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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公益 科技向善

一季度腾讯公益“复捐率”近四分之一
当前，互联网公益慈善给予

公众的实惠与日俱增。
5 月 16 日，在广州举办的第

三届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传出
以下数字：截至今年 4 月，腾讯
公益平台上已有超过 2.2 亿人次
捐出善款近 53 亿元， 款项已帮
助了 1 万家社会组织的 5 万多
个公益项目；80%以上的公益项
目服务于扶贫济困和基层群众，
给老百姓带来切实帮助。

腾讯主要创始人、腾讯公益
慈善基金会发起人兼荣誉理事
长陈一丹在开场致辞中表示，从
公益 2.0 到理性公益， 腾讯公益
不断推动理念和实践的创新。 过
去 20 年，腾讯自身也不断成长，
通过技术应用、信任构建和文化
沉淀，为中国的脱贫攻坚与公益
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助力。

过去 10 年，“互联网+公益”
让公众参与公益的激情被释放。
未来 10 年， 应更多探讨或思考
在互联网公益的环境下，多方机
构如何思想碰撞、 共创方法、彼
此成长。

眼下，公益慈善正与互联网
日益深度融合， 形成了鲜活的
“中国样本”，并不断走向世界。

让公众公益权利多一重保护

根据腾讯公益统计数据显
示，2018 年“99 公益日”期间，有
超 2800 万人次的爱心网友为
5498 个公益项目献出爱心，公众
参与度翻了一番， 创造了新的

“温暖记录”。 自腾讯公益平台成
立以来，其历史善款总额累计突
破 49 亿元人民币， 历史捐赠人
数突破 2.12 亿人次，并持续以指
数级速度增长。

同时，腾讯公益近年来先后
推出捐款“冷静器”和“透明组
件”，让捐赠人在捐款前“多想一
秒”， 并实现专业披露和加强对
项目的审核等， 在理性捐赠、透
明呈现上作出诸多尝试。

当前，“理性公益”理念已被
行业普遍认同。 有行业观察者认
为，“理性公益” 理念的提出，使
公益热潮从网络活动向全社会
共同参与推进的过程中多了一
份冷静与思考。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
长翟红新在接受 《公益时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提炼出
的理性公益理念，事实上，在公
益行为的实施过程中本身就存
在，这是腾讯公益本身比较受用
户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 腾讯公
益平台建立之初就强调项目透
明、项目进展、资金使用的多重
反馈。 ”

2018 年“99 公益日”启用一
系列最严苛的方式（包括“冷静
器”）使得募捐不降反升，这说明
公众对公益行为严苛方式的认
可，公众也需要这种严苛的方式
来更好地行使公益的权利。

翟红新认为：“理性公益包
括三方面。 第一，在平台中增添
功能让公众行使公益权利的时

‘多想一秒’， 这是平台能做到
的，也是平台的责任。 第二，公益
伙伴在这个过程中也能身体力
行地去做这件事情。 公益伙伴在
设置项目目标和后期筹款中，根
据机构执行能力和实际情况来
确定目标， 让项目执行更为有
效，以及资金使用更加到位。 第
三，企业在推动公益透明、理性、
高效的方向上更为努力，这使得
理性公益在这个过程中就逐渐
形成了。 ”

“冷静器”让捐款不降反升

去年“99公益日”被号称有史
上最高的项目准入门槛、 最严的
财务披露规范、 最繁琐的项目进
展要求、最克制的产品交互设计。
最终，捐款总额不降反升，证明了

“理性公益”的理念得到了爱心网
友们真实而直接的支持， 也让整
个行业收获到信任的馈赠。

从数据上来看，“冷静器”不
但没有浇灭或减少一名用户支
持、捐赠某个项目的热情，反而
成为了“助推器”。

腾讯公益团队在上线“冷静
器” 产品之时内心有过担忧，因
为这增加了用户支付门槛，让用
户多一份思考———是不是真正

“想捐”某个机构或项目。 但最新
数据表明， 这种担心有些多余，
2019 年一季度，项目复捐率（即
“再捐赠率 ”） 达到 24.56%，比

2018 年同比提升 8.39%。
翟红新表示：“如果我们要

注重数字的变化， 我们就不会
上‘冷静器’，互联网的产品经
理都知道上‘冷静器’，多点击
一次鼠标， 就意味着用户的流
失， 这是互联网的特性。 推出
‘冷静器’ 意味着不看重数字，
希望用思考来进行理性捐赠，
让用户对自身捐赠行为负责，
捐赠后更加关注项目进展，这
同时也起到了对项目的监督作
用， 这对公益行业及整个捐赠
文化的建立有帮助。 ”

“平台的洞察，第一，透明是
公益的基石。 当公益组织把更多
信息披露出来后，用户更愿意选
择去相信，公益与用户之间产生
一种信任连接。 我们所倡导的公
益不是‘一锤子买卖’，不是一次
性行为。 小额捐赠、公益行为，可
以成为每一个有爱之人的生活
方式，成为随时随地就可以去做
的事情。 ”翟红新说。

“小游戏”程序倡导行为公益

2018 年 12 月 8 日， 腾讯用
户开放日（T-DAY）在深圳宝安
开幕，26 个产品和业务的前沿应
用汇集，涉及智慧医疗、人工智
能、功能游戏、科学探索奖、社交
娱乐、技术公益等领域的最新进
展，几乎所有展项都是创意化的
互动装置。

创意互动带来行为公益实践。
“登山行动”是一款为偏远地

区孩童照亮上学路的公益游戏，
通过故事融入游戏进行体验，让
用户在场景中思考公益项目背后
到底有着怎样的一群孩子。

腾讯小游戏事业部负责人张
啸表示， 游戏并不只是让用户体
验完成就结束， 里面会有部分真
实项目照片露出以及腾讯公益筹
款页面的跳转。对公益组织来说，
关键点在于传播能否有效输出，
对项目落地是否有所推动。

根据“登山行动”项目统计，
2018 年上线后不到 3 个月就有
10 万用户捐款，获得 200 万元善
款， 让项目所对接的 20789 个山
里孩子在上学路上有了路灯。

“小游戏有着让用户从感动
到行动触发的力量。 ”张啸说。

最近，腾讯公益也推出了一
个叫“全民爱公益”的平台，用户
进入界面的时候，可以很清楚地
看到这些小游戏，

“（公众）平时对小游戏可能
有些误解，认为只是为了娱乐消
遣，但更多的是通过游戏让行为
公益形成，参与游戏也是在做公
益，甚至一个转发告诉朋友和亲
人，让其跟你一起参与公益。”张
啸说，“小游戏本身对于场景的
传达， 以及它在社交上的连接，
能够让公益在一种轻松的氛围
当中变得更有趣，更日常、更触
手可及。 ”

行为公益并不一定要跟游

戏结合在一起，也不仅仅是通过
小游戏这样一种工具。

张啸表示：“融媒体时代，所有
的形式都可以是一种行为公益，可
以通过屏幕参与，也可以通过日常
小小的行为。小游戏作为行为公益
的一部分，去助力传播，但并非小
游戏就是行为公益本身，或者我们
想要去定义这个概念。 ”

WeCare计划赋能公益组织

在当天的中国互联网公益
峰会上，小游戏“WeCare 公益计
划”再度升级，投入亿级资金激
励开发者，从研发、推广、运营、
品牌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助力科技向善。

“WeCare 公益计划”是由腾
讯公益联合微信小游戏、腾讯追
梦计划发起的公益激励计划，希
望开发者能基于小程序/小游戏
的能力，用高创意的互动体验形
式， 用技术激发公众的公益热
情，让公益更有趣。

张啸对《公益时报》记者表
示，WeCare 首先是一个标准流
程，开发小游戏、小程序，所有的
开发者都会明白，有一个非常完
善的流程。 在开发公益小游戏的
过程中，公益组织有故事、有 IP
或其他元素提供给开发者，这中
间需要开发者的加入。

在 WeCare 计划中，公益组
织先行提供策划案， 腾讯方面
评估并找到合适的开发者。 张
啸强调：“公益组织提供的故事
非常重要， 应该拥有打动人的
重要的元素，故事有了后，找到
开发者。 ”

目前，该计划已经有超过 10
万名的小游戏开发者。

WeCare 计划并非腾讯小游
戏单独发起，它联合了腾讯公益
和腾讯追梦计划。 腾讯公益为小
游戏提供公益背书、 筛选和认
证，从公益专业的角度看待公益
组织。

如果公益组织无法自带资
源，WeCare 计划还可以帮助其
进行小游戏开发吗？

张啸表示：“欢迎公益组织
自带开发资源和方案而来，有
想法的公益组织最好。 一是该
项目有公益价值， 二是创意比
较动人，WeCare 计划能够给予
公益组织从研发、推广、运营上
面提供支持。 如果公益组织无
法自带资源， 我们会建议它们
联系腾讯公益基金会。 从另外
一种角度来看， 如果公益组织
不能从开发者的角度去参与计
划， 可以跟腾讯公益作为品牌
合作方进行线上入驻， 让公益
机构提出项目， 专业开发者提
供他们的技术支持， 最后由整
体计划来提供资金支持。 ”

在谈到 WeCare 计划为公
益组织赋能时， 翟红新表示：

“其一，产品具有易用性，让其
很方便地使用，从管理、筹资上
能够实实在在推动机构内部发
展， 这使得伙伴们可以主动去
用。 其二，十年间，伙伴们对互
联网新应用、新产品感兴趣，会
比较积极、努力地去尝试，动员
周边人士去参与， 验证产品是
否有效。 我们相信，好产品本身
就会说话， 用到公益领域也是
一样。 ”腾讯用户开放日，用户通过小游戏体验公益

陈一丹在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