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数字技术加速我国公益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邓国胜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支持发展公益慈善事业”，

这体现了党中央对公益慈善事业的高度重视，也说明国家期望公益慈

善事业在整合社会资源、提供社会服务、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和促进共

同富裕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客观地说，我国以慈善组织为载体、

以法律法规为保障的现代公益慈善事业起步较晚，与欧美发达国家还

有很大差距。不过，自 201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实施以来，

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特别是数字公益发展迅速，正在

形成“互联网公益的‘中国样本’”，并引起了国际公益同行的关注，

数字公益被认为是中国公益慈善弯道超车的重要机遇。据统计，2016

—2021 年，中国的网络募捐总额从 20亿元增长到近 100 亿元；2016

—2023 年，有超过 510 亿人次参与互联网慈善活动，互联网募捐总

额达 350 亿元。中国数字公益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显然离不开互联

网科技企业以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为公益行业提供各类数字化工具

与产品，从而深度重塑了中国的公益生态。例如，今年“腾讯公益开

放日”一次性发布了十余款数字化工具，这些新工具针对公益组织或

捐赠人、受益人、志愿者的需求，直击公益难点或痛点，提供了多种

数字化创新解决方案。

首先，本次腾讯发布的数字化新工具有助于提升公众的参与率，

建立与捐赠人的情感链接，促进持续捐赠。公益慈善事业最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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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于募集了多少资金，而在于弘扬社会爱心、维护公共价值。因此，

发展公益慈善事业最根本的意义在于让公益慈善理念深入人心，实现

人人公益的目标。新发布的数字化工具的特征之一就是能够助力公益

机构吸引和留存捐赠人。例如，视频号公益创作活动，是腾讯公益为

公益项目或“一起捐”打造的，公益机构可以通过机构或项目视频号，

也可邀请视频号达人、媒体视频号等参与活动，为项目或“一起捐”

挂链，助力公益内容在视频号渠道得到更好的传播，从而吸引更多公

众参与。再比如，本次发布的企业微信公益版整合了企业微信、公众

号、视频号、小程序、腾讯频道五大平台优势，实现公益项目数字化

执行与数字化运营的无缝衔接，为公益机构的运营活动提供全方位工

具支持。通过该工具，公益机构可以沉淀与分享用户社区内容，及时

分享项目进展，全力打造项目影响力，进而连接和动员公众参与。除

此之外，这次发布的数字化工具还进行了迭代升级，不仅帮助公益机

构连接捐赠人，更提供了服务捐赠人的数字化工具，通过建立与捐赠

人的情感链接，实现从单次捐赠向持续捐赠转型。例如，捐赠人管理

数字化工具能够提供一体化的捐赠人档案管理，经用户授权后，全面

记录捐赠数据与活动服务，实现用户分层管理，打通平台公域流量与

机构私域运营，提供爱心回礼、群发短信等工具，全方位提升捐赠人

服务能力与用户粘性。再比如，这次发布的执行地数字化工具借助地

理位置定位匹配能力，一方面可以为捐赠人精准推荐“与我有关”的

身边及家乡的公益项目，让公益变得触手可及；另一方面通过项目执

行地与捐赠人产生更深层连接和深度参与，提升捐赠人的满意度与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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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度，进而提升捐赠人持续捐赠率与月捐用户的转化率。

其次，新发布的数字工具有助于提升公益机构的管理能力和公信

力。公益机构是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组织载体，公益机构的公信

力与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水平。本次发布的

资金拨付工具、物资执行工具直击公益组织资金拨付和物资发放的痛

点，通过资金透明可视、物资全程追溯，让每一笔善款和物资去向清

晰可查，全面提升了公益机构资金与物资发放的效率与透明度；本次

发布的服务执行工具则为公益项目管理打造智能中枢，助力机构实现

统筹工作人员、志愿者、合作伙伴的任务安排，清晰呈现项目的服务

内容、执行完成的时间地点、执行效果和反馈情况，一站式解决项目

管理难题。毫无疑问，这些数字化工具的应用有助于公益机构提升透

明度与管理效率，从而加速高质量发展的进程。

最后，本次推出的 AI 工具对于公益行业而言无疑是场及时雨，

无论对于提升公益机构的 AI应用水平，还是对于我国公益事业的发

展都具有较大的想象空间。公益 AI问答助手专为公益场景打造，捐

赠人只需简单提问，AI 问答助手便能快速分析整合多源信息，为捐

赠决策提供专业、全面的信息支持；AI 辅助优化工具则可以帮助公

益机构发现问题，优化项目设计，让项目更扎实可信；AI 答疑助手

则可以快速解答机构对于公益项目上线、运营、产品工具使用等方面

的疑惑，并提供全面的学习指引、行业案例等。此外，腾讯还推出了

四个专门为残障服务机构量身定做的 AI 智能小助手，包括北京心盟

孤独症儿童关爱中心的大福 AI助手、新生命养老助残服务中心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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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通”1.0AI 助手、北京市丰台区声波残障社会服务中心的金盲杖 AI

助手、爱的分贝公益基金会的小贝兔 AI小助手。这些 AI智能体一方

面可以帮助残障类公益机构提升服务效率，另一方面能够在残障机构

遇到知识盲区或疑难问题时帮助答疑解惑。我们也期待腾讯 SSV 未来

能够继续为更多领域的公益机构打造 AI 智能体的样板，不断缩小公

益机构与商业机构在 AI应用方面的差距。

总的来说，这次腾讯推出的数字化工具有了新的飞跃，从以往注

重为公益机构连接捐赠人向为公益机构服务捐赠人转型；从帮公益机

构募款为主到帮公益机构苦练内功、提升执行和管理能力转型；从服

务公益机构和公益项目为主向服务捐赠人、受益人、志愿者等多元主

体、营造公益生态转型。显然，不断迭代的数字化工具的开发与应用

为我国数字公益的发展带来了更多可能与无限的想象。借助数字公益

发展的东风，未来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在全球的发展也必将从跟跑、并

跑迈向领跑。

（本文来源：《中国社会报》2025 年 6 月 26 日，作者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

学院数字公益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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