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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瑞立说，在发达国家，每
年的社会捐赠大概 80%来自社
会公众，只有 20%是来自企业和
机构。 他认为，国外公众捐赠能
占这么高比例， 一是发达国家
生活水平好些， 福利社会保障
措施相对完善，没有后顾之忧。
其次就是公益组织通过各种高

效的渠道和筹资方式来吸引公
众捐款，比如说数据库筹资。

2009 年 10 月，高瑞立参加
了在荷兰举行的第 29 届国际
筹款大会。 那次大会上，他和欧
美一些国家的公益慈善组织进
行了广泛的交流， 对它们的数
据库筹资工作进行了深入的了
解。

“你捐赠的时候我就把你
的数据采集进来，包括性别、住
址、捐赠习惯等，用以积累数据
库；你捐赠后我会主动告诉你，
你的钱用在了哪里。 这是公益
组织及时有效对捐赠行为的回
应和反馈，既有利于建立信任，
同时也是一种公开和透明的方
式。 ”谈起数据库筹资，高瑞立
滔滔不绝，“经过初次捐赠行
为，建立了信任关系之后，可能
就会觉得这是个值得信任的公
益组织， 做的事情跟我的意愿
是一致的， 甚至超乎理想做得

更好。 这种关系建立后，越积累
越多，良性发展，像滚雪球一样
越来越大。 ”

在捐赠越来越多形成规模
后， 就可以对捐赠预知并进行
规划，有计划地开展公益项目。
“数据库筹资实际上还是一种
人际传播，这比在电视上做 100
条广告都要强得多， 对组织的
公信力、 美誉度和品牌塑造都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高瑞立认
为。

那么为什么国内没有看到
这样的筹资方式呢？ 高瑞立讲
了自己的看法：“这是个技术含
量非常高的项目， 不是随随便
便发邮件就能得到回复并达到
预期效果的， 这其中有很多技
术性操作。 比如我们了解的一
个国外公益组织， 它对捐赠方
的回应非常具有个性化， 通过
长期数据积累以及双方建立的
这种信任关系， 它能够了解到

捐赠方的年龄、职业、爱人的年
龄、孩子的年龄、结婚纪念日、
生日等等， 在节日时给你发贺
卡。 当然这么做不只是为了捐
款， 这是在双方间建立美好互
相信任的关系， 有这样美好的
情感存在才能同心协力做更好
的事情，让大家都感到幸福。 ”

回想起刚来到红基会，高
瑞立说， 那时只是从宏观上觉
得公益发展的空间很大， 在做
了这么久之后， 他比原来了解
的要深入多了， 但依然感觉发
展空间很大。“对公益了解越
多，就觉得希望越大。 公益组织
越来越多， 做得越来越好是中
国公益的发展趋势。 ”高瑞立如
是说。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筹资联络部副部长高瑞立

了解越多，觉得希望越大
■ 本报记者 张雪弢

� � 2007 年 2 月 4 日，立春，中
央电视台发起了全国性大型电
视 直 播 公 益 活 动 ———春 暖
2007。 彼时，高瑞立的工作单位
还在中央电视台， 而这档让很
多人至今仍记忆犹新的公益节
目的总撰稿人正是他。

在这档公益性质的电视节
目中， 涉及了很多公益组织和
公益项目，妇基会的母亲水窖、
儿基会的春蕾计划、 红基会的
天使计划、 青基会的希望工程
都在其中。 在做这档节目的过
程中，高瑞立给自己充分补课，
他看了很多书，《财富的归宿》、
《中国慈善简史 》、《漫谈公益 》
等等， 这让他对公益开始有了
了解。

“通过春暖 2007，我对节目
过程中接触的不少基金会有了
不错的印象，包括红基会。那次
合作过程与红基会沟通较多 ，
红十字天使计划还通过我们节
目设立了子基金， 用于援助白
血病和先天性心脏病儿童。 我
们还联合出了本书叫做 《有爱
就有奇迹》。 ”提起当年做节目
的很多细节， 高瑞立仍旧记忆
犹新。

2009 年， 高瑞立加入中国
红十字基金会。 “来这里一是因
为通过做那一系列节目得到了
教育， 另外也是感觉发展空间
很大， 因为看到美国 100 多年
前就开始有基金会， 很多公益
组织也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
这一行业真的很有发展空间。 ”
对于这次跳槽的原因， 高瑞立
直言不讳。

高瑞立现在负责的工作是
筹资和外联。 作为红基会筹资
联络部副部长， 高瑞立很愿意
跟人聊他对筹资的看法。 他认
为现在的筹资方式在向多样
化、向好的方向转变。

“以往很多年我们往往是通
过灾难筹资，有了大灾大难才去
捐赠， 没有灾难的时候没人劝
募，也没有人想到捐赠。”高瑞立
说。这样的筹资对公益组织来讲
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没有办法对
筹到的钱进行规划。

高瑞立说， 经历这些年的

发展，现在筹资已经常态化，并
形成了项目体系， 每个项目都
需经过调研实践和需求评估。
“比如红十字天使计划，不但救
助白血病、先心病患者，还为盲
人进行就业培训等等。 通过这
样的项目、常态化的筹资，我们
告诉企业和公众， 我们是在救
助这样的一些人。 ”

对于公众捐款意识的改
变， 高瑞立的感触也很深，他
说：“以往大家认为只有富人才
能捐赠帮助别人， 这实际上是
误区。 这些年公众的观念已经

纠正了过来， 做公益并不是有
钱人的专利，钱多多捐，钱少少
捐。 ”高瑞立接待过不少个人捐
赠者， 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北京
大妈， 特意从丰台区跑到东城
区红基会的办公地点， 说自己
每月两千多元的退休金用不
完， 愿意每月捐赠 100 块钱。

“大妈说，我每个月都跑过来捐
太麻烦， 能不能把我的存折和
你们的账户挂起来， 每月定期
从我这划 100 块钱。 ” 高瑞立
说，“这就是公众捐赠的意识提
高。 ”

身在其位言其职

向往数据库筹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