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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叶托：

网络募捐信息平台亟待监管跟进
近年来， 凭借参与广泛、操

作简便 、成本低廉 、见效迅速等
优势， 网络募捐平台蓬勃兴起，
逐渐成为推动我国慈善事业创
新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但是，作
为一种新兴事物，网络募捐平台
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少棘手的
问题， 例如各类平台良莠不齐、
诈捐骗捐事件频发、善款管理和
使用不够透明等。 这些问题持续
引发公众对网络募捐平台的信
任危机，为网络募捐平台的健康
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为了促使
网络募捐平台终结无序发展乱
象 ，走上规范发展道路 ，建立和
完善网络募捐平台的监管体系
成为当务之急。

日前，民政部根据《慈善法 》
第二十三条赋予的权力，正式指
定腾讯公益网络募捐平台、淘宝
公益 、 中国慈善信息平台等 13
家平台作为首批慈善组织互联

网募捐信息平台。 此次民政部以
“官方认证” 的形式为网络募捐
平台设置准入门槛，不仅可以将
资质较差的平台挡在“门”外，压
缩诈捐骗捐的生存空间，还能够
为资质良好的平台推广其形象，
提升公众对网络募捐的信任。 不
过，这一举措仅仅是对网络募捐
平台进行实质性监管的万里长
征第一步，随后还必须及时跟进
一整套严密完备的制度与措施。

网络募捐平台监管是一项
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 ， 涉及民
政 、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 、电信
管理等多个职能部门。 如果这些
职能部门之间不能做到既各负
其责又无缝对接，那么政府对网
络募捐平台的监管责任就难以
真正落实。 从现行网络募捐平台
监管体制来看 ，《慈善法 》和 《公
开募捐平台服务管理办法》只对
这些部门的监管职责进行了非

常粗线条的规定，职责范围不明
确 、权责之间不匹配 、自由裁量
权过大等体制问题依然存在。 因
此 ，应依据职责清晰 、协同配合
的原则，进一步厘清各个部门的
监管职责 ，建立信息共享 、联查
协查 、 联合惩戒等协同监管机
制，形成监管合力。 除了依靠行
政监管之外，还必须依据社会共
治的原则，广泛引导公众和媒体
参与网络募捐平台监管，充分发
挥行业自律组织 、 独立审计机
构、第三方评估机构的柔性监管
作用。

加强监管的根本目的在于
引导网络募捐平台走上健康有
序发展之路。 要想引导而非误导
网络募捐平台，就必须明确监管
内容 ，增加监管引导力 ，以便给
它们一个稳定预期。 首先，在事
前监管阶段，要及早出台网络募
捐平台的资质认定标准。 在制定

资质认定标准时，民政部应该秉
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遵循底线
监管的思路，在明确底线的基础
上为网络募捐平台发展预留充
足的空间。 其次，在事中监管阶
段，要尽快细化网络募捐平台的
运营规范。 按照科学、规范、透明
的原则，民政部门要建立对网络
募捐平台的随机抽检制度和运
营评估制度，并对网络募捐平台
的募捐信息审核制度、信息披露
制度 、定期报告制度 、服务操作
规程等作出硬性要求。 最后，在
事后监管阶段，要及时构建网络
募捐平台的激励惩戒规则。 通过
建立诚信档案、 黑名单制度、联
合惩戒机制 、退出机制 ，对候选
网络募捐平台和网络募捐平台
进行激励或惩戒。

网络募捐平台让很多传统
的监管方式失去了用武之地，因
而严重考验着我国慈善监管机

构的监管创新能力。 只有大力创
新网络募捐平台的监管方式，提
高监管效力，才能做到既有效控
制风险，又不阻碍发展。 其一，实
施智能监管。 积极运用移动互联
网 、大数据 、“互联网+”、云计算
等信息技术，建立全国统一的网
络募捐平台智能监管系统，横向
贯通各个监管主体，纵向贯通事
前认证、事中规范、事后奖惩，并
将之与网络募捐平台进行数据
对接，实现实时监控、异常预警、
精准执法。 其二，推行“双随机、
一公开 ”监管 ，即随机抽取检查
对象， 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
及时公布查处结果。 结合网络募
捐平台监管工作情况，适时建立
随机抽查事项清单、检查对象名
录库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制
定随机抽查工作细则，从制度上
确保网络募捐平台监管工作透
明公正。 （据《光明日报》）

（上接 08 版）

其他平台：
情况各不相同

在首批 13 家慈善组织互联
网募捐信息平台中，腾讯公益得
分第一。 据记者了解，腾讯公益
平台将继续用互联网的力量推
动公益行业的透明化。 腾讯公益
方面表示，传统的公益模式中存
在一个“信任的黑盒子”，而过程
的透明是信任最重要的基石。 透
明的问题需要公众、 公益机构、
监管机构、腾讯公益平台多方协
力。

为此，腾讯公益平台在不断
迭代和自我完善中增加了项目
进展、 结项报告发布等模块，目
的是使发起方和公募机构都可
以“低成本，高效率”地通过互联
网发布项目相关情况。 接下来，
腾讯公益将继续提升产品能力，
进一步推动公益行业的透明化
制度建设。 一方面，腾讯公益将
从平台产品出发，通过增加“财
务披露模块”“机构信息展示”等
功能， 使各个项目更加透明，做
到可跟踪、可追溯、可记录、可沉
淀；另一方面，平台将引入大数

据技术，鼓励公益机构通过平台
主动公开披露相关信息，让公益
机构信息的披露更有价值。

据报道，百度慈善捐助平台
(aixin.baidu.com)是百度在以往的
捐助平台上推出的整合升级平
台。 平台定位为公益信息展示、
查询、传播和公益项目筹款的综
合平台，并依托百度公司技术和
资源优势， 渗透和整合搜索、地
图、百科等百度系核心产品和流
量入口，方便个人用户便捷地接
触、关注、体验、参与、支持以及
反馈评价公益机构和项目。 平台
为公益机构提供项目发布、信息
披露、理念倡导、品牌宣传和募
捐筹款等功能，同时为相关政府
部门和科研机构提供决策管理
和学术研究的数据支持。

另外，百度慈善捐助平台还
为每个项目提供了专属募捐页
面，用户可在平台通过关键词查
询相关项目。 每个项目专属页面
均设有“项目进展”模块，便于公
益机构及时披露项目最新进展
情况，也便于用户及时了解。 同
时，用户还可以通过页面链接到
公益机构所属贴吧留言或评价。

目前，除了淘宝网、微公益、
轻松筹和联劝网等已具备在线

募捐功能的四家平台，只有少数
平台未开通在线募捐功能。 比如
中国慈善联合会下属中国慈善
信息平台，其在官网显著位置提
示“正在按《慈善法》和规章制度
要求进行改造，敬请关注”。 通过

其网站也能发现，平台尚不具备
在线捐赠功能，广州市慈善会下
属广州市慈善会慈善信息平台
亦是如此。 另外，京东公益平台
也没有明显改变，尚不具备在线
募捐功能。 在今年 8 月份入围结

果公布之后， 民政部也表示，将
根据慈善募捐服务供需状况及
社会各界反响，视情适时启动后
续批次的平台遴选与指定工作。
对于这些平台的建设情况，本报
将继续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