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当前，怎样的企业援
助更有效？ 

  



 

 - 2 - 

2019 年最新发布的“年度慈善捐助报告”显示，我国全年现金捐赠总

额突破 1000 亿元，创历史新高。其中，企业成为捐赠的绝对主力。 

在本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众多企业也纷纷解囊捐赠：阿里巴巴、

腾讯、字节跳动、飞鹤乳业、新浪、网易、拼多多等企业的捐赠额均达亿

级规模；伊利、中国三星、安利、正大集团、GE、李宁、拜耳中国、历峰

集团、百威中国、奔驰、泰康集团、中国电信，雅培中国、瑞幸咖啡、新

氧科技等海内外各行业企业的捐助规模也达千万级。 

面对愈发活跃的企业援助趋势，我们需要关注两个问题：怎样的援助

对被捐赠地区、对象更为有益？企业捐赠将如何影响企业及其股东的利

益？ 

《哈佛商业评论》刊载的《企业援助的最佳时机》一文中，记录了乔

治·华盛顿大学路易斯·巴莱斯特罗斯（Luis Ballesteros）团队进行的两项研

究，分析了 2003 年到 2013 年企业自然灾害援助的所有数据，试图探索这

些问题的答案。另外，《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也梳理了本次疫情中企业援

助的实际案例，探讨怎样的援助会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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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企业核心业务的援助比现金更有效 

在第一项研究中，为了分析企业捐赠对受灾地区的援助效果，研究团

队两两对比不同国家的情况，每对国家的客观属性和受灾情况相似，但接

受援助的程度和性质不同：一个以本地企业的实物捐赠为主，另一个以外

部企业的现金捐赠为主。 

结果显示，以本地企业援助为主的国家，援助到位更快；本地企业援

助占比超过 44%的国家，10 年后的恢复水平高出 145%；以企业围绕核心

业务进行捐助为主的国家，援助到位更快且恢复程度更高。 

简单来看，这一研究结果提示我们企业在进行现金援助的同时，还可

以做到更多。譬如在本次疫情的公益捐赠中，不少企业就结合自身业务，

从信息普及、服务保障（升级或者免费开放企业自有的服务能力）、技术输

出等方面对疫区、受灾人员展开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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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从捐赠结构来看，2018 年全

国接收现金捐赠首次突破 1000 亿元，达到 1007.83 亿元，占全年捐赠总

量的 70.03%，反映现金捐赠愈加得到企业和社会公众青睐。而在此次疫情

中，除现金捐赠外，企业援助已经呈现出结合一线需求、结合业务优势的

特征，不失为公益援助行为的一大进步。 

紫光集团及旗下新华三就选择在火神山与雷神山医院的建设规划公布

后，捐赠价值金额总计 3000 多万元的网络及安全设备。由湖北当地团队

负责现场项目设备联系存放和设备的安装调试，并提供现场运维支持和不

间断的远程运维服务，保障设备正常运转。以自身数字化转型的赋能能力，

协助火神山与雷神山搭建智能化医院。 

而在武汉当地设有目前全球最大的自有工厂的联想，更凭借对当地的

熟悉与了解，快速展开公益援助行动。向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捐赠电脑、

打印机等 IT 设备。两位武汉当地的工程师还成为火神山医院的 IT 运维志愿

者，深入一线保障医院 IT 系统的稳定运行。 

另外，大型企业的援助行为也变得更加复合，形成多角度、多层次的

援助支持。 

如腾讯公司在疫情发生后首先宣布捐赠 3 亿元人民币，设立第一期新

型肺炎疫情防控基金，主要用于武汉等多地的疫区前线抗击及防治工作，

包括口罩、消毒液、护目镜等物资的采购，以及对一线医护人员的帮助与

激励。同时在腾讯公益平台上线了多个相关公益项目，为网友的捐助提供



 

 - 6 - 

便利。 

此后，随着疫情的进一步发展，腾讯公司宣布再设立 2 亿元资金池，

发起“战疫开发者公益联盟”，在微信开放社区上线服务专区，并提供资

金和资源，支持服务商和开发者为政府部门、医疗机构等快速开发疫情服

务小程序。同一时间，腾讯企业微信紧急更新新版本，推出群直播、健康

上报、在线会议、紧急通知等功能，助力学校、企业等机构远程沟通。 

阿里巴巴则在设立 10 亿元医疗物资供给专项基金之外，宣布为公共

科研机构免费开放本次病毒疫苗和新药研发所需的一切 AI 算力，并上线面

向医护人员及患者的“心理援助专线”,首批提供心理援助的专家超过 200

名。而面对医疗物资紧俏的情况，阿里巴巴还利用自身资源优势，上线“防

疫直采全球寻源平台”。通过该平台，全球商贸及生产企业上传的医疗物

资供应信息，将与平台发布的需求信息进行匹配，最大限度寻找货源、扩

大产能，再由阿里巴巴直接采购，定点送往疫情防控一线。 

此外，阿里巴巴旗下盒马平台创新性地开启与餐饮企业“共享员工”

的行动，一方面解决线上订单激增带来的人员压力，另一方面解决实体餐

饮行业人员待岗的困境，通过双赢策略联手餐饮行业共抗疫情。 

融入业务优势的持续公益援助更能让企业获益 

在第二项研究中，研究团队分析了企业通过援助得到的回报。研究者

对比了企业在受灾地区的实际营收与灾害发生前的预期营收，发现企业声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20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