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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被“强行”收费：

捐 1元另扣 3元，平台额外收费合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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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称被“强行”收费

“我本想尽绵薄之力帮别人

一把，结果点击支付时发现筹款

平台要多收几元钱。”北京市民

刘楠（化名）告诉记者。

近日，她看到社交群里转发

某位同学家属的××筹筹款链接
时决定捐款，点开筹款链接，她下

意识地勾选了《绿医服务说明/健
康告知》，但并没有仔细阅读内

容，事后发现多支付了 3元。
“捐款 10元，却付了 13元。

这 3元是什么钱？手续费吗？还
是税款？”刘楠对于这多出的几

元很不理解。

“不是说 0手续费的筹款平
台吗？”反复核查后，刘楠发现问

题出在自己勾选的“我已阅读并

同意”《绿医服务说明 /健康告
知》。她以为同意勾选的是捐款

的告知事项，绿医服务是赠送

的，而实际上，多收的 3 元是购
买筹款平台绿医服务的住院管

家、手术安排、远程会诊等 7 项
健康服务。

记者在某第三方投诉平台

查询发现，关于××筹显示捐款金
额和扣款金额不符的投诉有上

千条，大部分投诉称被“强行”多

收了 3元。
对此，××筹平台公开回复

说：“平台未收取任何服务费用，

也无误导支付之意，如您有爱心

愿意帮平台继续运营，请留下您

助力我们的费用，当然如您需要

退费，请您在××筹公众号—个人
中心—我的捐款—资助平台处

申请退费。”

在捐款金额之外勾选额外

收费的平台不仅是××筹。2023
年底，北京市民赵霞（化名）在××
爱筹款平台为一名患病儿童捐

款 10元，扣款信息显示是 13元。
捐款时，她勾选了《用户资助说

明》，但并没有仔细阅读具体的

内容。她退出筹款页面再点击进

入，才发现被扣了 3 元“平台支
持费”。

还有捐款额小于平台多扣

费用的情况。记者注意到，有网

友在某第三方投诉平台上称，自

己捐款 1 元，却被扣除了 3 元
“手续费”。

以为是确认捐款才勾选

为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

在××筹上进行了实际捐款。在一
名癌症患者的筹款项目中，页面

下方有一选项，询问用户是否已

阅读并同意《绿医服务说明/健康
告知》，并配有解释：“××筹已为
超过 200 万经济困难的大病家
庭提供免费筹款服务，3 元领取
住院管家、手术安排、远程会诊

等七项健康服务，全方位解决健

康难题！”

记者勾选该服务说明后，捐

款支持金额自动增加了 3元，即
捐款 20 元将扣款 23 元，捐款
100元将扣款 103元，甚至捐款 1
元也会被多扣 3元。而如果没有
勾选该服务说明，扣款金额和捐

款支持金额保持一致。

记者就此联系××筹平台，平
台工作人员解释说：“可能是您

在捐款的时候勾选了绿医服务

的费用，导致捐款金额和扣款金

额不一致……绿医服务相当于

捐款人买给自己的，而非赠予筹

款人。”

“一般情况下，我会下意识

地勾选‘已阅读并同意’的服务

说明。因为在其他平台上，如果

不勾选无法进入下一个程序，没

想到，在××筹平台不勾选才能保
证不会被多扣钱。”刘楠说。

对此，记者在网络平台上找

到了 10名发帖认为上述平台让
捐款人“多掏 3元”的网友，其都
表示之所以勾选了绿医服务，均

是认为其属于阅读确认捐款的

相关说明。

但记者发现，在××筹的小程
序应用中打开筹款链接，直接输入

捐款金额即可，并没有需要扣款 3
元钱的绿医服务，而在转发的筹款

链接中则出现了绿医服务。

上述 10名受访者都是通过
筹款链接进行的捐款，大多数人

表示“很少有人会打开筹款平台

小程序找人捐款，一般是点击朋

友圈或社交群中的筹款链接进

行捐款”。

此外，记者发现还有两款筹

款平台也存在扣除 3 元额外费
用的情况，两家平台称其为“支

持费”。

和××筹平台类似，某筹款平
台在捐款页面出现了《用户资助

说明》。平台解释称：“××筹持续
给近 10万名大病患者，免费提
供全程 1对 1的人工帮助，为此
平台承担了巨大的人力成本。我

们希望得到您的支持，帮助平台

更好地运营下去。”

该平台的《用户资助说明》

也是可以勾选或者取消勾选。

值得注意的是，在该平台，

即使没有勾选《用户资助说明》，

在点击“确认支付”后，付款页面

也会跳出弹框再次提醒网友“希

望可以资助平台 3 元帮助更多
的大病家庭”，并在弹框上方会

再次出现捐助患者的姓名，并且

将“确定”框赋上红色。当用户点

击“确定”后，便自动勾选了已阅

读和同意用户资助说明，然后直

接跳转到付款输入密码的界面。

只有再次点击“取消”之后，才可

以直接捐助，不再支付“资助平

台 3元”。
另一家平台也称：助力帮助

平台，提供住院管家、手术安排、

远程会诊等 6项超值健康服务，
全方位解决您的健康难题。同时

平台打款效率更高，爱心捐款可

以第一时间到达筹款人指定账

户———支持平台 3元钱。
要想不出这 3元，捐款人需

要反复点击“取消”数次后才能

正常捐款。

一些平台提示不够充分

记者注意到，一些筹款平台

会从筹款人募集到的款项中抽取

一定费用，作为平台的服务费。

比如，有筹款平台发布公

告，因平台在技术研发、运营服

务、资金安全方面的不断投入，

运营成本逐渐增加，按照单个筹

款项目提现金额的 6%收取平台
服务费，且单个筹款项目最高不

超过 8000元。另外第三方支付
平台仍将收取提现金额的 0.6%
作为支付通道费用。

另一家筹款平台的客服告

诉记者，发起大病救助项目，平

台不收取服务费，但需要支付第

三方支付通道服务费用 0.6%。
还有筹款平台表示，单个项

目提现时，平台将收取项目获得

赠与金额的 3%作为平台管理费。
该平台的客服告诉记者，这

是为了保证平台稳定、健康、持

续地运行，“平台收取管理费不

以营利为目的，仅为了保障平台

持续健康运行，以覆盖平台部分

运营成本。”

那么筹款平台额外收取捐

款人的费用是否合理呢？

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常莎分析，根据××筹的说明、操
作流程以及可选项等形式来看，

平台并未强制用户支付 3元绿医
服务费用，用户可以通过不勾选

的方式拒绝支付该项费用，因此

并不实质构成欺诈或强制消费。

常莎提示说，为防范风险，

捐款人在网络平台进行支付等

操作时，需要特别注意平台方的

提示条款、免责条款、增值服务

的说明等事项。

在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

郑翔看来，如果能够通过收费促

进公开募捐平台改进服务质量，

使善款能遵照捐赠人意愿合理使

用，“适当收取费用是可以的”。

“不过，如果平台能够从其

他途径，如投资人的支持、财政

的补贴、相关流量的变现等获得

资金支持则更好，就不需要向捐

款人收费了。”郑翔认为。

在一位国内某筹款机构不

愿具名的创始人看来，筹款平台

可以收费，因为这本质上属于市

场行为，通过收取一定的服务费

来提供更好的服务、保障平台运

营无可厚非，“筹款平台本身作为

商业机构，如果既要求其提供免

费的服务，又要承担相应责任，这

本身就是权责不对等的关系”。

有业内人士介绍说，筹款平

台一般借助不营利的筹款业务吸

引流量、获取客户，再基于流量去

开展公司的其他业务，如互助、保

险等业务，建构起“筹款+互助+
保险”的商业模式，营利业务一定

程度上会反哺非营利业务，筹款

资金本身也会产生利息。

这位业内人士认为，在捐款

环节，一些平台对用户的提示不

足，用户往往在不知情时额外支

付了“支持金”，相关提示信息不

易识别，捐款人难以了解支付

“捐款”的具体构成；同时，一些

平台没有为捐款者了解资金的

流向与使用情况提供便利，给捐

款者造成了一定的被欺骗感和

被隐瞒感，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

看，这会影响平台的公信力。

“免费时代算是过去了。”采

访中，多位相关筹款平台的工作

人员认为，未来筹款平台收费会

越来越普遍。

信息披露需要足够透明

我国现行法律并未禁止筹款

平台收费，但根据慈善法的规定，

平台需要保障捐款人的知情权。

受访专家认为，需要制定规

范、透明的收费机制，同时定义

好平台性质、做好社会公众的引

导。多位受访者也表示，他们顾

虑的不是收费本身，而是收费的

不透明性、不合理性。

“从法律规定来看，平台不

得隐瞒善款使用情况，只要捐

赠者想要知道，慈善组织就应

该告知，而且应该是主动告知。”

郑翔称。

在前述业内人士看来，信息

披露要做到足够透明。在捐赠人

充分知情的情况下，捐与不捐、

捐多少都是捐赠人的选择。平台

的页面设计可以更加优化，利用

技术手段在支付页面做更具体、

清晰的说明，为公众提供选择，

例如勾选选项或未勾选选项，金

额的变化应当是明显的。而对于

金额变化的原因，平台也应提供

更具体的解释说明。

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

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在 2023
年 11月举行的“慈善法修订背景
下大病筹款平台之道与规”圆桌

访谈研讨会上表示，为了可持续

发展，平台通过收取一定费用实

现成本分担是必要的，但这样的

前提是不能以盈利为目的。

那么，服务费的标准究竟该

怎么定？有专家认为，必要时可

以通过深入调研，开展成本构

成、服务价值等方面调查，听取

用户、平台和有关方面的意见，

平衡筹款平台的商业属性和服

务领域的准公益属性。

郑翔的看法是，慈善组织在

自己的网站上收费，只要是其通

过收费改善了服务质量促进更

多人进行捐赠，“就应该允许由

慈善组织自行决定”。

前述某筹款机构创始人则

表示，服务费的设定属于市场行

为，各类筹款平台之间存在竞争

关系，如果该平台服务费过高，

既不符合公众的期待又无法提

供优质的服务，那么公众自然就

会抛弃该平台，选择其他的捐款

平台。因此，服务费的标准应交

由市场调节。

“从免费到付费必然有一个

转型的过程。”上述创始人说，当

筹款平台开始收费的时候必然

会经历阵痛期，需要不断地向公

众解释为什么需要收费。但如果

平台能够和公众达成共识，即收

费是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承担

更明确的责任，未来便会形成更

良好地捐赠环境。

郑翔说，建立事后监督机

制也是必要的，例如出现不明

确告知用户需要交费等违规行

为，由民政部门慈善主管机构

进行处罚，例如取消其公开募捐

资格等，这样就能形成良好的捐

赠环境。

（据《法治日报》）

近期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不少网友抱怨：自己在××筹平台上捐款，“无缘无故”被多收了 3
元。 仔细一看，这 3 元原来是平台收取的绿医服务费用。

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多家众筹平台存在收取 3 元费用的情况。这些平台以提供健康服务、帮助
平台运营、提高打款效率等理由让用户选择勾选并同意“支付 3 元”费用。 该选项虽然可以取消勾
选，但不少网友称不仔细看根本不会注意，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多收了 3 元。

受访专家表示，一些众筹平台营利业务难以继续，筹款业务本身面临“自我造血”压力。平台的
建设和支持都需要人力物力的投入，考虑到相应成本，可以收取一定比例的服务费。但是平台在向
筹款人和捐款人收取服务费时，应当依法保障信息公开透明，同时不以营利为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