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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82_B9_E6_97_B6_E8_c24_645958.htm 一旦公众成为选择的

主体，就会以“用脚投票”的方式，倒逼整个慈善事业的成

熟 中国红十字总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上线试运行了。虽

然信息发布面还不广、线还太粗，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还很多

，但至少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表明了红十字会希望以公开

透明重拾信任。特别是，考虑到红十字会规模大、“欠账”

多、技术能力不足等因素，公众也需给予一定的宽容和空间

。 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平台的上线，正是公众倒逼的结果。

而中国红十字会身上所背负的质疑和期许，也是整个公益界

困境的缩影。 民政部2006年颁布的《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

规定，“公募基金会组织募捐活动的信息”等应该公开。实

际情况却是，全国慈善基金会超过2000家，许多连官网都没

有，有些地方基金会甚至不公布年度报告，更遑论财务报告

了。 长期的不透明，耗损着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更伤害了公

众的公益热情。从最近曝出的几起事件，可以看出公益界与

社会的“对立困局”：一边是公众慈善意识、权利意识的提

升，另一边却是慈善组织公开透明的缺席；一边是社会慈善

需求的扩大，另一边却是公众不信任感的增加。 在这个意义

上，中国红十字会迈出的这一步，也可被视作中国公益界未

来的方向性选择。 公开透明是为了接受监督。只有将善款的

募集使用放到阳光下，逼捐诈捐、暗箱操作等霉变才会消除

，捐赠者才会安心，信任才能重建，慈善文化也才能形成。

何况，这也是对慈善机构的一种自我保护。否则，就将如香



港红十字会秘书长所说，“一次意外，足以致命。” 更重要

的是，随着时代发展，“垄断型募捐”的模式也必然要走向

竞争性的“募捐市场”。透明度将直接影响公众、企业家乃

至政府“购买”执行者的信任度，也将直接决定善款涌入的

数量。一旦公众成为选择的主体，就会以“用脚投票”的方

式，倒逼整个慈善事业的成熟。 这样的市场选择，已切实地

摆在了慈善机构面前。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在挑选2亿元善

款执行机构时，把透明度、执行力作为首要标准；中国扶贫

基金会的“爱心包裹”项目，依靠捐款发票与受助人反馈，

以透明互动撬动逾1.8亿元善款。 在这个市场中，透明度也须

有“质量保证”。信息披露需要制定统一的标准，区分层级

，厘清强制披露与自愿披露的界限；信息披露的真实性、权

威性需要引入独立第三方进行审计。因此，中国红十字会乃

至整个公益界的信息披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公众从不

缺少慈善的热情。当网友以微博为平台给山区孩子送上“免

费的午餐”，当团购形式的“聚蕉行动”10天销出500多吨滞

销香蕉，我们能看到这种热情的激活和释放。只有全方位的

公开透明，慈善机构才能重树形象、重建信任，否则必将为

这种热情所抛弃。 相关推荐： #0000ff>人民时评：高速时代

尤须系好“安全带” #0000ff>热点时评：“城市的良心”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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