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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中国高净值人士慈善调研报告》发布
超八成高净值人士踊跃参与慈善

充分发挥社会力量作用
多方共议数字化赋能社会应急新模式

公益资讯 INFOS

3 月 29 日， 招商银行发布
《2023中国高净值人士慈善调研报
告》。 据了解，此次对高净值人士慈
善需求的调研样本量超千份，由招
商银行私人银行与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公益研究院合作开展，于 2021
年和 2022 年分两次开展全国范围
内的高净值客户问卷调查，并对部
分客户进行深度访谈。

报告整体呈现了高净值人士
的慈善认知和实践现状，揭示了慈
善与家风建设、 精神传承的关系，
为慈善行业发展以及金融机构慈
善服务升级提供洞察和建议。

招商银行行长助理王颖表
示， 招商银行关注到客户越来越
多地将公益慈善与财富管理相结
合，通盘规划而非“一捐了之”。 为
此，招行积极发挥财富管理优势，
助力“财富向善”，服务客户慈善
需求。 此次发布《2023 中国高净值
人士慈善调研报告》，也是因应高
净值人士对公益慈善事业的诉求
而进行的探索。

调研发现， 高净值人士踊跃
参与慈善活动。 八成以上受访者
参与过捐款捐物、 志愿服务等活
动； 四成以上受访者表示未来十
年还会进一步增加慈善投入。 除
了回馈社会外， 受访者也意识到
慈善给自身及家庭带来种种积极
影响，包括“传承优良家风”“促进
家庭团结”“发展高质量朋友圈”
等； 多数受访者都把慈善作为培
养下一代的必要安排， 如鼓励孩
子日常行善、参与亲子公益活动、
支持孩子在公益机构实习等。

数据显示， 捐赠额达 1000 万
元及以上的大额捐赠人更关注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
发展类议题。 大额捐赠人倾向使
用现代慈善工具的比例更高，基

金会、专项基金、慈善信托、影响
力投资等均有涉猎。 其他高净值
人士则更关注“扶老、救孤、恤病、
助残、优抚”等议题，以“直接帮
助”为主。 不过，不管是大额捐赠
人还是其他高净值人士，“扶贫济
困”都是他们首要关注的议题。

报告指出， 越了解公益慈善
的高净值人士，慈善参与率越高、
捐赠投入规模也越大。 其中，对慈
善“非常了解”的受访对象，慈善
参与率达 96.8%；“一般了解”的群
体参与率为 87.1%；“不太了解”的
人士慈善参与率为 72.9%；对慈善
“完全不了解”的参与率为 57.8%。
报告提到， 不了解慈善的受访对
象捐赠水平最高为百万元， 而非
常了解慈善的受访对象捐赠规模
达亿元及以上。

企业家群体是慈善事业的积
极参与者。 研究发现，他们的慈善
事业始于“回报社会”、重视“社会
需求和政策引导”，兼顾个人兴趣
和优势， 非常强调慈善机制建设
和可持续发展。 他们有较强的号
召力，带动亲朋好友、员工参与慈
善， 整体上呈现出鲜明的家国情
怀、社会责任感、实干兴邦和锐意
创新的使命感。 历年捐赠报告显
示， 企业捐赠占到全国捐赠总量
的 70%以上；20%以上受访高净值
人士通过“企业社会责任”参与慈
善；69.9%的支持扶贫济困和乡村
振兴议题。

研究还发现， 女性参与慈善
更亲历亲为， 愿意更多投入志愿
服务、参访公益机构或项目点。 数
据显示， 参与志愿服务的女性和
男性比例分别为 40.1%和 32.1%；
参访公益机构或项目点的女性和
男性比例分别为 22.7%和 20.2%。

同时，报告也指出，对慈善的

认知不足，仍是制约慈善参与度的
重要因素。 有不少尚未参加公益慈
善活动的受访对象表示“没有信赖
的渠道”“不了解政策”， 且有半数
以上高净值人士对慈善信托感到
陌生；受访高净值人士尚未开展家
族慈善规划的主要原因也是“对家
族慈善规划缺乏了解”及“对运作
的规律、政策规定不了解”。

报告指出，高净值人士期待得
到更专业化和多样化的慈善服
务。 其中，受访对象最期待的慈善
服务是“慈善机构及项目推荐”
（43.1%），其次为“慈善架构涉及”
（40.9%），再次为“慈善资金的投资
理财服务”（37.1%）和“慈善相关税
务咨询”（35.2%）；私人银行及下设
的家族办公室客户是受访者规划
家族慈善的首选。

对于上述问题和挑战，该调研
报告也提出了相应建议， 即引导
更多高净值人士参与慈善并创造
社会价值，提供更多专业服务。 在
服务供给层面， 应面向不同资产
规模、不同慈善认知阶段、不同慈
善参与程度的高净值人士的多样
化需求， 提供有针对性的慈善咨
询、 配套落地支持等服务选项或
者一揽子解决方案； 在慈善环境
和社会氛围层面， 应着力完善慈
善法律配套政策、 提升各界慈善
认知水平、优化慈善行业生态、提
高慈善体系的活力和效力。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
院理事长王振耀指出， 中国已进
入“善经济”发展阶段。“未来我国
产业尤其是生活服务业的发展，
包括养老、教育、文化、艺术等，都
需要提升和凝聚社会价值， 高净
值人士对这些领域的关注形成了
价值支撑， 为高质量发展大局作
出贡献。 ” （皮磊）

3 月 30 日，腾讯 15 亿元“战
疫基金”和“温暖家园”项目评估
启动暨数字化赋能社会应急研
讨会在京召开。 会议由北京师范
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与腾讯公
益慈善基金会共同主办。 国家减
灾委专家委员会主任史培军，北
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理
事长王振耀、 执行院长高华俊，
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
研究院党委书记、 副院长杨思
全，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副
主任高玉成，腾讯公益慈善基金
会秘书长葛燄、副秘书长刘洲鸿
以及多家深耕社会应急领域的
基金会负责人出席并发言。

葛燄回顾了腾讯在应急响
应中联合基金会等公益伙伴、行
业领域专家制定响应策略、回应
基层需求的实践经验，期待腾讯
未来不仅能在灾害发生时高效
响应，更可以在平时建立创新型

救灾模式，提升救援一线队伍的
可持续能力。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
院慈善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赵延会
发布了腾讯 15 亿元“战疫基金”
和“温暖家园”项目评估框架与基
本发现。此次对“战疫基金”与“温
暖家园” 项目评估旨在回顾总结
项目实践经验， 提炼社会应急响
应模式、救灾减灾防灾策略，挖掘
项目复合型社会价值。

据介绍，腾讯 15 亿元“战疫
基金”支持了超 625 个公益项目
落地实施；三年内做到全过程持
续响应，全链条立体参与；响应
内容从紧急抗疫阶段的物资支
持、疫情防控、致敬战疫人物、困
难群众救助，到长期支持关注医
疗科研领域以及行业发展的千
百计划， 项目既着眼于当下，又
防患未来，从多方面承担起了社
会责任。

“温暖家园”项目则通过与
长期从事救灾的大型基金会联
合，借助其救灾网络，形成灾害
响应品牌合力，挖掘被忽视的社
会需求，在基层社区建立备用金
机制，着重提升基层社区救灾团
队的综合能力。

在“战疫与救灾行动的经验
与挑战”圆桌讨论环节，腾讯公
益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刘洲鸿、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理事长贝晓
超、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秘书
长李弘、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副
秘书长王军，分享了各自的实践
经验，对如何识别灾区的真正需
求以及对于应急响应提出相关
建议。

与会代表认为，快速应急响
应关键在基层，如何回应基层多
元化、个性化、非标准化需求是
救灾行动的挑战；同时，日常对
捐赠者及社会公众的教育引导

非常重要，做好救灾知识科普将
有助于捐赠者理性对待救灾过
程与成效。

针对“数字化赋能社会应
急”主题，腾讯 SSV 社会应急实
验室合作总监关雪，北京绿野救
援队总队长吕忠洪，中华社会救
助基金会秘书长乔颖，应急管理
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党
委书记、副院长杨思全，应急管
理部国家减灾中心副主任高玉
成、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创始
人郝南，分别基于自身工作经验
介绍了现有数字化社会应急的
实践、存在的问题并给出针对性
建议。

与会代表均表示, 受益于腾
讯生态中的数字化工具，依托互
联网平台，让信息共享、核实更
高效，远程协作更便捷，资源配
置更精准。 以数字化为基础的智
能化时代的到来将颠覆现有社

会应急响应体系，如何通过社区
自组织形成多主体应急治理模
式是未来的重要课题。

史培军认为，需要进一步研
究社会力量在综合灾害风险防
范中的作用。 他表示，社会力量
应明确自身在灾害救援中的位
置，助力全社会建立社会组织体
系，在各区域培养有救助能力的
基层组织。“社会力量的防灾救
灾减灾行动应注重灾前、 灾后、
灾中全链条行动，各组织各得其
所、相互补充，形成有组织的行
动，有行动的组织。 ”

王振耀对会议进行了总结
并对未来发展提出希望。 他表
示，研究者应注重对研究成果的
转化，腾讯公益作为 15 亿元“战
疫基金”与“温暖家园”项目的主
办方， 应及时转化项目智慧，形
成行业联动机制，有效发挥社会
力量的独特作用。 （皮磊）

受访高净值人士的慈善参与率

大额捐赠人和非大额捐赠人的慈善议题偏好对比

受访高净值人士对参与慈善积极效果的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