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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如何参与公益？做公益如何可持续？ 

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愿意积极主动去做公益慈善，这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理念逐渐深入人心的体现。近
些年来，随着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健康中国、生态文明、共同富裕等国家重大战略的提出，更加迫切
需要激发民间的活力，发挥公益慈善的作用。

在这一背景下，企业大有作为。问题是，企业如何开展公益慈善活动呢？

同学发言：

我曾经耳闻目睹过几个失败案例：有人去山村做公益，捐赠了很多鸡和猪，让他们搞养殖，但直接被老
百姓吃了。还遇到过为了做公益，他从村民手里买鸡，但当这些鸡卖完了，村民会再从市场上买一些鸡
回来，然后再卖给你，自己不去养了。

这些帮助并没有实质性带来什么变化，这也是公益慈善落地中经常遇到的问题。

这位同学提到的问题，其实是非常普遍的——传统的捐赠型慈善，由于缺乏被助人的责任与参与，贫困
问题不仅没有有效解决，反而日益严重。这也是我前面提到“科学慈善”理论诞生的原因。

早在一百年前，以卡耐基、洛克菲勒为代表的慈善家就提出了鲜明的慈善观点。卡耐基认为慈善应该“
助人自助”，他在美国各地捐建图书馆；洛克菲勒是“重预防”，他主要是资助医疗领域的研究，捐建
现代化的大学和医院；盖茨基金会则会为孕妇注射疫苗以降低新生儿死亡率，研发高收益、抗病虫的杂
交香蕉等。



现代慈善最大的特点就是整合资源，精益求精，追求慈善效率，讲究以结果为导向。而企业参与其中，
就要将企业的管理模式应用到公益行为之中，而不是简单的一捐了事。

企业家最重要的DNA就是创新，而我们公益慈善行业最缺的其实就是创新，需要企业家们管理的技能、
创新的思维。未来中国也迫切需要一大批企业家、新富阶层的参与和推动，为中国公益领域注入源源不
断的资源与智慧。

同学发言：

我们2019年在贵州一个少数民族村落建了一所希望小学，投入很高，建得也很漂亮，但再回去的时候，
发现已经荒废了。企业的困惑是，我有意愿去做这个善事，但我对于捐赠实施主体也就是基金会的运行
，以及他的可持续性，是不好控制的，我自己又没有足够的精力去亲力亲为。

这种不可持续、不可控的问题，我们在公益慈善中见过太多了。如何解决？有几种方式，一种是自己直
接去做，但需要投入的精力就更多。如果是跟基金会合作共同去做，那就要找到可信任的基金会，并且
充分了解他们的治理架构和运行方式。

另外我们可以看看跨国公司，他们做公益慈善的介入程度会比我们高。就像投资机构做创投一样，我给
你捐了钱，我得参与你的管理，这就是 “公益创投”。

公益创投（Venture Philanthropy）起源于欧美，是一种新型的公益资本投入方式。它为初创期和中小型的
公益组织提供“种子资金”，以及管理和技术支持。通过与被投资者建立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达到促
进能力建设和模式创新的目的。

公益创投与商业投资本质的区别，在于其投资目标的非营利性：公益创投不要求回报，或者将投资回报
继续用于公益事业。

当年汶川地震后，诺基亚给宋庆龄基金会捐了一笔钱，在整个项目实施过程中，他会定期跟基金会开会
，这也是一个企业和基金会共建的过程。

我们发现，很多企业家愿意捐钱，却不太关注捐的钱用得怎么样。我们在一次调研中发现，71%被访谈
的企业家捐赠完之后，对捐赠款的流向及其效果并不太了解。或者缺乏对捐款流向的追踪，或者未主动
对捐赠项目进行监督评估。从访谈和网上搜索的情况看，捐赠项目有独立第三方评估报告的慈善家，不
到10%。

但是捐赠也是投资，而且是一种社会影响力投资——这是指既能有社会、环境效益，又能伴随一定财务
回报的投资。慈善资源也是稀缺资源，它的使用同样需要精益求精、关注效率、讲究回报。

在这个方面，我们与国际上还有很大的差距。希望大家将来做公益慈善项目，不仅要有创新，而且还要
关注它的效率和影响力。

同学发言：

我目前所在的央企，是在贵州做点对点的扶贫，通过成立农特产专项供给体系，向我们将近20万的员工
进行内销。另外在教育上也进行了投入，虽然短期较难看到收益，但教育是根本出路，我们也可以定点
为企业培养后备力量。另外还可以分享一个成功案例，某大型医药企业的乡村医生项目，每年将30多名
医生送到各级乡村给予医疗资源支持，同时可以为自己的产品进行宣传。这些医生每年也会被请到年会
上做分享，在内部大力倡导公益。所以，当公益板块跟企业的主业有一定结合，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产品
和专业的影响力输出。

你的这些经验特别好，值得大家学习借鉴。尤其是企业做公益慈善，要发挥企业的优势与专长，这样才



可能做得更有效率和影响力。另外，规模大的企业，不仅可以带动销路，也可以动员员工，带动更多的
上下游产业共同来去做。

比如“蚂蚁森林”就是阿里巴巴的员工志愿者设计的。2012年阿里巴巴全集团员工选举产生了10位公益
委员，鼓励员工人人三小时参与公益慈善。“蚂蚁森林”就是员工公益带来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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