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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壹基金的发展史上，4月20日
注定与众不同。

“正在联系当地的伙伴了解灾
情，关注并随时准备行动！”4月20日
上午8：29，雅安7 . 0级地震发生后仅
仅27分钟，壹基金新浪官方微博第一
次做出反应。

根据微博平台的信息汇总，这比
四川省军区成立指挥部晚9分钟，比
中国红十字总会“祈祷平安”则早了
11分钟。随后的8：40，壹基金就发出
信息：“出发了。”

“四川省的两支队伍率先赶到了
一线。”壹基金秘书长杨鹏告诉记者，
截至21日16时，壹基金救援联盟在芦
山县太平镇等重灾区，进行搜寻救人
作业的队员共有64人，“另外还有57
人正往灾区赶。”

外界纷纷赞叹壹基金的响应速
度。杨鹏介绍，雅安地震后，壹基金按
照既定的组织预案，迅速调度各地救
援联盟成员，前往灾区参与以救人为
核心的第一阶段救援，千斤顶、医疗
包、睡袋、帐篷、矿泉水等救灾物资的
输送同期开展。

而从壹基金发出震后第一条微

博时，公众多年对它的观察与信任就
开始发酵，并迅速引爆了募捐。新浪
微公益、腾讯乐捐、天猫网店、支付宝
E公益平台……壹基金通过网络募捐
渠道吸引爱心，地震发生16小时，已
有超过23万人次的爱心人士和企业
捐款。

“通过网络平台向壹基金联合救
灾雅安专项救援捐赠善款总额1200
万元；此外，银行账户收到善款311万
元。”而这只是到账善款。杨鹏解释，
根据壹基金统计原则，只要未到账，
捐助承诺就不体现在统计中。因此，
每日公布数据与微博上的数据并不
完全一致。

网络舆论则迅速聚焦，尤其是自
20日中午开始，马化腾、柳传志、史玉
柱、王石、潘石屹夫妇、赵薇等名人纷
纷承诺通过壹基金大额捐助。

与此同时，红十字会等官方慈善
机构“募捐乏力”的短时表现，开始成
为网友们戏谑与吐糟的对象。尽管北
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
振耀、王名等人均认为，如此简单的
类比并不合适，可舆论显然无暇顾
及。

NGO
雅安“赶考”

本报深度记者 石念军

壹基金为什么那么红？

雅安地震发生后，马化腾，柳传志，史玉柱，王石，潘石屹、张欣夫

妇……一大批企业界、娱乐界的明星排他性地选择壹基金来捐助。

对壹基金而言，这是新的压力；对红会等官方慈善组织而言，这是

新的警醒。尽管在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看来，抗震救灾初期，

简单地以募捐数额“论英雄”并不合适。但5年来，历经“5·12”大地震的爱

心井喷，又目睹慈善组织的一些“黑幕”，公众现在“用脚投票”实属必

然：“谁把透明做得彻底，就越能够获取公众信任。”

新一届中央政府有关向市场和民间组织放权的声音犹在耳边，突

发的雅安地震，则考验着民间组织的即战力，也考验着他们的抗压力和

成长性。

壹基金联盟海南地震救援队携带破拆、顶升装备21日凌晨赶到成都，然后直奔
雅安。 壹基金官方微博照片

王振耀认同，如果说NGO在2008
年汶川大地震后井喷，雅安地震则无
疑是对NGO过去5年成长的集中检
阅。

汶川大地震后，王名著书评述紧
急救援中的NGO力量。他认为，中国
的NGO机构比较小，灵活性强，应对
突发事件反应迅速，可以第一时间赶
到现场进行救助，而且能够马上组织
捐款捐物和动员志愿者。

在王振耀看来，壹基金之所以能
短时间募集一定规模的善款，很大程
度上就是NGO自身灵活性的体现。比
如，其在线募捐的方式让公众的参与
更加方便。

诚然，与武警、部队、公安、消
防等专业救援队伍相比，壹基金等
NGO在规模和救援效率上难以望
其项背，但专业性和组织化水平的
提高让他们有机会做到“有一分光
发一分热”。

“汶川大地震后，NGO内部也
在不断总结、培训，这都让他们有
能力做得更好。”王振耀说，比如壹
基金，在类似北京“7·21”暴雨等突
发灾难中的参与就积攒了不少实
战经验。

壹基金还只是众多NGO中的一
个代表。这次，红十字会系统的救援
队伍也赶在前列，而新浪微公益、芒
果V基金等民间公益机构亦纷纷第一

时间以各种方式参与其中。
王名也认为，“NGO在汶川大地

震时就展现出了很系统的力量，这一
次，就目前有限的信息观察来看，在
组织化、专业性和影响力方面，更有
进步。”

除了NGO自身的努力，王振耀也
注意到，近年来，NGO注册门槛的降
低、逐渐放宽的政策空间都促进了
NGO的成长。同时，微博等新媒体的
普及也让NGO拥有更为便利的沟通
渠道和互动平台。

眼下的情形则让壹基金既感动
又紧张。杨鹏坦言，当前氛围与2008
年截然不同。“越来越多的公众选择
通过NGO捐款，这是信任更是考验。”
比如一旦募捐规模暴涨，考验运营能
力的同时也势必会影响效率。

显然，纵使壹基金截至目前的表
现值得赞许，但只有一个壹基金还远
远不够。正如媒体观察人士所言，“民
间资源总归是越多越好，最有效的救
援恰恰是灾民自救。”王振耀坦言，培
育更多专业性和组织化程度较高的
NGO参与社会管理，不仅是社会管理
创新的重要议题，而且符合国家“社
会管理方面向社会组织放权”的改革
方向。

因此，NGO们的雅安之旅更像一
次“赶考”，需要我们立足当下期许更
远。

>>“理性的热情”更有效率

>>“壹基金“”速度：震后27分钟

>>“希望你们能给我一个证明”

中国NGO研究界的一个普遍观
点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是中国
NGO飞速发展的一个契机。

李连杰2007年成立的壹基金，就
在汶川大地震的救援与重建中表现
可嘉，但远不及今天如此受追捧。

“2008年的时候，壹基金也受到
了公众的欢迎，但那时还不曾发生诸
如郭美美事件等，彼时的喜欢，可能
更多是建立在民众普遍信任慈善公
益组织的基础上。”杨鹏说，现在更像
是民众自觉的“有选择的行为”。

壹基金上一次被聚焦，还是2010
年底的“独立”风波。彼时，李连杰团
队执意从“挂靠”中国红十字会的“私
募”，转为具有独立运营法律资格的

“公募”。犹如蚕蛹破茧，壹基金成为
国内第一家民间公募基金会，从组织
架构上撇清了与红会系统的关系。

此举让知名度日益攀升的壹基
金不只在2011年避免了被指摘慈善
组织公信力的舆论“误伤”，而且还以
自身专业性和透明度，赢得了更大空
间。

王振耀认为，这也契合了汶川大
地震以来NGO自身组织化水平不断
提升的大氛围。汶川大地震期间，时
为国家民政部慈善救助和社会福利
司司长的王振耀，作为中国慈善事业
的实际决策者，亲历了中国慈善事业

的高峰发展和NGO的井喷式生长。在
他看来，NGO的立足之本就在于专业
性、组织化和透明度。

网友“FranK王贝”这次通过壹基
金捐款10万元后说，“希望你们能给
我一个证明，证明我的每一分钱的去
处，将来我想去雅安看望那些受我捐
赠的人们。”

透明度和专业性是底线，杨鹏
说，“底线问题决不可逾越，比如绝
不允许发生贪腐以及欺诈行为。”
观察者亦赞成，比如聘请专业的审
计和会计事务所参与审核、记账等
工作，帮助壹基金在复杂的环境内
积攒信任。目前，已由毕马威负责
为壹基金记账。

专业性还体现在救援联盟成员
的遴选上。杨鹏介绍，震后7 2小时
的黄金救援期，壹基金预计有超过
1 2 0名救援队员在灾区一线，这些
队员不仅有专业技术积累，而且日
常均有救人科目的训练和救援工作
的实战经验。

此次在第一时间赶赴雅安的西
安灾害救援队，就曾参加西安灞桥毛
西山体滑坡等几次比较大型的灾害
救援。杨鹏说，救援队不接纳没有专
业技能和经验的人员，因为紧急救援
和从事公益一样，“仅有热情是远远
不够的”。

深读·让汶川告诉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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