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个项目有 10分钟时间
进行介绍，另有 5分钟时间回答
专家提问。”

近日，支付宝公益平台举行

2025年高质量项目评审会，参与
申报的公益机构集中进行线上

答辩。线下，由公益慈善领域专

家学者、法律及财务专家、公益

机构、媒体代表等组成的评审委

员会进行提问并打分。每位评委

手中都有一份详细的评分参考

标准，其中包括项目设计、项目

执行、社会影响、捐赠人服务等

十几项细化指标。

这是自去年初，支付宝公益

平台发布升级后的《支付宝公益

平台运营规则》及《高质量项目

评估管理办法》后，时隔一年再

次举行高质量项目评审。此次参

与评审的项目超过 100个，需要
在一天内全部答辩完成，对于机

构及评审专家来说是一个不小

的挑战。

支付宝公益平台负责人徐

笛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去年发布《高质量项目

评估管理办法》后，我们也听取

了不同行业专家的建议。在此基

础上，今年的项目评审工作中，

除了有机构提交的评估报告等

相关材料，我们还对其财务执行

情况、项目进展反馈、捐赠人服

务等指标进行了量化。这些量化

指标能够直观地反映出机构执

行能力和水平，也方便评委们做

出更加客观准确的判断。”

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

续运行的关键词，于公益慈善行业

亦是如此。那么，如何实现行业的

高质量发展？平台和机构对此反应

如何？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对高质量项目

给予更多流量和资源支持

新修改的《慈善法》第二十

七条规定，国务院民政部门指定

的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提

供公开募捐信息展示、捐赠支

付、捐赠财产使用情况查询等服

务；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为具有

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提供

服务，不得向其收费，不得在公

开募捐信息页面插入商业广告

和商业活动链接。

作为链接各方的桥梁纽带，

该规定对现有互联网募捐信息

平台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而

如何在现有框架下适应形势发

展要求，满足捐赠人、慈善组织、

受益人等各方需求，成为摆在平

台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实际上，相关平台每年都会

根据实际运营情况，对规则进行

适当的调整和完善。但相较而

言，支付宝公益平台规则的调整

幅度更为明显，目的是让公众捐

赠的善款与优质公益项目实现

更好地匹配。

2024年初，支付宝公益平台
发布升级后的《支付宝公益平台

运营规则》及《高质量项目评估

管理办法》，对机构入驻、筹款等

规则进行调整升级：一方面，组

建由不同领域专家构成的评审

委员会，每年选树一批组织规

范、设计科学、执行高效、成果有

效、重视捐赠人服务的高质量公

益项目；同时，完善平台监督手

段，引入专业的第三方机构，细

化项目审核上线要求及项目信

息披露要求，并定期开展线下抽

检，抽检结果将作为高质量项目

评分的重要依据。

根据支付宝公益平台以往

数据情况，95%的公募机构同时
上线的项目数量未超过 20 个，
发起项目数量过多对信息透明

度披露和捐赠人服务也难以保

障，容易引发用户信任危机。因

此，支付宝公益平台对公募机构

可发起和认领的项目数量及年

度筹款额度进行了约定，以确保

其筹款目标设置合理且能够有

效落实执行。

“公众捐赠本质上属于社会

资源分配问题，而公益行业面对

的又是多元化的社会问题，因此

我们也希望这些社会资源得到合

理的使用。高质量项目评审工作

核心是围绕‘国家有倡导、社会有

需要、治理有规范、执行有效率、

项目有结果’这五点展开。在这一

制度设计下，平台会对一些优质

的公益项目优先进行展示，把好

的项目优先推荐给捐赠人，这也

是对捐赠人负责。”徐笛谈到。

经过一年时间的探索，变化

也显而易见。

“一方面，公众对公益慈善

的认知越来越深，比如说他们知

道可以通过查询机构年报来了

解项目进展或捐赠资金使用情

况；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入

选高质量公益项目的月捐用户

数量较以往有了明显增加，项目

的筹款总额也有显著增长。从捐

赠人角度来说，优质的公益项目

确实有更大的吸引力。”参与评

审的专家表示。

野6+5模式冶
为更多中小机构提供发展空间

根据安排，参与此次高质量

评审的公益项目按照领域属性

等特征被分为四组，其中的发起

机构和执行机构既有国字头基

金会，也有地方基金会及慈善

会、社会服务机构等。

为迎接此次项目评审，北京

慈弘慈善基金会秘书长蒋昭华

带领团队做了充分的准备。“我

们非常重视这次评审，PPT反复
改了很多遍，就是希望在有限的

时间里尽可能多地展示项目，尽

可能让大家在最短时间内抓住

项目重点。借这个机会，我们再

次对项目进行了一次系统梳理，

同时也在反思应该如何做好项

目传播。其实不只是参加评审，

在面对公众时机构也会遇到同

样的问题，即如何在短时间内抓

住大家的注意力，让公众看到项

目核心的价值和特点。不论能否

通过专家评审，这都是一项非常

有意义的工作。”

蒋昭华表示，随着新修改的

《慈善法》包括新修订的《慈善组

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等一系列

法律法规不断出台完善，对整个

行业发展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要不断走

向公开透明，对互联网公益平台

来说也必须做到公平公正。我觉

得支付宝公益平台在高质量项

目遴选方面所做的探索，确实对

行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示范

作用。”

北京春苗慈善基金会秘书

长崔澜馨介绍，基金会今年共申

报了八个公益项目，其中有五个

项目通过初审。基于去年参与评

审的经验，基金会在日常工作中

也会重点学习、分析支付宝公益

平台上高质量项目的特征，如运

作模式、项目传播及进展反馈

等。同时，基金会也会向日常对

接的合作机构讲解平台高质量

评审的规则和标准，将更多准备

工作放在日常。

崔澜馨告诉记者，为迎接今

年的评审工作，在常态化准备的

基础上，基金会由秘书长牵头、

全体秘书处成员参与，组织了一

支 16人的工作小组，在充分研
讨平台规则变化的同时，制定内

部筛选机制。“我们把平台的规

则指标拆分开为大家进行讲解，

集中进行培训、模拟路演。此外，

我们还多次与主管部门进行沟

通，为参与评审的项目能够顺利

上线扫除前期障碍。”

不过，记者也注意到，参与

此次评审的机构或项目大多具

有一定的知

名度，一些

项目甚至已

持续运作十

余年时间，

社会认可度

本就高于其

他项目，也

积累了不少

社会资源。

那么，为何

不 放 宽 要

求，向更多

基层或中小

型机构、初创型公益机构倾斜资

源，以更好地支持它们发展？

对此，徐笛以商业投资的概

念进行了解释：“向公众募款就

好比商业领域、投资领域的 IPO，
一定是在其商业模式经过多轮

论证后才会被认可，而不是贸然

上线。同样，对于公益领域以及

平台而言，我们发起公众募捐也

必须要对捐赠人负责，规避一些

潜在的舆论或社会风险。”

这一观点也得到不少机构

认可。例如，作为一家地方执行

机构，今年湖南省大爱无疆青少

年公益发展中心没有继续参与

评审。“去年机构承接的项目顺

利上线，在支付宝公益平台筹到

了很多善款，到目前还没花掉，

当然其中也有不少原因，但是奔

着对公众和捐赠人负责的态度，

今年我们想停下来认真考虑一

下如何用好这些钱，然后再筹

钱。”该中心负责人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规则之上，支

付宝公益平台也做了更多有温度

的尝试，即“6+5模式”。“在平台
上，每家共建公募机构可以上线

6个公益项目，此外还有 5个定向
认领中小型机构项目的名额。基

于行业信任构建，我们设计了这

样的机制，希望以此赋能更多中

小机构发展，并给予其相应的支

持和发展空间。”徐笛说。

推动行业共建

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

作为此次评审委员会成员中

唯一一位项目受益地代表，甘肃

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县副县

长朱育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

道，公益行业的高质量发展与经

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并不矛盾，

二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有些社会问题可能政府部

门暂时没有注意到，这就需要社

会力量进行补充，比如说养老服

务、困境儿童帮扶等方面。目前，

蚂蚁集团在积石山县落地了十余

个类型的公益项目，包括促进就

业项目、乡村发展项目等，支付宝

公益平台还发起了‘支付宝公益

帮帮团’，通过公益机构组团帮扶

方式，又为县里带来了十余个更

多元公益项目，为我们带来了很

多公益资源。我觉得此次参与评

审的项目都非常关注细节问题，

具有很高的可操作性。一个好的

公益项目，一定要关注国家的政

策导向和变化，及时响应社会关

注和需求。”朱育昌表示。

据了解，2023年 12月积石山
地震发生后，蚂蚁集团迅速行动，

通过直接捐赠及发动公众筹款等

形式，支持抗震救灾及灾后重建

等工作，为抗震救灾提供爱心资

金累计超 1亿元。地震发生后不
到 10天，由蚂蚁公益长期支持的
积石山县“AI豆计划”数字经济
产业园就实现了复产复工。

事实上，重构信任、多方共

建，也是近年来行业提及最多的

关键词。

2022年，支付宝公益平台发
起成立“支付宝公益平台共建委

员会”，目前，中国妇女发展基金

会、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中国

红十字基金会、爱德基金会、深

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上海联劝

公益基金会等行业活跃的机构

都是成员机构。根据规则设置，

支付宝公益平台将基于共建委

员会，邀请公益机构、学术专家、

媒体和捐赠者代表等参与平台

规则制定和升级。

在支付宝公益平台运营负责

人、蚂蚁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黄

庆委看来，对平台而言，最重要的

利益相关方之一就是平台上的公

益机构，双方之间是合作伙伴关

系，双方要共同服务好平台的主

要客户———公众捐赠人。“因此，

在制定规则时我们会征求大家的

意见，同时我们也会联合开展项

目模式创新，共同服务好捐赠人。

除此之外，我们也会针对一些社

会热点议题联合发布倡议，共同

推动行业进步和发展。”

对于支付宝公益平台高质

量项目评审这一实践探索，崔澜

馨也给出了积极评价：“互联网

公益平台或慈善组织不能满足

于做一个募款工具，而是必须承

担相应的责任，以支持更多优质

的公益项目或暂时不具备公募

资质的中小机构发展。另外，基

于流量优势和传播优势，平台在

向用户推荐公益项目的同时也

必须做好把关工作，这也有助于

重构社会信任。”

徐笛坦言，近几年来行业确

实遇到一些信任危机。因此，依

托过往的运营经验，支付宝公益

平台利用数字技术，通过大数据

分析建立了风险防控模型，对募

捐中的风险行为实施监控，避免

出现造假骗捐等负面事件。

“一直以来，我们也在围绕

信任这两个字坚持做那些难而

正确的事情。行业需要高质量发

展，当然，一家机构的力量是有

限的，我们希望联合整个行业生

态伙伴，大家一起哪怕做出一点

小小的改变，都是非常有价值

的。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创造更

大的价值。”徐笛说。

对话支付宝公益平台负责人院
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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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袁支付宝公益平台联合多家机构发布高质量发展倡议渊左一为徐笛冤

2024年 10月袁支付宝爱心网友和李若彤一起
到甘肃省积石山县开展公益项目探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