项目执行方案
不够完善，预算不够合理，项目
执行能力不强，但在此次募捐
活动中获得大量捐款，面临社
会资源被浪费的风险。对此，
业内人士表示，作为项目认领
和捐款监管一方的公募机构，
责任非常重大，必须严格监
管。“现在很多机构还没有如何
对善款进行监管的详细方案对
外公布，希望公众的爱心不会
得到辜负。”

当各公益组织因“9·9公益
日”而在朋友圈内为自己的募
捐项目疯狂刷屏的同时，记者
注意到，也有不同的声音开始
冒出来。

有网友表示，反对公益组
织扎堆进行如此大范围、高密
度、集中式的募捐，认为如此
行径就是一种“要挟”，“有人
反复在一些公共群空间里劝
募，只要给捐钱，就觉得他是
好人，不捐的就是另一种形
象。对公众而言就是‘强盗行
为’，过度消耗公众的善心，换
取短期的资金，是与公益领域
一直倡导的可持续常态化捐
赠相背离的。”

还 有 业 内 人 士 表 示 ，很

多 公 益 组 织 所 发 起 的 募 捐
项 目 根 本 不 在 其 所 专 注 的
公 益 领 域 ，显 得 不 伦 不 类 ，
对于项目介绍浮于表面，这
是公益组织急功近利、倒退
的表现。

公益人杜兴强认为，从新
浪微公益到腾讯乐捐，互联网
公益模式的兴起给中国公益组
织带来了新的筹资渠道与方
式，社交化、透明化、筹资+传播
的组织形式，让民间公益组织
看到了希望与曙光。谈及公众
小额筹款运作，免费午餐当属
代表性项目了，捐赠3元钱就可
以让乡村学校的孩子吃上一顿
午饭，据免费午餐财务资料显
示，2014年筹款收入中个人小

额捐赠占比67%，创造了公益纪
录。

依靠微信群、朋友圈发起
的腾讯乐捐平台，无疑让小额
筹资变得更方便、更透明，这种
强关系式的劝募渠道似乎让公
益组织的信任度有所增强了，
从信任个人推及信任他所在的
组织或项目。

“但凡事过犹不及，圈内称
‘杀熟’。就个人来讲，我从不
反对通过朋友圈筹资，但集团
化、集中式、频繁性的微信筹资
无疑是朋友圈的一场‘浩劫’，
似乎违背了我们一直所倡导的
捐赠自愿原则，捐与不捐，都可
能会让心情纠结，频繁的刷屏
也必定会带来负面效应。”杜兴

强说。
此次活动的深度参与者，

才让多吉表示，“9·9公益日”注
定是要给中国的公益发展带来
变化，9999万元的配捐善款，既
让一些机构在公益的社会参与
方面做了很多尝试，也让一些
机构打开了自己的“潘朵拉”。
这后面呈现出来的是“自然法
则”对公益组织生态的侵蚀和
冲击，技术和资本的引导，给有
人、有钱、有社会动员能力的公
益组织带来的权力，以及这种
没有约束的权力对人性、组织
竞争、筹款伦理、契约精神等等
的社会性影响，这些影响也许
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有所明
晰。

“9·9公益日”最大的亮点
就是“配捐”，腾讯公益对外宣
称，“你捐一块，腾讯捐一块。
你捐一万，腾讯捐一万”，并以
此带动公益圈的大多数进入了

“超级热情”模式。9月7日零点
“9·9公益日”开始，仅二十分钟
左右，腾讯公益就配捐出善款
两千万，大量5000元、10000元
的单笔捐款从后台涌出。这也

“逼”得腾讯不得不两次修改规
则，确保项目朝着最初设定的
目标——“鼓励更多的人参与
公益”的方向发展。

9月7日零时，“9·9公益日”
1：1配捐活动开始。5分钟，完
成配捐超500万。15分钟，配捐
1000 万元。2 小时，配捐 2000

万元。如此热度，很多网友戏
称这是要当天就配捐完9999万
的节奏。腾讯公益不得不于凌
晨更改规则，每天配捐3333万
元，配完即止。当天上午10点，
7日的3333万元配捐额度就宣
告全部用完。

不少公益机构也比较郁
闷，由于没有“熬夜”，很多爱心
人士在平台上捐了款，但是本
来以为会有的配捐因为已经宣
告当天限额用完，没了。

于是，7日下午16:30，腾讯
再次修改了规则，向公众公
布。首先，9月8日和9月9日，
单人每天最高配捐额度将设为
999元，即一个用户一天无论捐
多少，一天最高可获配捐总额

为 999 元，会在用户捐款前提
醒。其次，9月8日和9月9日均
从零点调整为早上9点开始配
捐，每天的上限为 3333 万元。
如果9月8日当天的3333万元
未配捐完，将累计到9月9日当
天的配捐额中。改变规则的目
的很明确，就是为了鼓励更多
人了解和参与公益。

记者在之后的采访中了解
到，原来在“9·9公益日”开始之
前，不少公益机构就已经提前
联系好了一些大额捐赠者。数
据显示，最高一笔捐款达4.5万
元，单个项目获得的配捐最高
达200多万。这种情况下，为数
不多的大额捐赠者占用了过多
的配捐额度，使得大量的小额

捐赠者得不到配捐，在一定程
度上可能会影响其参与积极
性。变更规则后，则可以鼓励
更多小额捐赠者加入，扩大参
与范围，让更多人有机会了解
和支持公益。1个人捐1万，跟
1万个人各捐1元相比，社会意
义是不一样的。

修改规则后，由于每位用户
一天最高只能得到999元的配
捐，也更能考验公益机构的资源
动员能力。为完成筹款目标，公
益机构必须寻找更多小额捐赠
者，这时公益机构的传播和劝募
能力便成为决定性因素。显然，
了解和支持自己的人越多，越有
利于公益机构日后工作的开展
和社会影响力的提升。

担忧沦为“富人的游戏”腾讯多次修改规则

高密度集中劝捐 担忧背离可持续常态化捐赠

大范围、高密度、集中劝捐是否可持续？

9999万元配捐热
背后的冷思考

第一天，3333万9小时43分配捐结束，第二天，3333万4小时41分配捐结束；第三天，3333万3小
时零十分配捐结束……“9.9公益日”已经结束了，但是让中国公益界沸腾的余温依旧存在着。网友1.2
亿多的捐赠，腾讯9999万元的配捐，这一数字的实现并不是一帆风顺，中间经历了腾讯“无奈”的多次
规则修改，也引发了社会的种种质疑声。 青年报记者 陈诗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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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公益日”3日捐款总额
超亿元人民币。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吴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