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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Chongchuan District of Nantong City, Jiangsu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point and 
makes a quantitative descrip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background, oper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third-party online charity donation platform using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recipients and donors. Meanwhile, supplemented by the interview method, 
combined with the evaluation of the third-party online charity donation platform staff and users, 
the problems of the platform were further explored, an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were proposed 
accordin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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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以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为调研点，从受助者与捐助者的视角分别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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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网络第三方慈善捐赠平台的兴起背景、运作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展开了定量的描述与分析。同时，又辅

以访谈法，结合网络第三方慈善捐赠平台工作人员与使用个案对其的评价，再次深度挖掘平台的问题，

并据此提出相应解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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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网络第三方慈善捐赠平台，又称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是指通过互联网具有公开募捐资

格的慈善组织发布公开募捐信息的网络服务提供者[1]，其发布的募捐信息涉及扶贫济困、教育助学、医疗

救助、救援救灾、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本文将就平台医疗救助方面的相关情况展开讨论。为了了解网络

第三方医疗捐赠平台在具体应用中的运作情况与不足之处，笔者以轻松筹和水滴筹为例，开展了本次调查

研究。需要说明的是，轻松筹与水滴筹是目前国内众多类似平台的领军者。轻松筹成立于 2014 年 9 月，是

北京轻松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面向广大网民推出的一款社交筹款工具；水滴筹成立于 2016 年 7 月，是北京

纵情向前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的一个大疾病筹款平台，以二者为例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2. 导论 

2.1. 研究现状 

关于网络第三方慈善捐赠平台的研究早有先例，比如肖雯雯的《微信公益众筹之路探析——以水滴

筹为例》、王丹阳的《慈善法视域下网络众筹平台的规制路径——以“轻松筹”为研究样本》及石凤刚

的《网络募捐平台存在的问题及监管制度构建》1 等，他们在研究报告中详细分析了此类捐赠平台流行的

原因及因缺乏监管制度而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给予了笔者一定的研究思路，但这些已有研究大多围绕平

台自身的情况展开，没有考虑到平台用户的一些实际使用需要，因此其研究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在本文中，笔者分别从受助者与求助者的角度出发，对网络第三方慈善捐赠平台的运作方式、运作

现状及使用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做出了详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改善策略。但由于本研

究所依据的仅是对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部分市民和少数平台使用者的调查结果，故研究结果的代表性和

概括性显然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即便如此，这一结果仍可以为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们带来参考价值。 

2.2. 资料的收集和分析方法 

首先，本研究以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为调研点，通过随机发放问卷的方式对当地居民进行了调查。

据统计，此次调查实发问卷 925 份，回收 900 份，有效问卷为 871 份，有效回收率为 94.2% (871/925)。
其中，男性受访者有 399 名，女性受访者有 472 名，男女调查比例较为均衡，如图 1 所示，从 20 岁及以

下到 60 岁及以上的受访者都有涉及，年龄层次较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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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Age distribution of valid questionnaires 
图 1. 有效问卷填答的年龄分布情况图 

 

接着，研究采用定量研究的方式，对回收的问卷进行筛选与整理后，借助计算机的帮助，运用 SPSS17.0
软件，针对先前的假设进行了一系列的单变量描述统计和双变量交叉表统计分析。值得注意的是，所有

涉及的统计分析都是在计算机上完成的，无误差计算。 
最后，本研究以轻松筹与水滴筹的微信客服、公关品牌部工作人员及两位平台用户为访谈对象，对

与平台相关的一些实际信息进行了深度了解。并且，以上访谈全程录音，由笔者在结束后通过反复播放

录音，从中提取相应回答，作为相关问题的基础资料。 

3. 网络第三方医疗慈善捐赠平台的兴起原因 

3.1. 社会因素 

当今社会，健康问题给人们带来的负担越来越重，特别是对于中青年人群而言，正迎来一个大病爆

发期。而我国现有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却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其保障基础薄弱、保障基金不足，尤其是

在报销额度和保障水平上不能满足重大疾病造成的巨额医疗费用需求。且由于医疗报销比例很难达到预

期目标，即使“二次报销”[2]，人们也无法承担治疗所需的费用。这样一来，对于低收入的弱势群体而

言，一旦其罹患重大疾病，必然只能向外界寻求帮助。并且由于制度问题，近代中国的慈善事业曾一度

没落，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走出低谷期，取得了新的发展。这也导致了在此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传统

慈善机构仍存在诸多问题，比如管理模式的不规范、工作效率低下等等。此外，传统慈善机构往往以一

种较高的姿态处于普通群众难以接近的位置，给许多不法分子创造了可乘之机——利用自身职务之便将

大众捐款化为私人财产。近年来，随着此类新闻不断被曝出，传统慈善机构的公信度逐渐下降。 

3.2. 平台因素 

3.2.1. 慈善参与主体广泛 
传统慈善捐赠多项目多由公募基金会发起，其捐助时间与地点也往往被限制在一定的区域内，无法

一一满足广大群众的慈善需求。与之相较，网络第三方医疗慈善捐赠平台的进入门槛较低，任何在基本

社保制度下仍无力承担疾病治疗的人都能够以个人的名义借助平台发起众筹，任何有慈善参与意愿的个

人也都能有选择的实施善行，企业与机构亦然。 

3.2.2. 平台运作成本较低 
利用网络自由、开放、平等的特点，网络第三方医疗慈善捐赠平台把慈善的过程简化为“捐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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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受助者”，受助者只需将求助信息及相关身份证明材料发布在平台上转发即可，无需花费额外费

用。相对传统慈善全程人工化的募捐手段来说，其操作更为简单、成本也较低。且无论捐助者在何时何

地，只需连上网络便能收到求助信息进行捐赠，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也大

大提高了人们慈善参与的积极性。 

3.3.3. 平台认知程度较高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广泛普及，众多慈善组织陆续与网络对接，利用网络平台来宣传与募集善

款，比如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国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等。部分媒体也成为网络慈善的宣传者、参

与者，甚至是组织者[3]，越来越多的网民对网络医疗慈善平台有了一定的认知和关注，截至 2018 年 1
月，平台注册用户已达到 1.9 亿个，为众筹目标的高效达成奠定了基础。 

3.3.4. 平台技术水平成熟 
简单来说，网络第三方医疗慈善捐赠平台是互联网公司与第三方支付平台结合的产物，其通过云服

务器和开放式存储服务等一系列技术手段，为平台的稳定运行提供了坚实基础，也为用户的信息安全带

来了保障。此外，早在 2017 年，轻松筹平台就引进了区块链技术，不仅在原有技术上进一步加强了平台

的运行环境，还利用区块链信息不可篡改、去中心化等特点，向用户展现善款的路径，弥补了传统慈善

资金流向方面的空白之处。 

4. 网络第三方医疗慈善捐赠平台的运行情况 

4.1. 运作方式 

调查发现，网络第三方医疗慈善捐赠平台的保障体系都由普通捐赠救助、会员基金救助与商业保险

救助等 3~4 个版块共同构成，例如轻松筹的四重保障包含大病救助、轻松公益、轻松互助与轻松 e 保，

水滴筹是由水滴互助、大病筹款及水滴保共同组成的。其中，互助版块实行会员制，任何有意愿的用户

只需缴纳 10 元便可参与项目，再经过半年的观察期成为会员后，一旦用户罹患重大疾病，便可分摊其他

会员互助金的预存费，渡过难关。而轻松 e 保与水滴保，顾名思义，即为平台与知名保险公司合作推出

的商业保险服务。不难发现，其一方面作为公益的中介，为人们提供募集善款的平台，另一方面又通过

吸取会员缴费和保险的购买来获得利润，因此，可以说此类平台的本质仍是商业性的。 
而从受助者与捐助者的角度说，运行方式又可以具体为以下步骤： 
对受助者来说，无论是在轻松筹还是水滴筹平台，其发起求助的途径都有两个：登录官网或在微信

搜索公众号选择发起筹款。用户只需验证手机号即可完成账号注册，接着填写目标金额、筹款标题及求

助说明等信息，然后就可以提交了(见图 2)。需要注意的是，发起筹款必须提交五部分材料：1) 筹款基

本信息验证；2) 患者与患者本人身份证正面合照，照片要清晰可见姓名、身份证号和家庭住址；3) 收款

人的银行卡信息和与患者是直系亲属的关系证明；4) 三种以上的医疗证明材料，其中诊断证明为必填，

其余材料(入院病案首页、出入院记录、检查报告、医疗票据) 4 选 2；5) 增信材料补充：比如患者房产

车辆相关信息等。提交完毕后平台将对此筹款项目进行审核，在此期间求助者仍可完善材料，只要在申

请提现之前通过审核即可获得募集的善款。 
一般来说，平台默认的筹款期限为 30 天，材料补充期限为 90 天，若审核及筹款全部通过，求助者

可随时发起提现申请，平台将花一个工作日的时间再次审核，审核通过后 24 小时内打款到账。若筹款未

达到预期目标，则以实际所筹金额为准，平台不做任何干预。在筹款额度与善款提现方面，轻松筹与水

滴筹则有较大区别。轻松筹无最低限额，但单次筹款不能超过 50 万元，且提现时平台将收取 0.06%的第

三方接口费用；水滴筹的限额在 1000 元~100 万元之间，无需其他任何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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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Flow chart of steps for recipients to initiate fund-raising projects 
图 2. 受助者发起筹款项目的步骤流程图 

 

捐助者在平台捐款前也需要注册账号，从另一方面来说，每个捐助者也是潜在的求助者。登陆平台

后，捐助者便可以获取各种筹款项目信息，选择自己有意愿的项目点击进入，能够看到相关证明材料、

求助目标及已筹金额，根据以上信息，捐助者可根据实际情况自我决定是否捐款、捐助多少。若其有兴

趣，也能从捐助历史中继续关注受助者的后续情况(见图 3)。 
 

 
Figure 3. Flow chart of steps for donors to make donations 
图 3. 捐助者进行捐赠的步骤流程图 

4.2. 运行现状 

据调查，截至 2018 年 1 月，轻松筹注册用户已达到 1.9 亿个，发起的众筹项目超过 160 万个，筹集善

款近 200 亿元[4]；截至 2018 年 12 月，水滴筹已为 80 多万人成功募集善款，累计金额超过 100 亿元，捐

款人次超过 3.4 亿[5]。基于这组官方数据，笔者开展了一系列调查。其中，在接受调查的对象中，有 61%
的人曾使用过网络第三方慈善捐赠平台进行募捐或捐赠，对这部分受访者进行深入调查后，我们发现： 

4.2.1. 平台用户的文化程度影响其对平台的了解程度 
由表 1 可知，用户的学识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对网络第三方慈善捐赠平台的了解程度。这是因

为，网络第三方慈善捐赠平台是当今科技时代的新兴产物，对于一般人而言，还处在探索与适应它的阶

段，若非特殊需要，很少有人会去特意了解，而学历较高的人群不仅本身思想开放，易于接受新鲜事物，

同时也能从多种途径、多个方面了解平台。故学历愈高的用户对平台的了解愈深，反之则反。 
 
Table 1. Cross-analysis table of users’ level of educ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platform 
表 1. 用户文化程度与对平台了解程度的交叉分析表 

 

对网络第三方慈善捐赠平台的了解程度 
合计 

没听说过 不太了解 十分了解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6 4 2 12 

初中 18 79 16 113 

高中 31 182 39 252 

大专 13 151 23 187 

本科及以上 21 243 43 307 

合计 89 659 123 871 

Gamma = 0.115，sig =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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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平台用户的月收入影响其捐款金额 
由表 2 可知，月收入越高的用户捐助的金额也越高。 

 
Table 2. Cross-analysis table of monthly income and donation amount of users 
表 2. 用户月收入与捐款金额的交叉分析表 

 

捐款金额 
合计 20 元以内 

(含 20 元) 
20~50 元 
(含 50 元) 

50~100 元 
(含 100 元) 100 以上 

每月平均

收入 

1500 元及以下 94 36 10 2 142 

1500~3000 元 
(含 3000 元) 

120 67 30 6 223 

3000~4500 元 
(含 4500 元) 

94 86 36 8 224 

4500 元以上 102 96 52 32 282 

合计 410 285 128 48 871 

R = 0.244，sig = 0.000 
 

在慈善参与中，个人作为参与主体，除了有一颗想要帮助他人的善心外，还要有一定的物质资源支

持。高收入能保障用户在满足自身一定水准的生活需求后，仍有充沛的可支配资金来支持其慈善参与的

行为，而对于收入较低的人来说，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后所剩的工资寥寥无几，甚至其捐助资金还是是从

自身必须物质中“省”出来的一部分，故在其能力范围内的捐助相对于收入水平高的用户来说就显得较

少，即收入越高捐助越多。 

4.2.3. 相较于捐款，平台用户更愿意使用网络第三方慈善捐赠平台平台来筹款 
调查显示，约有 72%的受访者愿意使用网络第三方慈善捐赠平台筹集资金，但有超过半数的人表示

不会在平台上捐款(见表 3)，原因主要是不清楚平台的运行流程，对其真实性抱有怀疑态度。与此同时，

他们也清楚认识到网络慈善巨大的力量，认为平台筹款能够在最短时间内获得有效帮助，因此，相较于

捐款，大部分用户还是更倾向于使用网络第三方慈善捐赠平台来筹款。 
 
Table 3. Frequency analysis table of users’ use of third-party online charity donation platform 
表 3. 用户对网络第三方慈善捐赠平台使用情况的频率分析表 

 会 不会 合计 

会不会捐款 365 (41.9%) 506 (58.1%) 871 

会不会筹款 624 (71.6%) 247 (28.4%) 871 

 
除上述所谈，在捐助原因、后续及判断标准方面，也有一些其他发现。 
首先，捐助者进行捐助的主要动机要是出于善心，其次是由于求助者是与自身熟识的人。同时，应

注意到即使在有高度选择权的网络第三方慈善捐赠平台上，仍有 9.2%的人被要求强制捐款，这也反映出

此类平台的不足之处，或许其应加强用户隐私的保密性，使别人无法看到他人的捐款记录。接着，捐助

者在决定捐款时的评判标准脱离了传统慈善判断的单一性，而更加具有多样性。其中大部分捐助者将求

助者所上传的证明材料与熟人作证作为评判受助者是否真正需要帮助的依据，这也与其捐助的原因相符。

最后，人们捐款后大多不会再去关注事件后续，只是偶尔想起来时才会去了解一下，甚至有 21.6%的人

从不关注，因此也出现了许多有非分之想的人，利用这个漏洞，发布虚假求助信息来骗取钱财等。下面

就网络第三方慈善捐赠平台存在的问题进行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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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网络第三方医疗慈善捐赠平台的主要问题 

5.1. 筹款进程缓慢，难以达到目标 

在研究中，调查者接触了一位患有先天性脊柱侧弯的调查对象徐某——现 16 岁，吉林省和龙市人，

曾就读于和龙市第六中学九年五班。据其自述，自 2014 年发病后，共经历两次手术，住院治疗花费十万

多元。2018 年徐某病情再次恶化，急需 7 万元手术费用，但由于徐某的父母皆为农民，每月收入不足一

千元，且其父患有胸腔积水，不能干重体力活，只能靠姐姐四处打零工，攒钱为他支付医疗费用，十分

困难。因此，在徐某老师的介绍与帮助下，其姐在水滴筹平台发起了筹款，到手术为止共筹得 1 万元左

右(13 天)，远未达到预期求助目标。据徐某的家人说，他们没有考虑过第二次使用类似平台，因为当初

接触到平台便是由其信任的老师推荐的，自己并不是很懂，且事实证明靠平台也筹不到那么多钱。 
随后，调查者从平台客服处了解到，平台一般会给予受助者 30 天的募集期与 90 天的材料补充期，

一旦到达规定期限，无论求助者是否筹得目标金额，平台都会强制结束项目的捐助。显然，平台的捐助

周期并未考虑到一些紧急情况，无法满足短时间内需要大量资金救助的用户的需要。在调查者提出疑问

后，平台客服回复道，对于一些病情严重且迫切的求助者，平台推出了“首页推送”功能，即将求助者

的信息推送至平台的官网首页，旨在通过增加阅读量的方式来帮助其尽快筹得所需善款。但调查者接触

了另一位调查对象——一位患有白血病的男孩的父亲。其子于 2017 年 12 月 26 日被发现患有白血病，由

安徽前往南京治病，截至访谈，已治疗一年整。他们曾在轻松筹平台使用过“推送首页”的功能，但这

个功能的时限只有 48 小时，包括黑夜黎明这种没有人的时间段。当时其在 48 小时内筹得的钱不到 9 千

块，对于动辄上万的治疗费用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并无太大作用。可见平台在项目推广方面还是处于

一种僵硬的制度化“敷衍”，缺乏人性化设计，这样的一种时限限制导致大病大额筹款筹集缓慢，很可

能延误急病的治疗或错失良机。 

5.2. 缺乏监管机制，滋养诈捐温床 

表 4 显示，人们认为网络第三方医疗慈善捐赠平台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诈捐骗捐，这种情况主要有两

类：一是钱是否符合求助者筹款的真正需要？二是求助者是否将善款用于其之所求？由于平台“无门槛”

的性质，各种求助项目泛滥，有部分骗子伪装成受助者混迹其中，真真假假，使捐助者难以辨别。更加

难以辨别的是有一部分确实有困难的求助者，他们上传的信息是真，但所求金额是假，妄图用“骗”取

的爱心钱来满足私欲，或者是家里还有积蓄却仍然选择向社会求助等等。例如，曾有媒体报道，在周口

太康县有一名被确诊患有眼部肿瘤的女童，其父母以“急需资金为孩子做手术”为由在水滴筹上多次发

布了求助信息，实际上他们却并未将所筹善款用于孩子的治疗。直到志愿者找上门，女孩的母亲才带孩

子去做了检查，但刚检查完又带着孩子“失踪”了[6]。 
 
Table 4. The frequency analysis table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hird-party online charity donation platform 
表 4. 网络第三方慈善捐赠平台存在的问题的频数分析表 

问题 N 百分比 

缺乏金额审核，滋养“诈捐”温床 791 37.4% 

缺乏规范管理，导致信息泄漏 779 36.6% 

准入门槛过低，助长不良风气 375 17.6% 

平台收费过高，收入利益不明 178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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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该问题产生的原因，调查者发现，首先平台筹款项目的目标金额是由求助者自行设置的，平台

并无相应的审核制度；其次在筹款过程中求助者可以随时修改目标金额数，同一个项目也可以多次发起

众筹；最后，在筹款项目完成后，平台与大部分捐助者都没有关注事件后续的意识。以上种种所体现出

的随意性不仅给部分求助者夸大实需金额提供了可能，引发诈捐问题，而且会使捐助者对求助项目的真

实性产生质疑，从而降低对平台的信任程度。长此以往，必然会使整个社会陷入慈善信任危机之中，影

响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5.3. 用户信息遭泄，正常生活被扰 

网络第三方医疗慈善捐赠平台要求受助者在申请救助项目时提供真实的身份证、户口本和银行卡等私

密信息来保障项目的真实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受助者个人信息的泄漏问题。个人信息尤其是敏感信

息一旦被不法分子别有用心的利用，将会对受助者的正常生活和后续治疗及康复带来不良影响。比如，平

台要求上传受助者手持身份证的正面照这一项，就存在着不法分子偷取照片到借贷平台非法贷款的隐患。 
另外，网络第三方医疗慈善捐赠平台也有追踪用户信息的嫌疑。调查者曾经使用轻松筹进行项目发

起，以期亲身了解此类平台的求助流程，但由于平台要求提供的认证信息过多，出于安全考虑，调查者

只填写了手机号码后取消了项目。随后便频繁接到轻松筹后台志愿者(非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短信及微

信消息，其内容都是催促调查者尽快完善求助信息、发起筹款的消息。调查者也曾与平台客服联络要求

其帮忙终止和删除项目，客服表示未发起的项目无法删除，同时说明电话只是例行询问，不会再打来了。

然而事实上，平台后台依旧每天按时发送骚扰短信，且时间集中在晚上十点，令人烦不胜烦。捐助者也

未能幸免，调查者也了解到，在平台完成一次捐赠后，将会持续受到平台推送的其他求助项目信息及保

险购买等广告。可见只要使用过此类平台，无论是求助者还是捐助者，都有受到平台信息追踪的嫌疑，

除令人厌烦的推送与广告外，严重地甚至会导致个人信息的泄漏。 

6. 网络第三方慈善捐赠平台问题的解决途径 

6.1. 实时跟进项目，提供多方渠道 

平台应密切关注筹款项目的类型，针对严重疾病、特急疾病和慢性疾病等不同项目做出细致的划分，

明确归类，优先通过严重疾病、特急疾病项目的审核工作，并为这些项目设立绿色通道，一旦筹款达标，

立即将消息反馈给求助者，帮助其快速提款治病。同时应进一步发挥出“首页推送”功能的作用，设立“严

重疾病、特急疾病项目”首页特别推送功能，让更多的捐助者能够第一时间看到此类求助项目。且平台还

可以通过与其他网络平台合作来实现潮水式推广，例如与新浪微博、知乎、豆瓣和百度贴吧等平台积极合

作，增加项目的传播渠道、提高项目的传播速度，为紧急情况做出人性化处理。对于慢性病的项目也不能

顾此失彼，平台可以在筹款的规定期限内为它们提供流动宣传的机会，增加其项目筹措成功的可能性。若

求助项目实在无法在 30 天周期内达到目标，平台也应为其提供链接或一些其他有效资源，如基金会等等。 

6.2. 加强安全系数，尊重用户隐私 

平台应采取一些必要的防护性手段保护好用户隐私，防止不法分子利用这些信息实施违法行为，扰

乱用户的生活秩序。尤其是求助者的个人私密信息，其为了证实自身求助的真实性，通常会上传更多的

信息资料，因此更容易卷入信息泄露问题。除对相关资料图片进行选择性打码外，平台应增加捐助者准

入机制，将一些黑号、小号和空号拉入黑名单，阻止他们接触到用户的个人信息及其隐私。另外，平台

内部应实行志愿者实名化制度，防止一些怀有异心的不法分子假冒志愿者的身份联系求助者，从而对求

助者的信息进行窃取或生活骚扰。而且平台要规范自身的推送管理系统，不要频繁发送与求助项目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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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广告信息，应遵循“DNT (禁止追踪)”原则，不仅要尊重用户的个人选择，遵守不侵入、不泄漏用户

的个人信息的守则，而且要尊重用户提出的建议，不要频繁地发送短信和打电话询问信息资料。 

6.3. 完善认证机制，杜绝骗捐行为 

首先，虽然网络第三方医疗慈善捐赠平台已经拥有了较为完备的认证审核机制，但研究者认为其仍应

在现有的认证基础上扩展其他认证方式，比如与求助者所在医院及相关部门建立信息共享平台，以提高信

息审核的效率与准确性，这样求助者就无需再申报各种繁琐的认证材料来开展项目筹款，不但大大方便了

较低文化水平的用户的使用，也增强了捐助者对项目及平台的信任程度。其次，平台可与部分三甲医院达

成合作，根据院方提供的治疗预估金额设置筹款限制，并在求助者提交申请后锁定求助目标，在一定程度

上减少诈捐与骗捐行为的发生。并且，平台也要适当提高求助门槛，严格处理不符合求助者的实际需求的

筹集目标，杜绝坐地起价，利用人们的善心为自己谋求私人利益的情况，防止人们对无偿捐款产生依赖。

在此合作的基础上，平台也能够将善款直接打给院方，第一时间展开救治，不仅提高了治疗项目的效率，

还能解决善款流向不明的问题。最后，平台应在项目完成后，对其后续发展情况进行一段时间内的追踪，

并定期为捐助者推送事件的最新进展，让捐助者捐的放心，捐的开心，真正帮到他人。 
此外，自 2016 年 3 月 16 日《慈善法》正式通过起，民政部便致力于网络募捐的规范问题，先举办

了“慈善组织公开募捐信息平台”认定标准研讨会，又发布了《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基本

技术规范》等行业标准的公告，试图以加强法制宣传、加强平台指定、加强信息公开[7]的“三加强”方

式来保障人们的权益。且在同年，民政部颁布的《关于指定首批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的公告》

使许多类似于轻松筹和水滴筹等网络第三方慈善平台获得了作为信息传播载体的资格。然而事实表明，

在平台运营中依旧有部分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存在合法性地位成疑的问题，这就更要求国家司法部

门应尽快落实已有条例，设立责任制格式求助机制，严厉打击诈捐骗捐问题，将责任落实到个人，而且

国家还可以利用不同角度和方向的多维监督机制，如政府监督、社会公众监督、舆论监督以及第三方评

估机构的监督等等，对网络第三方慈善捐赠平台的运营方式进行约束与监督。不仅要打击虚假求助行为，

也为捐助者维权提供了保障。 
总的来说，网络第三方医疗慈善捐赠平台虽然有许多不足，但其优势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调查中笔

者发现大部分人对网络第三方慈善捐赠平台的信任程度还是很高的，只有 28.3%的人表示不会使用此类

平台募捐(见图 4)。可以说，其未来仍具有较大发展潜力。就目前来看，第三方慈善捐赠平台的未来可能

会朝以下两方面发展：一，与社交媒介形成长期合作关系，在增强慈善宣传力度的同时也拓宽了大众参

与慈善的渠道[8]，有利于调动全社会慈善参与的积极性，形成“全民慈善”的热潮；二，改变主业，利

用平台相关优势发展其他业务来支持平台运转。不管怎么说，在此过程中，监管问题都不容忽视。 
 

 
Figure 4. The use of third-party online charity donation platforms 
图 4. 网络第三方慈善捐赠平台的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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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应当认识到，即使网络第三方慈善捐赠平台发展前景较好，也不能够取代现有的医保制度。

这是因为医疗保险具有社会性、强制性和非营利性的特征。相较于网络第三方慈善捐赠平台的众筹模式，

基本资料保险由政府举办，其资金来源有保障，还有法定的运行程序与完善的监管机制，能够提供更加

稳定的保障。网络第三方慈善捐赠平台应作为一种补充，辅助医保制度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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