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近年来社会公众参

与公益的方式更加多元，捐赠方式也愈发便捷灵

活。对于慈善组织和互联网公益平台而言，如何在社会资源

的激烈竞争中吸引并留住更多捐赠人，是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前提。

冶去年 12 月发布的《中国社
群慈善需求调研报告》显示，慈

善社群成员基于活动及特定事

件的捐赠频率最高，达 61.02%；
其次是以月度或季度为周期的

定期捐赠，占 41.53%；年度一次
性捐赠在慈善社群中发生概率

较低，占 29.66%。
月捐，已成为越来越多机

构和平台的共同选择。以字节

跳动公益平台为例，自去年上

线月捐功能至今年 3 月初，该
平台上累计开通月捐功能的公

益项目约 132 个，其中在筹项
目 103 个，累计有超过 14 万用
户开通月捐，为公益项目带来

了 1800 万元捐赠。
月捐能够帮助机构获得稳

定的资金来源，长远来看，通过

月捐也能积累并沉淀一批长期

优质的捐赠人，这对于机构的可

持续发展来说具有重要意义。面

对这一重要议题，互联网公益平

台可以采取哪些激励措施，机构

反应如何？记者对此进行了采

访。

内容公益
助力破圈传播

据字节跳动公益平台行业

运营负责人介绍，自去年上线月

捐功能至今年 3月初，字节跳动
公益平台累计开通月捐的公益

项目约有 132个，在筹公益项目
103个，累计有超过 14万用户开
通过月捐，为公益项目带来了超

1800万元捐赠。其中，月捐用户
平均单笔捐赠金额约为 25元。

记者注意到，该平台在筹

项目中，与儿童相关的公益项

目最多，例如“爱佑同心”“给留

守儿童另一个‘家’”以及“免费

午餐，小善大爱”等项目，月捐

用户均超过了一万人。此外，有

20 个公益项目月捐用户超过了
1000 人。
“丰富的内容场景、多元的

创作者、创新的内容形式……在

抖音平台，内容公益有助于破圈

传播。”上述负责人表示，内容公

益是字节跳动公益平台的优势

之一，也是平台尝试做月捐的主

要原因。“尤其在抖音平台，以短

视频等优质内容为载体，可以更

直观地呈现深度公益内容，阐述

项目的中长期价值，用户转化效

果更好。在字节跳动公益平台

上，月捐用户的捐赠金额和档位

相对而言也比较高。”

原央视主持人赵普十余年

来一直关注乡村孩子的吃饭问

题。2015年 9月，赵普回到家乡
安徽，与池州市石台县政府就

“免费午餐”公益项目达成合作

意向，此后在各方协作下，顺利

将该项目引进石台县，让当地的

孩子们吃上了免费的午餐。在抖

音，赵普发布的关于免费午餐项

目的视频单条播放量超过 200
万，带动超 1000人开通月捐。

在赵普发布的短视频下，

有网友留言表示，“因为相信赵

普，所以选择支持这个项目”，

“开通了月月捐长期捐，虽然现

在自己也比较难，但是这一点

小善还是可以做到的”。而从粉

丝到捐赠人的转变，也是短视

频平台“达人效应”的具体体

现。和达人一起做好事，正成为

更多粉丝的选择。

“听潮阁传媒”是一家专做

语音直播内容的MCN公司。在
去年字节跳动公益平台发起的

“dou 爱公益日”活动中，该公司
带动了超 1.6万名主播及粉丝支
持“爱佑同心”项目，筹款金额超

过 194万元，其中粉丝单笔最高
捐赠 10万元，有超过 100位捐赠
人受其影响开通了月捐。

上述负责人表示，“对于一

些粉丝黏性特别高的头部优质

达人来说，如果他本身就长期关

注公益支持公益，并且愿意向粉

丝群体推荐相关公益项目，那么

从粉丝到捐赠人再到月捐人的

转化率还是很可观的。”

多举措
为公益机构赋能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同

于其他形式的公益传播，短视频

对公益机构及其相关工作人员

的整体能力要求更高，尤其在月

捐内容的设计上，如何通过短视

频向用户传递项目的长期价值，

“要比单次捐多花点心思”。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在字

节跳动公益平台上线了“一个鸡

蛋的力量”和“流动儿童的宝藏

小屋”两个自主项目及数个联合

劝募项目。在该基金会月捐负责

人韩东妍看来，短视频是吸引用

户最直接最高效的方式之一，在

目前互联网筹款占主导地位的

情况下，开展短视频传播对机构

来说也是未来的趋势。

字节跳动公益平台数据显

示，“一个鸡蛋的力量”在该平台

设置的筹款目标为 1100 万元，
目前已筹得善款 791 万元，超

185万人次参与捐款。不过，因为
平台开通月捐功能只有一年时

间，该项目月捐用户及通过月捐

获得的筹款占比并不高。

“我们更看重平台对机构

和项目的流量扶持以及平台系

统功能的可操作性和便利性。

虽然相对而言更具挑战，门槛

也略高，但我们也愿意继续尝

试在抖音平台开展月捐。这是

一件需要长期坚持的事情。”韩

东妍谈到。

对此，上述负责人表示，“由

于属性不同，字节跳动公益平台

门槛可能高一些，尤其短视频传

播对机构的内容策划能力、剪辑

能力等都有一定的要求，大家要

多花一点心思研究内容公益的

传播模式，尤其如何通过短视频

场景宣传项目的长期价值。当

然，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也采取了

一些措施。”

据介绍，本月，字节跳动公

益平台组织了一场线上分享会，

邀请相关机构就如何在抖音平

台开通月捐、如何通过优质内容

吸引捐赠人及后台管理等细节

进行了交流。通过类似的常态化

的交流分享，平台一方面邀请优

质的公益机构和项目分享他们

开展月捐的经验做法，为更多机

构提供参考借鉴；另一方面也能

够及时了解机构的具体诉求，分

享平台总结出来的相关数据，让

他们进一步了解月捐，降低上线

的成本和压力。

与此同时，字节跳动公益还

携手剪映，为公益机构提供数字

化工具支持，通过向机构捐赠剪

映专业版能力等方式助力机构

提升数字化能力，产出更多优质

内容。此外，该平台还推出了健

康度评估系统，能够监测、评估

所有上线筹款的公益项目及其

所属机构运营情况，引导机构事

先开展自我评估，根据评估结果

采取更具针对性的措施，进而提

升自身运营能力。

做好数据分析
和捐赠人维护

壹基金是字节跳动公益平

台上最早开通月捐功能的机构

之一。在壹基金合作发展总监张

銮明看来，该平台区别于其他互

联网公益平台之处在于短视频

传播，即通过公益内容传递项目

价值理念，进而吸引用户成为捐

赠人和支持者。

在他看来，月捐体现了公众

对社会问题的持续关注和参与，

把公益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从机构的角度来说，在经济环

境起伏波动的大环境下，月捐能

够为慈善组织提供一个相对稳

定且可持续、可预估的资金支

持，为公益项目的实施提供保

障；同时，受助人群也能得到稳

定的公益支持，不会因为突然失

去资助而再次返回困境中。此

外，月捐也促进了慈善组织和捐

赠人之间沟通和信任，有助于

‘人人公益’文化的营造。”

这一点，也得到了韩东妍的

认同：“月捐是体现机构影响力

最直接的方式之一。我们要通过

这种方式，向外界传达机构的使

命愿景，吸引更多人关注，影响

更多人进行捐赠，这是非常不容

易但是非常有价值的。”

据介绍，目前字节跳动公益

平台月捐人自然留存率（未解约

月捐人次/开通人次）约为 68%，
与其他平台基本持平，流量激

励、短视频、固定入口是影响月

捐开通的主要因素。自去年 1月
至今，有 1795条短视频产生过
月捐转化，累计开通月捐人次超

2.7万，月捐金额累计 368万元。
“整体来看，字节跳动公益

平台月捐发展速度是比较快

的，通过短视频的方式能够触

达更多用户，实现机构和捐赠

人之间的互动。为此，我们也着

重做了一些加强月捐人服务方

面的尝试，比如探索新的捐赠

人参与公益项目的方式。”张銮

明表示，未来希望平台在技术

工具开发、迭代之外，不断丰富

与月捐人的互动形式和内容，

“在平台运营规则上及资源支

持上有一些倾斜”。

下一步该怎么做？

实际上，做好项目进展展示

及捐赠信息反馈，是目前大多数

机构和平台维系捐赠人关系的

一种常规操作，也是打造行业透

明度的常识。在此基础上，也有

一些机构会通过电子邮件、捐赠

人大会、邮寄公益周边等不同方

式，进一步增进与捐赠人之间的

交流。

字节跳动公益平台方面表

示，平台应该保障捐赠人有一个

良好的公益体验，同时也要为机

构开辟答谢和反馈捐赠人的渠

道。为此，平台上线了“爱心回

礼”功能，机构可以在后台配置

和管理月捐回礼。“‘爱心回礼’”

必须是实物，比如跟项目相关的

周边产品，如儿童项目中受助孩

子做的画册、用孩子们创造的诗

歌等作品设计开发的产品等。我

们希望通过这个功能，让捐赠人

感到自己被重视了，意识到自己

和捐赠支持的公益项目、受益群

体是有实际关联的。”

据上述负责人介绍，今年字

节跳动公益平台将进一步加强

数据分析和捐赠人服务的功能

开发，在法律框架允许的情况

下，帮助公益机构挖掘更多与捐

赠人有关的数据。“此外，我们还

将结合 AI等技术，将技术与公
益更深度结合，帮助机构更高效

地了解捐赠人和月捐运营情况，

做好捐赠人维护。”

姻 本报记者 皮磊

超 14万月捐用户尧1800万元善款院
字节跳动公益的月捐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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