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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互联网筹款是县域慈善深入发展的必然之路，也是数字慈善的核心基础。互联网筹款是当下

县域慈善发展的一种趋势，也是一种常态，更是一种主流。黄梅县慈善会近几年来在网络筹

款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互联网筹款的地位作用一



1、互联网筹款现状
用5年现金筹款的数据来观察线上线下的发展趋势。

图中可以看出三大趋势：公益筹款的额度越来越高，互联网筹款占比越来越大，参与公益人数
越来越多。

年份
总计（万

元）

线上（万元）
线下

捐赠人
头（万
人）

小计 激励筹款 常态筹款

金额（万
元）

占总比 金额（万元） 线上占比
金额

（万元）
线上占比

金额
（万元）

占总比

2019 4752.8 3723.4 78.34% 3259.1 87.53% 464.3 12.47% 1029.4 21.66% 1.1

2020 18117.8 9600.3 52.99% 7064.6 73.59% 2535.7 26.41% 8517.5 47.01% 3.3

2021 14118.6 13079.3 92.64% 10304.1 78.78% 2775.2 21.22% 1039.3 7.36% 6.9

2022 18622 16492.8 88.57% 13744.4 83.34% 2748.4 16.66% 2129.2 11.43% 11.2

2023 21790 18779.6 86.18% 15660.8 83.39% 3118.8 16.61% 3010.4 13.82% 12.07

2024 11200 9700 86.61% 8600 88.66% 1100 11.34% 1500 13.39% 11.03



互联网筹款在黄梅慈善筹款中占比，自2020年就占据半壁江山，

2023年已是一骑绝尘，而腾讯的数字公益更是一枝独秀，主导地位

毫无悬念。

 a.主导地位

互联网募捐已成为县域慈善募捐代名词，其体量、功效、影响已具

备左右政策的功能定位。

b.法人地位

互联网筹募是县域慈善深度实施的“社会动员”的有效途径，其宽

泛的边界、强大的功能，决定了其在慈善事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

c.核心地位

2、互联网筹款地位

2024数字公益节新开镇千人动员会

广场舞战队



3、互联网筹款作用

a.腾讯公益节平台使指尖上公益成为县域慈善筹款的——新模式

腾讯公益已行走10年，带来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深刻变化，特别是给县域慈善带来了全新格局。

全县有12万男女老少参加“网恋”



b,配捐激励使公众参与公益的激情有——新跨越

黄梅每年近500支战队“闹公益”。



c.非线支持使公益队伍不断壮大而有——新作为

各公益队伍齐奏公益乐章。



d.腾讯公益的文化营造使公益生态环境有——新常态

哪里热闹哪里就有数字公益。



互联网募捐的环境营造二
互联网是超能的，同时也是有生命的，需要我们尽力呵护并不断提供营
养，你付出越多，他回报就越丰厚。



1、基础构建

壮大稳定队伍a.
让行政人和社会人（按专业化、年轻化、职业化要求招聘）

组建一支可持续管长远的稳定慈善力量。

壮大协作队伍b.
与在民政注册社团、民办非营利机构建立协作关系，组建

一支同参与共助力的协作力量。



壮大维护队伍c.
把区域内村社、乡镇、机关、企业全部落实分（协）管领

导，组建一支给予支持的维护力量。

壮大社会队伍d.
发展志愿者，组建一支乐奉献愿担当的志愿力量。



c.以创新精神推进慈善
互联网筹募是一种创新，他会使筹款规模不断刷新历史成为可能，他会使慈善

生态由量变到质变成为可行，他使慈善事业快速高效发展成为必然。现在我们

任务就是大胆进行互联网络筹募的实践，坚定互联网筹募的信心。

a.以服务理念经营慈善
变劝募为服务”是改善慈善生态和慈善环境万能之策，也是互联网募捐的金钥

匙。观念一转峰回路转，服务为先，景象万千。

b.以坚定信心引领慈善
互联网给慈善事业发展安装了腾飞的翅膀，能助力业务提档升级，能让形象公

信透明，能使事业高效有为。他是工具箱，项目库，加工厂。使用好会事半功

倍，信心百倍。互联网不一定是万能的，没有互联网万万不能。黄梅慈善筹款

近四年每年过亿，没有互联网根本不可能实现。

2、观念转变

三省三市在黄梅签署慈善区域协同备忘录

在邢绣娘田园举行幸福家园工程推进会

爱心企业及个人与困境儿童结对参加夏令营



a.向善之境要文化滋润

什么是慈善？心中有别人就是慈善，慈善不是有钱

人专利，而是有心人行动，善心不分多少，善行都

很崇高。互联网的微捐以及大众慈善推进正好可以

营造良好的人人公益环境。

3、文化引领

孔垄镇个体户志愿者捐赠手工服务

张唐社区居民捐赠自产物品



b.行善之举要文化弘扬

一个人捐赠多少都是小爱，只有他的行为被社会认

可并被别人效仿，才能形成人间大爱这是公益文化

魅力所在。互联网的典型推介功能正好可实现公益

典型示范效应。

九坤集团为烈士父母和留守老人集中过大年武汉可比装饰公司设立“烈士父母关爱基金”



c.扬善之风要文化倡导

家乡情怀，儿时记忆，浓浓乡愁都是互联网筹募所

要聚焦的重点，互联网最能拨动乡贤那颗朴素、善

良之心。“黄梅戏回娘家”、“江南水乡赛龙舟”、

“东山脚下唱大戏”、“点亮无声世界的心灯”都

是黄梅通过文化引领项目实施的典型案例，收到了

一呼百应的效果。

江南水乡赛龙舟 东山脚下唱大戏



互联网募捐的资源动员三
互联网募集的资源无限，关键是要有发现资源的眼睛，撬动资源的能
力，收获资源的办法。



a.村社是富矿

村社资源占比约60%，是大众慈善的主阵地。村

社资源都隐身在文化设施、基础建设、产业帮扶、

环境整治、困难救助等领域，表现为社会资金。

我们要做的是发现他、亲近他、服务他，而不是

与他擦肩而过。

1、资源的区域分布 b,机关是金矿

机关资源占比约20%，主要领域有教育局、市监

局、卫健局、文旅局等，机关资源形态相似，动

员方法相近，是对接重点。

c.商会是优矿

商会资源占比约10%，是性价较高的资源，他的

资源主要是困境儿童帮扶、家乡村社助力、商会

事务贡献等方面，可通过会长或秘书长代为发动

服务即可。

d.善企是原矿

善商对接是筹募的新的尝试和探索，占比约10%，

就是通过互联网筹募捐赠物资或让利物资，用于

志愿者注册及积公益分兑换。这是一块待开发领

域，有无限空间。仅6月份，黄梅通过互联网募

集物资1100万元。

陈太山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县直机关99公益日动员会

深圳黄梅商会年会表彰

宇星水钻腾讯公益培训会



2、资源的动员
路径

a.第一招：主动出击。

通过项目撬动资源，占比30%。项目立
项有三个要素：

① 立项原则：公益性，社会性，现实性。
公益性即扶贫济困、基础设施等。如困
难帮扶、水电路讯等。社会性即社会事
务，文化活动等，如送戏下乡、文体活
动等。现实性即共同缔造、急难愁盼等
方面，如爱心驿站、公益食堂等。

② 立项标准：能引起共鸣，能得到呼应，
能打动人心的项目。如困境儿童关爱，
残疾儿童就业帮扶，烈士父母关怀等。

③ 立项条件：把可能性、可行性、可靠性
作为项目立项主要依据，不然效果有限。

快乐舞 快乐跑

              爱心驿站 、公益食堂                                         路灯照明、通村公路项目



b.第二招：借力使劲。
即通过激励带动资源，占比50%。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公益行为，如何进入慈善体系？

① 资金激励是动力所在。数字公益节和99公益日腾讯资金激励对项目实施来说是锦上添花，意外惊
喜，大都欲罢不能，趋之若鹜。

② 政策支持是热情所在。在没有配捐支持的情况下，如何进行资源动员？税收抵扣、荣誉表彰、媒
体推介的政策支持也是互联网筹募有效工具和手段。

③ 合作共赢是信心所在。慈善机构的公募资格抵扣资质、荣誉称号、发票提供深受爱心人士和其他
公益机构所青睐，他们需要筹募发展基金必须借助慈善会的互联网平台。通过工具共享也是互联
网筹募的重要路径。



c.第三招：无中生有。
即通过服务引动资源，约比占20%。

通过互联网筹募冠名基金，以暂时非定向记入基金到时以定向方式使用资
金。无中生有的资源动员关键在于给捐赠人七大利好服务。黄梅基金数量
超千支，规模8000万余元，大多是通过互联网筹募实现的。



a.战略层面：不求所有，只求驻留

d.法律层面：既要担当精神，也要底线
思维

c.道德层面：项目激励为先，机构激
励为辅

b.战术层面：平时练好功，战时往前
冲

定向为主，把盘子做大，把影响提高，把公信增强。

这样服务可收获意想不到的回报。

资源可以预留，延后，调度，把握机遇时间节点，

放大资源效应。

以优质服务来增强互联网筹募的动员力、穿透力和

影响力。

既要有担当精神，也要有底线思维，不担当难有作

为，没底线容易栽跟头。

3、资源的动员方法



结束语
        
        总之，互联网筹募的资源组织动员需要我们用心用诚用情去打造，只要我们
不断开拓创新，定能开创慈善事业新天地。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