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5月20 日，2021 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在重庆开幕，本次峰会以‘数字共建·公益流深’为主
题。 峰会上，腾讯基金会联合腾讯研究院制作的《2021 公益数字化研究报告》正式发布。

该研究通过问卷调研了 270 家公益组织，覆盖国内 28 个省市以及 14 个公益服务领域，涉及不同规
模和发展阶段的机构，并开展深度访谈 15 场，致力于听取并传递行业相关方的声音，力求更准确地
洞察公益数字化现状和未来趋势。

同时，报告通过梳理公益数字化的内涵、‘四浪叠加’的历程及驱动因素，展现数字社会下公益数
字化的必由之路。 调研显示，公益数字化的发展“任重道远”，面临投入不足、人才不足、供给不足等资
源瓶颈。

‘研究报告指出，我们对公益数字化有着迫切的需求，但是起点还是很低。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的严重不足，就是投入不足、能力不足、工具和技术的供给不足。 ’腾讯公司高级副总裁、腾讯公益慈
善基金会理事长郭凯天对研究报告进行了解读，‘其次，从实践的角度，大家对公益数字化的方向、目
标都有着基本的共识，数字化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公益事业的几个重要发展方面 ,那就是提高信任感、
提升专业度、加快敏捷性。 ’

‘除此以外，在公益数字化方面，中国的公益组织已经摸索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尝试。 研究报告收录
分析了典型的有益的案例。 ’郭凯天说，比如爱佑的善款台账，真爱梦想的运营在地化、业务数据化，扶
贫基金会爱家乡评论区功能，千聊繁星公益计划为公益机构提供技术、传播、服务和资源落地四个方面
的支持；还有腾讯支持开发者基于小程序开发更多的公益场景和公益项目等，都是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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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公益数字化研究报告》发布

公益数字化发展“任重道远”

募资金额区间分布差异较小

从调研的公益组织基本情
况来看，类型以社会服务机构为
多，公募基金会次之，成立时间
主要集中在 2013 年至 2021 年。

从调研公益组织的地域分
布看， 全国性机构占比例达
35%； 区域型机构（业务仅在单
一、固定区域开展）中，排名靠前
的省份是广东、 四川和湖南，贵
州位列第 15。在公益组织的运营
领域方面， 教育领域占比最高，
其后是助残、妇女儿童、扶贫与
农村发展。

从调研公益组织的年募资
金额来看，募资金额区间的分布
差异较小， 募资小于 20 万元与
超过 5000 万元的机构占比相对
较高。 从项目开展数量来看，绝
大部分机构一年开展的项目数
量集中在 10 个以内。

报告显示， 从员工规模来
看，全职员工为 1 至 5 人的机构
相对较多，近八成的组织全职员
工规模小于 20 人。 近五成的公
益组织兼职或志愿团队小于 30
人， 也有 31%的组织拥有 100 人
以上的兼职或志愿者团队。

机构数字化投入有限

当前中国公益数字化发展
缓慢， 在公益组织运作的不同环
节呈现差异化的数字化程度，不
同规模的机构有不同的数字化发
展诉求。 虽然行业整体面临数字
化支持困难、市场规模局限、专业
人才缺乏等挑战， 但公益组织仍
期待借助数字化实现机构可持续
成长，推动行业生态建设。

调研发现，尽管近七成公益
组织负责人（法人/理事长/秘书
长）迫切地想提升机构数字化程
度，但其中 46%的负责人表示仍
未破解“如何做数字化”的难题，
不知道如何将数字化建设融入
机构发展规划中。

专家表示， 公益组织希望
“把钱花在刀刃上”，而数字化带
来的成效并非一蹴而就。 公益数

字化尚未取得业内广泛验证和
推广，不少公益组织处于观望状
态，在成本投入上有所保留。

调研显示，不论募资规模多
少，66%的公益组织投入数字化
的比重在募资总额的 1%以下，
行业整体投入信心和力度不足。
这种有想法但不投入的原因可
以归结为：人才、资金、产品等多
方掣肘。

例如公益组织仍未找到“如
何做数字化”的答案，对很多公
益组织来说，数字化是“可选项”
而非“必选项”、短期数字化成效
不明显， 长期数字化投入大、持
续难，使得多数组织和资方保持
观望态度、推进行动迟缓。

从资源限制来看， 面临“资
金、技术、人才”三重壁垒。公益组
织数字化程度不是政府、企业、基
金会等资方关注和扶持的重点，
缺乏利好支持和积极信号。

另一方面，传播和筹款作为
公益数字化的热点，历经数年发
展，接受度和普及度较高。 调研
显示，85%的公益组织已实现互
联网平台筹款，88%的组织已开
通社交媒体账号。

然而面向公益服务环节（例
如需求管理、执行、评估等）技术
产品却因服务场景差异大、个性
化程度高，需要定制化开发而进
展缓慢，仍有近五成公益组织期
待利用数字化进行服务创新，在
需求识别、执行与评估等环节优
化服务链路。

由于使用平台不统一，公益
组织的运营数据往往分散且留
存标准维度不统一，导致组织内
部数据连接不畅。调研显示，40%
的公益组织没有统一的数据收
集和存储标准，87%仅能实现部
分数据的管理。 而服务对象信息
的敏感性以及跨平台数据共享
中存在的信息安全隐患，则制约
了组织间的行业信息共享，并进
一步限制公益领域的深度研究
和洞察。

公益产品供给不足

公益数字化的市场需求和

供给难以相互促进。 调研显示，
只有三成左右的公益组织会使
用公益供应商提供的产品或服
务。 而由于公益服务的应用场景
存在特殊性，产品需求的个性化
强，专门为公益组织提供的数字
化产品往往难以应用于商业市
场中。 单纯依靠公益市场吸引力
不足，而又无法在商业市场复制
变现。 公益产品的市场空间遭遇
瓶颈， 无法吸引更多供应商进
入，加剧了公益产品供给不足的
趋势。

分析显示，公益数字化的人
才来源有三类：公益组织自有 IT
人员、外部数字化供应商和来自
企业的专业志愿者，目前都未发
挥最大效能。

公益组织的薪酬水平限制
了行业对新技术人才的吸引力，
难以找到通晓 IT 与公益的复合
型人才。 而公益数字化供应商由
于人力和规模有限，无法为数量
庞大的公益组织注入足够的外
部支持。 来自企业的专业志愿者
数量庞大，但与公益组织的对接
存在障碍，比如由于志愿者对公
益的了解程度有限，导致无法产
生较好的支持效果，机构的数字
化诉求和志愿者的专业能力无
法有效链接和匹配。

该研究也提出了响应建议。
虽然公益数字化之旅已开启，但
公益数字化作为新生事物，还有
进一步规范空间，也面临变革阵
痛，既需向前一步，也要理性对
待。 虽然数字化是公益的必由之
路， 但数字化并不是公益的目
的，而是手段之一。 公益数字化
需要探索技术与公益之间的均
衡。 无论技术怎样在公益领域应
用， 都应当根植于公益理念，服
务于公益的初心。 数字化需要构
建和谐的人机关系，保障公益人
和公益相关方的数字福祉。

公益组织要以终为始， 始于
足下。 一方面积极拥抱公益数字
化， 以开放的心态和生态各方合
作，另一方面要保持理性，以解决
社会问题和提升社会价值为出发
点，寻找组织适配的数字化路径，
提升数字社会的全新竞争力。

公益组织负责人对于数字化迫切程度的看法

公益组织负责人眼中数字化遇到的困难

公益组织数字化投入金额在募资总额占比情况

“
■ 本报记者 皮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