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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业界

公益行动
gongyixingdong

jujiao
聚焦

中国慈善联合会数据显示，2017年
至2019年，我国接收境内外款物捐赠呈
持续上升趋势，分别为 1499.86 亿元、
1624.15亿元和1701.44亿元（均为人民
币）。随着慈善事业规模逐渐壮大，困扰
慈善业界的一个基础性问题是，究竟是
哪部分公众在向慈善事业捐赠？

由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资
助、基金会中心网统筹协调的中国公众
捐款研究项目，从2018年底开始，经
过两年的努力，综合来自北京、浙江、
吉林、江西、四川、甘肃六地的抽样调
查数据以及京沪浙等地5个机构和平台
的案例，对公众捐款特征及其文化内涵
进行了全面扫描，于近期发布了新书
《中国公众捐款》。

据悉，这是我国首次针对公众捐款
开展的大规模专题研究，回答了“谁在
捐、怎么捐、捐给谁”的问题。

谁在为慈善捐赠？

2016年至2018年间，39.31%的公
众捐过款，32.54%的公众在2018年度
捐过款。平均每年捐款额度为 109.39
元，捐款次数为1.04次。如果按此比例
进行统计学推算，2018年中国公众捐款
总额为1526.35亿元。该额度与中国慈
善联合会的统计数据相差较大，研究团
队指出，这可能是因为由于本次统计的
捐款中，较大比例的部分来自个人互助。

从年平均捐款额就能发现，公众捐
款以小额捐赠为主。《中国公众捐款》
显示，在已捐款的被调查中，30.08%
的捐款者年平均捐款额为 50 元及以
下；55.41%的捐款者年平均捐款额为
100元及以下；只有9.63%的捐款者年
平均捐款额超500元。

一个值得注意的角度是，公众的教
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捐款。统计结果
还显示：“随着职业身份的日益多样
化，相对于单位动员性捐款而言，自主
性捐款有了更多成长空间。”

另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收入与公
众捐款数量显著相关。与中高收入群体
相比，低收入群体捐款占收入比重最
高。随着收入的增加，这一比重逐渐下
降。然而，等到收入增加到一定规模
时，该比重又再次上升。

调查也显示，不少受访者有志愿服
务的经历，个人捐款和志愿者经历高度

正相关，志愿服务与慈善捐赠相互强
化。首先，从人群比例来看，志愿者群
体捐款比例比非志愿者群体高出两成；
其次，从捐款频次来看，志愿者过去一
年的平均捐款频次比非志愿者约高出
0.5次；再次，从捐款金额来看，志愿
者过去一年的捐款数量要比非志愿者高
出200余元，高出了八成左右。

研究表明，公众对慈善组织的信任
直接影响到慈善捐款行为、捐款数量、
捐款领域和捐款行为，信任程度越高，
就越会直接向慈善组织捐款，也更加倾
向于选择定期自动扣款，这也说明了慈
善组织公信力的重要性。

公众为什么要捐款？对已捐款公众
调查显示，捐款者对捐款环境的满意度
要高于非捐款人。研究团队认为，内在
价值的实现是公众捐款最重要动因。对
于非捐款人来说，他们往往强调自身经
济条件、身边氛围的影响。因而，公众
捐款的政策、组织、交往圈等环境亟须
改善。同时，提升慈善透明度与可信
度、加大倡导力度是促进公众捐款的有
效途径。

捐到哪？捐给谁？

给网络互助平台捐款是中国公众捐
款的主要方式。55.5%的公众倾向于通
过轻松筹、水滴筹等网络个人求助与互
助平台进行捐款。此外，选择向受益人
直接进行捐款方式的比例接近1/3，而
向慈善组织直接进行捐款的比例较少。

公众捐款前3位的受益对象人群分
别是儿童青少年、残疾人和老年人。其
中，儿童青少年作为受益人对象的比例
（41.4%）超过其他各类别之和。公众捐
款的受益对象多数为陌生人（59.9%），
但面向熟人捐款的比例仍高达31.6%。

医疗健康、减灾与救灾、扶贫与发
展是2018年度公众捐款最多的三大领
域。从捐款领域的比例分布来看，中国
公众捐款带有较强的救济扶贫取向，偏
重于生存和救助性而非发展性的需求回
应，这与国际上公众捐赠行为取向有较
为明显的差异。

“公众捐款带有很强的救济扶弱取
向，偏重于生存和救助性而非发展性的
需求回应。”调研团队负责人表示，“现
代慈善和互联网慈善中依然流淌着大量
基础慈善和互助的古老基因。因此，慈

善文化也是横亘在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
面前有待发掘的宝藏。”

研究者敏锐地注意到，互助保险可
能对公众慈善捐款形成挤出效应。以广
东省汕头市存心慈善会为例，该机构善
款收入从 2010年的 1434万元增长至
2017年的 4506万元，然而，自 2016
年该机构与轻松筹合作发起互助性的

“存心筹”以来，一些其他项目的善款
收入明显下降。

公众不太关心“捐之后”

2020年腾讯“99公益日”期间，
腾讯公益平台共完成筹款 23.2 亿元，
捐款人次达5780万余次。毫无疑问，
互联网已成为公众捐款的主要渠道。此
次调查也显示，尽管相当比例的公众愿
意直接捐给受益人（选择“直接捐给受
益人”的受访者占32.4%），但也是通
过社交媒体的方式来实现。

《中国公众捐款》 指出：“一般而
言，捐款的规律性越强，慈善事业越稳
定。例如，月捐人数越多，说明组织黏
性越强。组织黏性越强，对组织化慈善
的支撑能力越强。”然而，调查发现，
大部分被访者捐款行为的规律较弱，仅
有1.9%和1.1%的被访者分别表示每季
度都捐和每月都捐。

2017年至2019年间，环保公益机
构自然之友尝试探索定期定额的月捐模
式，努力让月捐人数突破了1000人，
然而月捐额度在机构善款收入结构中占
比仍然不高。2018年，自然之友的年
度总收入为991.36万元，其中，公众
捐款额为98.07万元，而月捐额度不到
29.8万元。

上海联劝网是民政部指定的首批慈
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之一。截至
2019年2月，该平台的捐款人达到60
万人。平台有项目、活动、月捐三大核
心捐款板块，但88%的捐款流向的是

“活动”。
研究团队指出，仅有16%的受访

者选择“直接捐款给慈善组织”。这说
明慈善组织及其公益项目与公众之间仍
有一定的距离。

值得注意的是，公众对善款后续使
用情况关心度并不高。调查显示51.1%
的捐款者在捐款后不会特别关注后续信
息。仅有3%的捐款者表示会主动搜寻
各类求助或募款信息，65%的人从不主
动搜寻，也就是说，捐款行为大部分都
是基于被动或偶然接收到相关信息才出
现的。《报告》也认为：“捐款者、受赠
机构、受益人之间的纽带和良性循环仍
比较脆弱，培育理性的公众捐款依然任
重道远。”

《中国公众捐款》近日发布——

公众捐款偏救济“理性捐赠”需培育
本报记者 顾磊

民政部近期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
好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有关工作的通
知》，扩大了保障对象范围，并要求

“确保符合条件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应
保尽保”。

在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帮扶方面，社
会组织正在形成助力。长沙市岳麓区大
爱无疆公益文化促进会的品牌公益项目

“逆风飞翔·事实孤儿同行计划”目前
已覆盖湖南省多个县（市、区），服务
着近1600名孩子。

项目服务的孩子中，有10％左右
的受助对象是政策文件界定范围内且在
享有政策保障后家庭年经济收入减去年
支出数额不超过1万元的事实无人抚养
儿童；另外约90％的受助对象目前尚
在政策保障之外，是父母一方去世，另
一方因再婚或特重大精神疾病无法履行
或放弃履行抚养义务的儿童。可以说，
在政策尚未或难以覆盖的地方，项目提
供了精准补充。

“逆风飞翔·事实孤儿同行计划”
如何从一个区走向全市乃至全省？其专
业方法与经验是否有可供学习与借鉴之
处？记者专访了该机构秘书长康勇忠。

记者：如何从一家机构做到解决岳
麓区全区问题？

康勇忠：大爱无疆使命清晰，专注
于帮扶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尝试真正地
解决问题。项目依托民政、共青团、妇
联等部门开展，节省了成本与资源，容
易取得成效并得到推广。

我们以区县为单位逐步推进，例如
对岳麓区在服务范围内的孩子实现全覆
盖后，我们才开始做另一个区县。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有四大类。我们
重点选择其中父亲去世，母亲改嫁或者
失踪、失联的这一类，精准服务，做出

成效。
从项目设计来看，我们最开始做助

学，后来逐渐调整为陪伴孩子成长。这
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项目目标升级为培
养孩子独立人格与融入社会的能力，得
到普遍认可，这也是项目得以在岳麓区
全区铺开并产生成效的主要原因。

记者：项目扩大规模的主要方法与
经验是什么？

康勇忠：在岳麓区做完以后，我们逐
步在长沙市开福区、芙蓉区、雨花区、天
心区实现全覆盖。当项目往省内其他区
县扩展时，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团队去
当地执行项目缺乏动员当地资源的能
力，执行成本也很高。我们调整策略，尝

试寻找当地公益伙伴机构合作。
我们与浏阳市、娄底市新化县的两

个伙伴团队合作了两年。我们负责技
术，他们负责项目执行，成效显著。当
我们后来在全省招募伙伴机构做规模化
推进时，采用的都是这种合作模式。

随着业务在各地逐渐铺开，我们发
现仅仅提供项目和技术支持还不够，开
始支持伙伴机构开展4个方面的能力建
设：机构规范管理、项目专业执行、项
目品牌与筹款能力、财务管理。同时，
我们还提供了筹款配资等方面的激励。
公益伙伴机构的执行能力逐渐有了明显
提升。

2018年，我们加入由南都公益基

金会等多家公益机构联合共建的好公益
平台，在平台技术支持及中国扶贫基金
会的资金支持下，目前我们在省内25
个县（市、区）有了合作伙伴。

在项目规模化推广时，我们体会
到，不能简单地采用“我们拿出项目、
资金和技术，当地机构只负责执行”的

“帮运工模式”——如果有一天我们的
能力跟不上了，当地伙伴们就难以执行
项目，服务可能会中断。我们希望通过
项目在当地培养出一支成熟的公益团
队，具备自我造血和专业执行的能力，
哪怕我们撤出了，他们也能够继续服务
好当地的孩子。

记者：项目推广过程中，如何得到
更多外部助力和支持？

康勇忠：在全省规模化推广过程
中，有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是政策倡
导。比如，湖南省政协常委、长沙市政
协副主席张庆和连续5年撰写相关提案
被媒体报道，我们的项目在全省的影响
力得到了有效提升。在规模化推广的过
程中，也得到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理解
和支持。

我们与政府部门保持联动。比如，
我们去某地开展项目，一般都是在当地
民政部门提供的困境儿童名单上进行筛
选和走访，这节约了执行成本。团队开
展走访、款物发放和陪伴等工作时，与
各地共青团组织合作，当地团委的干部
会带志愿者去孩子家里，既节约了时间
成本，又让服务对象增加了对我们的信
任度。

记者：当前，事实孤儿服务领域的
公益服务是否不足？

康勇忠：从全国范围来看，业务涉
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服务的机构不多，
专注于提供该类服务的机构就更少。从
成长的角度来看，孩子所处的家庭环境
不一样，其心理问题、表现特征和需求
也不一样，因而需要专门的服务方法。
我认为，针对困境儿童的服务应该细分
领域，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提供精准服
务。

此外，专注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服务
的公益机构专业能力也严重不足。今年
开始，我们将为全国范围内的伙伴提供
技术支持，帮助他们更好地发展，更好
地服务孩子们。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帮扶——

社会组织可提供有效补充
本报记者 顾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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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风飞翔·事实孤儿同行计划”的麓山少年成长营。 本报记者 顾磊 摄

指尖公益已成为公众捐款的主要方式。 本报记者 顾磊 摄

新春伊始，随着近日江苏省常熟
市报慈小学等三所学校被确定为“校
园慈善文化建设示范教育基地”，常熟

“慈善文化进校园”3年行动计划进一
步结出丰硕的成果。

有着“江南福地”之称的常熟，其慈
善文化既有深厚的历史脉络与文化传
承，又有鲜活的生活魅力与时尚风采。

“慈善之美在于人心之美、地域之
美、文化之美。”常熟市慈善总会会长
徐永达告诉记者。

常熟市慈善总会成立于2001年，
是江苏县（市、区）级慈善总会里的“老
字号”，但这家慈善“老字号”，在推广
新时代的慈善文化中，却有思想、有创
新、有妙招。

2020年4月，常熟市慈善总会联
合市教育局正式发布《“慈善文化进校
园”三年行动计划》，在该市中小学广
泛播撒慈善的种子，培养中小学生修
德、仁爱、明辨、笃实的优良品格，营造
向上向善的校园文化氛围。

“推动‘慈善文化进校园’的根本
目标，在于帮助广大青少年学生从小
发现和理解善意，感恩并实践善行，从
而树立懂得感恩的精神品格，养成勇
于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参与慈善行动
的良好生活方式。”徐永达说。

在各方的合力推动下，时至今日，
在常熟市的许多校园里已经结出了特
色鲜明、丰富多彩的慈善文化硕果。

常熟市报慈小学的“日行一善，培
养美德好习惯”教育活动，鼓励学生
们“日行一善”，并在此基础上，每月完
成一篇孝心日记；常熟市梅李中心小

学展出非遗传承人创作的《二十四孝》
红木浮雕，供学生们日常观赏学习；常
熟市孝友中学开发了《孝友德育》等教
材，为该校乃至全市广泛开展慈善教
育打下基础。

“慈善要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必须
从娃娃抓起，要让慈善成为最美的教
育。”徐永达说。

早在2018年，常熟市慈善总会就
提出要将慈善文化引入校园。同年，常
熟市辛庄中心小学的教学楼里建成了
一条“百米慈善长廊”，目前已成为闻
名遐迩的人文景观，吸引了来自全国
各地的参观者。长廊内容丰富多彩，一
个个爱心故事、一条条学生心语、一幅
幅慈善图片、一篇篇慈善文章，如春风
化雨，沁入学生身心。

除了通过构建独特的校园慈善场
景，占领校园橱窗、黑板报等阵地以营
造慈善氛围，“慈善文化进校园”还通
过主题书画比赛、慈善征文比赛等活
动，进一步推进与莘莘学子全方位深
度融合。

与此同时，慈善文化进校园，还力
推将“善意”落实到行动。常熟市各学
校除了要结合各自特色，组织学生开
展丰富多彩的献爱心活动外，也倡导
各校教职员工积极开展志愿服务,树
立良好的师表形象。

“我们还计划定期举办慈善主题
活动,例如慈善人物慈善故事分享会、
朗诵会、书画展、慈善夏令营等。”徐永
达表示，常熟市慈善总会下一步将牵
头吸纳若干学校建立慈善校园联盟,
助推形成覆盖全市校园的“慈场”。

“让慈善成为最美的教育”
——江苏常熟“慈善文化进校园”计划侧记

本报记者 舒迪

本报讯（记者 赵莹莹）平安健康
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近日发布的《2020
年度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显示，2020
年，健康扶贫项目“村医工程”义诊覆盖
超11万人，多版图服务成果彰显了企
业践行社会责任的价值和成效。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后，作为互联网医疗企业，平安健康医
疗科技调动多方资源，发挥互联网医
疗高效、便捷、无感染风险的独特优
势，从在线问诊、物资驰援、药品保障、
在线教育等方面支持社会公众抗击疫
情。企业成立了新冠肺炎抗疫专项小
组，开通抗疫在线问诊专区，并与全国
多地的政府部门合作，提供新冠肺炎
实时在线以及电话义诊服务。疫情高
峰期间平安好医生平台访问总人次达
11.1亿，抗疫科普视频全网播放总量
超1.15亿次，助力线上抗疫。

此外，平安健康医疗科技还向武
汉等多个省市的医疗机构捐赠口罩
45万只，针对慢病用户推出慢病用药
服务专区，与物流供应商加强合作，保
障疫情防控期间慢病患者用药的时效
性，为抗击疫情全力贡献。

平安健康医疗科技相关负责人介
绍，自2018年以来，该企业持续落实
平安集团智慧扶贫工程“村医工程”，
深入四川、广西、云南、贵州等地实施
健康扶贫工程，研发平安好医生“村医
版App”，引入检测一体机等智能医
疗设备升级乡村卫生院，大大提升了
健康扶贫工作的效率和效果。

据了解，过去3年，“村医工程”援
建、升级了1228个乡村卫生所，义诊
覆盖超过11万人，有效提升了贫困地
区医疗服务水平，提高贫困地区人民
健康素质。

平安“村医工程”3年义诊服务超11万人

本报讯 （记者 舒迪） 2月 18
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携手伊利集团
向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捐赠1套“红十
字应急救护工作站”（核酸检测亭），
助力节后复工的疫情防控工作。至
此，中国红基会已累计向北京大学人
民医院捐赠7套“红十字应急救护工
作站”（核酸检测亭）。

据介绍，“红十字应急救护工作
站”（核酸检测亭）是由中国红基会按
照疫情检测需求定制的核酸采集、工
作防护设施，占地仅2平方米，采用生
物实验室级别的不锈钢密封箱体、钢
制密封门、洁净新风、手套接口，工作
站内具备10-15pa微正压、取暖设备
和外倾角工作窗，有效阻止外部气流
进入。检测采样人员可以在相对密闭
的工作站中，通过袖套进行采样操作，
与受检人员实现接触隔离。“红十字应
急救护工作站”（核酸检测亭）在保障
医护人员健康与安全的同时，提升了
检测采集工作舒适度。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为确

保春节后各地按照防疫要求有序复工
复产，北京各医疗机构核酸检测压力增
大，冬季医务人员长时间在户外采样，
工作异常辛苦。”中国红基会相关负责
人表示，“红十字应急救护工作站”能为
医护人员提供更为舒适的工作环境。

据记者了解，首批“红十字应急
救护工作站”于去年6月28日投入
使用。截至目前，中国红基会已向北
京、天津、新疆、河北等地捐赠26
套“红十字应急救护工作站”，助力
当地疫情防控。

北京再次获捐红十字应急救护工作站

本报讯（记者 郭帅）友成企业
家扶贫基金会与腾讯青少年科技学院
日前达成战略合作，携手推进“编
程·创未来”项目。双方将以编程教
育为切入点，共同助力乡村地区科技
教育普及。

双方此次达成的战略合作，将以乡
村编程教育为起点，合作研发面向乡村
教师的《创未来-创想编程基础课》并跟
进课程在乡村地区的使用情况，集合双
方资源携手推进“编程·创未来”公益项
目，并将持续探索科技教育公益之路的
发展方向与跨界领域的深耕与合作，赋
能乡村教师，助力乡村孩子多元发展，
共同探索乡村科技教育普及的可持续
解决方案。

国务院参事、友成基金会副理事
长汤敏表示，乡村地区科技教育资源
相对匮乏，“编程·创未来”项目大有可
为。腾讯高级副总裁奚丹表示，希望以
腾讯的技术能力与前沿探索为依托，
探寻适合中国的“科技+教育”的新模
式，推进“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教育
赋能模式，助力教育公平化、个性化、
多元化目标的实现。

据悉，“编程·创未来”公益项
目自2019年由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
会发起至今，已在重庆市彭水县的5
所学校进行试点。此外，项目还通过
系列编程普及活动，为乡村教师提供
编程设备、教师培训、活动奖励等支
持，惠及1000余名乡村教师。

友成基金携手腾讯共推乡村编程教育普及

活动方供图活动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