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联网公益峰会八年观察
进化的“中国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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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公益的普及

2008 年汶川地震发生后，民
间公益力量借助互联网第一次
登上了历史舞台。

2015 年 4 月， 尼泊尔大地
震，中国社会组织与国际组织共
同建立“4·25 尼泊尔地震中国社
会组织信息协同平台”， 互联网
再次发挥了关键作用。

同年 8 月，中国互联网发展
基金会在北京正式挂牌，成为中
国第一家互联网领域的公募基
金会。一个月后，99 公益日举行，
汇聚了各方资源，展现出公益慈
善的全新面貌。

两个月后的 10 月 30 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草案）》首
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其
中，鼓励发展互联网募捐，明确
提出慈善组织可以通过广播、电
视、报刊和互联网等媒体开展公
开募捐，无地域限制。

2016 年，中国互联网公益峰
会正式启动，39 家机构参加闭门
会议。

可以说，峰会不仅是中国互
联网公益发展史的重要标志，更
是行业的前瞻指标。 峰会开始前
一年，99 公益日的诞生让更多公
众在互联网上参与公益成为可
能；峰会第二年的主题是“互联
网改变公益”， 公益人人可及成
为行业共识。

理性透明公益首倡

经历过互联网公益的探索
期，2018-2019 年峰会的主题被
确定为“科技向善，理性公益”。
中国互联网公益在经过十年探
索的扎实基础之上，理性是下一
步的发展方向。 峰会的主题也引
导行业观测一个可预见的未来。

腾讯公益平台上线了“拦着
不让你捐款”的“冷静器”功能，
希望用户每次捐助前，能多想一
会，不只是感动和冲动，更源于
理性和信任，做出更合适更有意
义的决策。

2020 年， 新冠疫情席卷全
球，互联网公益和整个社会一样
面临大考。 根据中国发展简报与
《公益慈善周刊》 等联合发布的
《疫情下公益组织的挑战与需求
调研报告》指出，超过六成公益
慈善组织遭受重大或者比较大
的影响。 因此，当年的峰会主题
是“同舟共济 向阳而生”。

在疫情初期，阿里巴巴公益
平台和支付宝公益平台联合推
出了“武汉加油”公益项目。 只要
在商品页搜索“武汉加油”，就可
以直达为武汉医院筹集防护装
备的项目页面。 据阿里巴巴公开
数据显示，该项目仅在 8 小时内
就筹集了 7140 万元。

互联网公益的高效、 透明，
抓住了“人命关天”的有限时间，
并能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源。

连接和透明的“理性公益”
是互联网公益和整个公益行业
健康发展的基础。 正是透明和健
康的公益模式，才让公众愿意更
加主动地参与公益。 历年 99 公
益日的实践以及抗击疫情的过
程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公益项目
越是透明， 公益机构越是健康，

公益项目就越能吸引更多关注
和参与。

2020 年 99 公益日， 为提升
公众信任度并进一步规范公益
机构项目执行，所有参与筹款的
公益项目进展披露都应用区块
链技术，执行项目披露在加大透
明力度的同时，还可溯源，可回
查，不可随意更改，数据信息全
程可追踪，让每个公益项目都在
阳光下运行。

实践透明公益，是互联网公益
在演进中不断积累的表现之一。

数字化公益的共创

2021 年及 2022 年， 峰会主
题分别是“数字共建，公益流深”
和“数字有新益”，在一定程度上
推动了公益数字化的进程。

在深度上， 技术和数字化公
益进一步融合。 2021年峰会召开
前， 腾讯就宣布首期投入 500 亿
元，用于在基础科学、教育创新、
乡村振兴、 碳中和等领域展开探
索， 利用数字技术和平台优势将
传统公益方式升级为公益捐赠与
可持续创造并重的新公益模式。

在广度上， 使用互联网应对
突发事件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共益
行动的“肌肉记忆”。2021年 7月，
由身处河南洪灾灾区的公众开
始， 基于各类共享文档的求助信
息汇总，以其及时反馈、易于操作
等优势，逐渐刷遍各类社交媒体，
并得到包括石墨文档、 腾讯文档
等产品方的技术响应与支持。 许
多公益行动的“受助者”，慢慢成
长为“使用者”“建设者”，投身公
益并带动更多人向善。

越来越多的网友开始参与
行为公益。 比如，腾讯公益平台
近一年的数据显示，平台用户捐

步共达 8967 万人次， 累计捐出
13319 亿步。其中，个人捐步之最
达 7023 万步， 以正常成年人步
幅计算，这位爱心网友共为爱跑
出了 46819 公里，相当于 1109 个
马拉松， 比绕赤道一周还多了
6743 公里。

这是公益数字化的新玩法，
捐步、捐米粒、捐微笑甚至捐会
议时长，将互联网公益从某些阶
段密集的捐赠行为、 公益行为，
变成 365 天的细水长流，公益不
仅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也通
过数字化公益服务，逐步进化成
为全社会都倡导的公益文化。

截至目前，民政部指定了 30
家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
台。 如今，腾讯公益、阿里公益、
支付宝公益、新浪微公益等多家
公益平台一起携手推动社会议
题解决。

数字化公益的新进化

今年峰会的主题是“数字向
新、共益未来”，希望不断探索推
动数字公益实践抵达新的广度
与深度，促进数字公益的融合创
新和可持续发展，以创造更多可
持续社会价值，让更多社会个体
共同受益。

作为技术公益的深度应用展
示窗口，在去年首次开启“技术公
益云展馆”“一会一展” 模式的基
础上， 今年升级上线共选出 200
余个项目，共计减少碳排 197吨。

与传统公益对比， 中国的互
联网公益展现出了新特征： 技术
驱动、去中心化、公益共治。 与企
业、 富人捐赠为主的美国慈善行
业对比， 中国互联网公益呈现的
是个体平权， 更多以个人小额捐
款为主。与海外慈善行业对比，中

国互联网公益官方与民间互补、
重塑连接的特征更为凸显。 线上
会议、在线直播、网购物流等生活
方式的普及， 让公益在中国从参
与到体验的方式变得更为丰富，
个体和企业可以通过以买代捐、
打赏打卡、捐赠技术等方式，帮助
到有需要的群体。

和过往的互联网公益相
比， 当前的互联网公益更新的
特质是：全链透明、理性竞争、
开放参与。

公众不仅关注善款使用流
程的透明，还对善款使用后的实
际效果、慈善组织的内部运转效
率等涉及到公益行业的全链路
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各大公募平
台不再“唯募款额论”，而是结合
平台所擅长的能力及优势资源，
在更多元、新发掘的细分领域解
决社会痛点、 创造社会价值；在
传统 的 “捐赠 人———慈 善 组
织———受助人” 三元关系基础
上，包括爱心企业、名人明星、社
会组织、专家学者乃至创意设计
机构等更多活水不断涌入。

今年的互联网公益峰会还
承载着新的重任：为行业注入新
的活力，用更系统、更创新、更大
众、 更全面的方式普及公益文
化，让互联网公益慈善事业更加
普惠、可持续及开放，助推行业
高质量发展。

与此同时，立法层面对互联
网公益的关注进一步加强。

2022 年 12 月 30 日，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
议对《慈善法（修订草案）》进行
了审议，明确募捐服务平台法律
责任等，以期进一步引导互联网
公益规范、健康发展。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
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在峰

会上表示，“法治是现代慈善公
益事业的基本要求，它事实上构
成了从传统慈善转向现代慈善
的分界线。 ”

“中国样本”
助力公益事业高质量发展

正如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
组委会主席郭凯天在演讲中所
说：“中国式公益的探索成果已
经进入全球视野，贡献出一份互
联网公益‘中国样本’，八年前小
小的梦想已经初步达成，新的征
程与挑战已然展开。 ”

经过多年发展， 互联网公益
发展进入深水区， 后续如何更高
质量前进，实现社会价值、生态价
值、商业价值多赢？“中国样本”的
形成或许给了我们一个契机。

在今年峰会技术公益圆桌
环节， 拼多多副总裁侯凯笛、腾
讯基金会副秘书长刘琴、抖音集
团企业社会责任部产品总经理
唐垲鑫、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秘
书长姚瑶分别分享了机构在助
农销售、公益爱心餐、古籍保护、
残障人群出行等方面的数字公
益技术运用和产品特点。

除主论坛之外， 本届峰会还
持续升级至“多时多地多议题”共
创办会模式，20余家社会组织、高
校自发筹备了 15 场主题论坛，30
多家企业和平台参与了议程共
建，涵盖捐赠人服务、技术公益、
乡村振兴、生物多样性保护、未成
年人保护等社会热点。

可见，依托互联网工具与数
字技术，互联网公益慈善“中国
样本”正在深刻重塑中国传统公
益慈善发展逻辑与方式，填补社
会数字化鸿沟。

社交平台、自媒体群体、广告
算法等社交创新， 让公益得以渗
透至更广阔的群体；移动支付、线
上会议、区块链、网络直播等工具
创新， 为公益的参与流程创新提
供了基础能力；配捐机制、创新体
系、互动玩法等产品创新，让公益
的参与体验从量变发展为质变；
冷静期、回溯探访、质询行权等概
念的普及， 保障了公益的可持续
健康发展；企业、媒体、线上线下
等主体和场景的打通， 拓宽了公
益参与的广度和深度； 技术、创
投、志愿者、就业等新理念与公益
的有机结合， 给公益带来了产业
化经营的启发和视角。

已形成的“中国样本”是立
足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实际、
系统探索解决行业发展痛点难
点堵点的可行方案。首先,其缓解
了传统公益慈善“可及性”痛点，
实现“人人公益”普及；其次是化
解传统公益慈善“透明性”难点，
推动“透明公益”建设；最后疏解
传统公益慈善“效能性”堵点，共
创“数字公益生态”。

而今，汇聚了党委、政府、企
业、 社会组织和公众“五方力
量”， 互联网公益将实现全民共
建共享。“中国样本”从善款捐助
和行为公益动员能力、信息流转
和融通效率、 社会议题参与深
度、数字化工具应用程度等各个
维度出发，在社交创新、工具创
新、效率创新、透明创新、社会创
新、产业创新紧密融合，都将朝
着高质量发展方向阔步前行。

近日，2023 年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以下简称“峰会”）在武汉中国光谷科技会展中心举办，
3000 多家机构共议公益高质量发展。

这个被誉为中国互联网公益领域“华山论剑”的盛会已经连续举办八年，其主题从互联网公益
的推广到理性公益的倡导，再到透明公益的实践和公益数字化的创新实现……峰会顺应时代潮流，
已然成为公益慈善领域的“风向标”。

在今年的峰会上，中国互联网协会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共同发布了《互联网公益慈
善“中国样本”———迈向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公益慈善发展新模式》研究报告，并开放研究计划，呼吁
更多社会力量参与。

互联网公益的“中国样本”如何形成？ 其如何像一粒石子一样激起更大的波浪？ 这一切也许得回
到过去八年峰会的观察中，回到与过去的传统公益、海外公益和过往互联网公益的对比中，对比每
一届峰会如何推动中国互联网公益的演进，又如何引领我们共创更大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