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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持 民 间 公 益

社 会 公 平 正 义 ， 人 人 怀 有 希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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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战略周期“下沉、破圈、链接、协同”四个关

键词的效果得以深化。例如，好公益平台在辐射基层

社会组织、链接资源、促进伙伴间协同；沃土计划在

推动行业内协同；区域公益生态在促进省级公益生

态建设；百个项目在为行业基础设施以及地方枢纽

链接和导入资源；南都观察和公益好声音在推动公

益破圈，南都基金会微信公众号在服务一线公益组

织和一线公益人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好成效。

2022年是疫情三年以来，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被打乱得最为严重的一年。外部环境的不

确定性给我们和伙伴的工作都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和挑战：全年将近有两个月时间因封控或疫情

高峰，南都全体员工居家办公；因进出京不便，原计划的出差和走访，很多都不能正常开展；我

们支持的伙伴的公益活动和大量需要在社区、学校等场景开展服务的项目，都难以正常推进。

面 对这 种 情况，我们不能 躺平，也没有躺平。回顾 全 年，我们 积极 落 实 南都 基金 会

2021-2023战略，灵活应变，与伙伴们共渡难关，取得了三项主要成果。

1

01 02

好公益平台参与方数量增加，各利益相关方之

间的自主合作增多，平台效应逐步显现，受认可度进

一步提升。申请加入平台的公益产品的数量和质量

持续上升，2022年产品申请数量比2021年增长了

74%。随着平台优质公益产品数量增多，好公益平台

作为优质公益产品“聚宝盆”的形象获得多方认可，

2022年9月上线好公益平台网站的第九批优质公益

产品的单个平均浏览量已超过3500人次。好公益

平台获评《中国慈善家》和新浪微博“致敬坚韧的力

量”2022年度盛典“年度优秀案例”及《华夏时报》

“2022年度华夏公益项目”。

写在前面
的话 

团队的协同意识提高，各业务版块间和不同项

目间的协同得以加强，组织内部的资源、信息、知

识、经验等方面的流动和共享更加通畅。

经历了疫情三年，特别是2022年的高度不确定性和困难，我们更深刻地意识

到南都“支持民间公益”的使命是我们的定海神针。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困难，我们

都要坚定地走下去，支持行业发展，与各界伙伴一道，建设一个公平正义、人人怀

有希望的社会！

秘 书 长  彭 艳 妮

第一

第二

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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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南都基金会

 社 会 公 平 正 义，人 人 怀 有 希 望
愿 景

支 持 民 间 公 益

使 命

南都公益基金会（英文名：Narada Foundation，以下简称“南都基金会”)

成立于2007年5月，是经民政部批准成立的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原始基金1亿元

人民币，来源于上海南都集团有限公司。

南都基金会始终坚持“支持民间公益”的使命，积极建设公益行业生态，致

力于为中国公益行业发展提供公共品。在整个公益产业链中，南都基金会通过提

供资金和资源，推动优秀公益项目和公益组织发展，带动民间的社会创新。



终身学习

不满足于现成的、现有的答案，
永远用崭新的眼光去发现、发问，

去探索更深刻的理解和更根源的
解决方案。

行业发展为先

积极回应行业的关键问题

和紧迫需求，机构服务于

行业发展。

民间立场为本

立足民间立场，支持民间

公益组织的社会创新。

杠杆作用为佳

追求资助资金的

社会效益最大化。

公共利益为上

以公共利益为至上追求，

不谋求任何公司或个人

直接或潜在的利益。

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的风格

目标导向

目标清晰使我们不拘泥于方法和形
式或在过程中迷失，目标清晰有利

于我们务实和创新。

服务精神

资助型基金会是面向受益人服务链
条中的一个起点，实现自身使命也

有赖于服务好民间组织及行业。

允许犯错，不掩盖问题

在机构内部如是，对被资助机构
亦然。这是有助于成长和创新的

必备精神。

与社会创新者共同承担风险

创始人精神，也是南都的文化财富
与特征之一，是正义感与赤子心在

我们工作中的具体体现。

尊重他人

包括信任合作方、设计人性化的资
助服务、有同理心、珍惜他人的时

间与努力等等。

05 06

机 构 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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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3
机构战略及业务规划

南都基金会 2021-2023 战略业务框架

向公众解读社会公共议题和传播

公益的价值，提升公众对公益的

理解、认可和支持

通过建设和运营中国好公益平台，

促进针对真实社会问题或需求的

优质公益产品的影响力规模化，高

效和大规模地解决社会问题

▪完成部分中国当代公益发展重要事件、 思潮与实践的记录

▪建立对公益系列基本问题的跨学科知识体系

▪建立机构内部经验总结、知识生产和创新实验的工作机制

 阶 段 性 战 略 目 标
 建 设 公 益 生 态 系 统 ，  促 进 跨 界 合 作 创 新

沃土计划

沃土计划主要聚焦如下领域：

▪支持现有基础设施更好地发挥功能

▪识别和培育新的基础设施

▪促进基础设施之间的协同

在区域公益生态建设方面，将着力于促

进资源方要素和执行方能力要素的发

展，以及资源和能力要素间的良性互动，

同时关注区域生态方面的人才及赋能

区域公益生态建设

研究和知识生产

行
业
建
设

规
模
化
社
会
创
新

公
众
倡
导



徐永光 名誉理事长

南都公益基金会主要发起人

周庆治 名誉理事长

南都公益基金会主要发起人、捐款人
上海南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常务理事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理事

何伟 理事长

南都公益基金会发起人、捐款人
上海南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理事
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理事
北京守望者环保基金会理事

程玉 副理事长 王海光 理事

南都公益基金会发起人、捐款人
上海南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执行总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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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云 理事

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资深讲席教授
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名誉院长

杨懿梅 理事

企业家顾问
全球著名管理大师拉姆 · 查兰合伙人

彭艳妮 理事

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理
事
会

肖微 监事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法律顾问
工业和信息化部法律顾问
民事行政检察专家咨询网专家

何进 监事

公益工作者

破圈
链接

协同

更有效地向企业、政府、

公众和公益组 织呈现优

质公益产品，提高资源配

置的效率，提升公益组织

的能力。

深 化公 益 慈 善 基 础设

施建设，促进资源方要

素 和 执 行 方 能 力要 素

发展，以及资源和能力

要素间的良性互动。
向公众解读社会公共议

题和传播公益的价值，

提 升 公 众 对 公 益 的 理

解、认可和支持。

促进公益组织在所属议

题领域或特定区域内的

协同。

战略期内的四个关键词及四大关键任务
2021-2023

下沉



慈善组织保值增值助力计划

南都基金会支持北京京益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开展的“慈善组织保值增值助力计划”项目持续3

年向慈善组织分享投资基础知识和市场热点等信息。项目设计的慈善组织专属定制产品“善睿1号”

在2022年年底第二期产品到期时年化收益达到5%以上。“慈善组织资产保值增值通识”基础课程

在公益网校上线，该课程包括资管行业扫描、慈善组织投资法律法规、资产配置基础等内容，从投前

到投后帮助大家建立全流程的投资框架和科学投资理念。

1·沃土计划4
11 12

2022年沃土计划分梯度、有针对性地支持了10个基础设施项目：

• 慈善组织保值增值助力计划

• 基业长青机构资助

• 资助者圆桌论坛

• 筹款行业培育平台方德瑞信

• 基金会救灾协调会

2022年，疫情等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给伙伴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多挑战。南都基金会灵活调整资助方式，开始尝试

支持公益同行建设细分领域协同平台，为伙伴提供非限定性的资金支持，以及资源链接、智力投入等多种方式的深度支

持，与伙伴共渡难关。

2022年，一些基础设施平台在促进行业资源和能力两大要素的发展方面发挥了切实的作用。

• 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简称“社企论坛”）

• 捐赠圈孵化培育及捐赠圈本土模式总结

• 中国慈善组织信息系统

• 爱德传一基金

• 未来乡村教育协同网络

促进慈善组织投资风险控制沙龙

行业建设版块回应南都基金会2021-2023战略中关于“通过深化公
益慈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资源方要素和执行方能力要素发展，以及资
源和能力要素间的良性互动”“促进公益组织在所属议题领域或特定区
域内的协同”两大关键任务。2022年，行业建设版块在沃土计划、区域
公益生态建设和百个项目资助计划三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行业建设

项目介绍
一·行业建设

 
二·规模化社会创新：中国好公益平台

三·公众倡导

 
四·研究和知识生产

1.南都观察     2.公益好声音

1.沃土计划     2.区域公益生态建设     3.百个项目资助计划



基业长青机构资助2022

2022年，北京基业长青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秘书处）开展了一系列工作，积极建

设中国基金会行业生态系统。具体包括：以“韧性发展 勇毅前行”为主题举办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2年

会，近百名各界嘉宾深入展开交流和讨论，20余万人次在线观看；开展鸿鹄计划和好基金会等项目，提升

核心人才能力和组织能力；以区域为试点，组织基金会生态伙伴研学之旅活动，联动在地伙伴举办第二届

山东基金会发展论坛和首届湖北基金会发展论坛，建构生态基石；开展社会组织协商专访，组织行业专家

参与慈善法修订，探索政社协同有效路径；与行业共建长青文献图书馆，记录、传承、传播中国民间公益。

捐赠圈孵化培育及捐赠圈本土模式总结

2022年，捐赠圈孵化培育项目发布了中国首份捐赠圈研究报告《运用捐赠圈激发公众慈善参与的中

国模式研究》。该报告整理、分析、归纳了目前捐赠圈的发展现状，从中架构出一套可供落地实践的捐赠

圈运作模型，厘清捐赠圈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运作机制，推动捐赠圈落地和发展。在南都基

金会的支持下，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2022年成功拓展了6个捐赠圈，现有的捐赠圈达到33个，活跃的捐赠

圈成员超过1000人。

在北川举办“2022 公益筹款 Leader 营 · 线下共创赋能营”活动

基金会发展论坛 2022 年会主论坛现场  2022 年美好捐赠圈大会——各个捐赠圈成员合影

13 14

筹款行业培育平台方德瑞信支持(2022）

2022年，上海静安区方德瑞信社会公益创新发展中心联合国内筹款领域专家发布了《2022年99公

益日筹款数据盘点》《中国公益慈善联合筹款模式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为行业提供洞察。方德瑞

信与益修学院合作“2022公益筹款Leader营”，挖掘与培育了四川、河南、山东与宁夏4支本土专业团

队，陪伴支持在地机构筹款专业化发展；支持行业伙伴开展线上普惠课程《互联网筹款管理入门课》《捐

赠人管理与发展专题课》以及线下筹款能力建设活动，覆盖超过11000人次。

此外，一些基础设施平台在促进资源和能力的良性互动方面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千百计划 · 福鹅伙伴赋能计划”第一期培训班

15

未来乡村教育协同网络项目(2022）

2022年，南都基金会开始尝试支持公益同行建设细分领域协同平台，与21世纪教

育研究院携手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北京成英公益基金会、北京向荣公益基金会、深圳

市爱阅公益基金会共同发起“未来乡村教育协同网络”，旨在链接有志于推动乡村教育、

教育公益发展的学者、基金会及公益组织、企业，聚焦乡村教育的问题、现状、发展趋势

及改善方案的研究和实施，搭建基于研究成果交流、传播、推广和复制的平台，推动乡村

教育在公益领域内的协同发展，促进乡村教育发展及乡村振兴。 

在区域公益生态建设中，南都基金会主要在湖北和山东开展了试点，并搭建了区域生

态建设社群网络。

“湖北公益发展支持计划”（公能计划）开展了以“资源”为主题的筹款系列培训；同

时，为促进一线组织与本土基金会的链接，组织了“基金会与区域公益生态建设”主题沙

龙，邀请安徽、浙江、上海的代表分享经验，并与湖北伙伴共同讨论如何推进湖北公益生态

建设。

 

2022年11月，以“守正创新2023”为主题的第二届山东基金会发展论坛暨中国基金会

发展论坛2022山东峰会成功举办，近百名与会嘉宾深度讨论了区域公益生态建设和山东

基金会行业发展。山东基金会发展论坛是南都基金会区域生态建设项目支持的伙伴机

构——山东省社会创新发展与研究中心联合山东省乐安慈孝公益基金会等山东省内基金会

共同发起的本地基金会交流平台。

此外，聚焦区域公益生态中的关键人物，南都基金会搭建和支持了“区域公益生态建

设学习网络”社群，分阶段、分步骤聚合包括但不限于区域枢纽型社会组织的领导者，倡

导大家互帮互学、开展合作与共同行动。该网络策划并举办了4场“抗疫”主题全国分享

会，对自2020年以来社会组织参与抗疫行动的情况进行了跨地域、跨视角的总结复盘。

腾讯公益基金会联合南都基金会启动“千百计划之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

二期”，通过资助捐赠与筹款研究类、行业支持类和数字化应用类项目，携手行

业伙伴共同推动公益慈善事业专业、高效和可持续发展。第二期一共收到792

份项目意向书，经过三轮评审，最终42个项目获得资助，其中捐赠与筹款研究

类项目9个、行业支持类项目21个、数字化应用类项目12个。

3·百个项目资助计划

2·区域公益生态建设

16



17 18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慈善组织投资助力计划2020项目

基业长青机构资助2022

资助者圆桌论坛项目（2022-2024）

筹款行业培育平台方德瑞信支持（2022）

2022年度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发展项目

捐赠圈孵化培育及捐赠圈本土模式总结

基金会救灾协调会2022年度救灾协同项目

爱德传一基金2022年度资助

慈善组织投资助力计划2022项目

未来乡村教育协同网络项目（2022）

中国慈善组织信息系统2021项目

湖北公益发展支持计划2020

山东区域公益生态建设支持（2022）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二期行业支持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二期行业支持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二期行业支持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二期行业支持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二期行业支持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二期行业支持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二期行业支持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二期行业支持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二期行业支持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二期行业支持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二期行业支持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二期行业支持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二期行业支持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二期行业支持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二期行业支持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二期行业支持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二期行业支持

北京京益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北京基业长青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深圳市阿斯度社会组织自律服务中心

上海静安区方德瑞信社会公益创新发展中心

北京社启社会组织建设促进中心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

成都合众公益发展中心

爱德基金会

北京京益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深圳市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

北京易善信用管理有限公司

武汉市武昌区乐仁乐助公益发展与社会创新中心

山东省社会创新发展与研究中心

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

上海映绿公益事业发展中心

南京互助社区发展中心

中致社会发展促进中心

山西禾伴公益服务中心

苏州市乐仁乐助公益发展与评估中心

沈阳市华易公益基金会

福州市鹏辰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泰安市泰山小荷公益事业发展中心

北京春泽社会服务能力促进与评估中心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

南京市建邺区绿石环境教育服务中心

北京市倍能公益组织能力建设与评估中心

安徽益和公益服务中心

武汉科技大学

西藏星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54,000.00

¥150,000.00

¥30,000.00

¥200,000.00

¥1,240,000.00

¥200,000.00

¥100,000.00

¥50,000.00

¥105,000.00

¥100,000.00

¥234,000.00

¥210,000.00

¥39,946.23

¥146,500.00

¥149,827.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48,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47,764.50

¥150,000.00

¥149,957.50

¥150,000.00

¥150,000.00

¥149,672.25

¥8,959,132.48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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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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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二期行业支持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二期行业支持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二期行业支持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二期行业支持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二期捐赠与筹款研究类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二期捐赠与筹款研究类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二期捐赠与筹款研究类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二期捐赠与筹款研究类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二期捐赠与筹款研究类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二期捐赠与筹款研究类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二期捐赠与筹款研究类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二期捐赠与筹款研究类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二期捐赠与筹款研究类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二期数字化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二期数字化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二期数字化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二期数字化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二期数字化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二期数字化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二期数字化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二期数字化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二期数字化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二期数字化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二期数字化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二期数字化

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红石慈善基金会

广州善导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北京大爱清尘公益基金会

武汉学院

厦门大学

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北京民乐社会组织能力促进中心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南京大学

湖北经济学院

北京大学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

北京一个母亲心理健康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活力社区服务中心

苏州市成长之树公益助学中心

长沙绿色潇湘环保科普中心

北京市西城区常青藤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

北京十方缘公益基金会

北京守望者环保基金会

甘肃青梭公益发展中心

成都合众公益发展中心

广东省麦田教育基金会

¥150,000.00

¥150,000.00

¥145,48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49,985.00

¥150,000.00

¥150,000.00

¥148,500.00

¥150,000.00

¥148,5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33,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29,000.00

项目名称 受资助/委托机构NO. 资助/委托金额 项目名称 受资助/委托机构NO. 资助/委托金额



2022年，好公益平台继续通过产品遴选、能力建设、催化协

同、资源链接和经验总结5个模块的工作，向政府、企业、公益组织

和公众更有效地呈现优质公益产品，进一步提升平台伙伴的核心竞

争力和协同能力，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优质公益产品规模

化，高效和大规模地解决社会问题。截至2022年12月31日，平台共

汇集71个优质公益产品，覆盖教育、安全健康、乡村振兴、助老、特

需人群关爱、环保、性别平等和社区发展等8个领域。

二·规模化社会创新﹕ 中国好公益平台

20

所
获
奖
项

《中国慈善家》和新浪微博

“致敬坚韧的力量”2022年度盛典
“年度优秀案例”

《华夏时报》

“2022年度华夏公益项目”

19

产品遴选

资源链接

经验总结

能力建设

催化协同



“脊髓损伤者生活重建” 项目联合伤友为北京2022冬奥会制作的绒线花

·

1 · 完善产品支持服务体系，从资金支持、能力建设到
资源链接等多维度，助力优质公益产品的规模化成
效持续提高

21 22

与墨德瑞特合作开展为非营利机构的领导团队量身定制的“雁翎计划——组织发展与能力提升之旅”，聚
焦战略解码、绩效管理、人才选用育留、领导力提升和组织文化建设等主题

好公益平台让我们再次全面审视和梳理了奇色花融合教育，让我们有了更清晰的用户画像和产

品定位；让我们有了更大的展示平台，同时共享很多好的培训资讯，如财务管理培训；与此同时，尽调

时对接工蚁坊财务支持团队，让我们的财务管理更加科学规范。

⸺吴冲，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奇色花福利幼儿园

2022年度，好公益平台共为43个公益产品提供非限定资金支持，其中30个优质

公益产品每家5万元，13个一对一深度支持公益产品每家30万元，深度支持伙伴还获

得了规模化战略梳理、组织发展等方面的深度陪伴服务。

疫情给伙伴筹款带来较大压力，影响了部分伙伴的工作进度，但仍有一些伙伴通

过不懈努力取得了显著进展，如“逆风飞翔·事实孤儿同行计划”2022年首次走出湖

南，开始省外拓展，通过与在地社会组织合作，为江西、河南和云南3个省份的1340名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提供服务。

“脊髓损伤者生活重建”通过线上和线下活动，为脊髓损伤伤友提供生活自理培

训、增收培训等机会，帮助50名伤友实现了生活自理，帮助160名伤友实现了增收，特

别是项目联合伤友参与北京2022冬奥会的绒线花制作，让更多人开始关注脊髓损伤

者群体。

在能力建设方面，好公益平台继续资助多个能力建设类机构，围绕规模化战略、

公益组织和公益人发展等方面为伙伴赋能，累计近700人次参加培训并获得知识更

新或能力提升。其中，与悦享新知合作开展的监测评估训练营的数据显示，在完成监

测评估训练营后，97.3%的平台伙伴认为认知获得更新，94.12%的平台伙伴认为帮助

自己解决了问题，82.35%的平台伙伴认为提升了自我效能。在与能力建设类机构合

作时，好公益平台不断尝试更有效的能力建设支持方式，如从平台为伙伴支付全额费

用到平台和伙伴按比例共同承担，提高了伙伴参加系列培训的完成率，也提升了平台

资源的配置效能，同样的投入可以赋能更多伙伴。

除了为平台伙伴提供赋能支持，好公益平台还希望提升行业整体的能力建设服务供给，为行业积

蓄能力建设的专业力量。平台通过与合作的能力建设类机构开展服务复盘会、向同行机构推荐等方

式，支持能力建设机构提升服务质量、扩大服务规模。2022年，悦享新知和墨德瑞特都在不同程度

上提升了自身服务能力并获得了行业认可。比如，悦享新知的单次训练营报名人数首次突破100人；墨

德瑞特与好公益平台合作开展的为非营利机构的领导团队量身定制的“雁翎计划”也得到了其他机

构青睐。



为促进伙伴间的交流和学习，好公益平台继续和悦享新知合作“好公益平台X启发时刻”，邀请伙伴分享并讨论在

规模化发展策略与路径选择方面的经验和思考。2022年开展5场启发时刻直播活动，累计1383人次观看，平均每场观

看时长31分钟。

好公益平台开展“涟漪领导力”和“佩英女性领导力”项目，在提升公益组织或项目负责人领导力的同时，为伙伴

搭建增强互信的场域。“涟漪·领导力践行之旅”项目（三期）旨在提升公益组织的领导者和骨干的个人领导力，帮助他们

建立系统思维和行业视角，促进学员间建立信任和链接，以带动组织发展，进而辐射或促进行业的发展。23位涟漪领导

力项目学员通过线上共学及1次线下活动彼此建立链接，成立了4个私董会，彼此陪伴，共同探索和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复

杂难题。

“佩英女性领导力”项目旨在推动公益慈善行业中的
青年女性领导力建设，提升女性领导者作为一个群体
的影响力，促进公益生态的多元包容和健康发展。

图为“佩英女性领导力”成都工作坊

好公益平台品牌项目旗舰店落户成都下涧槽社区

2 · 搭建伙伴互相了解和信任的场域，促进伙伴在区域和议题上的协同

23 24

扫一扫，
阅读“好公益平台X启发时刻”系列文章

在促进区域协同方面，好公益平台继续开展枢纽支持计划，促进优质公益产品落地

实施，提升在地社会组织解决本地社会问题的能力，推动地区公益生态良性发展。湖北孝

感志远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与成都爱有戏合作，依托“义仓”的产品及社区工作手法，支持湖

北社区公益组织人才发展，以便更好地回应社区需求、解决社区问题。2022年受疫情影

响，路演活动数量大幅度减少，南京、山西、江西和宁夏等地的枢纽伙伴结合本地需求，共

开展了5场优质公益项目路演活动，为当地公益组织对接优质公益产品。

由12个优质公益产品组成的首个好公益平台品牌项目旗舰店正式落户成都下涧槽社

区，以创新的形式探索“五社联动”和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鄂尔多斯枢纽机构受旗舰

店模式的启发，通过统一筹资，策划和推动多个优质公益项目集中落地当地社区，促进资

源在区域内的有效配置。



 2022乐乐箱困境儿童关爱计划

好公益平台为项目带来了巨大的声量支持，让更多基金会及地方一线机构看到、了解到项目，希望未来
能够与好公益平台开展更多议题领域的探索与合作，共同为公益项目发声。

⸺刘亚东，广州市爱小丫公益发展中心

3 · 发挥资源链接功能，为公益组织链接多元化资源，
提升资源的配置效率

2022年，好公益平台与乐高集团合作的“2022乐乐箱困境儿童关爱计划”共资助

来自25个省75个市的115家公益组织，为至少6.9万名困境儿童提供成长支持。同时，

2022年度增加了区域深耕和心智障碍儿童服务领域的议题探索，持续拓展在不同场景中

服务儿童。

好公益平台联合共建伙伴Thoughtworks为5家品牌伙伴开展数字化创新微工坊，

针对伙伴需求梳理相应的技术支持方案；好公益平台与麦肯锡麦府学堂合作，为200余位

公益伙伴开通账号，系统学习麦肯锡经典课程，助力公益伙伴提升解决问题的效率和沟

通能力；智能在线设计平台“创客贴”面向好公益平台伙伴开放免费的公益版会员账户，

让公益组织更好地开展传播工作，降低组织的设计成本，提高工作效率。

4 · 持续向行业输出规模化实践案例，探索促进资源流向优质公益产品
的有效机制，平台尝试多种形式支持伙伴做经验总结和知识生产

好公益平台与四川尚明公益发展研究中心合作，支持12家平台伙伴机构开展行动研究，提升其规模化经验的转化

输出能力；与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合作，完成6个优质公益产品的项目模式梳理，总结各产品针对所解决社会问

题的干预模式；与益响合作，基于对伙伴影响力规模化过程的实践观察，撰写并发布《公益规模化实践观察》系列文章，

分享了系统视角和发展落地合作伙伴两个方面的方法和工具；支持资助者圆桌论坛开展对“有效公益”的解读，研发不

同细分领域的“议题地图”，分析和探讨某个议题领域内优质的公益项目为何有效，引发行业对“有效公益”的讨论。

扫一扫，
阅读“公益规模化实践观察”系列文章

2625



2827

5 · 优化监测评估体系，优化后的监测评估体系包括“平台效应”“品牌
机构的成长变化”“最终受益人的改变”三个维度

2022年，虽然受疫情影响，平台伙伴在线下活动开展、筹资方面遇到较大挑战，但多数伙伴机

构通过调整组织架构、开拓新业务等形式，快速应对外部挑战，展现出组织极强的韧性。相较2021

年，有更多伙伴在社会问题系统思考、议题领域推动、促进公众参与、商业化探索方面有所努力或取

得了进展。

平台效应
平台参与方数量增加，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自主合作增多，平台效应逐步显现，受认可度
进一步提升

品牌机构的成长变化
品牌机构能力持续提升，规模化战略日益清晰，持续探索高效、大规模解决社会问

题的可行路径

好公益
平台

�
家
研
究
支
持
机
构

家
地
区
支
持
机
构

�

家
战
略
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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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

��
家
联
合
共
建
机
构

��家
枢
纽
合
作
基
地

��
家
品
牌
创
建
机
构

��
吸引了创客贴、麦府学堂等新增资源方的合作；

2022 年共收到 ��� 份产品申请，

比 2021 年增长了 ��%

来自71个优质公益产品的数据显示，品牌机构之间以及品牌机构与枢纽机构之间

的互动较多。其中，品牌机构之间的互动主要聚焦于相互交流和学习，品牌机构与枢纽

之间的合作主要围绕产品的落地对接。随着平台优质公益产品数量增多，好公益平台是

优质公益产品“聚宝盆”的形象进一步提升。好公益平台网站上“公益产品”页面的浏

览量最高，2022年9月上线网站的第九批10个公益产品，目前每个产品的浏览量均已累

计超过3500人次。

2022 年 71 个优质公益产品在议题领域内的推动情况

占平台产品总数的��%

��个产品取得进展

对解决的社会问题有系统性思考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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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平台产品总数的��%

��个产品取得进展

政策倡导与推动

��个优质
公益产品

占平台产品总数的��%

��个产品取得进展

商业化探索



最终受益人的改变
随着优质公益项目的规模化发展，更多地区的受益人享受到了所需的服务，并可能
最终带来境遇的改变

其中8个产品覆盖30个及以上的省份，单个产品最高覆盖了3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是“独抚母亲

支持计划”。因伙伴统计口径变更、疫情下的筹资挑战或项目点移交给当地合作伙伴运营等原因，累

计项目点数量有所减少，具体数据如下：

3029

2022 年 71 个优质公益产品在规模化探索方面的情况

平台伙伴在产品迭代与优化、规模化路径探索、机构发展与组织能力提升、资金可持续性 4 个方面有所探索或提升。

��个产品取得进展，
占平台产品总数的 ��%

��个产品取得进展，
占平台产品总数的 ��%

�� 个产品取得进展，
占平台产品总数的 ��%

�� 个产品取得进展，
占平台产品总数的 ��%

产品迭代与优化

规模化路径探索

机构发展与组织能力提升

资金可持续

资金
截至 2022 年年底，平台上的优质公益产品自开展规模化以来，

累计撬动资金额达 ��.�� 亿 元，较 2021 年上涨了 ��.�%

��个产品（占比 ��%）累计撬动资金超过 ���� 万 元

��个产品（占比 ��%）累计撬动资金超过 ���� 万 元

志愿者

平台产品累计发动志愿者 ��� 万 人次

其中 ��个产品（占比 ��%）累计发动志愿者 �万 人次以上

�� 个优质公益产品已覆盖了全国 ��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累计与 ���� 家落地合作方一起，在 ����� 个项目点开展服务，

累计 ���� 万 人次受益。

2022 年优质公益产品服务覆盖情况统计表
资金、志愿者和最终受益人的改变的统计数据中不包括两组极值数据，分别来自南关厢素食馆和河流守望者。

落地合作方

项目点

受益对象

备注

���� 个

����� 个

���� 万人次

2022年年底
累计数量

��.��%

－��.��%

��.��%

�� 家伙伴累计拓展 100 家以
上落地合作方，占比 ��%

�� 家伙伴累计落地 100 个以
上项目点，占比 ��%

�� 个产品受益对象 10 万人次
以上，占比 ��%

与2021年累计
数量相比

在助力优质公益产品扩大服务规模的同时，好公益平台引导伙伴机构关注服

务质量和受益人境况的改善，在议题领域内提升对利益相关方的影响。2022年，

共47个产品根据受益人需求的变化，尝试或完成了产品迭代；30个产品开始或完

成了项目成效评估。

2022年“你我伙伴”发布《你我伙伴中学性教育课程随机对照试验研究报告》，报告
显示课程对干预对象的性与生殖健康知识、态度及部分行为有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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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议题地图提升社会组织有效公益实践项目

好公益平台一对一深度支持（第三年度）项目

好公益平台一对一深度支持（第三年度）项目

好公益平台一对一深度支持（第三年度）项目

好公益平台一对一深度支持（第三年度）项目

好公益平台一对一深度支持（第三年度）项目

好公益平台一对一深度支持（第三年度）项目

基于因果链分析的项目设计、分析和评估的研究项目

好公益平台伙伴交流及能力提升项目

好公益平台伙伴交流及能力提升项目

好公益平台伙伴交流及能力提升项目

好公益平台伙伴交流及能力提升项目

公益伙伴赋能支持计划

好公益平台优质公益产品年度资助（第六批）

好公益平台优质公益产品年度资助（第六批）

好公益平台优质公益产品年度资助（第六批）

好公益平台优质公益产品年度资助（第六批）

好公益平台优质公益产品年度资助（第七批）

好公益平台优质公益产品年度资助（第七批）

好公益平台优质公益产品年度资助（第七批）

好公益平台优质公益产品年度资助（第七批）

好公益平台优质公益产品年度资助（第七批）

好公益平台优质公益产品年度资助（第七批）

好公益平台优质公益产品年度资助（第七批）

好公益平台优质公益产品年度资助（第七批）

好公益平台优质公益产品年度资助（第七批）

好公益平台优质公益产品年度资助（第七批）

好公益平台优质公益产品年度资助（第八批）

好公益平台优质公益产品年度资助（第八批）

好公益平台优质公益产品年度资助（第八批）

好公益平台优质公益产品年度资助（第八批）

好公益平台优质公益产品年度资助（第八批）

深圳市阿斯度社会组织自律服务中心

北京十方缘公益基金会

泰安市泰山小荷公益事业发展中心

北京市融合联汇心智障碍者服务中心

广东省慧灵智障人士扶助基金会

成都市爱有戏社区发展中心

福建省担当者行动教育基金会

上海纽约大学

广州善导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广州市汉达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工蚁坊（北京）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芮葭灵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芮葭灵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上海静安区爱芬环保科技咨询服务中心

无锡灵山慈善基金会

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

北京一个母亲心理健康服务中心

北京新起点公益基金会

四川海惠助贫服务中心

广州市海珠区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

广州市心无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春晖博爱公益基金会

北京三知困难儿童救助服务中心

深圳市恒晖公益基金会

广州市爱小丫公益发展中心

广州市海珠区蓝信封留守儿童关爱中心

深圳市温馨社工服务中心

广州绿网环境保护服务中心

沈阳市华易伤害预防公益基金会

贵州省为爱黔行公益服务中心

¥30,000.00

¥300,000.00

¥300,000.00

¥300,000.00

¥300,000.00

¥300,000.00

¥300,000.00

¥120,000.00

¥6,000.00

¥12,000.00

¥21,000.00

¥20,000.00

¥30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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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公益平台优质公益产品年度资助（第八批）

好公益平台优质公益产品年度资助（第九批）

好公益平台优质公益产品年度资助（第九批）

好公益平台优质公益产品年度资助（第九批）

好公益平台优质公益产品年度资助（第九批）

好公益平台优质公益产品年度资助（第九批）

好公益平台优质公益产品年度资助（第九批）

好公益平台优质公益产品年度资助（第九批）

好公益平台优质公益产品年度资助（第九批）

好公益平台优质公益产品年度资助（第九批）

好公益平台优质公益产品年度资助（第九批）

好公益平台第二批一对一深度支持项目

好公益平台第二批一对一深度支持项目

好公益平台第二批一对一深度支持项目

好公益平台第二批一对一深度支持项目

好公益平台第二批一对一深度支持项目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

北京德清公益基金会

上海浦东泉蒙阅读文化交流中心

上海市长益公益基金会

北京市西城区常青藤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北京情系远山公益基金会

北京市海淀区融爱融乐心智障碍者家庭支持中心

广西梦想家乡村贫困青少年关爱中心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奇色花福利幼儿园

温州市黑眼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广州珠湾人和生态环境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闵行区活力社区服务中心

广东省日慈公益基金会

北京守望者环保基金会

福建省教育援助协会

北京市丰台区利智社会工作事务所

上海仁渡海洋公益发展中心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洛阳市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深圳市福田区益启法律服务中心

北京市丰台区利智社会工作事务所

上海静安区爱芬环保科技咨询服务中心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

上海百特教育咨询中心

广州市海珠区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

无锡灵山慈善基金会

校贰（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

济南无痕环境文化传播中心

昆明互满爱咨询有限公司

杭州市西湖区华善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

广州市海珠区母乳爱公益服务中心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240,000.00

¥240,000.00

¥240,000.00

¥240,000.00

¥24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项目名称 受资助/委托机构NO. 资助/委托金额 项目名称 受资助/委托机构NO. 资助/委托金额



33 34

项目名称 受资助/委托机构NO. 资助/委托金额 项目名称 受资助/委托机构NO. 资助/委托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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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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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116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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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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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一对一深度支持伙伴战略支持项目

好公益平台伙伴组织能力发展项目

好公益平台2022年度枢纽支持计划

好公益平台2022年度枢纽支持计划

好公益平台2022年度枢纽支持计划

好公益平台2022年度枢纽支持计划

好公益平台2022年度枢纽支持计划

好公益平台2022年度枢纽支持计划

好公益平台2022年度枢纽支持计划

好公益平台2022年度枢纽支持计划

好公益平台2022年度枢纽支持计划

好公益平台2022年度枢纽支持计划

好公益平台2022年度枢纽支持计划

好公益平台2022年度枢纽支持计划

好公益平台枢纽合作基地2021年支持计划

好公益平台枢纽合作基地2021年支持计划

好公益平台枢纽合作基地2021年支持计划

好公益平台枢纽合作基地2021年支持计划

好公益平台枢纽合作基地2021年支持计划

好公益平台枢纽合作基地2021年支持计划

 “集火计划”——好公益平台一对一深度支持伙伴社群交流项目

乐乐箱困境儿童关爱计划2022

乐乐箱困境儿童关爱计划2022

乐乐箱困境儿童关爱计划2022

乐乐箱困境儿童关爱计划2022

乐乐箱困境儿童关爱计划2022

乐乐箱困境儿童关爱计划2021

好公益平台项目规模化探索的行动研究

好公益平台项目模式梳理项目

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

北京爱无痕烧烫伤康复关爱中心

上海闵行区活力社区服务中心

北京三知困难儿童救助服务中心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海宁市素食文化交流中心

北京东隅儿童济困服务中心

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

四川海惠助贫服务中心

监利市蓝天下妇女儿童维权协会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

成都益多公益服务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禾邻社区艺术促进社

北京市石景山区乐龄老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福建省教育援助协会

北京歌路营慈善基金会

北京新起点公益基金会

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

北京一个母亲心理健康服务中心

深圳市龙岗区彩虹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

成都授渔公益发展中心

北京春晖博爱公益基金会

北京守望者环保基金会

成都市和川公益发展中心

深圳市龙岗区青睐青少年发展中心

北京尚善公益基金会

西安市光源助学公益慈善中心

广东省日慈公益基金会

深圳市恒晖公益基金会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深圳益响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墨德瑞特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荆门市义务工作者联合会

郑州市金水区大有启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武汉恩派社会创新发展中心

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

四川原点公益慈善中心

重庆市九龙坡区基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鄂尔多斯市益启公益组织发展中心

安徽益和公益服务中心

孝感市志远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沈阳市利州公益事业发展中心

甘肃一山一水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心

南昌益心益意公益服务中心

四川原点公益慈善中心

鄂尔多斯市益启公益组织发展中心

甘肃一山一水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心

武汉市武昌区乐仁乐助公益发展与社会创新中心

宁夏昊善社会工作发展服务中心

武汉恩派社会创新发展中心

上海森与鲸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师范大学

山东省社会创新发展与研究中心

北京市融合联汇心智障碍者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活力社区服务中心

北京东隅儿童济困服务中心

北京东隅儿童济困服务中心

四川尚明公益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60,000.00

¥222,850.00

¥159,752.00

¥35,000.00

¥35,000.00

¥35,000.00

¥35,000.00

¥35,000.00

¥21,000.00

¥35,000.00

¥35,000.00

¥35,000.00

¥35,000.00

¥35,000.00

¥35,000.00

¥9,000.00

¥9,000.00

¥15,000.00

¥6,000.00

¥6,250.00

¥9,000.00

¥190,000.00

¥240,000.00

¥465,000.00

¥457,000.00

¥256,000.00

¥3,425,000.00

¥1,189,130.00

¥210,000.00

¥156,000.00

¥12,859,982.00合计



以上数据截至 2022 年 12 月底

公众倡导版块包含“南都观察”和“公益
好声音”两个项目，目标是向公众解读社会
公共议题和传播公益的价值，提升公众对公
益的理解、认可和支持。

35 36

2022年，南都基金会发起的思想平台“南都观察”进入第7年，

持续关注转型期中国的人口、养老、城市化、教育、社会保障、就业、

经济发展、公共讨论等社会问题和公共议题。

南 都 观 察

2022年，南都观察对杰出学者开展“大问题”访谈，与历史学家王

柯、哲学家黄裕生、经济学家许成钢深入对话。

2022年，南都观察积极开展线上线下主题活动，聚焦社会热点，邀

请专家发声，力求为公众传递专业、理性观点。

◇与抑郁症科普平台和互助社区“渡过”合作开展“哀伤与抑郁——关

注疫情下的心理健康”主题线上沙龙

◇与21世纪教育研究院合作开展“隔岸看花：普通教育VS职业教育”主

题线上对谈，探索视频号直播新模式

◇邀请原新、陆杰华、丁肇辰、王瑛等专家，举办“迎接老龄化时代”主

题年度对话活动，获得读者好评

南都观察还立足公益，访谈并发布心智障碍、罕见病、城镇流动儿

童、失独老人、贫困学生等主题的文章；与“公益好声音”项目配合，结

合中华慈善日、国际反家暴日、国际艾滋病日等契机发布主题文章和评

论，彰显出南都观察独特的品牌价值。

扫描二维码

阅读“大问题”系列文章

2022年，南都观察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 次上榜澎湃新闻湃客众声 • 评论类月度优质内容；

� 篇文章在湃客平台获得 �� 万+ 的阅读量；

� 篇文章被《看天下》期刊转载；

��  余篇文章在一点号、头条号平台阅读量 破万。

三·公众倡导

微信公众号订阅人数

�.� 万

原
创

��
�篇

全年共
发

布
文

章
���

篇

全平台阅读量近

����万



2022年，公益好声音项目继续推动媒体关注、了解和报道公益，同时与不同传播渠道和平台合作，产出公

众看得见、听得懂的优质公益内容，提升公众对公益的理解、认可和支持。同时，开始支持有共同目标的伙伴探

索不同的公众传播倡导路径。

37 38

公 益 好 声 音

媒体培育：向媒体呈现公益组织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方法、模式、经验和成效，推动
媒体与公益组织建立连接、发布报道，同时提升公益组织伙伴与媒体合作的能力

与好公益平台优质公益项目深度合作，开展了关注禁毒朋辈辅导员的积极作用、乡村及流动儿童的阅读问

题以及单亲妈妈群体的需求共3期聚焦不同议题的媒体沙龙和1期“好公益，走一线”媒体项目走访活动。

同时，南都基金会开始资助共益资本论团队开展“解困

式报道支持行动”，推广解困式报道理念，为媒体记者提供

小额资金支持和资源链接，助力他们运用解困式理念报道

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

感谢南都基金会不断组织媒体走访活动，这些选题很有社会价值，行程周密、采访对象丰富，帮记者节
省了大量精力，一些采访对象如果不是基金会牵线搭桥，也很难采访到。更重要的是，基金会从不干涉记者
的采访写作，这在今天难能可贵。

⸺宋承翰，《南方都市报》记者

“   如何提高乡村及流动儿童的阅读品质”媒体沙龙现场

通过媒体沙龙和走访产出的深度报道对我们的项目推广帮助很大，尤其在和新伙伴合作时，
高质量的媒体报道能很好地帮助合作伙伴了解我们的项目，有助于双方建立信任，迅速展开合作。

⸺侯蔚霞，上海闵行区活力社区服务中心项目总监

� 期活动共吸引 �� 家次媒体记者参加

包括《人民政协报》、《中国妇女报》、《新京报》、《南方都市报》、财新等

产出原创媒体报道 �� 篇

转发超过 ��� 篇



“穿墙引线”——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帮扶计划负责人林敏明向媒体记者介绍项目模式

01

项目名称 受资助/委托机构NO. 资助/委托金额

1

2

3

4

5

6

7

8

公益传播倡导与能力建设项目-从受助者到助人者：戒毒康复
人员社会融入路径探索

公益传播倡导与能力建设项目-如何提高乡村及流动儿童的阅
读品质

解困式报道支持行动

公益好声音-2022“吕朝说公益”短视频

公益好声音-2022年度“中华慈善日”户外公益广告传播

公众传播倡导与能力建设项目﹙二期﹚-让独自抚养不再难—— 关
注独抚母亲的困境和需求

公益好声音-故事FM播客传播支持计划2022

公益好声音-公益项目传播推广支持计划

深圳市温馨社工服务中心

广州市海珠区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

广州市创言未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多巴安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北京协众兄弟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北京一个母亲心理健康服务中心

西安市光源助学公益慈善中心

新华炫闻（北京）移动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33,085.00 

¥37,410.00

¥110,000.00 

¥100,000.00 

¥56,000.00

¥29,975.00

¥15,000.00

¥48,000.00

¥429,470.00 合计

渠道合作：不断探索面向公众的传播渠道，产出公众看得见、听得
懂的优质内容，推动公益传播“破圈”

分别与新华网客户端、丁香医生、故事FM、CC讲坛等渠道合作，助力优质公益项目

面向公众传播。在“自己做”的同时，支持“吕朝说公益”团队运用短视频向公众传递公

益理念和实践成果。

同时，利用传播节点，整合资源，开展面向公众的传播。2022年“中华慈善日”期

间，支持20个优质公益项目投放户外公益广告，让好的公益项目被更多人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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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澜图书馆的志愿者打卡户外公益广告牌

独抚母亲支持计划伙伴打卡户外公益广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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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慈善时代捐赠票据电子化的问题与对策研究”项目

2022年，南都基金会与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共同发起的“网

络慈善时代捐赠票据电子化的问题与对策研究”项目完成，形成了《网络慈

善时代捐赠票据电子化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报告，在行业内产生了积

极影响。

慈善蓝皮书（2022）

南都基金会参与资助的《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2）》

正式对外发布。《慈善蓝皮书》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系列蓝皮书之一，

既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年度报告，也是社会各界参与和推动慈善事业发

展的一份历史回顾。2022年蓝皮书由杨团、朱健刚担任联合主编，重新打

造了由行业专家、学者、资方等联合组成的新编辑委员会，调整了体例结

构、报告主题和研究团队等，提升了写作与编辑质量。

南都理事会治理十年经验总结出版

记录南都基金会理事会治理十年历程的图书《使命与治理：一家基金

会理事会的故事》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并上市发售。本书呈现了南

都基金会理事会的角色、作用、治理的过程，以及在践行使命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和挑战，总结了治理过程中的经验和反思。

项目名称 受资助/委托机构NO. 资助/委托金额

1

2

3

4

5

乡村振兴探路者文集出版

慈善蓝皮书（2022）

南都理事会治理十年经验总结出版

中国公益基础设施投资策略研究

网络慈善时代捐赠票据电子化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

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

¥50,000.00

¥200,000.00

¥90,000.00

¥280,054.00

¥180,000.00

¥800,054.00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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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和知识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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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杏伙伴成长计划

 银杏社会创业家跨界参访（第二期）考察伟创力（苏州）生产车间

5

银杏伙伴成长计划（简称“银杏计划”）是支持

具有社会创业家精神的青年行动者们突破个人成长

和事业发展瓶颈的长期性公益项目，由南都基金会

2010年发起并执行。2015年银杏计划孵化成为独立

注册的北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南都基金会持续资

助银杏基金会执行核心战略项目。

2022年是银杏计划执行的第12年，新增7位银杏伙

伴，银杏伙伴总数达到144位。2022年，银杏基金会探索

出更多支持公益人才的项目，完成了“社会创业家可持续

发展资助项目”和“社会创业家自我突破奖学金项目”的

研发和落地，也完成了第一期银杏伙伴教练计划。其中，

24位银杏伙伴得到个人成长与事业发展方向的资金支持，

20位银杏伙伴得到合作行动方向的资金支持，16位伙伴得

到一对一专业教练辅导的陪伴支持，银杏伙伴社群也在持

续发挥朋辈支持的作用。

在公益人才支持专题研究方面，针对“社会创业家可

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中国公益人才发展支持工作的行业

扫描”“银杏伙伴成长计划结构洞”等主题开展了专题研

究和评估。在支持社会创业家协同解决社会问题的业务模

式探索方面，完成了8个领域的协同业务可行性调研，支持

困境儿童领域和心智障碍融合就业领域的协同计划。

银杏伙伴成长计划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机构资助

新公民计划

量化历史研究

其他项目



量化历史研究

受疫情影响，2022年“量化历史研究”项目主要工作以线上形式开展：

（1）依托“量化历史研究”公众号，面向广大学界和业界友人，继续定期推送有关七大

洲五大洋的量化历史研究经典、前沿文献；

（2）组建团队，开展“量化历史研究：追寻现代中国发展的根源”课题研究；

（3）举办量化历史网上系列讲座，邀请来自哈佛大学、布朗大学等知名学者演讲；

（4）推动《量化历史研究》第六辑出版，搭建学术平台。

新 公 民 计 划

北京三知困难儿童救助服务中心（新公民计划）通过开展研究、记录、传播和倡议活动，招募、组织志愿者

团队，与民办打工子女学校（社区）合作运营微澜图书馆，推动更多人关注流动儿童教育问题，参与改善流动儿童

成长环境，让更多资源进入流动儿童教育领域。

2022年，发布《在一起！中国流动人口子女发展报告 2022》。报告显示，2021年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

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1372.41万人，比2020年减少了57.32万人，流动人口子女与父母分离的情况变得更多了。广

州疫情让更多人开始关注到“城中村”，与伙伴机构一起组织“‘城中村’到新市民理想社区”和“为流动儿童保

住城市书桌”两场主题沙龙讨论。

第三届北京新桥市集微澜图书馆线下推广  2022年世界读书日，网易文创&谈心社，纪录片频道@如是生活，
拍摄微澜图书馆小型纪录片《书海微澜》，累计播放、阅读超过
317 万人次。

2022年，受疫情影响，微澜图书馆新增11个

微澜分馆﹔在北京、广州、上海、深圳、苏州、佛山、

珠海等城市运营微澜分馆63个，53个分馆上线月

捐，32个分馆成立了分馆理事会。有开馆记录的

57个分馆累计开馆2267天，馆藏图书544657

册，持卡读者42711人，其中借阅读者18159人，借

阅图书135335册，借阅读者平均每人借阅7.45册。

据不完全统计，2022年共有855名志愿者，参与服

务3171次，累计服务18215小时。

4645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机构资助

2022年是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实现系统性变革之核心方法论的收官之年。乐平在支撑核心变革方法论的产品策

略、收入模型与工作方式、组织制度等方面深度探索，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在业务发展层面，一是进一步明确自身的价

值主张和在核心变革方法论中的生态位：以乐平小生态连接、催化并撬动大生态的方式，共同构建社会创新生态，推进

整个社会与经济的共益化转型。二是业务模式向混合型组织的整合与转型：将自身在过去5年内在社会创新探索方面的

业务全面整合，正式推出“乐见聚合平台”品牌，下设研学社（Academy）、工作室（Studio）与实验室（Lab of Labs）三

大版块，分别致力于以《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版为核心的知识创造与产品研发，以“斯坦福中国社会创新峰会”与

“社会创新与共益好商业故事”为核心的跨部门学习交互型创新领袖社区的构建，以及以社会创新好项目与共益好商业

设计为核心的创新实验。三是在混合型组织转型的基础上，持续推动产品策略与收入模型方面的探索：从“连接更多的

人”“创造更多的知识”以及“催生更多的应用场景”等维度持续进行探索性尝试与推进，打造赋能社会创新市场的知识

产品和服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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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银杏伙伴成长计划（2022）项目

2022新公民计划项目

2022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机构资助

2022量化历史研究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北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

北京三知困难儿童救助服务中心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

北京量化历史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南昌益心益意公益服务中心

北京大学

陕西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明德公益研究中心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上海静安区方德瑞信社会公益创新发展中心

重庆市九龙坡区基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北京市晓更助残基金会

成都市社会组织乡村振兴联盟

广州绿网环境保护服务中心

上海浦东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

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

深圳市阿斯度社会组织自律服务中心

云南连心社区公益基金会

爱佑慈善基金会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

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甘肃兴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

¥6,120,000.00

¥500,000.00

¥4,000,000.00

¥500,000.00

¥149,300.00

¥300,000.00

¥250,000.00

¥145,000.00

¥90,000.00

¥150,000.00

¥120,000.00

¥120,000.00

¥120,000.00

¥119,940.41

¥149,200.00

¥150,000.00

¥30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85,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90,000.00

¥150,000.00

¥17,549,561.47合计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深圳市图鸥公益事业发展中心

广州市海珠区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

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

广州公益慈善书院

中国慈善联合会

海南智渔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

济南市睦恩公益服务中心

华中科技大学

清华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南开大学

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

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

华南理工大学

四川尚明公益发展研究中心

上海杨浦区赋启青年发展中心

深圳大学

成都合众公益发展中心

成都市锦江区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

北京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

北京基业长青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89,892.00

¥150,000.00

¥113,025.00

¥119,768.00

¥10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42,557.51

¥148,408.91

¥150,000.00

¥112,048.98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45,500.00

¥119,944.00

¥150,000.00

¥149,991.66

¥149,985.00

项目名称 受资助/委托机构NO. 资助/委托金额 项目名称 受资助/委托机构NO. 资助/委托金额



资 产 负 债 表

编制单位： 南都公益基金会     2022 年 12 月 31 日 会民非 01 表
单位： 元

资     产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短期投资

应收款项

预付账款

存货

待摊费用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投资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债权投资

长期投资合计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原价

    减： 累计折旧

   固定资产净值

   在建工程

   文物文化资产

   固定资产清理

               固定资产合计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

受托代理资产：

    受托代理资产

                   资产合计

1

2

3

4

8

9

15

18

20

21

24

30

31

32

33

34

35

38

40

41

51

60

行次

61

62

63

65

66

71

72

74

78

80

81

84

88

90

91

100

101

105

110

120

行次年初数

 6,021,738.37 

 19,699.68 

 380,000.00 

 50,567.56 

 6,472,005.61 

 141,923,939.77 

 141,923,939.77 

 6,991,705.41 

 2,355,578.15 

 4,636,127.26 

 4,636,127.26 

 153,032,072.64 

 90,711,696.53 

 73,177.81 

 50,478.13 

 90,835,352.47 

 133,003,886.89 

 133,003,886.89 

 7,002,625.11 

 2,697,352.85 

 4,305,272.26 

 4,305,272.26 

 385,783.73 

 228,530,295.35 

年末数 年初数

 30,693,756.92 

 256,729.77 

 40,305.35 

 30,990,792.04 

 -   

 30,990,792.04 

 105,432,736.22 

 16,608,544.38 

 122,041,280.60 

 153,032,072.64 

 102,132.74 

 239,762.92 

 24,463.17 

 366,358.83 

 -   

 366,358.83 

 207,956,237.78 

 20,207,698.74 

 228,163,936.52 

 228,530,295.35 

年末数负债和净资产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应付款项

    应付工资

    应交税金

    预收账款

    预提费用

    预计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长期负债：

    长期借款

    长期应付款

    其他长期负债

    长期负债合计

受托代理负债：

    受托代理负债

                负债合计

净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

    限定性净资产

               净资产合计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单位负责人：何伟 复核：彭艳妮 制表：赵峰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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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南都公益基金会 2022 年 会民非 03 表
单位： 元

现 金 流 量 表

单位负责人：何伟 复核：彭艳妮 制表：赵峰英

行次项   目 上年数 本年数

一、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接受捐赠收到的现金

收到会费收到的现金

提供服务收到的现金

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政府补助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收回的现金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三、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借款所支付的现金

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五、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

2

3

4

5

8

13

14

15

16

19

23

24

25

26

27

30

34

35

36

39

43

44

45

48

50

51

52

55

58

59

60

61

 25,922,189.18 

 -   

 -   

 -   

 17,543.35 

 9,705,763.27 

 35,645,495.80 

 43,235,951.46 

 5,381,585.31 

 617,203.74 

 49,234,740.51 

 -13,589,244.71 

 1,153,896.32 

 13,782,234.95 

 14,936,131.27 

 380,000.00 

 380,000.00 

 14,556,131.27 

 -   

 -   

 -   

 -   

 -   

 -141.19 

 966,745.37 

 26,314,444.50 

 -   

 -   

 -   

 1,917.00 

 268,345.86 

 26,584,707.36 

 43,299,633.53 

 5,567,083.72 

 31,310,110.25 

 80,176,827.50 

 -53,592,120.14 

 8,920,052.88 

 129,455,666.52 

 138,375,719.40 

 94,169.70 

 94,169.70 

 138,281,549.70 

 -   

 -   

 -   

 -   

 -   

 528.60 

 84,689,958.16 

单位负责人：何伟 复核：彭艳妮 制表：赵峰英

业 务 活 动 表

编制单位：南都公益基金会 2022 年度 会民非 02 表
单位： 元

一、 收入

其中： 捐赠收入

会费收入

提供服务收入

商品销售收入

政府补助收入

投资收益

其他收入

收入合计

二、 费用

（一）业务活动成本

其中：捐赠项目成本

提供服务成本

商品销售成本

政府补助成本

税金及附加

（二）管理费用

（三）筹资费用

（四）其他费用

费用合计

三、 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
性净资产

四、 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 
产减少额， 以“－”号填列）

1

2

3

4

5

6

9

11

12

13

14

15

16

17

21

24

28

35

40

45

 26,314,444.50 

 -   

 -   

 -   

 1,917.00 

 129,455,666.52 

 268,345.86 

 156,040,373.88 

 48,385,705.58 

 48,382,508.25 

 -   

 -   

 3,197.33 

 -   

 1,530,628.48 

 -528.60 

 1,912.50 

 49,917,717.96 

 -   

 106,122,655.92 

行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项目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上年数 本年数

 25,922,189.18 

 -   

 -   

 -   

 17,543.35 

 13,782,234.95 

 50,332.48 

 39,772,299.96 

 48,220,404.19 

 48,219,339.29 

 -   

 -   

 1,064.90 

 -   

 1,431,774.76 

 141.19 

 -   

 49,652,320.14 

 -   

 -9,880,020.18 

 80,000.00 

 14,781.35 

 13,782,234.95 

 50,332.48 

 13,927,348.78 

 48,220,404.19 

 48,219,339.29 

 1,064.90 

 1,431,774.76 

 141.19 

 49,652,320.14 

 20,214,923.99 

 -15,510,047.37 

 25,842,189.18 

 2,762.00 

 25,844,951.18 

 -   

 -   

 -20,214,923.99 

 5,630,027.19 

 50,000.00 

 129,455,666.52 

 268,345.86 

 129,774,012.38 

 48,385,705.58 

 48,382,508.25 

 3,197.33 

 1,530,628.48 

 -528.60 

 1,912.50 

 49,917,717.96 

 22,667,207.14 

 102,523,501.56 

 26,264,444.50 

 1,917.00 

 26,266,361.50 

 -   

 -   

 -22,667,207.14 

 3,599,15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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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南都基金会
团队

南都基金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九次会议合影

徐永光名誉理事长、何伟理事长、杨懿梅理事和大家共同庆祝
冯元入职南都基金会 10 周年

徐永光名誉理事长、何伟理事长、杨懿梅理事和大家共同庆祝
李延增入职南都基金会 15 周年



南都公益基金会
新浪微博

南都公益基金会
微信公众号

何进监事带领南都员工讨论项目监测与评估

第二届南都基金会开放日线上合影

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