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准发现慈善需求

据了解，自 2009年至今，美
好社会咨询社（简称“ABC”）用
了 15年时间，为超过 300多家公
益机构提供了 500 多次咨询服
务，其中包括投资顾问等项目。

2017 年，ABC 开始面向公
益机构和潜在捐资方做影响力

投资和捐赠顾问服务，尝试解决

行业缺人的问题，组织志愿者把

人才资源引到公益领域。该机构

发现，公益行业缺人、缺钱依然

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ABC负责人刘宇晗说，机构
主要做了两件事情：一是面向大

额潜在捐方提供影响力投资顾

问，这是介于直接捐赠和商业投

资间的一种形态，既平衡了财务

回报，也平衡了社会影响力；二

是面向高收入群体的捐赠圈服

务，引导捐赠人群体用三四个月

时间深入公益项目地体验具象

的公益议题。

“这种做法给予捐赠人的是

一种议题学习和社会问题认知

的尝试，不再是一捐了之，而是

将极大增加捐赠成功率。”刘宇

晗说。

世家联合家族办公室创始

人柏瑞敏，聚焦高净值客户的慈

善传承，并为其提供个性化的整

体解决方案。

工作中，她发现企业家客

户、高净值客户对于家风建设、

慈善传承和社会责任等方面有

着强烈需求。她要利用最前沿的

慈善工具，运用自身价值和专业

知识帮助客户设计满意的解决

方案，实现客户的慈善心愿。

2023年 12月，中航信托携
手中华慈善总会等机构签约“文

脉传承慈善信托”，用于促进文

化事业传承发展，开展对《四库

全书》《永乐大典》等重要文化典

籍的保护、修复和传播等，助力

中华文化生生不息。该慈善信托

计划规模 5000万元，首期规模
约 1000万元。

柏瑞敏是“文脉传承慈善信

托”的总顾问。她表示，从跟客户

聊到这个需求到最终设立完成，

历经 5个月的时间。“从客户的基
础诉求，到如何搭建架构，以及跟

中航信托设计相关流程、架构，直

至落地，这恰恰体现在做服务的

时候如何把家族诉求放在首位，

同时用专业工具赋能客户，最大

程度实现客户的诉求和心愿。”

引领财富投向有效公益

有研究指出，不少捐赠人愿

意为高质量的公益慈善体验买

单，形式有“捐款”“捐时间”等。

然而，市场能够提供的高质量公

益产品十分不足。

“从单纯捐赠到关注捐赠效

果，再到设立捐赠主体，是捐赠

人对公益慈善认知由浅入深的

过程。”刘宇晗表示，捐钱容易，

定制化设置、深入挖掘和体验公

益也容易，但如何让捐赠人享受

高质量的慈善服务，提升其体验

感，从一捐了之走向更深层次的

公益慈善参与形式并不容易。

中伦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

人季享卡是以私人财富业务升

任律所合伙人的第一位律师。早

期，他接触到国际上高净值人群

慈善需求，帮助其完成慈善愿

望，探索出一些捐赠之路。

季享卡表示，其在服务捐赠

方时，发现有些捐赠人内心封

闭，想做的事说不出来；同时，一

些年轻的高净值客户还有着更

高的抱负，这时候需要用年轻人

的心态和对话方式去打动他。

“提供高质量的慈善产品是

刚需，我们需要引导、教育、提升

客户的慈善认知；另外，慈善还

需要共创，好资源、项目需要多

方共同维护。”季享卡说。

捐赠人服务要坚持长期主义

2009年，上海联劝公益基金
会（简称“联劝”）成立，使命是联

合劝募，支持民间公益。2019年，
联劝第二轮战略规划以公益参

与者为中心，支持公益参与者感

受公益价值，成为公益生态可持

续发展力量。

“一个鸡蛋的暴走”是联劝

的品牌项目，核心参与者是城市

中产、外企管理层以及高净值人

士。经过数年探索，联劝发现参

与者并不满足于一年参加一次

暴走活动，而是希望可以长期自

主有效地参加公益。

2023年，联劝共支持了 802
家社会组织和 1549 个公益项
目，这让公益的后端有了丰富的

议题认知，有了很好的公益伙

伴，整个公益链条被串联起来。

联劝副秘书长张波娜认为，

看待这个问题有三个视角：“第

一，个人视角，我们要知道公益

能给捐赠人带来什么，要理解捐

赠人在社会中的角色，因为这更

利于捐赠合约达成。第二，慈善

工具的运用，如艺术品投资、股

权投资、慈善信托等，新慈善方

式和渠道要向捐赠人推广。第

三，非营利视角，从‘术’的层面

来讲，面对高净值客户，慈善顾

问提供的只是慈善知识的学习

讲解；但从‘道’的层面来看，需

要认识到慈善对于生命的意义，

把内心的动力真正激发出来。”

“服务捐赠人之时，我们总在

慈善工具层面纠结，如为捐赠人

提供哪款慈善工具。其实，慈善服

务有条水平线，上层是技术工具，

如‘捐赠免税’等，下层才是真正

能让捐赠人动念的价值，为捐赠

人提供高质量的慈善服务也是捐

赠成功的开始。”张波娜说。

在长期与捐赠人打交道的

过程中，张波娜得出一个结论：

“大多数捐赠人在各行各业已经

非常成功，他们会觉得慈善是将

私人资源投向公共领域，在与捐

赠服务者沟通过程中存在一定

程度上的不平等。因此，我们需

要以非常专业的长期视角跟捐

赠人沟通，慢慢找寻平等对话的

契机。”

“公益慈善需要有长期主义

视角，在沟通中，我们要仔细聆

听捐赠人需求，做好捐赠服务。

中国人有很深的慈善文化传承，

公益行业从业者应该在现有实

践中看到普遍性规律，理解捐赠

人的行为、动机，这样也能为行

业长期发展贡献一点力量。”张

波娜说。

”

“善经济”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对于财富的使用有了新

的认识和规划，公益慈善行业成为“散财”的重要

领域和渠道。与财富增量的速度相比，慈善资源和公益产品的

增长速度还较难满足“散财”的需求。从单纯捐赠款物，到关注

捐赠效果，再到设立捐赠主体，捐赠者对慈善的态度形成了由

浅入深的认知。

眼下，如何精确发现慈善需求，创造高质量的公益产品，

更好服务捐赠人，成为公益慈善从业者探寻发力的新方向。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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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更好服务捐赠人
成为公益慈善行业从业者探寻发力的新方向

日前，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召开“科技救灾创新模式交流

会”，邀请公益机构、专家学者为

拓展科技救灾建言献策。据了

解，去年起，腾讯公益慈善基金

会先后在京津冀水灾和积石山

地震灾区试点“数字以工代赈”

模式和“数字消费券”项目，为灾

后重建提供数字解决方案。

“地震发生的时候，我和宝宝

在睡觉，房子震塌了我们就被压

在瓦砾下。当时大半夜，孩子只穿

着薄薄的一件衣服，我只能用身

体护着他。”积石山县大河家镇的

马女士表示，由于衣物埋压在倒

塌的房屋中，出于安全考虑，出生

20 天的宝宝只能靠裹着毛毯御
寒。随着救灾物资发放，虽然不少

困难都得到了解决，但孩子穿衣

问题仍摆在面前。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腾讯公

益慈善基金会联合爱德基金会

面向积石山县 2500余名新生儿
家长发放“宝宝券”：在微信刷脸

认证后，家长便可获得 200 元
“宝宝券”，用于在当地购买奶

粉、尿不湿、衣服鞋帽等物品。

在河北高碑店肖官营镇，腾

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为镇上受灾村

民每户提供 200元的“暖冬券”，
用于在购物中心、超市购买过冬

物品。不同于母婴店里专卖母婴

产品，线下的购物中心、超市商品

五花八门，如何确保善款不被乱

用成了一个新的问题。为此，“暖

冬券”在设计时将烟酒、高价礼盒

等商品列入“负面清单”，无法使

用“暖冬券”结算，从而避免村民

购买价格高昂或不健康商品。

如果说数字消费券是帮商

家“回血”，那么，“数字以工代

赈”则是通过帮助受灾群众更快

更好恢复生活。

“以工代赈”是灾后重建的

经典模式，受助人通过参与工程

建设，用自己的劳动在重建家园

的同时获得相应报酬，而非等待

直接救济。然而，传统的“以工代

赈”模式存在执行繁琐、补贴发

放不及时等情况。

为此，腾讯公益依托微信支

付“身份识别”和“资金发放”能

力，上线“灾后微助乡村计划”小

程序，用数字能力提高效率和透

明度。截至目前，在甘肃、青海、

雄安新区等地已有 207 个村庄
参与其中。

据悉，受灾区域村委通过微

信扫码进入小程序后，根据当地

受灾情况提出项目申请。申请审

核通过后，系统将生成二维码，

用于组织受灾群众加入以工代

赈项目。受灾群众注册后便可自

动领取实名的微工卡，用于查询

工作时间、补贴金额，了解补贴

发放进度等。借助小程序的全流

程管理，项目申报、执行效率大

大提升，且能够保证受灾群众补

贴及时、准确发放。

在“数字以工代赈”模式和

“数字消费券”试点的基础上，未

来如何将数字能力更好地运用

在救灾等公益场景中，也是公益

机构和专家学者关注的话题。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副秘

书长刘洲鸿表示，在救灾领域，

国际上认可直接发放现金的模

式。但在中国，公益机构直接发

放现金可能存在发放不透明、灾

民使用不透明等风险，导致相关

应用非常有限。而微信支付消费

券和身份核实等产品能力，恰好

克服了直接发放现金的透明信

任问题，并使得这一流程线上

化、透明化、可追溯化。

据悉，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

未来腾讯公益将根据使用情况和

反馈不断优化，让用户体验更好。

此外，腾讯公益还计划将相关模

式推广至老人帮扶、乡村助学等

不同场景，并将面向爱心商家、电

商平台等开放渠道，借助数字能

力串联起更多社会资源，形成合

力把好事做得更好。 （张明敏）

数字以工代赈、数字消费券在多地试点

为灾后重建提供数字化解决方案

积石山地震受灾新生儿家庭使用“宝宝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