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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近日调查中发现，
包括“水滴筹”在内的多家网
络众筹平台线上活动存在诸
多隐患。

◎百度一张病历就能用，
套用模板博同情。

根据“水滴筹”电话客服
的指导，记者添加了一位“‘水
滴筹’杨老师”的微信，该微信
为“水滴筹”的企业微信用
户。对方称，需要记者上传一
张带有患者姓名和疾病名称
的医疗材料照片，可以是诊断
证明、检查报告或住院记录任
意一种。记者在百度搜索中
以“先天性心脏病”为关键词，
随机在百度图片中选择一份
没有就诊医院和检查日期的
诊断报告发送给对方，对方并
未询问或核实报告来源，就表
示“这张就可以（使用）”。

同时，对方还提供了用以
向社会公众筹款的套用文字
模板。在模板中，不乏“筹钱救
命！”“我们家本是幸福的一家，
对于我们这个家庭来说，实在
无法继续维持在医院的高昂费
用。”“恳请各位好心人士伸手
相助，多多转发。”等用语。

◎以用户协议形式逃避
平台责任，削弱平台应尽的审
核义务。

“水滴筹”用户协议中有
这样的表述：“水滴筹”平台仅
为发起人、求助人与赠与人提
供网络空间和技术服务，使用
平台产生的全部法律后果由
发起人、求助人与赠与人自行
承担，平台不对个人大病求助
项目作任何形式的担保。

同样，在“轻松筹”和“爱
心筹”等App的用户协议中
也有类似表述。“轻松筹”在其
用户协议中称，因信息不真
实、不完整或信息变更后未及
时通知平台，导致的一切后
果，由用户自行承担，与平台
无关；“爱心筹”还在用户协议
中注明，在“爱心筹”首先承担
了因用户行为导致的行政处
罚或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后，用
户应给予“爱心筹”等额的赔
偿。上述用户协议将平台本
应尽的审核义务推脱给用户，
甚至还保留了向用户索要“等
额赔偿”的权利。

记者就为何设置此类“责
任免除条款”采访相关平台，

“轻松筹”官方表示，不方便对
此做出评论；“水滴筹”官方则
回应称，“水滴筹”不是慈善机
构，根据《公开募捐平台服务
管理办法》制定的相应协议条
款。

◎规模庞大的“资金池”，
管理使用不透明。

“轻松筹”官网显示，截至
目前，“轻松筹”已累计帮助
253万个家庭，筹款超过255
亿元。有业内人士表示，在捐
助人的捐款未被受助人提现
前，这些款项形成了“资金
池”。“轻松筹”电话客服告诉记
者，受助人的项目募集时间最
长为30天，如需提前提现，需
受助人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平
台会在48小时审核通过后，再
向合作银行发起提现请求。

网络众筹平台每日接受
的捐助数额究竟有多少，平台
对已到账但受助人尚未提现
的资金如何管理和使用，“轻
松筹”官方拒绝就此进行回
应；“水滴筹”官方则回应称，
数额信息不方便透露，但资金
与平台自有资金隔离，实行专
门管理和使用。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
记者 申子仲
通讯员 张晓刚

荥阳市公安局乔楼
派出所民警近日来到

“老年公寓”，针对老年
人防骗意识淡薄等方面

开展了一次防诈骗宣
传。民警以“天上不会
掉馅饼”为中心思想，说
明不贪便宜就是最好的
防骗秘诀，并嘱托老人
们谨防推销神药人员，
以免上当受骗。①

众筹平台存诸多隐患
网络公益健康发展路在何方？

▶以免费大病筹款为名的社交筹款平台“水滴筹”近日被媒体曝出，存在工作人
员诱导病患瞒报信息筹款、根据筹款数量领取业务提成、套用固有模板博取公众
同情等问题，引发社会舆论关注。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除已被舆论曝光的线下地
推乱象，部分网络众筹平台还存在线上资料把关不严、逃避应尽法律责任和“资
金池”管理和使用情况不透明等更多问题。

通过查询工商登记
信息，记者发现，不论是

“水滴筹”还是“轻松
筹”，诸多网络众筹平台
的运营主体均为商业公
司而非公益组织，这也
引发不少人心生困惑：
这些做着“免费公益”的
商业公司，靠什么维系
运营？

◎信息流变现，吸
引生活、保险等相关产
品入驻平台。

记者在“水滴筹”的
PC端官网发现，除“大病
互助”板块外，其首页顶
栏的“更多”选项中还有

“水滴互助”“水滴保”
“水滴善选”“水滴生活”
等功能板块。记者点选

“水滴生活”板块后，便
进入一个类似微商商城
的电子商铺，各类生活
商品琳琅满目。

在“水滴保”板块
内，又包含数十种保险
产品。有保险业人士告
诉记者，使用过网络众
筹平台进行大病筹款的
用户，购买相关医疗保

险的意愿会高于一般
人，这也是网络众筹平
台受到各类商业保险公
司青睐的原因。

◎引导用户加入
“资金池”，凭借平台现
金流获得孳息。

在记者使用微信对
一个“轻松筹”项目进行
捐助前，平台提示记者
可以领取“大病互助”权
益，并辅以“限时3元加
入，最高可获得30万大
病互助金”的说明。

此外，“轻松筹”还
在用户协议中明确表
示，用户对所有划转款
项、充值款和钱包余额
产生的任何收益（孳息）
不享有任何权利，若因
上述款项产生的孳息，
均归平台所有。

福建瀛坤律师事务
所张翼腾律师认为，按
照物权法相关规定，上
述孳息的取得应依照当
事人的事先约定。因
此，平台在协议中先明
确此类孳息的归属，从
法理上符合规定。

爱心众筹平台问题不少

受访专家表示，网
络公益项目作为社会救
济的一种途径，在当前
具有积极意义，不少患
病困难家庭正在通过这
些项目获益，但同时也
需要加强正面引导，落
实对平台的监管责任。

“轻松筹”的相关负
责人在接受记者信函采
访时称，平台一直在与
不良现象做斗争，除联
合警方予以打击外，还
在业内首创“黑名单”制
度，并呼吁全社会共同
抵制骗捐等不良行为。

“水滴筹”的相关负
责人则表示，对恶意造
假的筹款人，平台会将
其纳入行业黑名单并做
出公示。对进入失信筹
款人黑名单的，行业内
其他平台将不再为其提

供服务。
“近期的舆情事件

暴露出网络公益项目的
弊端，但作为社会救济
的有益补充，其社会价
值仍应受到监管部门的
重视。”前福布斯杂志中
文版副主编尹生建议，
当前行业最需要做的，
是增补公众对社会公益
的信心，相关平台应该
主动承担相应审查和监
督责任，将网络众筹的
重心放在“信息的真实
披露”和对募集资金后
续使用的有效监管上。

此外，几位受访专
家还建议，行业主管部
门可出台对相关平台

“资金池”使用情况监管
的指导意见，让相关资
金在阳光下使用。

据新华社

天上不会掉馅饼

网络公益健康发展路在何方？

众筹平台如何维系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