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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

借助网络社交平台，网络慈善的社交属性也正悄然生长

从低调成长到日长夜大 互联网公益社交时代来临
互联网与公益慈善结合要早于它和现代制造

业、物流业等产业的结合。青年报记者调查发现，经
过前两年韬光养晦般地低调成长，在近期呈现了从
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式发展。同时，借助网络社交平
台，网络慈善的社交属性也正在疯狂生长。有数据
显示，微信、微博等网络社交平台让年度捐赠人数和
金额都实现了10倍增长，专家表示，中国正在进入
公益社交时代。

本版撰文 青年报记者 陈诗松

上个月，第二届世界互联
网大会在浙江省乌镇拉开帷
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
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在
演讲中，习近平主席强调在十
三五时期，中国将大力实施网
络强国战略和国家大数据战
略，发展积极向上的网络文
化，拓展网络经济空间，促进
互联网和经济社会融合发
展。实际上，随着信息技术
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已经成
为整个社会生活、生产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它深刻改变
了并将进一步改变中国社会
的组织方式。

据统计，全国网民数量高
达6.68亿，移动互联网用户达
到5.94亿。越来越多的人凭
借互联网展开自己的学习、
工作和日常生活，在这种形
势下，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

作报告中提出要制定互联
网+行动计划，以推动各行业
的创新发展。

事实上，互联网与公益慈
善结合要早于它和现代制造
业、物流业等产业的结合。在
近日由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上
海社会科学院等主办的2015
年上海慈善论坛上，有专家指
出，从2007 年开始，支付宝、
财富通等第三方网络支付平
台已经开始进入公益慈善领
域，它们的应用改变了慈善机
构只能依赖于银行汇款和募
捐的传统模式，降低了筹款门
槛，便利了民众捐赠。2013
年起，凭借微信、微博等网络
社交平台，公益慈善传播的速
度得到极大提高，传播成本极
大降低，互联网在善款支付、
善面传播这两方面助力，快速
推动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

互联网与慈善结合早于众多产业

微信、微博让捐赠实现10倍增长

身边捐赠将成未来捐赠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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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了解到，有统
计表明，网络支付平台在2007
年使用让我国年度捐赠人数
达到百万量级，捐赠金额达到
千万量级。微信、微博等网络
社交红利让这两个指标实现
了10倍增长，年度捐赠人数
达到千万量级，年度捐赠达到
亿元的量级。2014 年度，中
国慈善捐赠报告显示，2014
年，新浪公益、腾讯公益、支付
宝公益三大平台和淘宝公益
店铺募集到善款达到 4.28
亿。互联网捐赠具有的便利、
透明、安全、互动与体验性强
等优势，显著强化了民众的捐
赠意识。

更值得关注的是，互联网
进一步改变公益项目的运作
模式，互联网在连接公益需求
和公益资源方面，促进公益慈
善机构专业化发展方面，也发
挥了积极作用。受限制于地
理、物理区隔，传统公益慈善
方式常常面临资源与需求难
以匹配的问题，捐赠人找不到

好的公益项目，好的公益项目
找不到捐赠，有需要的人得不
到公益救助，互联网和公益结
合缓解了这个问题，它使得捐
赠人的捐赠意愿，求助人的慈
善需求和慈善机构的公益项
目三方能够良好地衔接，并以
合理的方式把宝贵的慈善资
源递送给最需要的人，提升的
公益的专业性。

过去几年来，有些专业
慈善机构开始探索运用互联
网技术转变公益项目的实施
模式，他们找到了利用互联
网技术便利，有需要的个体
求助，有捐赠意愿的人捐赠
的办法，不少机构把线上捐
赠平台和线下公益企业相结
合，促进了捐赠方与受捐方
的互动，带动了筹款、公益项
目设计，实施和评估公益各
环节的专业化发展。包括上
海市慈善基金会在内，诸多
传统慈善机构，都在积极探
索互联网背景下的公益创新
问题。

如今，通过微信、QQ或电脑
pc 端，互联网筹款正在迅猛生
长。与此同时，窦瑞刚表示，通
过互联网真正筹到多少钱是一
方面，但同时也在不断发挥互
联网本身最核心的一个职能，
即它是一个社交平台，“在筹款
同时对你的项目，对你的机构
进行传播。”

尤其是随着微信朋友圈以
及平台开发的“一起捐”这样的
项目，人们最后发现，“一起捐”
通过朋友圈的力量，最终实现了
让公益进入移动社交公益时
代，产生了更多基于熟人之间
的捐募。“我不知道这个项目到
底好和坏，我知道好朋友捐了，
所以我就捐了。所以微信‘一
起捐’，更多是让每个人网友都
成为我们项目和机构的自愿的
筹款员。”

窦瑞刚表示，在未来，特别
想继续为公益组织提供互联网+
的解决方案，同时也在吸引更多

的企业参与到捐款平台中。比
如说微信运动，微信运动就是把
网友健康和运动，以及和捐赠结
合起来的项目，很短时间内就获
得很多网友的支持。通过微信
运动捐出来的钱在4个月已经
超过5000万。“那个钱是虚拟的
捐赠，比如说有一个大企业给上
海基金会想捐1000万，他也希
望个捐赠能够被更多的公众认
知，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平
台，通过微信运动网友参与的方
式，实际上让更多的网友参与到
1000万捐赠的分享过程中，同时
也为捐赠企业和组织进行品牌
回报的体现，基本上微信运动主
要是这么一个功能。”

不得不提的是，“99公益日”
有2053万人捐款，捐了1.27亿，
通过“一起捐”为这个项目自发
动员有86万人次。青年报记者
看到，“一起捐”有各种各样的项
目，有规模很小，也有很大的项
目，包括比较感人的，通过99公

益日有99岁抗日老兵和他四散
多年的家人联系上，包括国外的
很多爱心人士也参与进来。“从
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在三天时
间里面，有 95 家公募组织，有
2178 个项目，其中扶贫救灾类
项目和疾病救助类占据40%，我
们越来越深刻地认为，其实互联
网+公益除了推动社交公益，就
是基于朋友圈、基于社交圈，基
于熟人之间信任的推荐，真正
让人人参与成为一个可能，这
是一个趋势。”

窦瑞刚表示，另外一个很重
要的趋势，就是互联网+公益真
的是让李克强总理提出来的救
急难成为一个可能。“就是让普
通民众在遭遇到突发性意外的
时候，有一个‘管道’能把他呼救
的声音通过互联网平台传递出
去。互联网+公益另外一个价
值，真正为普通的草根民众提供
了一个向社会呼救的通道，成为
救急难主要的管道。”

“互联网+最大的亮点就是克

服了传统基金会，传统公益募捐

的一些无法落实的创意，比如说

传统募捐一块钱跑到办公室填写

发票，年轻人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所以互联网+慈善首先带来一个

低成本，青年人乐于参与，非常地

透明。”对此，上海社会科学院社

会学所长杨雄教授表示，确实已

经到了社交公益时代，“比如通过

我们微信运动，让无数节点的青

年人非常高兴地参与到这样一个

社交的公益事业来。”

杨雄教授表示，中国还是一

个熟人社会，“朋友圈你捐了，我

也捐，我对朋友的信任肯定是一

个很好的东西。这是互联网+慈

善时代巨大的突破。”此外，互联

网筹款的创新也真正做到了人人

慈善的目的。

“10 年以前我们开会的时候

都在讨论，世界上的公益募捐有

几个特点。第一个是小额，不像

我们1千万、一个亿在中央电视台

都是在央企，这个不是世界流

向。世界流向就是平民的捐赠，

小额的捐赠，身边的社区的捐赠，

这才是世界主流。例如儿慈会的

小额捐赠，个人捐赠后来翻转成

70%，就是一个趋势，企业退到配

角，这就配合了很多基金会未来

的发展战略，就是平民捐赠，小额

捐赠，身边捐赠。而且在互联网

时代，大部分是年轻人，中国人公

益发展一定要吸引年轻人，互联

网就给它提供非常好的社交平

台，真正做到人人公益。”杨雄教

授说。

挖掘互联网核心职能 进入移动社交公益时代韬光养晦 去年起互联网筹资出现飞跃式发展
互联网筹资虽然从2007年

就开始有不少基金会和公益机构
开始试水，但是真正成气候还是
在这几年，并且呈现出了井喷式
的发展态势。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
会副秘书长姜莹告诉青年报记
者，该基金会这几年的筹资之路
就是这样的“走势”。最先开始创
建时，捐款比例中是企业筹资高
居不下，遥遥领先。随后在2013
年和2014年，开始发生了一些变
化，公众筹款首次超过企业筹
款。而在2015年这一年时间，个
人筹资，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公众
筹资已经达到78%，其中个人筹
资包括网络，这也是整个儿慈会
历史最高一年的个人筹资，在去
年1.8亿筹款中，有78%已经来自
于公众的筹资。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巨大变
化？姜莹表示，纵观一下儿慈会
互联网筹资的数字，数额变化也
正像目前中国互联网的整个筹资

变化。
“我们在 2011 年开始布局

整个基金会的互联网筹资，那一
年也跟腾讯、阿里，包括新浪产
生了很多合作，在那一天我认识
了窦瑞刚秘书长，当时我们在深
圳谈这个事情。5年过去，这几
年每一年数字都在不断翻倍。”
据透露，儿慈会 2012 年进行互
联网筹资统计，占到那一年筹资
量8%。2013年筹资1.533万，占
基金会筹资的 21%。2014 年的
时候，又一次创新新高，在那年
筹资过了2800多万，占到那一年
的30%。

如今，在儿慈会互联网筹资
当中，网络筹款比例不仅过了
50%，已经而且达到62%。“在1.8
亿左右善款里面，我们有1.1亿
都是来源于互联网。我们其他
渠道是6000多万，包括我们线下
渠道，包括企业筹资渠道。互联
网筹资已经是首次突破了整个
儿慈会筹资50%。这一次又是给

了我很大一个震惊，互联网已经
深深影响到我们中华儿慈会。”
姜莹说。

更显著的例子非腾讯基金会
莫属。这家 2007 年 6 月份在民
政部注册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
也是中国互联网企业成立的第
一家基金会。自腾讯公益平台
那年6月上线以来，筹集第一个
10万元用了半年时间，第一个1
个亿用了5年时间，第二个亿用
了 19 个月，第 3 个亿用了 7 个
月，第4个亿只用了3个月。

在去年的“99 公益日”，仅
用 3 天时间就达到了捐赠额
1.27 亿的数字，总捐赠额突破
了 7 亿元。“这个和我们电子商
务发展有密切相关，如今，所有
的公益筹款项目均同步在PC端
和手机端，以及 H5 页面。回顾
这8年来的捐赠数据，能明显看
到是一个加速度的趋势。”腾讯
公益慈善基金会执行秘书长窦
瑞刚说。

将是对各个管理环节的综合考量
除了公信力，通过互联网

进行公众筹资也是对一家基
金会各个管理环节的综合考
量。资深从业者告诉青年报
记者，在互联网筹资当中，并
不仅仅只有平台运营同事才
能完成，“我们每一次互联网
或者每一笔互联网筹资上面
都有我们财务同事的辛勤努
力，因此要不断把小额的账
进行不断分账，同时还有项
目人员每一次汗水和努力，
要把善款投入到项目当中。
每一次互联网筹资，无论大

家看到我们数字有多大，都
是对我们整个基金会每个管
理 环 节 综 合 考 量 ，缺 一 不
可。赢得公众对重要就是唯
有态度和专业。”

专家表示，上海很多基金
会现在都会拥有很多规范性
的项目，规范性项目永远是筹
资的第一生产力，没有好的公
益项目不可能走向公众。“同
时，互联网筹资还要注重讲好
故事和找对人。要把我们这
些烦琐的‘公益书’翻译成公
众听得懂的语言。”

互联网+公益，为中国公益
慈善事业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
机会，成为促进传统公益慈善
变革的潜在动力。但上海社会
科学院院长王战教授表示，要
清醒地看到，要把这种机会和
潜在动力利用好，并把它转化
为推动公益事业发展的实际动
力，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还有
很多工作需要去做。

上个月，美国亚洲基金会
高级顾问在北京披露了一个数
据，表示今年美国的网络捐赠
数额占到总的公益捐赠数额的
10%，而且还在快速增长。“相比
之下，中国网络捐赠行为虽然日
益增多，但捐赠总额较低，网络
捐赠占公益捐赠总额不到1%。
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互联网在
我国公益慈善捐赠方面的作用
发挥得还远远不够，并且发展速
度也较慢。”王战表示，我国网络
公益发展过程中还出现了缺乏
规范的问题，有些人通过网络募

捐获得善款使用缺乏规范，有的
甚至善款不善用，极个别慈善机
构通过网络募捐获得的善款数
量使用情况等信息未公开，或公
开的信息不完整，不准确，所有
这些都会损害网络公益的公信
力，会影响公益慈善事业的健康
发展。

“面对势不可当的互联网+
时代潮流，我们认为公益慈善
事业的发展一定要善用互联网
提供的机会，并对发展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进行有效应对。”王
战表示，同时要充分认识在推
进公益慈善发展方面的积极作
用，不断加强网络公益宣传，要
建构安全、便捷的网络公益平
台。进一步便利民众的慈善捐
赠，要善用互联网思维优化公
益项目设计，实现传统公益慈
善机构的创新发展，要十分珍
惜网络公益已有的社会公信
力，完善有效监管网络公益的
办法。

网络公益公信力面临挑战
亟须完善有效的监管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