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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天使计划”关爱空巢老人

1月 20日，《中国捐赠百杰榜
（2021）》在京发布。该榜单取年度慈
善捐赠数额前百位予以分析，已连续
发布11年，清晰地呈现出中国大额
慈善捐赠的走向与慈善领域的变
化。

百杰榜显示，2021年中国捐赠
百杰共有 104 位上榜人（多人并
列），上榜门槛达3000万元，捐赠总
额697.24亿元。百亿元量级的捐赠
人有3位；10亿元量级捐赠9位，亿
元量级捐赠 50位。无论是上榜门
槛，还是榜单总额、亿元捐赠人数，
均创“中国捐赠百杰榜”历史新高。

本次榜单发布会由民德咨询公
司、京师善财传承实验室联合主办，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北
京师范大学社会治理与公共传播研
究中心提供学术和平台支持。

上榜“新人”过半
3人连续11年上榜

2021年百杰榜上，首次上榜人
数为54人。上榜2次的有15人，3次
的16人，4次的有4人，上榜5次至9
次的共有12人，上榜11次即每年上
榜的有3人，均来自房地产行业，其
年度捐赠额经常超过1亿元。

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负责人
表示，“首善”上榜的频率相对低一
些，因为一次性承诺数十亿元或上百
亿元捐赠之后，其慈善安排的格局已
定，短期内少有新的捐赠资源投入。

广东上榜人数最多
北上广深位居前列

2021年百杰榜上榜人所在企业
（总部）或单位的分布省份相较2020
年有所下降，共有22个省（市区），另
有两位海外侨胞。从数量上来看，上
榜人集中于广东（31位）和北京（26
位）；第二梯队是上海（9位）、福建（6
位）、浙江（6位）；安徽、山东、河南、辽
宁、四川、天津、湖北各有2位上榜
人；广西、陕西、山西、重庆、宁夏、湖
南、内蒙古、海南各有1人上榜。

“广东上榜人数多，除了经济相
对有活力之外，也与近年来大力推广
的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有关。”上述
负责人表示，每年6月底至7月初，各
级政府、慈善会、扶贫基金会就开展
劝募活动，辖区内有影响力的企业多
数会积极响应并举牌认捐。

年度捐赠总额创新高
超历史平均值3倍

在2011年至2020年间，百杰

榜上捐赠总额最低为2011年的122
亿元，最高为 2016 年的 379 亿元。
10年间，榜单总额平均值为218.89
亿元。

2021 年百杰榜的捐赠总额为
697.24 亿元，远超过去任何一年，
是此前历史最高点 （2016 年） 的
1.84倍，是历史平均值（218.89亿元）
的3.18倍。

本年度“首善”王兴的捐赠总额
是 107 亿元。此外，2011 年至今，
百杰榜“首善”前三位依次是虞仁荣
（2020年承诺捐200亿元建东方理工
大学）、马化腾（2016年宣布捐1亿
股腾讯股票分批注入慈善基金，价值
169.8亿元）、马云 （2014年向慈善
信托捐赠3500万股阿里巴巴集团股
份，价值169亿元）。

此外，2021年出现的百亿元量级
捐赠事件有3次，为历年最多；十亿元
量级的捐赠人9位，为历年最多；亿元
捐赠人50位，依然为历年最多。

上榜门槛达3000万元
为历年最高

2021年百杰榜最低上榜金额达
到3000万元，为历年最高值，比2020
年 的 历 史 高 度 2000 万 元 增 长 了
50%。本年度有5位上榜人年度捐赠
3000万元，并列榜单第100位。据不
完全统计，2021年捐赠总额在1000
万以上但低于3000万元、符合百杰榜
编制范围的捐赠人另有200余人。这
些数据意味着，在2021年百杰榜之
外，还有非常多值得关注和开发的大
额捐赠人和捐赠资源。

2021年，在新冠肺炎疫情、洪涝
灾害等挑战面前，中国慈善家和民营
企业面临种种困难和不确定性，深刻

理解共同富裕和三次分配的制度安
排，并在自然灾害和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后作出快速反应，为防汛抗洪、乡村
振兴、科技创新、社会服务等事业慷慨
解囊，体现了民营企业家等群体对“达
则兼济天下”的文化传承和“先富带动
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使命担当。

8笔股权捐赠占
百杰榜总额47%

2021年百杰榜至少有8笔股票
或股权捐赠，其中4笔用于设立基金
会等慈善组织，4笔被捐给高校。这些
股份捐赠的价值总额达327.67亿元，
占2021年百杰榜总额的47%。

上市公司股票价值具有波动性，
2021年底在港交所上市的小米和美
团股票价格与年中安排股份转让时均
有较大降幅。百杰榜研制团队认为，
从长远来看，这些股票具有较好的增
值空间。以河仁慈善基金会为例，
2011年，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历
经周折后向其设立的河仁慈善基金会
捐赠个人持有的 3亿股福耀玻璃股
票，过户当日市值35.49亿元。10年
后，河仁基金会已经在奖教助学、赈
灾救济、公共卫生、扶贫济困、文化
传承、扶老助残、生态环境这七大领
域捐助30.74亿元，但是基金会的资
金池并未减少。根据2022年1月19
日河仁慈善基金会官网数据，其所持
股票市值90.61亿元。此形势令河仁
慈善基金会有底气宣布投入100亿元
创建福耀科技大学。

研制团队还指出，一般来说，优质
股票的增长潜力远超基金会增值保值
水平，能为所持有的组织带来源源不
断的股息、红利等收益，保证慈善事业
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捐赠百杰榜（2021）》在京发布——

104位慈善家捐赠超697亿元
本报记者 顾 磊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自2020
年起，不少公益组织的业务受到影
响，筹款额甚至出现负增长。然而与
此同时，互联网上的公众捐赠却不降
反升，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月捐
正在快速增长之中。

所谓“月捐”，即捐赠人每月按
照约定金额向公益组织和公益项目捐
赠。这是爱心机构和个人参与公益的
重要方式之一。

月捐的增长态势在部分互联网平
台上体现得较为明显。在2021年中
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公益机构月捐如
何繁盛生长”平行论坛上，帮帮公益
平台负责人杨云云透露，该平台的月
捐业务自2020年初上线，当年的月
捐总额约为2838万元，上线项目数
量为 142 个；截至 2021 年 11 月 22
日，月捐总额已达6662万元，占平
台捐赠总金额近68%，上线项目数
也达到265个。

易宝公益平台负责人王玉慧介
绍，该平台的月捐业务明显增长，同
时也有新的突破。

易宝公益平台在2021年 7月解
决了支付上限的难题，实现了超500
元的大额月捐。当年8月即迎来首位
大额月捐人，每月捐赠2000元。“之
后出现了不同额度的大额月捐，如
520元、700余元等，这令我们很开

心。”王玉慧说。
对于开展月捐业务的公益机构和

项目来说，其操作方法正在日趋多元
和成熟。

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宣传总
监韩颖透露，该基金会2019年转型
为公募基金会时，就将月捐业务纳入
转型计划之中。2021年，该基金会
的月捐和直接捐赠两部分资金总额，
已经在机构筹款额中占比约 70%。
韩颖表示：“转型之前的7年中，我
们的主要资金来源是企业捐赠，为了
寻求稳定、多元化、可持续的资金来
源，启动月捐是必由之路。”

为了做好月捐，北京韩红爱心慈
善基金会探索了各种方法。例如，通
过问卷调查了解捐赠人的参与意向、
捐赠习惯等；借鉴行业中优秀案例的
经验；开展线下活动增强公益体验和
互动；保持复盘和分析，总结有效经
验等。

另一家环保野生动物保护机构猫
盟，自 2020 年 5月开启月捐业务，
截至2021年11月底，其月捐收入已
占机构年度收入的一半以上。该机构
通过一系列线上线下方式发展月捐，
其中社群运营效果显著，例如让社群
自发行善，为动物园捐赠相关物资
等；同时，注重透明度建设，呵护捐
赠人对机构的信任。

记者注意到，在月捐领域，由于
“下场”的机构越来越多，且各家机
构情况不一，因而发展出差异化的运
作模式，让月捐的形态更丰富。

上海仁德基金会秘书长王宛馨认
为，月捐方案应围绕品牌公益项目去
设计，优质项目能被更多人接纳。她
认为，公益机构应该通过长期运营去
布局月捐业务，一是开展信息化建
设；二是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三
是结合组织发展战略和核心捐赠人群
体的特点去选择月捐项目；四是开展
社群运营；五是提高月捐项目运行质
量，做好信息披露。

另一家机构深圳市社会公益基
金会则侧重于服务。该基金会自创
办至今，有较强的金融特性，形成
了比较成熟的创投扶持体系。该基
金会将月捐融入为捐赠人、资助对
象提供的多种服务中，实现了业务
的显著增长。在这个过程中，机构
并不强调向月捐伙伴索取，而是基
于创投和赋能的视角去帮助伙伴们
发展与成长。

近两年的月捐业务增长与大环境
有关。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以
及公益事业逐渐壮大，出现了越来越
多的理性捐赠者；二是受疫情影响，
机构更渴望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然
而，随着月捐形态日趋丰富、规模日

渐提升之际，公益行业也出现了一些
反思，例如不应盲目跟风和冒进。

“事实上，挖掘和维护好捐赠人
的成本很高，比如做助学项目或乡村
建设项目，需要实地走访才能知道
学生及当地的具体情况。”深圳市图
鸥公益事业发展中心公益众筹顾问
谢佳怡将与捐赠人和受助人相关的
成本作为运营指标的“最小值”来
看待，而“最大值”则是机构或项
目的服务门槛。

“如果服务跟不上，就会导致捐
赠人流失。”谢佳怡认为，公益机构
应在成本和效益之间找到平衡，否则
月捐会越做越没信心。

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主任
卢玮静提供了另一种思考。她认
为，公益机构通过互联网筹款，本
质上是按照不同平台的制度架构和
规则体系进行筹款，与捐赠人并没
有直接接触，往往会形成对平台的

“资源依赖”。
月捐业务是打破这一瓶颈的有效

方法，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公众捐赠。
卢玮静认为，如何服务捐赠人并让月
捐业务可持续发展是公益机构面临的
真正考验，因而应反思发月报、线上
线下触达等当前通行做法是否真正有
效，总结经验并提升专业性，让月捐
的未来有更美好的前景。

公益月捐：“起步”之后开始提速
本报记者 顾 磊

1 月 21 日，在山西省政协全会上，
民盟山西省委会呼吁，参与救援必须自身
具备相应的专业能力，公益救援应设立必
要的能力门槛。与此同时专业救援行动应
将非专业人员排除在核心作业区外，避免
不必要的危险。

据了解，2021年11月23日，河北邯
郸大名蓝天救援队在当地漳河桥执行救援
任务时，一名队员落水后遇难；12月 1
日，邯郸魏县蓝天救援队在漳河水域进
行救援行动时，2 名救援人员落水遇
难。噩耗传出后，蓝天救援队创始人第
一时间向全国各地蓝天救援队发出提
醒：远离超出能力范围内的救援，避免
悲剧再次发生。

民盟山西省委会调研发现，蓝天救援
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设有
授权队伍，但实际上，这支民间救援队的

入门门槛并不高。“这样一支本应该用于
执行简单的搜寻任务和协助职业救援的民
间队伍，却经常被安排去执行需要较高专
业水平、且存在很多未知风险的山地救援
和水域救援（或打捞）任务。”

民盟山西省委会在其提案中呼吁，山
西省应急管理厅尽快研究并设立统一的救
援专业技能资格考试；明确启动社会救援
力量的前提条件，即在何种情况下需要或
启动社会力量救援。同时，增加针对社会
应急力量救援队伍中有关人员和财产的保
障办法。

“应加强对辖区内救援行动的监管，
严禁非专业人员进入救援核心作业区。”
民盟山西省委会认为，应该确保在救援
任务中的参与人员专业，救援方案科
学、合理，坚决杜绝“超能力救援”事
件的发生。

民盟山西省委会建议：

加强监管 杜绝“超能力救援”
本报记者 王泳

本报讯（记者 赵莹莹） 1月19日，
在陕西省淳化县大槐树村村委会，45名
小学生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了由中银慈善
基金会“冬日暖心”计划捐赠的爱心羽绒
服。春节前夕，陕西咸阳巨家镇中心小
学、淳化县石桥镇中心小学等10所学校
和幼儿园共计1534个孩子，都将陆续收
到羽绒服和慰问信，帮助他们温暖过冬、
开心过年。

自2002年以来，中国银行连续20年
定点帮扶陕西省咸阳市淳化、旬邑、长武
和永寿4个县。去年入冬以后，持续性雨
雪天气给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困扰，
加之寒潮不断来袭，新冠肺炎疫情又让孩
子们提前放了寒假…… 中银慈善基金会
通过中国银行驻咸阳帮扶队了解到相关情

况后，决定原来每年捐赠羽绒服的规模由
500余人扩大到1534人，让每一个有需
求的孩子都能温暖过冬。“小小羽绒服，
不仅传递了温暖和呵护，更传递着一种精
神、一种力量、一种激励、一种期望。老
师和孩子们会把这份关爱转化为刻苦学
习、奋发向上的力量，教好课、上好学，
将来为社会作贡献。”巨家镇中心小学校
长苏宏刚说。

据了解，北京中银慈善基金会自成立
以来，为北京、内蒙古、陕西、青海、云
南等省市区的困境儿童送去多方面的精准
服务，托起他们奔向明天的希望。“冬日
暖心”计划自 2018年持续实施 4年来，
已为咸阳“北四县”贫困学生捐赠羽绒
服、“温暖包”3000余件（套）。

中银慈善基金会为千余名儿童捐赠羽绒服

本报讯（记者 顾磊）四川省雅安市
石棉县坪阳黄果柑专业合作社2021年度
工作总结暨分红大会日前举行。2021年
该合作社通过开展多项经营业务累计获得
收入903499元，合作社324户认证农户
户均可分得股金分红1385元。这已经是
合作社连续6年分红。

石棉县是黄果柑核心产区。2021
年，石棉县人民政府联合中国扶贫基金
会策划实施主题为“产业助农结硕果·

乡村振兴再出发”的营销推广
活动，并在多家爱心企业的公
益资金支持和市场流量推广
下，让农户们有了实实在在的
获得感。石棉县坪阳黄果柑专
业合作社于 2021 年被认定为

“国家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据了解，早在2015年，石

棉县人民政府和中国扶贫基金会
先后达成“互联网+扶贫”和

“乡村振兴”战略合作，选择黄
果柑产业和石棉县坪阳黄果柑专
业合作社作为首批立项扶持产
业及示范社，依托中国扶贫基
金会产业板块的旗舰项目“善

品公社”并整合各类社会资源，围绕农
业经营主体孵化、品控管理标准制定、
渠道授权体系设计、地域公共品牌培
育、本土人才培养、数据支持系统研
发、供应链优化等模块，创新推动石棉
黄果柑产业转型升级并促进产业全链条
发展，6年来成效显著。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丁亚冬表
示，将一如既往地继续加大力度支持石棉
黄果柑产业的发展和地域公共品牌提升。

“善品公社”助合作社连续6年分红

一、榜单总额697亿元，创历
史新高，是历史平均值的3倍多。

二、亿元以上捐赠占榜单6成
以上，百亿元、十亿元、亿元捐赠
人数均创新高；

三、最低上榜额 3000 万元，
创11年新高，“榜外”有大量千万
元捐赠不容忽视；

四、股票捐赠越来越多，8笔
股捐占榜单总额47%；

五、大额捐赠人的慈善规划意
识提升，3-10年承诺捐赠较多；

六、企业或家族基金会存在感
日增，成为企业或高净值家族捐赠
重要通道；

七、洪涝灾害、疫情防控等突
发事件激发企业捐赠潜力，河南接
收 大 额 捐 赠 次 数 为 榜 单 总 数 的
20%；山西接收捐赠次数占7%；

八、来自房地产、制造、信息
技术三大行业的捐赠人占百杰榜七
成名额；

九、36%的大额捐赠资源投入
教育领域，其中新型高校和知名高
校吸金能力突出，技术创新成为巨
额捐赠“宠儿”；

十、包括高校基金会在内的各
类 基 金 会 接 收 近 半 捐 赠 额

（49%），各级红十字会接收 20 亿
元，占榜单总额近3%。

2021年百杰榜十大特征

春节前夕，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银天使计划·老有所衣”项目筹集的 5000 份
“温暖包”陆续运抵重庆、甘肃、云南等地，关爱当地空巢老人。

在山西省宁武县凤凰敬老院，老人们喜笑颜开地换上新衣，纷纷表达对礼物的喜爱
之情。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图县，工作人员上门入户将“温暖包”送到行动不便
的空巢老人家中，询问老人生活冷暖，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扰、抚平内心孤寂。

据了解，自2015年发起至今，“银天使计划·老有所衣”项目覆盖青海、云南、甘
肃、陕西、贵州、重庆、宁夏等23个省市区，为约6.5万名空巢老人送去温暖。

（本报记者 赵莹莹）

农户在果园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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