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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时代的人道传播与人道主义事业”
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公益资讯INFOS

近日，由北京大学新闻与传

播学院、苏州大学红十字国际学

院主办，北京大学公共传播与社

会发展研究中心、红十字国际学

院人道传播与资源动员教研中

心承办的“数智时代的人道传播

与人道主义事业———技术、人文

与共生”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

召开。来自国内 30多所高校、科
研机构、社会组织的 50余位专
家学者、业界同行出席会议，就

数智技术背景下人道传播的变

化和契机以及如何推动新时期

人道主义事业发展等问题进行

了讨论。

红十字国际学院院长王汝

鹏、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

长陈刚先后致辞。王汝鹏围绕会

议的主题提出，此次研讨有助于

将学术研讨成果转化为生动的

人道实践，推动数字化、智能化

与红十字人道主义事业全面深

度融合，帮助构建数智时代红十

字人道工作的新格局，为国际红

十字运动和中国特色红十字事

业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陈刚指出，本次研讨会是落

实北京大学与中国红十字会总

会战略合作协议的实际行动。他

说，人道主义问题的探讨是一个

历久弥新的话题，在新的时代背

景中应有新的内涵，这也给“人

文之为人”的前沿话题带来了新

的追问。

研讨会共设三个议题以及

青年学者与博士生论坛。议题一

由北京大学新

闻与传播学院

教授、红十字国

际学院兼职教

授师曾志主持，

爱德基金会理

事长丘仲辉、

《公益时报》社

社长赵冠军、中

国红十字会总

会宣传处处长

马慧、郑州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

院副院长张淑

华教授，分别围

绕“重返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人

道传播”这一主

题，分享了社会

组织参与国际援助、数智时代构

建人道传播的战略考量、中国红

十字会援助叙利亚新闻报道思

考、乡村困境大病群体的信息困

境与媒介救济等有关的内容。

议题二主题为“技术跃迁下

的国际人道传播”，北京大学新

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陈开和教

授担任该议题主持人。上海外国

语大学中英人文交流中心主任

高健研究员、中央财经大学中国

海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包胜勇

教授、红十字国际学院学术咨询

委员会主任葛道顺教授，分别围

绕人道主义的理论发展与中国

经验、海外发展中的国际人道传

播、器物发展中的人道主义问题

治理等主题进行分享。

红十字国际学院副院长刘

选国在会议小结中表示，当下对

人道主义事业进行讨论具有时

间上的重要意义，中国红十字事

业参与全球治理和人道主义问

题的治理正面临巨大的契机和

挑战，我们要致力于回答什么是

人道主义，全球存在哪些人道主

义挑战以及谁来提供中国针对

人道主义发展的路径和方案等

问题。

第三个议题的主题是“与人

性共生的技术人道主义”，讨

论分上、下半场展开，上半场

由上海外国语大学高健研究

员主持。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

所长、玄奘研究院院长李利安教

授、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刘琛

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王迪副教

授、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

博士研究生廖元植、vivo 企业社
会责任总监张天潘、北京大学新

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季梵，

分别就人道关怀的四个维度、数

字背景下的技术伦理与国际传

播、人口流动性与技术人道主

义、印刷革命视野下的佛道传

播、vivo 声声有息公益计划、人
道传播视域下的关系实体与技

术互动等议题进行交流。

下半场由王迪主持。中央民

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

毛湛文教授，艺识流数字艺术机

构创始人李金林，中国科技大学

科技传播系特任副研究员周慎，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与传

播学院副教授温志宏，抖音寻

人项目经理张益美，苇草智酷

创始合伙人、信息社会 50 人论
坛执行主席段永朝，分别围绕

灾难事件中的公共参与机制、沉

浸式、高互动数字文化创作分

享、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人道

传播与自我、人机传播视域下的

多元“人道主义”思考、抖音寻

人、技术与人道主义关系等议题

进行分享。

在青年学者与博士生论坛，

来自郑州大学、东北财经大学的

青年学者以及北京大学、北京外

国语大学等的硕博研究生们分

享了自己的最新研究。毛湛文、

王迪与湖州市社会科学院副院

长孙绪会先后进行小结。

师曾志作总结发言并指出，

人道传播与人道主义事业的话

题讨论仍有诸多留白，但越是技

术的就越是人文的，两者的深层

勾连、结合碰撞与融合是传播的

底层逻辑，希望未来能就这些主

题进行更深入的研讨。 （李庆）

近日，《2023 抖音公益专题
报告》发布。报告显示，自 2021年
11月 19日字节跳动公益平台上
线以来，参与公益的用户总人数

累计超过 1.8亿人，参与人次达
4.28亿，累计筹款 12.8亿元。此
外，超过 1770万人通过其他方式
参与公益，例如通过平台互动、

做任务等方式进行公益捐赠，发

布公益内容、分享公益项目等。

该报告首次系统梳理了抖

音公益在公益平台、公益数字

化、抖音寻人、应急救灾、古籍

保护等项目上的进展。报告分

三个单元，分别围绕多元主体

参与拓宽公益边界，互联网产

品、技术能力对公益行业发展

的价值以及在多个特定议题上

的尝试展开。

用户、达人、明星、媒体等构

成的创作者群体，在抖音平台创

作的公益内容涵盖视频、图文、

直播等不同形式，目前累计发布

约 107 万条。仅 2023 年 1-10
月，抖音百万粉丝主播直播公益

内容就超 1200场，累计看播约 3
亿次。同时，字节跳动公益平台

也推出各类有趣、低门槛的互动

玩法，将公益融入更广泛的生活

场景，帮助人们更便捷地参与。

截至目前，已有 1372家公益
机构入驻抖音公益平台，上线超

过 2600个公益项目，覆盖乡村振
兴、教育助学、扶危助困、生态人

文等 4大类 29个议题。与此同
时，2.8万爱心商家上线 191万件
商品参与“爱心好物”项目，商家

捐赠额度持续增长。

除传统捐赠外，抖音公益也

在不断丰富参与形式。在抖音平

台，优质公益短视频及直播内容

的生产和分发，能够激发更多的

公益转化。各种公益节日活动极

大增加了用户的参与感和荣誉

感。2023年中华慈善日期间，抖
音发起“DOU 爱公益日”活动，
鼓励用户通过捐款、观看或发布

公益视频等 10余种“做好事”的
形式，集“阳光”、捐“阳光”支持

公益项目，成功吸引超 300万用
户参与，带动捐赠超 1700万元。

抖音公益相关负责人表示，

公益的未来是“纵横交贯”：纵向

来看，用真实有趣的内容、丰富

便捷且低门槛的参与方式，带动

更多用户了解公益、参与公益；

横向来说，以公益平台为纽带，

多元化的参与主体、多样化的参

与方式，让大家一起助力社会问

题的解决和改善。 （皮磊）

2023抖音公益专题报告：

4.28亿人次参与公益，累计筹款 12.8亿元

近日，在中国社会保障学

会主办的“全国慈善理论与政

策研讨会”（2023）暨共同富裕
大家谈第四期会上，中国社会

保障学会慈善分会常务副秘书

长高静华代表中国社会保障学

会课题组发布《中国企业慈善

发展报告》。该报告在民政部慈

善事业促进司、深圳中国慈展

会发展中心支持下，由中国社

会保障学会“中国慈善系列报

告研究组”完成。

报告认为，企业慈善是中

国特色慈善事业的生力军，深

刻影响着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

现代化进程。随着乡村振兴和

第三次分配制度体系的构建、

企业慈善政策的不断完善以及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清晰

化，我国企业在成立慈善组织、

创立品牌项目、拓展参与途径

等方面均取得了重大进展。

报告指出，我国企业慈善

捐赠总额不断增长，近几年来

均突破了 1000亿元，历年企业
捐赠占全国可以统计的捐赠总

额的比例稳定在 60%左右。截
至 2023年 6月，全国共有 1359
家企业基金会，占全国所有基

金会的 14.5%。
报告认为，我国企业慈善事

业在五个方面获得了较大发展：

一是与企业慈善相关的制度建

设取得重要进展，《慈善法》及配

套政策的出台和实施为企业慈

善发展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二

是企业慈善意识与主动性明显

增强；三是企业慈善的资源动员

能力得到提升，企业慈善捐赠规

模和捐赠载体大幅增长；四是企

业慈善领域的创新不断涌现；五

是公益慈善纳入企业可持续发

展战略成为趋势。

报告强调，我国企业慈善

总体发展仍然较为滞后，其滞

后性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一

是登记认定的企业基金会增长

缓慢；二是资源动员能力依然

有限；三是一些企业基金会内

部治理机制不完善，信息披露

不及时引发公信力危机；四是

慈善捐赠行为存在异化现象。

报告建议为企业慈善创造

更为有利政策环境：一是出台

指导意见，明确企业慈善在第

三次分配中的功能定位；二是

降低基金会注册登记门槛，壮

大企业慈善资源体量，同时畅

通慈善组织的认定和撤销机

制；三是完善新型捐赠税收优

惠政策，解决企业捐赠难题；四

是在强化监管的同时，鼓励企

业慈善财产的保值增值；五是

完善企业慈善表彰机制，树立

企业慈善楷模。

报告提出，企业要结合自

身优势积极开展公益创新，同

时保持与捐赠主体、受赠主体

的良性互动，提升企业基金会

独立性；要将企业慈善纳入中

国特色慈善事业整体定位，其责

任不仅是捐款捐物，还有如何利

用自身优势实现技术创新、搭建

链接资源的平台等；要努力促进

和发挥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

裕的功能，探索企业慈善的发

展战略，形成中国特色的企业

慈善发展模式。 （徐辉）

《中国企业慈善发展报告》发布：

企业捐赠约占全国捐赠总额的 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