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2 日，《中国慈善捐赠
2024》报告在北京发布。报告显
示，2023年度中国公益慈善组织
系统接收的慈善捐赠总额为

1510 亿 元 ， 其 中企 业 捐 赠
1156.59亿元，占比 76.58%，信息
业、制造业是企业捐赠的核心来

源，远超其他行业；个人捐赠

338.59 亿元，占比 22.42%，其他
捐赠 15.18亿元，占比 1.01%。

该报告是国内基于数据库

的慈善捐赠研究报告，由清华大

学公益慈善研究院携手易善数

据共同研究撰写。

目前，不同主体发布的慈善

数据在理性分类与捐赠统计体系

方面有着较大的提升空间，全面

详尽的行业数据仍然偏少。清华

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报

告主编蓝煜昕对《公益时报》记者

表示，报告运用“第一捐赠主体”

概念，通过明确统计范围、划分慈

善边界、建模数量推算的方式，数

据去重为善意“挤水分”。

数据野去重冶重要性凸显

报告显示，2023年慈善捐赠
在公益慈善组织系统内部呈现有

规律的流动。主要流动方向从资

源型组织转向筹款型组织，从筹

款型公募组织流向筹款型非公募

组织；同时，筹款型公募组织之间

也有较多流动，尤其慈善会体系

中的上下级流动较为突出。

“一笔捐赠可以流向不同社

会组织，成为慈善捐赠的特殊

性，统计每家社会组织的接收捐

赠额有可能产生重复，数据去重

就成了必要动作。这可以避免重

复数据对合并结果的影响，在数

据分析和挖掘中提高分析的准

确性和可靠性。”

蓝煜昕对记者表示，去重是

调查统计方法中非常重要的一

步，收集的数据总值必须做去重

整理。为此，他们提出了“第一捐

赠主体”概念，明确统计范围，划

分慈善组织边界，区分慈善组织

之间的外部流入和内部流动资

金数量，根据数量进行推算。

蓝煜昕介绍，慈善系统包括

所有社会组织和红十字会，报告

将每个社会组织都定义为第一捐

赠接收主体，意味着它们是直接

接收捐赠的单位，并且会接收来

自企业、个人以及社会组织以外

其他组织的捐赠。“慈善系统捐赠

总额，不是简单把所有社会组织

和红十字会的捐赠收入直接相加

求和，因为存在社会组织之间互

相捐赠。为避免重复计算，需要把

每家社会组织接收的来自其他社

会组织或红十字会的捐赠去除，

得到更准确的慈善系统捐赠总

额，这就是边界系统去重算法。”

他表示，要去除这个量值，

参考值是根据预算数据系统采

集中的两个数据作为样本。“一

是大额捐赠数据，二是大额支付

数据。如果大额捐赠人是社会组

织，支付的数据就属于重复系统

内支付。如果大额捐赠对象是社

会组织，即认为是社会组织在向

社会组织捐赠数据。”

蓝煜昕也坦言，去重是基于

现有数据基础上的推算值。“针

对大额资金支付往来数据查重，

肯定不全。所以，根据大额往来

数据对社会组织之间的流动总

量推算，就会得到去重后的捐赠

总量值。”

“要想更为精确，必须基于

社会组织对其接收的捐赠来源

以及支出情况作出更为细致的

披露。现行统计制度中有专门要

求社会组织的信披制度。如果统

计制度能解决其他社会组织的

捐赠以及支付给其他社会组织

的数额，就可以得到更为精准的

数据。”蓝煜昕说。

采集标准野大分类冶应统一

慈善数据的收集整理中，选

用标准参数不一将导致统计结

果差异较大。申报的数据结构、

填报的定义及标准，需要形成基

本的行业共识。

有行业从业者认为，目前，社

会组织向不同部门及层级的主管

机构（如慈善募捐平台）报送慈善

数据时，由于不同主体对社会组

织的数据需求存在差异，导致申

报格式、数据结果均不同且数据

重复，造成了较大的填报成本，限

制了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的动力。

另外，即便民政部门要求申

报信息中一些数据类别、一级分

类等信息一致，但由于没有对数

据内容清晰界定，慈善组织工作

人员有可能不知如何填写，“同

一个申报表格不同，填写差别会

很大”。

蓝煜昕表示，现有的共识和

行业标准较难规范所有征集主

体的需求，不同征集主体关注点

不同，数据采集类别处在动态之

中，较难完全达成通用型模板。

但也有一些申报信息应该在业

内形成共识和统一。譬如，慈善

组织的分类和定义的基本标准

就可以统一，大的慈善活动领域

分类也有必要统一，二级分类可

以根据不同需求进行。

“当前，AI（人工智能）在慈
善数据统计中潜力非凡。AI可以
把同样的数据、信息形成不同的

数据结构，适应不同数据需求

方，提供数据整理及按不同框架

进行输出。”

蓝煜昕认为，AI应该为社会
组织、慈善类数据平台和统计机

构等主动提供好用的工具，完成

建模等表格申报或信披服务，以

更好地满足数据申报、采集、分

类、查重等需求。

野社群捐赠冶新类型涌现

2023 年度中国社会组织和
红十字会接收的 1510亿元捐赠

中，现金捐赠 982.23 亿元，非现
金捐赠 528.13亿元，主要源于大
量企业物资捐赠和少量股票捐

赠。此外，物资捐赠中药品捐赠

占较大比例。

从慈善款项流入领域来看，

医疗卫生排在第一位，投入慈善

金额 554.78亿元，占总慈善捐赠
额的 36.73%；第二位是教育领
域，为 375.45亿元，占比 24.86%；
社会服务领域 248.52亿元，占比
16.45%，排在第三位；第四位科学
研究投入 145.76 亿元，占比
9.65%；第五位为应急救援领域，
投入 61.33亿元，占比 4.06%。

报告还将乡村振兴和国际

事务作为特殊领域进行善款流

向统计。2023年度慈善捐赠流向
乡村振兴相关领域的捐赠总额

达到 289.11亿元，占善款总额的
19.1%；流向海外项目的捐赠约
5.77亿元，占比较小。

另外，2023年我国慈善信托
新增财产总规模约 12.80 亿元，
其中新设立的慈善信托数量 482
个，新增信托 9.53 亿元；个人救
助平台筹款规模 72 亿元，较前
两年有下降趋势。

报告同时指出，针对机构捐

款过度依赖于公募平台、数字化

程度不高导致捐赠统计和回馈

滞后等问题，一类新的慈善类型

正在涌现———如增强社区凝聚

力和自主性的社区基金、捐赠人

建议基金（DAF）等。
这种慈善模式以社群捐赠

人为核心，强调相互信任的社群

通过集合方式共同决策慈善捐

赠和执行模式。其核心是强调深

度灵活参与，而非模糊联结的主

体形态，避免信息透明缺乏指

向、信任成本获取成本较高、筹

款规制严格、参与感不强等问

题，从而实现“小而精”“散而美”

的慈善参与和社会实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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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缅甸地震已造成

3455 人死亡，4840 人受伤，214
人失踪。在这场跨越国界的人道

主义救援行动中，中国救援队伍

以专业的技能和无私的奉献精

神，为灾区民众带去更多生的希

望。随着搜救工作陆续告一段

落，中国救援力量正迅速转向医

疗救治和疫情防控工作，筑牢受

灾民众的健康防线。

在缅方医疗团队协同下，

由中国军队参与组派的中国国

际救援队联合中国救援队（以

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为主要骨

干的一支救援队）、香港特区政

府救援队、深圳公益救援队，在

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受灾民

众安置点建立临时救助站，为

灾区民众提供及时的医疗服

务。医疗专家们充分发挥技术

优势，利用床旁心电图机、自主

研发的便携式 X 光机、掌上超
声仪等先进设备，为受灾民众

提供问诊、检查、清创等医疗服

务，并对症分发药品，同步开展

疾病预防宣教工作，防止次生

灾害的发生。

中国云南救援医疗队在内

比都 2 家医院和 3 个受灾民众
安置点为伤患提供诊治，向缅方

医疗团队提供专业治疗建议，并

捐赠了 2.9 万件医疗器械及药
品、41件疾控物资，为灾区医疗
救治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中国

民间医疗救援团队更是发挥机

动灵活的优势，在曼德勒偏远地

区建立小型医疗点，创新性地成

立大巴车“移动药房”，让医疗卫

生服务惠及更多偏远地区的受

灾民众。截至目前，曼德勒、内比

都已有 400 多名患者接受了来
自中方医疗队伍的救治。

为防止灾后疫情的发生，中

国疾控专家应缅方请求，对相关

医院和多个临时安置点的饮用

水及生活用水进行专业取样检

测，为缅方医疗人员进行消杀疾

控培训，提升当地防疫能力。中

国国际救援队已完成消杀面积

超 8万平方米，有效降低了灾后
疫情风险。中国红十字会救援队

员同步开展护理转运、医疗救助

和心理疏导等工作，全方位关注

灾民身心健康。

4月 4日，应缅方请求，中
国驻曼德勒总领事馆协调中国

救援队伍，派遣结构工程师前往

缅甸著名历史文化古迹———曼

德勒皇城评估城墙受损情况，中

方结构专家还应邀评估了曼德

勒省政府大楼的受损情况，为当

地文化遗产保护和重要设施安

全提供了专业支持。

4月 5日中午，中国政府向
缅甸提供的第三批紧急人道主

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抵达仰光。

这批援助物资包括 1048个净水
设备、1 万顶蚊帐、1.5 万个急救
包以及 400顶帐篷，将有效改善
灾区民众的生活条件。

在携手抗击这场地震灾难

后，中缅友谊更加深厚。4 月 4
日，在得知中国云南救援医疗

队将结束任务离开内比都后，

当地消防部门专程赶往欧达拉

蒂利医院，将制作的纪念物赠

予中方。纪念物由一个石块制

成，而这一石块正是取自中国

云南救援医疗队成功救出第一

名生还者时周边的废墟。这份

弥足珍贵的赠礼，见证了中国

云南救援医疗队在缅甸救援行

动中的感人故事，成为中缅携

手抗震救灾的生动见证。4月 5
日，北京绿洲救援队、厦门曙光

救援队结束任务离开缅甸。有

缅甸民众自发前往仰光国际机

场送行，纷纷表示“非常感谢中

国来帮助缅甸”。

此次地震中，中缅各支救援

队伍齐心协力、并肩作战，最大

限度发挥合力，用专业科学的救

援行动，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拯救

生命的奇迹。这场跨越国界、不

舍昼夜的生命救援，展现了中国

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彰显了国际

人道主义精神。生命至上、大爱

无疆，正是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生动写照。

渊据叶光明日报曳冤

不舍昼夜 大爱无疆要要要中方全力开展对缅救援

2023年慈善捐赠投入的领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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