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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前，当我们谈论起“技术公益”这个概念时，它是

模糊抽象的，似乎是 Web 2.0，是借船出海，是互联

网公益，是公益传播，是 ICT For Good。十五年后的今天，当

我们再次谈及“技术公益”，我们看到：身边已经聚集了越来越

多志同道合的伙伴，看到“技术公益”愈加清晰的发展脉络，看

到行业上中下游的深度投入和专业研发，看到技术与公益正

行进在双向奔赴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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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益实践提供技术指引

叶中国技术公益发展报告 2023曳发布

这是一个充满挑战与机遇

的时代，技术与公益的结合正开

辟出一条创新之路。近日，适逢

NGO2.0（深圳市图鸥公益事业
发展中心）成立十五周年之际，

该机构联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先研院新媒体研究院，经过深入

研究与精心编纂，《中国技术公

益发展报告 2023———公益与技

术的双向奔赴》在 CCF（中国计
算机学会）技术公益大会·数字

技术公益分论坛上发布，希望能

够为公益领域带来新的视角与

思考。

该报告指出，技术公益的

核心理念是将技术与公益紧密

结合，通过专业的技术能力，更

加高效地解决社会问题和公益

痛点，以实现更有效且不断创

新的公益服务，为公益活动贡

献新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

也为技术企业践行社会责任提

供创新性的路径。技术行业参

与公益无论是对社会组织进行

赋能，还是直接运营公益活动，

都成了公益行业的一部分。公

益行业的运营、转型与发展，是

技术公益的基础。

该报告表明，中国公益慈善

组织的数字化能力呈现阶段性、

差异化，不同规模的社会组织有

相对不同的数字化发展诉求。整

体来看，社会组织亟需借助数字

化实现组织可持续成长，推动行

业生态良性运转。技术企业基于

业务类型个性化定位技术公益

服务领域，场景应用日益清晰，

运转轨道愈发专业化，并且持续

进行公益服务领域和应用场景

的扩散，在解决社会问题、改善

社会环境、推动社会包容和互助

共享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而言之，全面和多元化

的技术公益发展蓝图标志着社

会进步的新篇章，它不单是技

术应用的展示，更是科技与社

会责任协同作用的实践。技术

超越了其传统角色，成为驱动

社会变革和提高人类福祉的关

键动力。它鼓励所有社会成员，

包括社会组织、政府、企业和公

众的共同参与，合力推动公益

事业的创新与发展。通过加强

技术公益的法治化和规范化，

多元主体共创共享，构建便捷

的公益通道，提升技术公益趣

味性等方式，实现技术与社会

的责任共担，让技术公益成为

中国公益事业的新潮流。

这份报告深入探讨了技术

公益的内涵、演变以及在中国的

实践案例，为社会组织和技术企

业导航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宝贵

的参考，综合阐述了技术公益不

仅仅是一种趋势，更代表了公益

行业与技术行业深度融合的新

阶段。

记者了解到，为深入了解技

术公益的发展现状，为社会组织

和技术企业解决数字化发展过

程中的问题提供实质信息，《中

国技术公益发展报告 2023》从开
放创新、互联互通、公正透明、益

企合作、共享包容等五个方面总

结了当前一些典型技术公益案

例，旨在为技术公益伙伴提供参

考和启示，助力更多组织选择适

合自身的技术公益解决方案，从

而促进技术公益的可持续发展。

据该报告出品方之一、

NGO2.0 执行主任张强介绍，这
份报告无论从前期调研还是文

本落实，都经过了深度研究和专

业呈现，是精心打磨的技术成

果。期间，研究团队邀请多方参

与深度访谈，收集一手资料，文

本与数据分析相结合，挖掘技术

公益发展的内外驱动力：项目团

队基于对多位深耕技术公益领

域专家的访谈请教，并结合调研

数据及对公益领域诸多典型案

例的搜集整理、总结与提炼，将

技术公益案例分为五大模块，更

加明晰公益领域数字化的探索

与生态格局，为社会组织、技术

企业、行业组织等多主体在未来

携手共同绘制技术公益崭新蓝

图提供现实参照。

“NGO2.0陪伴了中国技术
公益的发展和成长，对中国技术

公益有较为全面的立场和视野，

对当下技术公益的主流表达和

各方实践均有不错的挖掘和沉

淀。基于此，这份报告创新性地

阐释了技术公益的内涵与演变

过程，并从技术企业的驱动角度

对技术参与公益进行进一步解

读；在案例总结上，将技术公益

案例分为五大模块，为社会组

织、技术企业、行业组织等提供

方向和参考，希望能为中国社会

组织的实践提供有效的技术指

引。”张强说。

渊据叶华夏时报曳冤

广东 8.3万棵古树待认捐
首批认捐金额达 1690万元

近日，绿美广东古树认捐

项目上线启动仪式在广州市花

都区举办。记者从广东省林业

局获悉，该项目将发动广大社

会力量认捐古树冠名权，对全

省 83760株古树开展古树认捐
募集资金活动。项目认捐目标

为 3年募资 10亿元，首批 101
家企业和个人认捐古树 115
株，认捐金额 1690万元。

记者了解到，丰富的古树

资源是广东重要的绿色“家

底”，具有重要的生态、历史、文

化、科学、景观和经济价值。截

至 2023年底，广东省古树名木
数量为 85561株。本次绿美广
东募捐项目主要为“古

树认捐·绿美有我”募

集资金活动，对古树的

冠名权开展认捐。

据介绍，此次活动

上线的古树认捐项目

选取了全省 83760 棵
古树，涵盖了全省绝大

多数古树，遍布 21个
地市，其中树龄五百年

以上的一级古树 733
棵、树龄三百年以上的

二级古树 4673 棵、树
龄一百年以上的三级

古树 78354棵，认捐标
准分别为 10万元/株、5
万元/株、1万元/株，认

捐有效期为三年。

项目认捐目标为 3年募资
10亿元，资金将定向用于绿美
广东生态建设示范点、县镇村

绿化、古树养护等，引导社会各

界参与绿美广东生态建设。资

金使用、项目建设等情况将向

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该项目上线之初，便得到社

会各界广泛关注，首批已有 101
家企业和个人认捐古树 115株，
认捐金额达 1690万元。仪式现
场为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山水

画家许钦松颁发“绿美广东生态

建设宣传公益形象大使”证书，

为“绿美广东和美乡村”随手拍

获奖者颁奖，为首批企业和个人

颁发古树认捐证书。

活动当天还开展了绿美广

东古树认捐主题林植树活动，参

与人员携手种下闽楠、桢楠、降

香黄檀等乡土树种共计 250棵。
广东省林业局相关负责人

称，广东将继续深入实施古树名

木保护提升行动，不断健全、强

化古树名木保护制度体系和管

理措施，力推古树名木抢救复壮

工程，以更大力度、更多方式鼓

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古树名木

保护工作，推动全省到 2027年
建成古树公园 100个以上。

渊据央广网冤

梅琳达将辞去盖茨基金会职务
当地时间 5月 13日，美国著

名慈善家梅琳达·盖茨正式宣布

退出其亲手创办的比尔及梅琳

达·盖茨基金会，意味着这个全

球最大的私人基金会将面临“改

旗易帜”。

据美国《纽约时报》13日报
道，梅琳达当日在社交媒体上发

表“离职声明”，称经过深思熟虑

后决定辞去基金会联合主席职

务。她表示，该基金会已经发展

成熟且运营良好，当下正是她

“跨入慈善事业下一篇章”的绝

佳时机。比尔·盖茨对前妻梅琳

达“极其重要的贡献”表达了感

谢，“我对她的离开表示遗憾，相

信她在未来的慈善工作中仍将

发挥巨大的影响力”。据了解，梅

琳达将在 6月 7日正式离职。
该基金会的首席执行官苏

兹曼透露，梅琳达今后将致力于

应对美国乃至全球的女性及家

庭权益问题。根据与盖茨的“分

手协议”，梅琳达将获得 125 亿
美元资金用于开启新事业，而这

笔钱是盖茨“自掏腰包”。美国印

第安纳大学礼来家族慈善学院

院长表示，梅琳达的新动向堪称

“里程碑式的一步”，她所持有的

巨额资金或将对女性权益事业

产生深远影响。根据该学院的一

份研究，全美 2020年所有女性
权益机构获得的善款仅占慈善

拨款总额的 1.8%。
事实上，梅琳达过去一直都

在呼吁全社会加强女性福利。她

在 2015年创办的“轴点风投”机
构，独立于比尔及梅琳达·盖茨

基金会，致力于为女性及少数族

裔提供更多机遇。

随着梅琳达的离去，基金会

今后也将更名为“盖茨基金会”，

唯一的主席职务由比尔·盖茨继

续出任。该基金会由梅琳达与盖

茨于 2000年共同创办，是全球
最大慈善组织之一，截至去年年

底，基金会捐赠金额已超 750亿
美元，拥有约 2000名员工。

2021年，盖茨夫妇结束了长
达 27年的婚姻，当时基金会的
发展方向一度受到质疑。经协

商，二人当时决定仍以联合主席

的身份共同执掌基金会，直至无

法继续协作。 渊据叶环球时报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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