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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调查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现状

网页背后那个人值得施援手吗？
德云社相声演员吴帅在水滴筹上众筹百万治病的事闹得沸沸扬扬，连续发酵了好

几天。“有房有车”“郭德纲徒弟”这样的字眼，更引起公众关注。页面背后的那个人真的
值得施以援手吗？昨天，青年报记者进行了暗访，了解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背后的故
事。事实上，早在去年10月，在民政部名录内的数家平台就发起了行业自律公约，《个
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自律公约（1.0 版）》曾“约法六章（34条）”，倡议将联合加强
个人大病求助的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监督，建立健全责任追溯机制，打击防范恶意
筹款现象。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昨天下午，青年报记者在民政
部网站上找到了《民政部关于发布
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
台名录的公告》，水滴公益（北京水
滴互保科技有限公司）属于民政部
公布的20家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
之一。

随后，记者下载了“水滴筹”
APP，以患者“朱某某”的名义，发起
了目标金额100万的筹款计划。打
开筹款界面，记者发现为了方便筹
款，系统特意在筹款标题旁写了一
个“怎么写好标题？”的说明，当记
者输入了年龄、城市、疾病种类等
关键信息后，系统自动生成了一个
求助说明。“非常感谢各位好心人
在忙碌中打开这封求助信，也恳请

大家耐心读完。她叫朱某某，今年
XX岁，来自北京，平日里她积极向
上，热爱生活，对家人关爱，对朋友
关心，未来本一片光明，然而好人
总是多灾多难，那天被医生诊断为
XXX病……”

在经过手机号码验证后，进入
了验证的第二道大关，就是填写患
者的身份证号码。还需要填写筹
款金额50万元以上原因说明（包括
病情状况、预期医疗花费、自身可
承担的费用等）。最后，还需要上
传一张患者接受治疗的医疗材料
（需要有患者姓名且图片清晰），需
要有诊断证明、病案首页、住院证
明、检查报告等（任选其一）。最后
一项是是否建档立卡贫困户，这项

属于选填。
如果说第一道关卡完全无需

验证真伪的话，那么第二道则需提
供相关医疗材料作为佐证。在采
访中，有业内人士透露说，要过第
二道关卡也并非不可能。如果有
不法分子要诈捐，可以通过购买假
病例蒙混过关。甚至还有的不法
分子抱团互相证明病情。这就给
诈捐提供了可能性。

昨天下午记者在淘宝上甚至
还搜到了一家水滴求助文代写的
淘宝链接。但到了当晚，该链接
被删除。记者拨打了水滴筹公关
的电话，并发去了提纲。但直至
截稿前，该平台没有对相关问题
给予回复。

随后，记者又联系上了另一位
业内人士，谈及公众对吴帅有房有
车还能申请筹款的质疑，这位人士
表示，自己近期有关注相关报道，
最近的水滴筹声明中提到已和医
院核实患者病情，并会根据家属提
供的医疗证明进行拨付，剩余款项
将原路退还赠与人。“我没有在水
滴筹上发起过项目，不了解具体操
作流程。不过，我留意到在其《用
户协议》中特别提示的相关内容：
平台仅为发起人、求助人与赠与人
之间的筹款提供平台网络空间、技
术服务……”

对方表示，民政部相继公布了
《公开募捐平台服务管理办法》和
《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慈
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
两项行业标准。这几年中国的互
联网慈善募捐越来越多元化，也在
不断规范中。但是在网络慈善募
捐实践中仍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和
争议，希望可以通过典型案例对慈
善组织和公众进行指导。

一家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的

相关人士给记者发来了《个人大病
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倡议书》。据
对方透露，早在去年10月，三家平
台就发起了行业内的自律公约。
该自律公约倡议：

“求助发起人须按平台规定，提
交发起人及患者身份信息、患者所
在医疗机构开具的医疗证明等真实
材料，经平台审核通过后，求助项目
方可上线和生成筹款链接。求助人
对个人及家庭经济状况要真实、全
面、客观地进行说明（主要是工资收
入、房产、车辆、金融资产、医疗保
险等信息），并可提供证明材料，也
可邀请第三方协助佐证。”

“建立健全责任追溯机制，打击
防范恶意筹款现象，对涉嫌诈骗、诈
捐等违法违规行为，平台应立即冻
结筹款、终止项目、启动核查、协助
赠与人依法维护权利，直至向法院
起诉，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积极
配合有权机关进行调查处理。”

“建立失信筹款人黑名单。平
台应对涉及编造或夸大求助信息、
隐瞒个人财产信息、制造假病历、

不当挪用医疗款等行为的恶意筹
款人，以黑名单形式进行公示，并
持续更新……并视情上报相关政
府部门以及征信机构。”

联劝网是2016年民政部指定
的第一批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
捐信息平台之一。市场总监曹海
燕昨天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在问及如何筹款，如何审核受赠机
构的资质，防止诈捐现象时，曹海
燕表示，他们的直接合作方为具有
公募资质的机构。通过平台筹集
的善款也是直接到公募机构账户，
平台不留一分钱。平台和公募方
共同审核确保筹款项目和活动真
实有效，并按计划实施，反馈。公募
机构注册需要先签订协议，然后在
线申请账号并需上传相应的资质文
件：三合一营业执照和公募资质证
明，经查验审核后方注册成功。作
为项目的执行方，非公募机构或企
业需要先和公募机构签订协议后，
方可在联劝网注册，同样需要上传
资质证明通过审核，确保其为合法
的机构。

建立审核机制
核实基本事实

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长期从

事慈善公益实务和研究工作的资深

律师马仲器点评说，《慈善法》所调整

的关系涉及捐赠人、受赠人、受益人、

志愿者的关系。吴帅众筹事件不是

捐赠者、受赠人，受益人这三者的关

系，而是民间的人与人之间互助互济

的赠与关系，该关系不受《慈善法》调

整。从某种意义上说，民间赠与是合

同关系。受《合同法》和《民法》调

整。赠与关系不是单向的，需要该事

件中的吴帅本人同意，接受赠与，这

一法律关系才成立。假设本人没同

意，赠与合同便没有成立。

马仲器指出，水滴筹虽然是一个

平台，但也应该建立审核机制，核实

是否患者的情况确有其事。平台有

核实基本事实的责任。当然，相关政

府部门、行业协会也要依法进行监督

和管理。“当然，我们也提倡非慈善组

织的其他组织开展慈善行为，鼓励提

倡公民互助互帮。前提是依法赠与，

依法行善。”

童潇建议说，现在大数据科技很

发达，可以利用起来，比如大病发生

了治疗大概要多少钱，可以给出一个

大概的金额，那么在筹款时发起者可

以参考下，这一信息也可以和互联网

募捐平台形成信息共享。当然，毕竟

资源是有限的，建议只有当患大病者

实在能力不济，无法继续看病的情况

下再发起捐赠。

记者在身边随机做了一个小
调查，用过轻松筹、水滴筹的网友
不在少数，不少人表示捐过钱。白
领唐小姐透露说，自己的一位初中
同学是乳腺癌晚期患者，她老公曾
在水滴筹上发起过筹款，提交了很
多证明材料。

对于是否会发生诈捐的情
况。唐小姐表示，不排除会有个别
诈捐情况，但她个人觉得上面发起
的筹款大部分应该是靠谱的。“至
少目前我圈子里的人发起的筹款
都是真实的。只有当我认识一个
人时，或者看到认识的朋友捐款了

才会考虑捐款。”
一家社会组织的负责人范女

士表示，自己都是看到靠谱朋友
转发的链接才捐款，但没有自己
去亲自确认过信息真实性。“反正
每次捐得不多，所以也不会特别
在意。”

求助说明有模板 两道关卡验证真伪

不少网友曾捐过钱 捐的不多并未核实

调查

行业曾发起《倡议书》隐瞒个人财产信息会上黑名单

业内反响

专家点评

昨天下午，青年报记者搜索到一家爱心求助文代写
的网购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