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GIVING CHINA 

2016 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 

（精要版） 

 

 

 

 

 

中国慈善联合会 研究部 

2017 年 9 月 

 

 



2 
 

为发挥行业组织在数据统计、宏观分析等方面的职能，准确、

全面、专业地反映中国年度慈善捐赠整体情况，中国慈善联合会

对 2016 年度国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香港、澳门特别

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公开捐赠数据进行了全年监测、统计和分

析。《2016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是该系列报告连续第十一次

发布，收录了各主要媒体披露的大额捐赠数据（单笔金额超过

10万元，以实际到账金额为准），并对我国主要的基金会、慈善

会等社会组织，以及沪深上市企业 2016 年度报告中的捐赠数据

进行了系统性收集。此外，我们还对 300多家样本社会组织的全

年捐赠数据进行了完整采集。2016 年，中慈联共收录样本捐赠

数据逾 100万条，其中数据指标项较为完整、符合数据分析要求

的有 70.23万条，我们以该捐赠数据库为基础估算出了国内总体

捐赠规模，并对各项捐赠指标进行了具体分析。 

本报告（精要版）分为：年度综述、整体捐赠情况、捐赠主

体分析、捐赠对象分析、网络捐赠分析等五个部分。 

一、年度综述 

2016 年是中国慈善事业当之无愧的里程碑之年。年度最大

的事件，无疑是《慈善法》的正式颁布和施行，标志着中国慈善

事业正式走入法制化轨道。慈善法出台后，其权威性、纲领性和

指导性的法律效应迅速显现，多项具体配套政策陆续出台，多个

行业重大问题得到及时回应。《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

《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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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等高规格政策也适时推出，我国慈善事业的法律体系、扶持

体系、监管体系已经初步完善。 

慈善法等带来的政策红利也开始在实践中不断释放。来自企

业家的大额捐赠和来自社会公众的小额捐赠迎来爆发式增长；专

业慈善组织和社区服务组织蓬勃兴起，慈善服务日益贴近人民生

活；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持续深化，为慈善组织全面参与公共

服务提供良好契机；大型基金会和慈善会面临公募权挑战的压力，

开始战略调整和机构转型；越来越多的中国慈善组织将走出国门，

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深入参与国际慈善事务。法治保障、

政策扶持、行业细分、服务专业的慈善行业生态体系已经基本形

成。 

根据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的宏观判断，结合慈善行业各主

体、各领域发展状况的微观分析，中慈联建立了捐赠统计数据模

型，并遵循概率统计的基本原理，在不断优化数据样本和预测模

型的基础上，主要采用回归法估算出我国总体捐赠数据。据中慈

联统计估算，2016 年中国社会捐赠达 1392.94 亿元，同比增加

25.65%，捐赠总量再创新高。2016 年，我国慈善捐助呈现出许

多新的特点，年度关键词为：慈善法、精准扶贫、互联网募捐信

息平台、高校捐赠、慈善信托等。 

（一）政策联动效应显现，制度体系更加清晰完善 

慈善法颁布、施行以来，《慈善组织认定办法》、《慈善组织

公开募捐管理办法》、《公开募捐平台服务管理办法》、《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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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管理机关受理投诉举报办法（试行）》、《慈善信托管理办法》、

《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的规定》、《关于支

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的意见》等相关配套政策及时出台。《社

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

记管理暂行条例》的修订工作也正在加紧进行。在跨部门的政策

合作方面，民政部和各相关部委密切配合，《志愿服务条例》、《关

于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国家综合防灾减灾

规划（2016﹣2020 年）》和《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都加

入了慈善事业、社会组织等内容。此外，全国人大在修订《民法

总则》、《企业所得税法》和《红十字会法》时都充分考虑了与慈

善法的衔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改革

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更是以

高规格的文件肯定了社会组织在社会经济建设中的重要贡献，提

出了大力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等务实要求，为慈善组织回应社会需

求，加强服务能力拓展了服务空间、指明了发展方向。 

（二）企业仍是捐赠主力，个人捐赠大幅提升 

2016 年，我国慈善捐赠的主要来源依然是企业，贡献了

908.20亿元；个人捐赠紧随其后，为 293.77亿元，二者相比上

年均有增长，其中个人捐赠发展迅速，比上年增加 73.52%。企

业稳居捐赠主体首位，其中民营企业贡献近 5成。从各主体捐赠

占比情况看，企业捐赠增速比上年回落 5.52 个百分点，个人捐

赠则提高了 4.71 个百分点，个人捐赠的增速高于企业。企业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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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最多的行业是综合类、制造业和房地产业，三者合计占企业捐

赠总量的 75.09%，聚集了最多的爱心企业。2016 年，我国年度

个人捐赠占比自 2012 年后首次回升至 20%以上，10 万元以下的

个人捐赠超过 90亿元，所占比重显著增长，这意味着 2016年伴

随着慈善法的颁布和施行，我国慈善捐赠正逐步向普通民众普及。 

（三）基金会和慈善会接收捐赠超七成，教育领域最受关注 

基金会和慈善会系统是社会捐赠的主要接收方，分占总额的

44.91%、29.01%。2016 年，我国慈善捐赠最关注的 3 个领域依

次是教育、医疗健康和扶贫与发展。其中，教育领域获捐占比超

过 3成，最受公众关注和支持；扶贫与发展获捐增幅最大，比重

较上年提高近 10 个百分点。教育捐赠更加集中地流向了高校，

面向大学的捐赠约占七成。据不完全统计，2016 年，全年捐赠

收入过亿的高校基金会达到 11 家，其中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广东省汕头大学教育基金会位列前三，捐

赠收入分别为 15.89亿元、5.70亿元和 4.75亿元。这一年，我

国高校接收的大额捐赠频出，其中，熊新翔向电子科技大学捐赠

10.3亿元
1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向复旦大学捐赠 7亿元

2
，多项个

人和企业的捐赠记录被刷新，高校大额捐赠正在快速步入常态化

                                                             
1
 据博恩集团官网显示：http://www.borncn.com/news/newsInfo.htm?type=7&id=90，9 月 21 日，重庆市博

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熊新翔向电子科技大学捐款 10.3 亿元成立“博恩教育发展基金”，该基金

分为校长基金项目和博恩跨学科创新发展基金项目两部分，前者 3000 万元，后者 10 亿元。该捐赠计划分

10 年完成。 
2
 据《中国泛海 2016 年企业责任报告》显示，从 2016 年起，中国泛海将在 5 年内向上海复旦大学教育发

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 7 亿元。其中 5 亿元用于支持“复旦泛海中心”三座综合楼建设；2 亿元用于支持“复

旦大学经济学院泛海发展基金”、“复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发 展基金”、“复旦大学创新创业学院泛海发展基

金”、“复旦-泛海助学金、学生海外交流奖学金”四项教育发展基金，分 5 年捐赠，每项基金每年捐赠 1000

万元，分两期拨付。2016 年 1 月 28 日已拨付 2000 万元；6 月 29 日已拨付 2000 万元。 

http://www.borncn.com/news/newsInfo.htm?type=7&id=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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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阶段。 

（四）互联网引领小额捐赠，指尖公益渐成时尚 

2016 年，我国 3 家主要信息募捐平台筹款达 12.89 亿元，

同比增长 37.79%。以淘宝公益平台为例，2016年有 3.04 亿淘宝

买家参与捐赠，比 2015年增长 12.10%，捐赠次数达 43.9 亿次，

同比增长 46.3%，数据显示我国参与网络捐赠的金额、人数和频

次都在快速增加。从捐赠人群分析，女性更为慷慨，80 后稳居

捐赠额首位，手机捐赠成为主渠道；从捐赠领域来看，医疗救助

和教育助学最受关注支持；从捐赠地域分析，广东、北京、江苏、

浙江、上海等东部沿海省份参与捐款的人数和金额最多。在网络

募捐的规范性方面，民政部根据《慈善法》授权，指定了腾讯公

益网络募捐平台、淘宝公益、新浪微公益等 13 家平台为首批慈

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自此我国网络募捐走上了法治化、

规范化发展的道路。截至 2016年年底，13家网络募捐信息平台

基本完成改造升级，全面开展募捐工作。 

（五）慈善信托体现制度优势，规模效应初步显现 

  慈善信托是《慈善法》的一大亮点，明确了其在慈善事业中

的重要地位。截至 2016年年底，短短 3个月内，全国共有 18家

信托公司和慈善组织成功备案了 22 单慈善信托产品，初始规模

0.85亿元，合同金额规模 30.85亿元，涉及教育、扶贫、儿童、

环保等多个慈善领域，其中科教文卫领域最受关注。按照慈善信

托的备案地分析，东、中、西部分别为 14单、2单、6单，反映



7 
 

出我国东部地区的慈善资源更为丰富，而西部地区的慈善需求更

为强烈。未来，随着慈善信托政策的不断完善，慈善信托的规模

和数量还将稳步增长，为大额捐赠、定向捐赠、家族慈善基金、

慈善组织存款等慈善资产的合理配置和使用开辟出一条崭新的

道路。 

（六）慈善扶贫不断创新，电商扶贫渐成亮点 

2016 年是中国脱贫攻坚首战之年，不少具有典型性、创新

性的扶贫项目大放异彩。其中，万达集团对口帮扶丹寨整县脱贫

行动成果斐然，2014 年到 2016 年三年间，捐赠总额达 15 亿元

的三大扶贫项目全部落地运营，该项目以产业扶贫为主，短、中、

长期项目结合，是我国扶贫模式的重大创新，因而荣获了 2016

年国家首个脱贫攻坚创新奖。碧桂园两年内捐赠 10 亿元助力扶

贫。2016 年 10月，碧桂园在广东潮州市饶平县浮滨镇黄正村启

动扶贫项目，计划将其下属 5个自然村实施整体搬迁，建成集生

活、休闲、生态农业和自然景观为一体的生态文明新农村。“互

联网+”也被引入扶贫领域。2016年初京东与国务院扶贫办合作

启动电商精准扶贫，2016 年，京东在全国 800 多个贫困县开展

了电商精准扶贫，吸纳了近 5000 家合作商户，上线了近 200万

种农特产品，有效帮助贫困地区实现脱贫增收。这些参与电商扶

贫的企业虽然没有采用直接捐赠的形式，但他们通过扶贫履行社

会责任，没有把营利作为直接目的，反而额外投入了大量人力、

物力、技术、管理成本等，以达到企业利益和社会价值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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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金融扶贫、科技扶贫、医疗扶贫、就业创业扶贫等扶贫方

式不断发展，社会组织以慈善捐赠为纽带，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担

当政府的有益补充，将共同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 

（七）配合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慈善组织国际化进程加速 

2016年，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中国慈善

组织进一步走出国门，积极承担国际社会责任，加大参与全球治

理的力度。中国多家民间组织深度参与厄瓜多尔地震人道主义救

援，帮助当地建立和完善减灾防灾救灾机制。中国扶贫基金会继

在尼泊尔成立办公室后，于2016年成立了缅甸办公室，并发起“胞

波助学金项目”，为缅甸贫困大学生提供经济资助和成才支持方

面的帮助。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发起 “丝绸之路沿线

民间组织合作网络”，从资金、政策、技能等方面打通慈善组织

“走出去”的路径。中国慈善联合会联合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中

国华侨公益基金会、爱尔眼科医院集团等慈善组织和医疗机构，

搭建多方平台，共同实施“湄公河光明行”项目，为老挝、缅甸、

柬埔寨等国家的600名白内障患者提供免费复明手术，联合民间

的慈善力量，助力国家外交战略。我国对境外的大额捐赠也明显

增加。如陈一丹捐款25亿港元（约合21.08亿元人民币）设立教

育奖项“一丹奖”，陈天桥、雒芊芊夫妇向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捐

赠1.15亿美元（约合7.91亿元人民币）用于建立脑科学研究院，

黄如论向菲律宾政府捐款14亿披索（约合2亿元人民币）用于兴

建2所共计10万平方米的大型戒毒中心等。2016年，越来越多的



9 
 

中国企业和慈善家开始具备国际视野，面向全球制订慈善战略。

我国的慈善资源正走出国门，逐步在全球发挥出作用。 

二、整体捐赠情况 

（一）社会捐赠概况 

2016年，我国经济发展稳中向好，国内生产总值达 74.4万

亿元，同比增加 6.7%。伴随着经济的企稳回升，中国慈善捐赠

的上升势头更加显著。据中慈联统计估算，2016 年我国社会捐

赠总量再创新高，全年接收国内外款物捐赠共计 1392.94 亿元，

占 2016 年全国 GDP 的 0.19%，相比 2015 年增加 284.37 亿元，

同比增长 25.65%；人均捐赠 100.74元，比上年增加 23.32%。2016

年，我国的社会捐赠无论在金额还是增幅方面均创下历史新高。 

 

图 2-1 我国历年社会捐赠情况 

  针对慈善捐赠在经济社会中发挥的作用，我们横向对比了美

英两国的相关数据。2016年，美国慈善捐赠总额为 3900.5亿美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845.01 817.33 

989.42 
1042.26 

1,108.57  

1392.94 

捐赠总额（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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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约合 25706.6亿人民币，占 GDP的 2.1%，比 2015年增长 4.50%；

人均捐赠为1207.2美元，约合7957.1人民币，比上年增加2.95%。

同年，英国捐赠总额为 97亿英镑，约合 868.1亿人民币，占 GDP

的 0.52%，同比增长 1.04%；人均捐赠 147英镑，约合 1316.5人

民币，同比减少 0.79%。2016年，我国慈善捐赠总额为 1392.94

亿元，占 GDP的 0.19%，相比 2015年增长 25.65%；人均捐赠 100.74

元，比上年增加 23.32%。数据显示，我国年度慈善捐赠总量已

经逐步达到欧洲发达国家水平，但距离美国还有近 20倍的差距。

从捐赠总量占 GDP 的比例来比看，该比值英国约是我国的 3 倍，

美国是我国的 11倍，差距正在逐步缩小；从增速上看，我国在

捐赠总量、人均捐赠等方面的年度增长率均大幅领先于美英两国，

发展形势向好。 

（二）款物捐赠情况 

2016 年度，我国的物资捐赠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主要

来自社会各界向慈善会系统和基金会的捐赠，其用途集中在医疗

健康、扶贫、教育、救灾等领域。2016 年，全国物资捐赠折合

人民币 422.34亿元，占捐赠总额的 30.32%；货币及有价证券捐

赠也稳步增加，达到 970.60亿元，占比 6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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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2016 年款物捐赠占比情况 

（三）捐赠领域概况 

  2016 年，我国社会捐赠最关注的三个领域依然是教育、医

疗健康和扶贫与发展，分占捐赠总量的 30.44%、26.05%、21.01%，

其中扶贫与发展领域增长最为明显，比上年提高近 10个百分点，

充分显示了脱贫攻坚战在全社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吸引了更多

的社会资源投入到扶贫事业中来。 

货币及有价证券 

69.68% 

物资折算 

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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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2016 年慈善捐赠领域分布情况 

三、捐赠主体分析 

（一）捐赠主体的构成情况 

2016 年，我国慈善捐赠的主要来源依然是企业和个人，二

者捐赠合计 1201.97 亿元，占到捐赠总额的 86.29%，捐赠额均

出现了大幅增长。从捐赠占总额的比重情况看，企业捐赠比上年

回落 5.52个百分点，个人捐赠提高了 4.71个百分点，个人捐赠

的增速高于企业捐赠。 

教育 
30.44% 

医疗健康 
26.05% 

扶贫与发展 
21.01% 

减灾与救灾 
4.70% 

其他定向 
3.96% 

人群服务 
3.79% 

文化、体育、艺术 
3.11% 

公共事业 
2.88% 

科学研究 

与倡导 
1.57% 

生态环境 
1.11% 

其他 
0.71% 非定向 

0.67% 

教育 医疗健康 扶贫与发展 减灾与救灾 

其他定向 人群服务 文化、体育、艺术 公共事业 

科学研究与倡导 生态环境 其他 非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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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捐赠主体分布情况 

表 3-1 捐赠主体分布情况 

捐赠主体类型 捐赠金额（亿元） 占比 

企 业 908.20 65.20% 

个 人 293.77 21.09% 

社会组织3 96.39 6.92% 

政 府 36.63 2.63% 

事业单位和宗教场所 20.20 1.45% 

人民团体和免登记组织 2.37 0.17% 

其 他 35.38 2.54% 

合 计 1392.94 100% 

 
  

                                                             
3
 社会组织包括：基金会、慈善会系统，以及除此之外的其他社会组织，也包括了红十字会系统。 

企 业 
65.20% 

个 人 
21.09% 

社会组织 
6.92% 

政 府 
2.63% 

事业单位和宗教场所  
1.45% 人民团体和免登记组

织  0.17% 

其 他 
2.54% 

企 业 个 人 社会组织 政 府 事业单位和宗教场所 群团组织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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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历年重要捐赠主体占比情况 

（二）企业捐赠情况 

2016年，企业捐赠总额首次突破 900亿元，达到 908.20亿

元，比 2015 年增加了 124.35 亿元，同比增长 15.86%；企业捐

赠占到捐赠总额的 65.20%，比重较 2015年略有下降，继续保持

着第一大捐赠来源的地位。 

据中慈联统计，2016 年对企业捐赠贡献最大的依然的是民

营企业，捐赠占比 49.65%；国企紧随其后，占比 36.70%，与去

年相比份额均有所增长。外企和港澳台企业的占比一降一升，分

别为 10.16%、3.49%。总体来看，各类企业的捐赠额都有不同程

度的增加，份额比重略有波动，民企、国企、外企、港澳台企业

的排序应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不变。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31.62% 
29.21% 17.72% 

11.09% 
16.38% 

21.09% 

57.48% 
64.60% 69.63% 69.23% 70.72% 

65.20% 

其他 个人 企业 



15 
 

 

图 3-3 2016 年各类企业捐赠情况 

  经统计，2016 年企业捐赠最多的行业是综合类、制造业和

房地产业，三者合计占企业捐赠总量的 75.09%，集中了最多的

爱心企业。由于近年来我国企业的经营业务更加多元化，一些此

前来自房地产业、制造业等行业的企业被归入综合类，因此今年

综合类企业的占比排在了首位。 

民营企业 

49.65% 

国有企业 

36.70% 

外资企业 

10.16% 

港澳台企业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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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企业所在不同行业的捐赠情况 

  （三）个人捐赠情况 

数据显示，2016 年我国个人捐赠发展迅速，捐赠额达到了

创纪录的 293.77亿元，比上年猛增了 124.47亿元，占到捐赠总

额的 21.09%，同比增长 73.52%。 

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我国捐赠过亿的慈善家共 35人（夫

妻和家族按单一主体计入榜单），比上年增加 13人，捐赠总额达

到了 79.73 亿元，同比增长 24.25%。亿元捐赠占年度个人捐赠

总额的 27.14%，该比重比 2015年下降 10.76%，一方面是由于部

分企业家通过企业捐赠而非个人，另一方面反映出社会捐赠的结

构正在调整变化，以普通民众和中产阶级构成的群体正成为个人

捐赠的中坚力量，10万元以下的个人捐赠所占比重显著增长。 

44% 

19% 

12% 

6% 

3% 
3% 

3% 
3% 2% 1% 

1% 

1% 
0% 

0% 

2% 

综合 

制造业 

房地产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金融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教育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批发和零售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采矿业 

农、林、牧、渔业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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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2016 年捐赠过亿的慈善家名单 

序号 捐赠人姓名 捐赠金额（万元） 

1 陈一丹 210,650 

2 陈天桥、雒芊芊夫妇 79,129 

3 黄如论 45,409 

4 张宗真 30,000 

5 马云 25,277 

6 蔡崇信 20,811 

7 邵利民 20,000 

8 韩国龙 20,000 

9 姜滨 20,000 

10 叶庆均 20,000 

11 吕建明 20,000 

12 韩国龙家族 20,000 

13 张朝阳 18,000 

14 陈经纬 17,757 

15 吴少勋 15,812 

16 史贵禄 15,000 

17 何享健 13,196 

18 刘强东、章泽天夫妇 12,440 

19 何巧女 1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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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许健康 11,200 

21 郑跃文 11,000 

22 熊新翔 10,300 

23 陈发树 10,000 

24 崔如琢 10,000 

25 胡葆森 10,000 

26 吴亚军 10,000 

27 周锦霆 10,000 

28 马化腾 10,000 

29 赵文权 10,000 

30 周海冰、侯莹 10,000 

31 朱永宁 10,000 

32 雷军 10,000 

33 周泽荣 10,000 

34 高央 10,000 

35 张扬 10,000 

备注：2016年 4月 18日，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

化腾宣布，将捐出一亿股腾讯股票注入正在筹建中的公益慈善基金，

按其时股价计算捐款约 138亿元。由于该笔捐赠是承诺捐赠，金额巨

大且投入时间较长，故暂未列入 2016年捐赠数据库。 

数据显示，我国单笔金额低于 10 万元的中小额个人捐赠规

模正在持续扩大，该类捐赠总量从 2015 年的 75 亿元跃升至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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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以上，同比增加约 20%。以互联网募捐平台为主的捐赠渠道

为普通民众释放爱心提供了便利条件，“微信捐步”带动人们运

动健康，“蚂蚁森林”倡导人们节能减排，形式多样的募捐活动

也激发了月捐、随手捐、活动捐等慈善捐赠行为成为常态，小额

捐赠将成为衡量社会公众参与慈善事业的重要指标之一。 

2016年，我国年度个人捐赠占比自 2012年后首次回升至 20%

以上，这意味着我国慈善捐赠行为正在“飞入寻常百姓家”，以

网络化、趣味化、年轻化、小额化的方式进入普通公众的生活，

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进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慈善文化。 

四、捐赠对象分析 

（一）接收捐赠的主体概况 

2016 年，我国社会捐赠主要流向了基金会和慈善会系统，

两者接收的款物捐赠为 625.50亿元、404.09亿元，分别比上年

增加了 179.93 亿元、77.62 亿元，合计占到全年度捐赠总量的

73.91%，对 2016年募捐增长的贡献率更是达到了 90.57%。 



20 
 

 

图 4-1 接收捐赠方分布情况 

我国各级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群团组织接收的社会捐赠总

体保持平稳，2016 年共获捐 260.64 亿元，占到全年捐赠总额的

18.71%，在号召和吸纳社会捐赠方面依然占据着重要位置。 

2016 年，中国红十字会系统的捐赠收入达 27.94 亿元，比

2015年增长 16.06%，占 2016年捐赠总量的 2.01%。其中，现金

捐赠 18.80 亿元，非现金捐赠 9.14 亿元。其捐赠绝大多数来自

国内，境内的捐赠为 26.92亿元，境外捐赠 1.02亿元。 

 

 

 

基金会, 625.5 

慈善（总/协）会, 

404.09 

除民政部门外其他

党政机关, 160.71 

各级民政部门, 47.7 

事业单位, 43.6 

红十字会系统, 

27.94 

人民团体和免登记

组织, 8.63 

除基金会、慈善会

以外的社会组织和

个人, 36.45 

宗教场所, 20.23 其他, 18.09 



21 
 

 

表 4-1 2016 年全国各部门接受捐赠情况 

接收捐赠的国内各部门名称 款物合计（亿元） 占比 

基金会 625.50 44.91% 

慈善（总/协）会 404.09 29.01% 

除民政部门外其他党政机关 160.71 11.54% 

各级民政部门 47.70 3.42% 

事业单位 43.60 3.13% 

红十字会系统 27.94 2.01% 

人民团体和免登记组织 8.63 0.62% 

除基金会、慈善会以外的社

会组织和个人 
36.45 2.62% 

宗教场所 20.23 1.45% 

其他 18.09 1.30% 

合计 1,392.94 100% 

2016 年度，我国致力于公益慈善的社会组织在捐赠收入方

面呈现了大幅增长的态势，自《慈善法》颁布施行以来，慈善事

业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新局面。 

（二）基金会接收捐赠情况 

据中慈联不完全统计，2016 年度捐赠收入过亿元的基金会

共有 46家，仅这些基金会接收的社会捐赠就达到了 210.7亿元，

所专注的领域中教育、医疗健康、扶贫和发展排在前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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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2016 年度捐赠收入过亿的基金会 

序号 基金会名称 2016年度捐赠收入（万元） 

1 中国癌症基金会 429,069.89 

2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 158,931.87 

3 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 115,411.42 

4 贵州省扶贫基金会 100,323.23 

5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72,148.24 

6 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 71,133.34 

7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58,052.58 

8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 57,049.66 

9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55,081.71 

10 广东省汕头大学教育基金会 47,502.70 

11 中国扶贫基金会 47,116.78 

12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44,888.43 

13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44,727.85 

14 神华公益基金会 44,386.70 

15 泛海公益基金会 44,299.23 

16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42,741.09 

17 厦门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39,390.65 

18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38,286.76 

http://data.foundationcenter.org.cn/content_54.html
http://data.foundationcenter.org.cn/content_104.html
http://data.foundationcenter.org.cn/content_1772.html
http://data.foundationcenter.org.cn/content_1772.html
http://data.foundationcenter.org.cn/content_128.html
http://data.foundationcenter.org.cn/content_1102.html
http://data.foundationcenter.org.cn/content_34.html
http://data.foundationcenter.org.cn/content_102.html
http://data.foundationcenter.org.cn/content_112.html
http://data.foundationcenter.org.cn/content_236.html
http://data.foundationcenter.org.cn/content_113.html
http://data.foundationcenter.org.cn/content_2010.html
http://data.foundationcenter.org.cn/content_2152.html
http://data.foundationcenter.org.cn/content_109.html
http://data.foundationcenter.org.cn/content_2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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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 35,884.46 

20 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 35,288.00 

21 爱佑慈善基金会 35,188.85 

22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33,706.32 

23 三峡集团公益基金会 31,000.00 

24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27,523.46 

25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26,166.46 

26 上海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25,127.19 

27 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 23,802.04 

28 民生人寿保险公益基金会 23,735.04 

29 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 22,115.00 

30 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 21,449.30 

31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 21,286.50 

32 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 21,175.57 

33 爱德基金会 21,051.58 

34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 20,521.24 

35 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 18,936.58 

36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 17,371.31 

37 贵州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17,206.68 

38 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 16,953.60 

39 武汉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16,200.00 

http://data.foundationcenter.org.cn/content_4719.html
http://data.foundationcenter.org.cn/content_81.html
http://data.foundationcenter.org.cn/content_33.html
http://data.foundationcenter.org.cn/content_288.html
http://data.foundationcenter.org.cn/content_69.html
http://data.foundationcenter.org.cn/content_182.html
http://data.foundationcenter.org.cn/content_2849.html
http://data.foundationcenter.org.cn/content_290.html
http://data.foundationcenter.org.cn/content_254.html
http://data.foundationcenter.org.cn/content_173.html
http://data.foundationcenter.org.cn/content_75.html
http://data.foundationcenter.org.cn/content_95.html
http://data.foundationcenter.org.cn/content_289.html
http://data.foundationcenter.org.cn/content_1778.html
http://data.foundationcenter.org.cn/content_1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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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14,368.32 

41 上海同济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13,067.09 

42 中国拥军优属基金会 11,673.01 

43 上海民生艺术基金会 11,664.00 

44 中华国际医学交流基金会 11,630.41 

45 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11,460.68 

46 中国科学院大学教育基金会 11,024.05 

  （三）慈善会接收捐赠情况 

慈善会系统在 2016 年捐赠收入出现大幅增长，中华慈善总

会年度收入创历史新高，达到 188.07 亿元，占整个慈善会系统

捐赠收入的 46.54%，成为全系统捐赠增长的主要动力。此外，

不同地区的慈善会年度收入总体稳中有升。部分省级慈善会本级

接收捐赠过亿，其中湖北省慈善总会达 7.81 亿元，名列前茅；

多个地市慈善会年度募捐超 5000 万元，其中南京市慈善总会接

收捐赠 9247.47万元，长沙慈善会接收捐赠 6494.85万元，郑州

慈善总会接收捐赠 5277 余万元，成为当地慈善事业的发展的引

领者。 

http://data.foundationcenter.org.cn/content_277.html
http://data.foundationcenter.org.cn/content_277.html
http://data.foundationcenter.org.cn/content_3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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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中华慈善总会历年接收捐赠情况 

五、网络捐赠分析 

2016 年，中慈联对腾讯公益平台、蚂蚁金服公益平台、淘

宝公益平台等 3 家主要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的捐

赠数据进行了比较分析。据统计，这 3 家平台全年筹款达 12.89

亿元，比 2015 年增加 37.79%。同期，民政部指定的其他 10 家

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的筹款额普遍增长。 

49,244.90  34,384.12  39,729.38  29,064.39  24,916.89  59,255.55  

602,584.61  710,177.62  

966,713.79  

1,717,541.79  

1,257,196.52  

1,821,405.26  

651,829.51  
744,561.74  

1,006,443.17  

1,746,606.18  

1,282,113.41  

1,880,660.81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捐款金额（万元） 捐物折价（万元） 款物捐赠合计（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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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历年三大募捐信息平台捐赠情况（亿元） 

从捐赠人的性别看，淘宝公益平台和腾讯公益平台保持一致，

女性用户的参与度以及贡献度都大于男性；而蚂蚁金服公益平台

有所不同，在捐赠人数和捐赠金额方面男性较为领先，人均捐赠

数据则显示女性更为慷慨。从捐赠人年龄段看，80 后捐赠金额

均位居各平台第一，占到捐赠总额的 45%以上；其次是 90 后和

70后，前者捐赠人次更多，后者捐赠金额更高。 

从捐赠领域来看，医疗救助和教育助学类最受关注，其次为

减灾救灾和环境保护，这些公益项目筹款占到了善款总额的绝大

多数。从捐赠渠道看，移动端成为主流，手机捐赠普遍占捐赠总

额的七成以上，腾讯公益平台更是超过了 98%。从捐赠地域分析，

广东、北京、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参与捐款的人数和金额最多，

东南沿海省份参与捐赠的数据普遍居全国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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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2.61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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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2014 2015 2016 



27 
 

 

图 5-2 2016 年三大募捐平台参与捐赠人数（万人） 

（一）淘宝公益平台 

2016年，淘宝公益平台主要通过淘宝网筹集善款 2.28亿元，

比上年增加 19.37%；捐赠次数达 43.9 亿次，同比增长 46.3%。

2016 年共有 3.04 亿淘宝买家参与捐赠，同比增长 12.10%；共

290.6万淘宝卖家设置了“公益宝贝”，有 177.24万的卖家产生

捐款，同比增长 17.96%。其中，“公益宝贝”带动公众捐款 1.82

亿元，公益网店也实现捐款 0.45亿元。 

  （二）蚂蚁金服公益平台 

2016年，蚂蚁金服公益平台上共有 682.96万人参与捐赠了

2.61亿元，捐款多达 3214.92万笔，相比上年分别增长了 47.27%、

27.60% 和 125.43%。从人均捐赠数据来看，排在前三的则是北

京、上海、天津，分别为 84.83 元、74.89 元、59.71 元，均为

直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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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腾讯公益平台 

2016 年，腾讯公益平台募集善款超过 8 亿元、参与人数达

4400 万人，同比分别增长 48.15%、84.64%，呈现快速增长的态

势。数据显示，在腾讯公益平台上，单次少于 20 元的捐款的总

金额仅占据了捐款总额约 8%。而单次数十至数百元的捐款占比

超过 70%，成为善款最重要的来源。 

值得一提的是，2016 年腾讯公益发起的第二届“99公益日”

活动，在 3 天时间内获得爱心网友 3.05 亿元的捐款，共有 677

万人为 3643个公益项目做出了贡献。与 2015年逾 200万人捐赠

1.27亿元的成绩相比，今年“99公益日”的捐赠总额增加了 2.4

倍，参与人次提高 3.3倍，来自普通民众的爱心和善款呈几何倍

数放大。在加上腾讯公益基金会 1.9999亿元及爱心企业 1.01亿

元的配捐后，2016 年“99 公益日”总计募捐资金超过 6 亿元，

刷新了我国互联网募捐的新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