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26日，由《公益时报》社主办、《公益时报》社可

持续发展研究院（简称“公益时报研究院”）担当数

据编制工作的“第二十一届（2024）中国慈善榜”发布会暨

公益时报研究院“益场对话”第 001期研讨会在京举行。

姻 本报记者 赵明鑫

叶公益时报曳社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第一期研讨会举行
发布中国慈善榜，共商慈善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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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会议主题为“善以立世，

数以载道”。《公益时报》社社长赵

冠军、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副理事

长兼秘书长王轶凡、中国残疾人

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周

丽君、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秘书

长赵本志、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

副秘书长王鹏、中国外文局国际

传播发展中心协同创新部主任谭

星宇、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

金会项目部主任王紫薇、中国华

侨公益基金会项目部主管徐荟

雯、北京春苗慈善基金会副秘书

桭长孙语 、北京货拉拉公益基金

会副理事长张木兰、阿里巴巴集

团社会公益部总监吴耀华、洋河

集团品牌中心媒介资源部部长朱

江、北京字节跳动公益基金会项

目总监周昕然、北京中道公益基

金会秘书长刘莉、东润公益基金

会品牌负责人刘淑芬、北京绿色

金融协会副秘书长李建涛等业内

外同仁出席本次活动。

“从财富上长出精神，是必

然，数据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赵冠军表示，中国慈善榜旨在形

成“捐赠公示”，让积极参与公益

慈善事业的企业、社会组织、个

人站在传播中心，展现人类对精

神价值的追求，塑造社会的正面

价值取向。慈善榜本身形成一种

道德示范，以媒体“公示”的方

式，引导了道德的更高追求。

《公益时报》社副总编辑王

勇以“从数据看慈善捐赠”为题，

对“第二十一届中国慈善榜”的

数据进行了解读：亿元捐赠占比

增长显著，广东、福建、北京等地

慈善家最慷慨。公益时报研究院

高级研究员赵明鑫代表研究院

秘书处，向与会嘉宾分享了“研

究院季度工作规划与项目立项

工作”，与会嘉宾围绕“中国公益

慈善行业数据建设”“公益项目

评估”“ESG社会责任维度鉴证”
等内容展开交流。

公益时报研究院由《公益时

报》社发起，专注于公益慈善行

业基础设施建设、ESG（环境、社
会和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议题，

致力于通过深度研究、标准制

定、项目执行与评估、宏观观察，

促进行业智力能力建设与协同

发展，建立社会责任维度的鉴证

指标体系与中国公益慈善行业

发展基础工具。

数据化院看到慈善的力量

2004年，《公益时报》发布了
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这是我

国第一张记录大额捐赠数据的

榜单。此后，中国慈善榜每年发

布一次，包含中国慈善榜（个人）

和中国慈善榜（企业）两张榜单，

反映了中国企业家和企业慈善

捐赠的发展和变化，尤其是大额

捐赠的方向和选择，成为客观观

察中国慈善捐赠的信息参照。

发布会现场，王鹏从行业发展

视角，高度评价了中国慈善榜的意

义。他表示，《公益时报》21年来坚
持发布慈善榜，不仅推动了公益慈

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更是对社会

进步的一次次温暖注脚，凸显出社

会各界对公益慈善事业投入支持

的不断提升和逐渐成熟。

王轶凡表示，对于中国慈善榜

的发布，中国红十字基金会非常抱

有期待。这份榜单其实是公众对中

国公益事业以及公益机构的一份

信任。“在这里，我代表中国红基会

祝贺中国慈善榜的发布，我们也愿

意在未来的每一届中国慈善榜的

评选及发布工作中持续参与，为榜

单评选工作助力，推动公益事业发

展越来越规范。”

在阿里巴巴工作近 20年的
吴耀华，工作内容跟公益行业的

发展息息相关。作为参与研讨的

企业代表，吴耀华首先对《公益时

报》及中国慈善榜为推动公益行

业发展作出的探索表示了肯定。

“今天我们见到的不仅仅是一份

榜单，更是《公益时报》花了 20年
时间为行业发展做的一个数据

库。”吴耀华认为，不论是学者，还

是从业者，都可以通过这份榜单

研究中国公益的发展。“勿以善小

而不为，勿以为善而不宣。我们希

望充分联合各方，发挥社会影响

力，让更多人通过中国慈善榜看

到整个社会公益力量的砥砺前

行，看到慈善的力量。”

赵本志也表达了自己的期

待：希望中国慈善榜能够继续立

足于慈善行业的导向工作，发挥

其导向性、示范性、引领性作用。

数字化院迎接机遇与挑战

如何清晰地透视中国公益

发展年度数据？如何在中国慈善

榜已形成的数据上观测慈善的

力量？未来，中国慈善榜需要回

应来自行业的哪些期待？

在公益慈善行业发展进入

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新阶段，

在公益慈善机构面临新挑战与

新机遇的当下，“数字化”“规范

化”成了重要的答案。

“新质生产力是中国式现代

化发展的引擎，基金会亦要加快

数字化发展步伐，要将数字化发

展融入组织发展全过程。”王轶

凡分享了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

探索：一是以高质量党建为引

领，为发展提供政治保障；二是

加强高质量人道资源动员，维护

长期稳定企业捐赠方的同时，通

过数字化工具汇聚更多公益资

源；三是抓好高质量人道公益产

出，结合社会和捐方需求，把爱

心善意尽快落到实处，将执行工

作不断提质增效；四是建设高质

量干部队伍，为事业发展培养一

支优秀的专职公益人团队，全力

推进人道公益事业高质量发展。

王鹏结合中国乡村发展基

金会的实践，给出了自己的观

点：为适应新时期的社会需求，

公益机构应加强项目创新力度，

以满足受益人和捐赠人的不同

需求；应加强内部规范管理，确

保运行合法合规、合情合理；应

加大机构品牌建设，共同努力提

升行业影响力。

对于中国慈善榜，王鹏认为

每一个捐赠数据都代表着社会

的良知与爱心，非常珍贵。如何

通过这些数据准确把握社会需

求和捐赠热点，进而优化资源配

置，更好地回应和解决社会问

题，是公益慈善行业需要共同思

考的问题。

“我觉得中国慈善榜的发布，

是以数据的形式推动慈善事业的

发展。”作为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

的重要力量，周丽君站在中国残

疾人福利基金会的视角对中国慈

善榜表达期待：希望未来在榜单

中能够看到社会力量在残障领域

的投入情况。

王紫薇谈道，对于提高出生

缺陷患者生活质量、帮助出生缺

陷患儿及患儿家庭这一社会议

题，基金会的公益项目也希望能

与《公益时报》一起在大病救助

的议题上发力，告诉公众大病救

助是如何实施的，以及我们能为

患儿家庭带来什么样的援助。

多元化院多方力量的汇集

多元化，亦是此次研讨的关

键词。

对于中国慈善榜，从事对外

文化交流工作数十年的谭星宇

从中国公益出海的视角表示，我

国的社会组织可以在全球化的

大潮中、在“一带一路”发展中扮

演更重要的角色，希望中国慈善

榜以及《公益时报》能更加关注

中国公益走出去。“我们希望能

够携手更多力量关注中国公益

出海，帮助更多的中国社会组织

走出去。”

“数据显示，民营企业仍是

社会捐赠的绝对主力。”王勇在

活动现场公布了一组数据：从上

榜企业性质来看，民营企业数量

为 920 家，占上榜企业总数的
67.15%；合计捐赠约 163亿元，占
上榜企业捐赠总额的 65.00%。在
上一届榜单中，民营企业共有

892 家，占上榜企业总数的
65.44%；合计捐赠超 101亿元，占
上榜企业捐赠总额的 50.55%。

来自企业基金会的周昕然

表示，很高兴基金会的项目得到

了中国慈善榜的关注和肯定。她

介绍，北京字节跳动公益基金会

以“连接善意，共创美好，人人乐

享数字生活”为愿景，关注教育

公平、医疗健康、乡村发展、科技

创新等议题。在开展“益校计划”

等项目中，基金会与专业社会组

织协同合作，深入了解受益群体

的真实需求，关注项目可持续及

长期价值。“希望能与行业伙伴

一起，持续探索更大规模、更高

效率、更可持续的公益慈善实

践，创造更大范围的社会价值。”

发布会上，作为企业品牌工

作从业者的朱江分享了洋河多年

来的公益实践。他表示，洋河股份

始终秉承“领先领头领一行，报国

报民报一方”的企业精神，全面深

化公益战略，设立了“梦之蓝公益

基金”和“梦之蓝公益研究院”，构

建了高效的慈善应急机制。未来，

洋河股份将继续以向善的基因和

向上的精神，投身慈善事业，践行

实业报国，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作出更大贡献。

在行业发展实践层面，孙语

桭分享了北京春苗慈善基金会

做联合劝募服务的经验。“我们

不仅仅要开放公募权，还要考虑

到伙伴们筹资、项目执行等多方

桭面的能力。”孙语 表示，基金会

在项目立项到执行过程中，就立

项原则、项目执行标准、捐赠人

服务、社会公众服务等形成了一

套标准，尽可能为公益伙伴带来

支持。

系统化院数据库与大模型

推动行业发展的实践与行

动，也正成为公益时报研究院全

新升级的目标与战略。

基于数据化、数字化、多元

化的发展战略，公益时报研究院

聚焦主责主业，致力于通过深度

研究、标准制定、项目评估与实

施，进行公益慈善行业发展的宏

观研究、公益慈善行业基础设施

的建设，促进行业智力能力建设

与协同发展，专注于公益慈善、

ESG（环境、社会和治理）与可持
续发展议题，建立社会责任维度

的鉴证指标体系与公益项目评

估标准。

赵明鑫介绍，研究院引入多

元主体、多领域英才参与研究院

与项目运行，依托中国慈善行业

发展战略智库，持续开发“公益研

究协同创新平台”和“公益慈善行

业发展数据库”，并坚守“创新协

同、独立公正、专业卓越、社会价

值”这一原则开展研究工作。

根据《公益时报研究院季度

工作规划与项目方案》，接下来

研究院将积极推动中国特色社

会组织系列研究，同时重点围绕

“一库一平台”开展工作。在“公

益研究协同创新平台”方面，研

究院将依照规划开设“理论研究

专版”和“益场对话”专题，前者

鼓励青年学者与实务人才积极

传播研究成果与实务经验，后者

则希望围绕公益慈善议题传递

更多声音、释放更多声量。与此

同时，研究院将携手更多智库专

家与青年学者，开展公益慈善项

目评估方法论研究与标准编制。

在“公益慈善行业发展数

据库”方面，研究院将基于“公

益史话”专题，梳理《公益时报》

成立二十余年来的历史文档，

帮助中国公益慈善行业汲取历

史力量。此外，研究院也将陆续

启动“京津冀慈善组织知识产

权现状大调研”“一带一路中国

公益出海案例研究网络”等项

目，《公益时报·ESG 周刊》也会
迎来全新升级。

作为中国慈善榜全新升级的

数据系统，“公益慈善行业发展数

据库”也将梳理中国慈善榜二十

余年来的数据资料，依托中国慈

善榜“益数+”专题从纵深两方面
展示数据里的中国捐赠，把握社

会需求和捐赠热点，为公益慈善

行业提供切实的工具支持。

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