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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互联网公司推出了一系列基于自身产品与服务的抗疫措施。 这些措施动辄被宣称价值数
千万乃至数亿元，并被冠以捐赠之名，纳入抗疫基金之中。 实际上，按照《慈善法》的规定，其中很多都不属于法律意义上
的捐赠，还会存在很多问题。

这样“似是而非”的捐赠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之前曾出现的“每买一件商品捐赠一分钱”“买一捐一”“药品买赠”等都
因为种种问题的存在而引起争议。 面对花样百出的所谓“捐赠”，我们究竟该如何判断呢？ 怎样才能擦亮眼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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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买赠、买一捐一、提供免费互联网产品……

哪些才是真正的捐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