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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升温，如何建构数智时代的互联网公益新场景成为亟待研究的问题。本文从内涵特

征、基本要素、实现路径三个维度出发，回顾并综述了国内外有关数字技术及互联网公益的文献资料，

指出新场景构建中存在的问题并探索其解决方式，以期推动互联网公益事业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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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ris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how to build a new Internet public welfare scene in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has become an urgent problem to be studied. This paper reviews and sum-
marizes the literature on digital technology and Internet public welfare at home and abroad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basic elements and realization paths,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scenarios and explores their solutions, with a 
view to promoting the stability of Internet public welf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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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发展数字经济，以数字变革推动实现更高水平的公平

正义。数智技术的快速发展对各行业都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拓宽信息传播渠道的同时推动数字政府、

数字文化、数字产业等新模式蓬勃发展，也对我国的慈善公益事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互联网创新以往

传统的捐赠形式，向社会推出行走捐、阅读捐、购物捐、缴费捐等一系列方便、新颖的捐赠模式，同时

在捐赠客体层面为用户创建了游戏养成型的虚拟客体转为现实客体的趣味流程，而以上捐赠形式与捐赠

客体的深度转变也大大降低了捐赠主体参与公益活动的准入门槛，助推着我国互联网公益事业走向发展

新纪元。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数字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加快慈善事业体系变革，

建构数智时代下的互联网公益新场景，对促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具有重大意

义[1]。然而，继“郭美美事件”[2]、“尚德诈捐门事件”[3]之后，再一次引来社会公众对于我国公益事

业的信任危机，足见我国当前的互联网公益事业在法律监管、运营模式、理论创新、自身建设层面尚未

成熟。本文将从数智时代与互联网公益的概念内涵及特征出发，基于建构数智时代互联网公益新场景的

基本要素和实现路径两个角度，对相关领域的现有文献资料进行系统的梳理与分析，并进行总结述评。

希望能够发掘互联网公益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结合数智时代背景聚焦搭建互联网公益新场景的理论

框架，为拓宽公益事业的发展思路提供理论支撑。 

2. 主要概念的内涵及特征 

2.1. 数智时代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智逻辑、数智产业在内的数智化表征不断嵌入社会的发展之中，带来了文

明要素与文明结构的大变革。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技术的兴起，使人类从自我管理为主的 IT
时代转向创新力为主的 DT 时代，数智融合成为当下时代的典型特征。而大数据与人工智能融合发展的

这一阶段，即数智时代。数智时代体现在“数”的规模与“智”的深度的结合，处于互联网技术主导的

第三次技术革命向第四次技术革命的过渡时期，创造性与破坏性兼具，表现出数据可量化、信息实时化、

决策智能化、需求最优化等特点。 

2.2. 互联网公益 

当前，互联网公益已成为公益捐赠的新途径，逐步进入公众视野，而学术界对于互联网公益发展现

状的研究主要体现在规模大、效率高、领域广、方式新等方面。罗莹等人认为，互联网公益是依托互联

网平台策划、发起、组织并在网上或现实生活中完成的公益活动[4]，具有便捷性、透明化等特点。于此

可总结我国近代“互联网 + 公益”的发展概况，并提出当下的互联网公益事业具有高效、透明、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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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杨艳芳补充互联网公益是由普通民众发起，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信息传播、

服务供给，从而实现满足社会公益需求的新方式[5]。并从参与性和互动性两个角度，将其特征归纳为参

与方式多样化、效率高、互动性强、参与者年轻化这四个方面。 
与此同时，互联网公益的发展也受到了法律、监管、文化等方面的限制，存在法律定位不明晰、平

台审核不严谨、信息披露不健全以及监管机制不到位等问题。当下网络公益监督层面的首要问题是政府

的管理体系与管理能力的缺失以及公益组织内外部缺乏专业的监督体系与监督团队。此外，在社会环境

层面中，目前我国互联网公益事业中的公益文化理念落后，且针对该领域的公民社会建设也存在滞后性。 

3. 建构数智时代互联网公益新场景的基本要素 

以互联网为视角对公益事业进行研究的文献中，首先指明了互联网公益的重要性及可用性。陈一丹

(Yidan Chen)强调，互联网与公益事业的结合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二者的结合可以刺激社会重新建立

多样化、稳定化和持久化的联系，该举措将使公众、企业、政府与其他各方积极参与公益活动，从而确

保公益事业的可持续发展[6]。罗杰·贝内特(Roger Bennett)研究调查了九十一家英国公益机构实施在线筹

款系统的运营情况，采集的数据表明在线公益机构相较于传统机构更加受到社会的欢迎[7]。在此基础上，

从多维度梳理数智时代互联网公益新场景建构的基本要素是保障互联网公益行稳致远的基础。 

3.1. 建构主体 

互联网公益新场景的建构主体主要有两类：项目发起人个人与企业。柯湘认为，项目发起人会采用

自己搭建或借助第三方众筹平台的模式实施公益项目[8]。Ines Chicos 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发现平台和公

益的自我效能感影响人们参与公益活动的意图[9]，显著支持了可由项目发起人搭建互联网公益平台的结

论。互联网公益新场景总体也分为两类，以微信、QQ 等社交类场景为代表的超级入口和以京东、美团、

拼多多等支付类场景为代表的价值交换入口。而企业主要通过建立虚拟空间的入口，譬如 App、小程序，

实现互联网公益的场景架构。You-Yu Dai 等学者也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了解到大多数消费者对使用公益

营销的企业具有较高的品牌信任度[10]，从而倒逼企业建构公益新场景展现其正面形象。 

3.2. 驱动方式 

数智时代互联网新场景建构的驱动力主要来源于信息资源的共享与交流，其背后是基于新的技术、

新的传播方式、新的联结渠道的公益合作机制，以降低人们接触公益项目的门槛，提升公益服务的供给

效率。Sarah Quinton 与 Paul Fennemore 明确阐述了英国公益市场在线社交网络发展的战略营销意义，并

通过对十二家英国公益机构与三家数字营销机构进行访谈，总结出英国公益机构与网络结合的驱动因素

主要有品牌控制权、社会外界压力及获得新受众三个方面[11]。 
从新的技术来看，Kesavan Rupa 等人开发了面向公益事业的云化用户推荐和电子管理系统，进行动

态更新以适应政策变化[12]。无独有偶，Ling Chen 等学者也认为可以根据社交媒体的内容位置感知，开

发公益活动 PWA 信息推送系统，实现公益活动潜在用户的精准定位[13]。 
从新的传播方式来看，有学者指出，腾讯“99 公益日”就以三大 PC 端平台为主体，特定网络流量

为辅，从而提升公益项目的曝光度，保障了公益的传播度与互动性[14]。Bo Peng 认为当前的公益众筹是

一种新型的“互联网+”式公益众筹，它在具备受众广、成本低、影响大的特点的同时，还在解决社会问

题、发挥互助精神方面起着重要作用[15]。 
从新的联结渠道看，2020 年，Yiting Wang 团队参与了中国计算机学会 CAD&CG 技术委员会、阿里

云天池、阿里云 DataV 等联合发起的“天池同心同德、天池人才抗疫”公益活动。围绕科普宣传、物资

供应、趋势预测等多种需求场景，将疫情数据可视化，为防疫工作者提供有效的数据工具。同时，为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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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预防提供可靠、易懂且易于传输的信息，协助政府、企业和机构抗击 COVID [16]，成为较为典型的驱

动构建数智时代互联网公益新场景的案例。 

3.3. 资金来源 

建构数智时代互联网公益新场景的资金来源可从资金使用与募集渠道两个角度出发。一方面，资金

的属性由金融转向公益，资金的使用权与所有权的由私人转为共享，如支付宝的蚂蚁森林计划。Jiang 
Haiyue 对这款公益产品进行了研究，提出“蚂蚁森林”正利用社会互动来增强人们的参与意识，它将公

益活动与游戏相结合，通过互联网技术将线上虚拟场景与线下实际生活相联系，迎合了时代的需要[17]。
另一方面，国内互联网公益筹资平台呈现出大型互联网技术公司、基金会、电商为主的三足鼎立格局，

包括专门性公益平台及淘宝网这类以商业为主的综合性公益平台，不同平台的平均项目筹资额差异也非

常显著。国外的关注点主要倾向于利用社会资本与大众合作丰富资金来源的渠道。Yuliarmi 等人就使用

SEM-PLS 方法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指出社会资本和合作社赋权对合作社成员的社区福利具有积极而

显著的影响[18]，足见资金对于构建互联网公益新场景的重要支持作用。 

4. 建构数智时代互联网公益新场景的实现路径 

4.1. 借力数字化手段赋能互联网公益行动 

我国科技部等六部门在《关于加快场景创新以人工智能高水平应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中指出，场景创新是以技术应用为导向，供需联动为途径，实现技术升级和产业增长的过程。在 5G、人

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如何推动互联网与公益领域的深度融合，创新公益理念和发

展模式，成为焦点话题。2021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开展了对数字公益的热议，与会嘉宾提出建设

“互联网公益大脑”，建立符合公益事业特点的大数据分析模型。为国内公益机构和社会组织提供“数

字化工具箱”，用数字化技术提升互联网公益项目运营、善款管理、公众动员等核心能力[19]。同年，小

米集团也宣布上线小米公益平台，依托“手机 × AIoT”的优势资源，积极探索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公益

募捐的新场景。 

4.2. 深耕特色行业培育互联网公益新模式 

互联网平台正加速在垂直行业落地深耕，广泛应用到钢铁、工程机械、电子信息等 30 多个行业，为

培育互联网公益新模式提供了更多可能。李慧敏从场景理论视角，提出公益众筹元宇宙平台场景建设。

利用元宇宙场景的三维建模、动态光场构建等核心算法和裸眼 3D、数字孪生、全息成像等技术，模拟捐

赠临场感[20]，拓宽了互联网公益新场景的建设。邹金利认为，可以通过短视频趣味化、多元化、精准化

的传播特点，打破传统公益传播效率低、善款状态难追踪的困境，建构公益传播新场景。代露和卢晓华

从虚拟互动视角出发，研究“蚂蚁森林”公益平台这一成功案例，认为“蚂蚁森林”搭建线上互动仪式

场景，使群体产生的共享情感不断累积，形成互动仪式链，注重互动体验，推动公益传播创新发展[21]。
孙智华则综合了元宇宙、大数据、全媒体行业，从四个方面探讨构建“人人公益”的互联网公益格局的

实践路径。 

4.3. 整合区域资源发挥公益平台集聚效应 

从“平台 + 区域”的角度看，互联网公益新场景可基于区块链的技术，打造产业集聚新形态。蔡明

章等学者认为，区块链所具有的去中心化、可追溯、不可伪造等特征可以应用于互联网公益的信息安全、

数据共享等五个方面，从而搭建公益领域应用的新场景[22]。王丽荣认为，可以借助区块链技术，制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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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优化策略，建立数据流动跟踪机制和双向评价的深度反馈控制机制，提升公益信息流转的广度、深度

与速度，推动信息透明化[23]。在区块链与产业链的双重支撑下，我国数智时代互联网公益新场景的建构

呈现出产业布局、公共服务一体化，技术、资本等要素共享，保障公益项目行稳致远的新局面。 

4.4. 精细各方管控优化公益组织建设环境 

互联网公益不断建构发展，公益组织内外部监管控制力度与精细化程度随之逐步递增。金碧华等人

指出，应建立专门的、权威的行业自律组织，与政府形成合力，共同担负起促进互联网公益发展的社会

责任[24]。李旎也从加大政府监管力度、发挥社会监管作用、增强组织内部监管效果以及构建多元协同监

管体系四个方面，对网络公益组织的监管对策进行了具体分析[25]。程令令对培育公民公益精神、加大公

益精神的宣传力度进行强调，并建议充分利用网络平台与大众传媒对现代公益理念进行宣扬。从政府、

社会公益组织、公民等多方管控互联网公益组织建设发展环境，互联网公益新场景构建则得以进一步优

化[26]。 

5. 文献述评及启示 

综上所述，当前国内外对于互联网公益新场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建构主体、公益传播机制、发展模

式及路径拓展四个方面，也关注到了“互联网 + 公益”的发展困境，从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出发，

为破除“数字鸿沟”等困境，赋能公益新场景建构，给出了理论层面的参考意见。但是目前以“数字互

联网公益”为主题搜索到的关于互联网公益新场景的文献，近两年发文数量呈下降趋势，且倾向于关注

其现状、传播、风险、筹款的问题与公益在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应用场景，缺乏对数智时代这一背景的

关注，对互联网公益新场景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研究没有过多深入。笔者将结合文献资料回顾，总结

一些建构数智时代下互联网公益新场景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期望探索其未来发展方向。 

5.1. 攻克“卡脖子”难关，让公益跨越数字鸿沟 

当前，我国 5G、芯片、CAD 等核心技术受到西方国家的打压，产业支撑薄弱。比起研发投入，企

业更愿意将资金倾斜于短期收益较大的项目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互联网公益新场景的技术迭代与

模式更新。应积极攀登高新技术前沿阵地，拓展网络虚拟服务、信息化的数字功能等[27]，将公益服务与

智能化平台相结合。还可推出适用于老年人的小程序，简化平台功能，使更多群体能够接触到互联网公

益，扩大其覆盖面，实现“适老化”、“全民化”公益。立足数字公益的新思路，打造一体式的互联网

公益与数字通道，形成线上化的捐助新生态[28]。 

5.2. 加强政府顶层设计，规范互联网公益场景建构 

腾讯、阿里巴巴、小米等企业的公益平台存在各自为战的现象，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不足以解决整

合公益资源、提供优质服务的问题，需要政府发挥宏观调控作用。政府需不断探索适应于互联网环境下

的公益管理与监督机制，打通立法、司法、工商、科技、文化等各条线，形成联合监督监管体制，要求

互联网公益平台可出台公益捐助相关的法律法规，强化对诈捐、骗捐等不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定期公示

公益款项的流向，加强群众与公益平台的交流，完善外部监督机制。同时，鼓励企业将慈善公益事业融

入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线上办公、“虚拟”产业园等新业态新模式，为互联网公益场景建构提供新思

路，助力数字公益发展。在法律层面上主张坚守底线原则，强化法治意识，提倡健全并完善相关法律制

度，把握该领域中公益组织的准入门槛，设立互联网求助信息共享制度。在监管层面上主张改革监管体

系，强调透明运营，强调改革公益组织的监管体系，明确政府在互联网公益事业中的监管定位，强化公

益组织的内外部监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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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完善人才供需结构，使互联网公益焕发新活力 

发展离不开人才，但目前从事互联网公益事业的主体多处于兼职状态，专业素质偏低、综合技能不

强。尤其是在数智经济飞速发展的环境下，这一问题愈发凸显。许多公益项目负责人缺少科学化、持续

化的运营能力，对新媒体技术的认知不够，造成公益资源浪费、协作效率低的问题。在建设层面上应增

强队伍建设，促进共同富裕，建议提升公益事业自身的发展能力，强化互联网公益组织的队伍建设，增

强其自身的社会救助力与公信力。NGO、政府、企业三方应通力合作，加强对互联网公益组成人员的培

训，通过科学合法的流程招聘新的人才。与高校开展合作，培育兼具社会工作知识与数字技术能力的复

合型人才，以优惠政策激励广大青年群体参与到互联网公益服务中。为建构数智时代的互联网公益新场

景输送新鲜血液，使其焕发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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