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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爱佑
ABOUT AI YOU 自创立之初，爱佑慈善基金会始终把公开透明摆在重要位置。通过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对业务数据、

捐赠数据、财务数据等进行数字化管理，不断提高组织的公开透明度。爱佑还逐步尝试与互联网募捐平台实现

技术联通，为网络用户的捐赠进行个性化反馈，确保每一笔捐赠都有轨迹，每一次救助都可查询。

“给生命一次机会，给孩子一个未来”，爱佑慈善基金会始终坚持“目标可量化、过程可监控、结果可度量、

效果可持续”的方法论，让公益项目的设计、执行和效果评估更高效、规范。爱佑慈善基金会始终以创新姿态

不断探索系统化解决社会问题的模式，以丰富的项目实践为公益慈善提供更多元的价值。

爱佑慈善基金会创立于 2004 年，是由民政部主管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爱佑聚焦儿童公益领域，围绕儿

童医疗和儿童保护两大议题积极探索专业化、系统化的救助和服务模式，为我国儿童健康成长和新时代慈善事

业高质量发展贡献积极力量。爱佑四次获得我国慈善领域的政府最高奖项“中华慈善奖”，曾被民政部授予“全

国先进社会组织”称号、曾获《福布斯》中国慈善基金会排行榜第一名、“中国公益基金会品牌榜”第一名，

并连续多年获得中基透明指数满分。

在儿童医疗领域，爱佑多年来不断升级方法论，形成了一套“医疗救助 + 医疗行业支持 + 人文医疗”的系

统化解决方案，围绕重大疾病患儿及家庭所面临的“看不起”、“治不好”和“痛苦大”等主要社会问题开展

项目。在儿童保护领域，爱佑瞄准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困境及留守儿童、受侵害儿童等群体亟待解决的

问题和需求开展项目，通过提高病患孤儿医疗养护水平，为困境儿童提供生活救助、心理干预及教育支持等服务，

帮助他们走出困境重获新生，拥有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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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20 年爱佑的探索，我认为一定程度上也呈现着慈善组织不断追求现代化、专业化的缩影。2004 年，

爱佑成立之初，整个行业发展水平都相对较低，我们也在选择什么项目和如何运营中经历了比较困难的两年。

我们选择自己去做一套可复制、有效率、可度量的项目模式，这是一条笨而辛苦的路，后来才有了“爱佑童心”

的成功尝试。过去我们经常讲，爱佑把商业的经验应用到慈善中，其实就是在用“产品化思维”去把公益项目

做得更专业。

一个好的公益慈善项目，要能回应到很具体的社会问题，能看得见实际的效果。但同时要让“好项目”成为“好

产品”，就要解决从单点到规模，经得起对项目模式的验证。另外，“好产品”还讲究交付，对公益慈善来说，

交付是两端的，一端是对受益人的交付，另一端是对捐赠人的交付。

因此，对爱佑来说，专业和规范就成了我们把项目打造成好的“公益产品”最重要的自我要求。无论是项

目管理，还是对善款使用和反馈的管理，都需要有清晰的流程，有定期的评估，确保所有的环节都可靠、高效。

我们也在国内移动互联网发展最蓬勃的阶段，投入了很多精力运用数字化的手段去提高运营效率和公开透明度，

让每一份捐赠都有轨迹，才能让更多人愿意选择和相信爱佑的“公益产品”。

爱佑马上就要迎来 20 周年，可以说我们所坚持的“目标可量化、过程可监控、结果可度量、效果可持续”

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从我们自己这么做，到越来越多人认可爱佑的创新模式，为行业贡献出爱佑的能量。在

越来越强调对公益慈善事业规范化管理的今天，慈善组织只有苦修内功，才能继续在中国式现代化慈善的路上

越走越远。

爱佑慈善基金会创始人 

王兵

很多公益慈善领域内的朋友，在谈起爱佑时经常会提到一个

词——“专业”，这对爱佑是非常大的肯定。

现在，围绕着“如何推进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

代化慈善”有越来越多的讨论。在这些讨论中，经常会提到的几个

词——规范、创新和能力，这也正是在讨论公益慈善应该如何更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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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清平 ｜ 监事
银城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BOARD OF DIRECTORS理事会

2023 年 3 月 24 日，召开第三届第十二次理事会议；

2023 年 8 月 4 日，召开第三届第十三次理事会议。

通过 2022 年度工作总结和决算及批准 2023 年度工作计划和预算。

通过 2023 年度保值增值投资计划报告、2023 年度公开募捐计划。

通过设立“救急难”项目的决议。

通过秘书长提名的副秘书长聘任方案。

KEY DECISION HIGHTLIGHTS OF 2023

BOARD MEETINGS IN 2023

BOARD OF SUPERVISORS

2023 年理事会部分重要决议

2023 年爱佑慈善基金会理事会召开情况

王兵 ｜ 创始人
北京鼎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懿宸 ｜ 理事
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丁珊 ｜ 副理事长 
爱佑慈善基金会党支部书记

丛志刚 ｜ 秘书长
爱佑慈善基金会秘书长

曹国伟 ｜ 理事
新浪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马化腾 ｜ 副理事长
腾讯公司

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江南春 ｜ 理事
分众传媒董事长

肖风 ｜ 理事
中国万向控股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兼执行董事

李彦宏 ｜ 理事
百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耿源 ｜ 理事长 
爱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

虞锋 ｜ 理事
云锋基金创始人、主席

李海林 ｜ 监事
东渡国际集团董事长

吴尚志 ｜ 监事
北京鼎晖创新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董事长

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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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爱佑慈善基金会党支部围绕“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的总要求，将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贯穿全年。原原本本学习《习近平著作选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专题摘编》等必学材料；定期召开党员大会传达重要会议和文件精神；开展党支部书记讲专题党课；积极参与部管社会

组织主题党日活动，与其他社会组织沟通交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解决实际问题的具体方法；经常开展

警示教育，针对民政民生领域、社会组织层面出现的违纪违法行为进行深入剖析；青年党员积极参加主题教育青年读书班，

着力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本单位的青年团队。

2023 年，爱佑慈善基金会党支部在民政部部管社会组织综合党委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扎实推进各项党的建设工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业务发展。截至 2023 年 12 月，党支部共有党员 11 名，含预备党员 1 名。

在组织管理上，坚持以党建工作为组织发展举旗定向，爱佑慈善基金会党支部充分发挥在组织管理和议事决策中的关

键作用。基金会党支部坚持落实“第一议题”制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民政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将党的全面领导体现在基金会工作决策、业务活动和日常管理中，引导党员、从业人员自

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三重一大”工作坚持集体讨论、民主决策。严

格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四风”树新风，紧盯重点岗位、关键环节和“关键少数”，加强党员、从业人员教育

管理，建立健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制度机制。全面贯彻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形势分析研判、舆

情监测、重大事项措施出台前的风险评估，加强意识形态阵地管理。

爱佑慈善基金会党支部在过去一年中，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通过强化

理论学习指导发展实践、深化调查研究破解发展难题、开展检视剖析抓好整改整治、加强制度建设构建长效机制，引导部

管社会组织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社会组织发展之路。完成巡察整改回头看工作，政治保障上不断提高政治站位；思想引

领上牢牢把握时代要求；组织基础和纪律作风上从严从实加强内部治理，着力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融合发展上坚持党建

和业务相融合，有效服务“国之大者”。

党建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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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公益方向 儿童公益

议题 儿童保护

受益群体

项目

服务内容

项目数据

项目目标
提升区域儿科诊疗水平，
助力患儿大病不出省、

普通疾病不出市县
应治尽治

医疗环境更友好
医疗过程更友善
住院生活更丰富

爱佑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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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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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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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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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会
功
能
修
复

累计为超过83,000名困难家庭大病儿童提供医疗救助；
培训近1,500名基层医生，在海南、新疆、青海、安徽进行省级学科带教；

累计为超过91,000人次的长期住院的儿童及家庭提供就医支持
服务超过17,000名病患孤儿

帮助更多重病重残孤儿回归社会 为困境儿童营造受保护的成长环境，
提升安全意识，帮助他们走出阴霾

保障受侵害儿童基本权益，降低再次受侵
害的风险，协助回归到稳定的生活状态中

累计培养儿童主任超过200名，
年均为超过4,000名困境儿童提供生活照料和情感陪伴；

为全国98名遭受不法侵害未成年人提供专业社工救助保护服务631次

 （儿童救助与保护）

爱佑慈善基金会项目体系

爱佑人文医疗爱佑医疗行业支持

爱
佑
晨
星

救
急
难

爱
佑
天
使

爱
佑
童
心

看不起 痛苦大治不好

大病儿童

儿童医疗

病患孤儿 困境及留守儿童 受侵害儿童

重病难治 重残缺康复
基本生活
学业困难

自护能力差
安全风险高

心理问题
频发

身心创伤 二次伤害 交际障碍

爱佑安生

0908

※ 项目数据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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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健康成长事关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事关千千万万

家庭幸福安康，儿童健康是全民健康的基础，是衡量社会文明

进步的标尺，是民族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进入新发展阶段，儿

童健康的主题已从生命安全守底线扩展到全面健康促发展，对

服务能力、服务模式、服务理念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2023 年，爱佑儿童医疗项目继续围绕着大病儿童在就医

过程中遇到的“看不起”“治不好”和“痛苦大”的问题开展

医疗救助、医疗行业支持、人文医疗三个维度的不同公益项目。

在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国家政策的指引下，爱佑更加注重项目之

间的体系化建设，以期为困难家庭大病儿童提供更优质的系统

化服务，更好助力新时代儿童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CHILD HEALTH

儿童医疗

业务报告

PROGRAM 

REPORT

2023 年度报告
ANNUAL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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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佑童心”项目设立于 2006 年，是爱佑慈善基金会

首个系统化慈善项目，获得 2008 年度“中华慈善奖”。项

目采用定点医院合作模式，与全国各地诊疗水平较高的医院

合作开展先天性心脏患儿的救助与服务，并主动联合政府部

门、定点医院、捐赠人搭建救助网络，通过优质医疗资源的

下沉，为更多患儿提供可负担的、优质的诊断及治疗。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爱佑童心”项目累计救助先心病患儿

超过 73,000 人，产生了巨大社会影响力。

同时，项目还为患儿及其家庭提供生活救助及社会心

理支持，提升先心病诊疗及照护水平提升、开展先心病健康

宣教及政策倡导。多年来，“爱佑童心”项目形成了独具特

色的救助流程及项目管理方法已复用到不同病种的医疗救

助项目中，与基本医疗保险有效衔接，成为多层次医疗保障

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爱佑晨星”项目设立于 2015 年，是爱佑儿童医疗救

助项目中首个打破病种限制，采用多科室协作模式，最大程

度地帮助患病儿童恢复健康的救助项目。项目救助范围包括

各类出生缺陷疾病、早产儿、意外伤害、其他儿童重疾等。

“爱佑晨星”项目是爱佑慈善基金会在儿童医疗救助

领域深耕多年，在与众多国内顶尖医疗机构建立亲密合作关

系的基础上，共同助力大病患儿诊疗水平和生存质量提升。

坚持医慈携手为更多大病患儿提供医疗、生活、社会心理支

持等多层次的救助与保障服务，不断增强慈善组织与医院的

协同性，开展相关疾病的防治研究及健康倡导。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爱佑晨星”项目已累计救助大病患儿超过 

6,000 人次。

“爱佑天使”项目设立于 2011 年，旨在帮助血液病及

实体肿瘤患儿及其家庭度过艰难的治疗阶段，降低弃疗发生

率，给予更多患儿生的希望。项目与全国多家顶尖的儿童血

液病及实体肿瘤医疗救治机构建立合作，并成立了项目专家

委员会。为正在面临生命威胁的血液病及实体肿瘤患儿带来

希望，让他们也能拥有幸福的童年和美好的明天。同时，项

目还为患儿及其家庭提供生活救助及社会心理支持、支持疾

病研究、提升照护水平、开展健康宣教倡导。

“爱佑天使”项目最初是将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和急

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作为主要救助病种。为了惠及更多患病

家庭，从 2017 年 7 月起，救助病种逐步扩展至儿童血液

病全病种，并资助造血干细胞移植。2018 年正式明确定位

为血液病及实体肿瘤患儿医疗救助项目。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爱佑天使”项目累计救助患儿超过 27,000 人次。

为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

的意见》，建立慈善救助与政府救助衔接机制，充分发挥社

会力量对社会救助补充作用，引导基金会等慈善组织参与社

会救助，更好服务于困难群众的急难愁盼，民政部社会救助

司、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决定建立全国慈善组织参与

“救急难”信息对接服务平台（简称“救急难”平台）。爱

佑慈善基金会充分利用民政部门救助信息，有效对接困难群

众救助需求，为“救急难”平台上 18 周岁以下（不含 18

周岁）的困难家庭大病患儿提供生活费用补助以及医疗费用

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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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佑童心

—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救助项目

爱佑晨星

—儿童医疗救助项目

爱佑天使

—血液病及实体肿瘤患儿救助项目

大病患儿救急难项目

2023 年在医疗救助项目执行过程中，不断探索，与试

点医院实现财务数据打通，患儿出院时自动结算，自动填写

数据，让救助流程更加简便，准确，助力项目更加精细化发展。

2023 年 6 月，《柳叶刀 - 儿童青少年健康》首次发布

来自中国的系列专题报告——中国先天性心脏病专辑。这些

报告梳理总结了先心病疾病负担、筛查、诊断、治疗、随访

康复、健康管理的现状、实践、进展及挑战。爱佑受邀参加

发布发布研讨会，结合多年开展先心病患儿医疗救助的实践，

为报告贡献了基于爱佑儿童医疗项目的数据分析。

随着国家对儿童大病防治的不断投入，以及医保政

策的不断优化，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困难家庭重疾患儿的医

疗负担。但对于一些偏远地区的困难家庭患儿而言，无法

第一时间确诊，或因为异地治疗导致就医成本增加，贻

误最佳治疗时机，对患儿及其家庭造成无可挽回的影响。

爱佑与多方携手，共同探索新时代儿童医疗慈善救助新模

式、新方向，不断优化项目，更有效地支持需要帮助的患

儿和家庭，为促进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立健全，我国儿

童健康事业贡献积极力量。

多方携手，不断探索儿童医疗慈善救助新方向

2023 年爱佑慈善基金会为 3,812 名困难家庭大病患儿提供医疗救助。其中来自 100 个国家乡村振兴示范

县患儿 111 名，160 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患儿 436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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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佑慈善基金会多年开展儿童医疗项目，发现许多家庭在

面对儿童大病的过程中，由于医疗常识缺乏、医疗环境陌生、

就医经济困难、患儿治疗过程痛苦大等问题，导致患儿及家长

精神压力大、紧张焦虑，影响患儿诊疗效果，甚至带来长期心

理伤害。

“爱佑人文医疗项目”秉承“以患儿和家庭为中心”的理

念，以重疾患儿及家庭为服务对象，以医务社工为服务枢纽，

整合医院及社会资源，深入医疗场景，提供就医全流程的支持

与服务，致力于协助患儿积极面对疾病带来的生理痛苦和心理

创伤，协助其家庭应对治疗带来的经济困难和就医压力。爱佑

慈善基金会与北京师范大学行为健康研究中心研究团队合作，

研发完成“爱佑住院儿童空间服务递送理论模型”，为打造“病

房里的童年守护圈”提供学术支持。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爱

佑童乐园”在全国 9 地 12 所医院投入运营，2023 年累计开

展各类主题活动超过 2,800 次，有超过 22,900 人次的患儿及

家长参与，并为超过 8,100 人次的患儿和家庭提供医疗个案支

持及其他服务。

儿科医生是儿童医疗卫生保健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也是落

实推进新时代儿童保健、分级诊疗政策的主要人群。我国儿科

医生总量不足，城乡及区域发展严重不均衡，偏远地区和基层

医疗机构的儿童医疗服务质量普遍偏低，也是导致医疗资源薄

弱地区的患儿“看不上病”、“看不起病”、“看不好病”的

一个重要因素。

“爱佑医疗行业支持项目”以儿科医生技能培训作为提升

诊疗服务水平、缓解儿科医生缺乏的有效抓手，基于国内儿科

医疗服务机构的发展梯度，分层针对国家级、省级、市县级医

疗机构开展不同侧重的支持方案，包括学科带头人计划、学科

共建计划、专科技能提升计划等，旨在助力分级诊疗，推动医

疗资源薄弱地区妇幼机构、儿童医院的重点学科诊疗水平不断

提升，促进优质医疗服务的公平可及、区域均衡、高质量发展。

项目先后支持海南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儿童先心病学科、

青海省儿童血液病学科、安徽省新生儿学科及儿童肾脏学科区

域医疗中心的建立，逐步助推“患儿不出省”目标的实现，降

低重疾患儿及家庭异地就医的社会成本；持续为中西部地区基

层（市、县一级）儿科医务工作者赋能，提供 20 余个专业方向

的高水平进修培训，促进构建良性人才队伍。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爱佑医疗行业支持项目已累计支持 1,475 名儿科医务人

员完成高水平专业进修，学员覆盖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

的 723 家医疗单位。

爱佑人文医疗项目爱佑医疗行业支持项目

服务国家人口发展新形势
提升基层危重新生儿救治能力

人口发展新形势下，国家政策对保障母婴群体安全给

予了高度重视。国家卫生健康委在《健康儿童行动提升计划

（2021-2025 年）》和《母婴安全行动提升计划（2021-

2025 年）》针对危重新生儿救治提出了明确的救治网络建

设要求和医疗救治服务能力提升要求。

项目针对西部省份危重新生儿救治现况展开调研，发现

基层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医护水平参差不齐、技术存在空白、

理念落后，存在救治不规范的情况；加之危重新生儿多早产、

病情复杂且急迫，多数基层救治中心难以为需转运患儿采取

准确、及时的救治以争取上转的时间。基于此，2023 年爱

佑携手甘肃省妇幼保健院、甘肃省新生儿重症监护质控中心

发起了甘肃省内危重新生儿救治技术专项提升计划，计划通

过 3-5 年时间面向甘肃省内县级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的医

护人员开展针对临床技能的进修培训，旨在加强省内新生儿

转运网络建设，提升新生儿救治的快速反应和处置能力，以

保证区域内每个新生儿均能获得及时、适当、高质量的医疗

与护理服务。针对基层儿科医疗服务机构，爱佑医疗行业支

持从政策导向的重点学科、重点区域切入，通过专项技术提

升的方式提高基层儿科医疗服务的高质量和可及性。

开发省级学科建设成果评估指标体系
助力“大病患儿不出省”

在“大病患儿不出省”的分级诊疗目标指引下，项目

针对中西部省级儿童医疗机构的重点专科建设，采用由国家

儿童医学中心、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一对一带教进行学科

建设的支持模式。为评估学科建设成果、衡量被带教科室发

展情况，2023 年项目围绕临床专科服务能力，针对小儿心

胸外科、儿童血液科分别开发评估指标，以临床医疗服务能

力和质量安全为核心、采取量化方式进行，周期跟踪。

以项目从 2021 年起联合福棠儿童医学发展研究中心、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发起的乌鲁木齐儿童医院心

脏中心学科共建项目为例，经过近 3 年的发展乌鲁木齐儿

童医院心脏中心建设从无到有，科室团队配置逐步完善，门

诊量、独立手术量、患者认可度和满意度均有显著提升，同

时区域辐射带动作用增强，造福了当地广大患儿及其家庭，

有效助力了“大病患儿不出省”的目标。

开展医务社工临床实务前沿课题研究
探索专业服务新模式

2023 年，爱佑人文医疗项目医务社工，与合作医院、

行业专家共同开展聚焦临床实务的儿童医务社工前沿课题

研究。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

儿童医院分别开展《嵌入儿科造血干细胞移植 MDT 医疗

全流程的医务社工服务模式的行动研究》和《多元主体协

同开展肝移植患儿临床医务社工服务的个案研究探索：以

重庆某儿童医院为例》两个社工实务课题，与医院共同探

索医务社工嵌入儿童大病治疗全流程的 MDT 协作模式，

多元主体如何协同为大病儿童提供更全面、有效的专业服

务，推进了国内医务社工临床实务研究的发展，用稀缺的

服务视角和经验，探索了医务社工嵌入多学科医疗专业服

务的有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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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佑童心”项目专家委员会名单（按姓氏拼音排序）

“爱佑天使”项目专家委员会名单（按姓氏拼音排序）

安 琪

陈寄梅

陈 瑞

董念国

顾 虹

华益民

李守军

陈 静

方拥军

胡绍燕

江 华

金润铭

林愈灯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广东省人民医院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南京市儿童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广东省人民医院

刘锦纷

刘迎龙

王辉山

易定华

俞世强

张海波

张泽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汤永民

于 洁

翟晓文

郑胡镛

朱易萍

竺晓凡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甘肃省妇幼保健院

广东省人民医院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

河北省儿童医院

河南省儿童医院郑州儿童医院

河南省胸科医院

湖南省儿童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江西省儿童医院

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

昆明市儿童医院

昆明市延安医院

昆明同仁医院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南京市儿童医院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青海省妇女儿童医院

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

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京华信医院）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

山西省儿童医院

陕西省人民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贵
州医院

2023 年爱佑儿童医疗救助项目合作医院

* 注：仅为 2023 年信息，最新信息请以爱佑官网为准。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海南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上海市儿童医院

深圳市儿童医院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四川省妇幼保健院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乌鲁木齐市第一人民医院（乌鲁木齐儿童医院）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武汉儿童医院

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医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新疆心脑血管病医院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六〇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总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按拼音首字母排序，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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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

体系，健全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机制。完善落实未

成年人监护制度，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犯罪行

为，完善未成年人综合保护体系。”是新时代党和国家对保

障儿童合法权益提出切实要求。让全体儿童共享经济社会发

展成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更是社会文明

进步的重要标志。

爱佑儿童保护项目紧紧围绕着党和国家新时代儿童工作

的方向指引，发挥慈善组织的资源链接和专业能力，深入开

展为病患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困境及留守儿童、受侵

害未成年人群体提供服务的公益项目，聚焦儿童发展新需求

新期待，用心用情促进儿童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CHILD PROTECTION

儿童保护

业务报告

PROGRAM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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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结合政策导向
为省内孤儿提供全领域服务

2023 年，项目结合国家《关于进一步推进儿童福利机

构优化提质和创新转型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的具体政策要

求，开启与多省民政厅的深化合作，共同着力推进省内儿童

福利机构养育、医疗、康复、教育、社会工作一体化发展，

积极探索社会力量参与孤儿保障的创新模式。

为提高省内儿童福利机构服务水平，项目与湖南省民

政厅合作开展孤残儿童一线抚育人员业务培训，设置了涵盖

职业道德、心理健康、儿童生长发育、康复抚育、保健与护理、

生活照料等课程内容，采用“理论学习 + 实务操作 + 知识

考核”相结合的方式为专业人员深度赋能。基于培训带来的

服务能力提升效果，撬动湖南省民政厅在 2024 年对福利院

护理员专业性培训的财政和政策支持。这一创新的培训模式

也与四川省民政厅联合开展。

同时，爱佑通过自身在儿童医疗领域的专业服务能力

积累，进一步助力省内儿童福利机构医疗保障水平的优化提

质。项目紧密结合国家“明天计划”政策，保障省域内孤儿

就医，在孤儿当地就医、省会就医、跨省就医的分级流转中

实现全面覆盖。

多领域多专业多主体共同发力
织密织牢困境儿童保护网

2023 年，项目秉持“找到最有需要的孩子，提供最有

效的服务”理念，以服务对象群体类型为核心进行拓展延伸，

形成了由“安生乡村模式”——乡村地区困境儿童、“安生

城市模式”——城市地区困境儿童、“安生云开计划”——

受侵害未成年人三个业务版块构成的、多领域覆盖、多专业

协同、多主体联动的困境儿童保护项目集群。

在乡村困境儿童领域，项目延续本村、社区儿童主任服

务本地儿童的模式，紧密结合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与当地乡村

振兴工作领导小组实时共享重点帮扶人群监测数据，结合儿童

主任一线走访评估，打通“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筛选重

点服务对象的渠道，系统、精准、高效地锁定最有需要的儿童

群体。在服务效果方面，充分发挥儿童之家的阵地作用，全面

升级“爱自己”、“爱他人”、“爱家乡”三位一体的儿童之

家课程体系，并将课程主题融入儿童日常生活场景，打破儿童

之家服务、家访入户服务、救助服务之间的壁垒，使困境儿童

获得更具系统性、针对性、在地性的服务内容。

在城市困境儿童领域，项目启动全新试点，完全采用

专业社会工作者作为一线儿童工作者，直接服务当地困境儿

童。通过与当地政府部门密切合作，扫描并确定最有需要的

儿童群体，社工采用“个案管理”模式，整合个案、小组、

社区等社会工作专业手法，为每一名项目重点关注的困境儿

童提供差异化的干预策略和服务递送。

在受侵害未成年人领域，项目联合 12 家社工机构发起

“云开计划”——未成年被害人社工服务联合行动，为遭受

不法侵害的未成年人提供全链条、全流程、全内容的服务，

致力于帮助更多遭受侵害的未成年人得到救助保护服务，减

少或消除侵害事件的负面影响，帮助他们恢复社会功能、回

归正常生活。项目整合社会工作、心理咨询、法律援助、医

疗卫生等多专业领域资源，联合政府部门、公益组织、社会

公众等多元主体，共同实现“政策有保障、服务有标准、社

工有能力、社会有关注”的愿景。

“爱佑新生”项目设立于 2011 年，获得第九届“中华

慈善奖”。项目通过与民政部门、儿童福利机构、定点医院

开展合作，为急需救治的病患孤儿提供医疗救助、术前术后

养护、特殊抚育、康复特教等服务，挽救病患孤儿生命，帮

助他们重获新生。

项目辐射全国大部分地区，并在一线城市与包括国家儿

童医学中心在内的顶尖医疗机构合作设立养护中心，为病患

孤儿异地就医提供立体保障。项目开展十余年来，逐步提升

精细化养护水平，同时通过培训督导提升一线服务人员技能

水平，大幅提高病患孤儿从救治到康复全流程的服务质量。

2023 年，项目养护病患孤儿 2,437 名，其中 1,581

名患儿完成养护，另有 856 名正在养护；为 456 名各类孤

儿提供医疗救助和省内外就医流转支持。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项目已累计服务超过 17,000 名病患孤儿。

“爱佑安生”项目设立于 2016 年，获得第十一届“中华

慈善奖”。项目瞄准因家庭监护缺失或监护不当面临基本生活、

就医、就学、社会融入等困难的儿童，以及遭受虐待、遗弃、

意外伤害、不法侵害等导致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或侵害的儿童，

与当地民政系统及相关政府部门、专家及社工机构合作，搭建

基层儿童保护服务网络，开展救助与保护工作。

在开展项目的社区、村选拔一线儿童服务者服务本地儿童，

以生活救助、助医助学、风险干预、情感支持等服务方式，及

时调动资源解决儿童困境、纾解困境儿童心理问题、提升监护

人的抚育意识及能力。同时，通过与从事专业领域服务的社工

机构合作，为遭受不法侵害的未成年人提供全链条、全流程、

全内容的服务，减少或消除侵害事件的负面影响，帮助他们恢

复社会功能、回归正常生活。项目还引入儿童社会工作专家进行

定期培训赋能，不断提升基层儿童服务队伍的专业化服务能力。

2023 年，项目在云南昭通、四川凉山、青海玉树、北京密

云针对城乡困境儿童开展的个性化救助服务覆盖 31,047 人次；

儿童主任开展入户干预服务覆盖 52,220 人次，并累计组织近

15,000 小时的儿童之家活动，覆盖超过 10 万人次本村、社区儿

童。为全国 98 名遭受不法侵害未成年人提供专业社工救助保护

服务 631 次。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项目累计培养儿童主任

超过 200 名，每年为超过 4,000 名困境儿童提供生活照料和

情感陪伴。

爱佑新生

—病患孤儿医疗养护项目

爱佑安生

—困境儿童救助与保护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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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莱生活

罗莱生活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薛伟成先生及其

家族，自 2011 年起十余年来持续捐赠支持爱佑慈

善基金会。薛伟成先生一直积极引领企业和家族投

身公益事业，从最初推出“爱润幼苗公益计划”支

持困难家庭大病儿童；到如今薛氏家族设立“罗莱

慈善基金”并深化与爱佑公益合作，慈善足迹从大

病儿童救助拓展向儿童保护领域。2023 年，在罗莱

生活的支持下救助 224 名大病患儿，并为众多困境

儿童提供帮助。

    王振滔慈善基金会

2023 年，王振滔慈善基金会携手爱佑共同发

起“护童公益计划”。王振滔慈善基金会由浙江奥

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振滔发起成立，作为

先富的“温商”代表，致富思源、回报社会，“护

童公益计划”不仅为温州地区大病儿童就医救助，

还通过支持医务社工服务让儿童就医环境更友好，

为当地儿童医疗行业发展提供支持。王振滔慈善基

金会持续传播爱的种子，用“微光”点亮世界，用“爱

心”温暖他人。

    北京豪腾嘉科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豪腾嘉科科技有限公司积极响应国家乡村振

兴战略的号召，通过爱佑慈善基金会支持困难家庭重

疾儿童医疗救助和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困境儿

童保护。截至 2023 年底，已有 163 名来自新疆、甘

肃、贵州等 23 省的困难家庭重疾儿童在豪腾嘉科的支

持下完成治疗；此外还支持爱佑儿童主任在云南镇雄、

四川越西、青海玉树地区开展 11,187 次困境儿童家访

干预服务，累计将 6,121 份救助物资递送到困境儿童

手中，并帮助 235 名困难家庭中小学生完成学业。

    多特瑞携手关爱基金

多特瑞携手关爱基金会，由多特瑞上海商贸有

限公司 2020 年成立，持续在儿童关爱、女性赋能

和社区支持方面主动作为。2021 年起多特瑞携手

关爱基金与爱佑慈善基金会合作，截至 2023 年已

累计向爱佑捐赠善款 480 万元。过去一年，多特瑞

携手爱佑在重疾儿童医疗救助和人文医疗活动空间

运营、志愿服务活动等方面展开公益实践，多元支

持大病患儿及其家庭，为推动儿童医疗事业发展贡

献积极力量。

2023 年善款捐赠情况

2023 年，爱佑慈善基金会共接受捐赠善款 156,338,009.56 元人民币，其中来自互联网渠道的捐赠善款

81,081,667.59 元人民币。企业、个人及公益机构的捐赠占比分别为 26.26%、56.7%、17.04%。

每一份善款的背后，都凝结着爱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无私奉献和成千上万爱心人士的慷慨解囊。爱佑不

断优化公益产品，从受益人的需求出发设计和改进公益慈善项目，用高质量项目回应公众的期待。

2023 年，爱佑借助阿里巴巴公益、腾讯公益、支付宝公益、字节公益等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及爱

佑自有渠道，以故事化、具象化的形式呈现项目内容，让捐赠人更直观地感受到项目的真情实感。同时，通过

捐赠人体验活动和志愿者服务活动，丰富项目反馈形式，提升捐赠人和公众对项目的感知。

2023 年，爱佑更理性地看待市场变化、更有准备地应对突发风险，更长远地树立公益目标、更深刻地理解

捐赠人的心理转变。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下，爱佑始终坚守理性、合规的筹资观念，不断提升慈善机构的公开透明，

不辜负每一份捐赠人的信任。

捐赠人
服务报告

DONOR 
RELATIONS

“企业 + 慈善”合作案例

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

益慈善事业，是企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关爱回报社会，彰显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2023 年，爱佑慈善基金会积极拓展公益慈善的参与形式，为爱心企业创造丰富的公益参与场景，不断凝聚社

会慈善资源。

2023 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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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科公益基金会

万科公益基金会与爱佑在儿童医疗健康领域开

展广泛深入的公益合作，累计向爱佑捐赠善款超过

9,600 万元。万科公益基金会长期支持包括先心病、

血液病及实体肿瘤等病种在内的困难家庭大病儿童

的就医治疗，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已救助超过 3,600

人次的大病儿童。同时，2023 年在上海、重庆、杭州、

武汉、太原等地的“爱佑·万科童乐园”继续为住

院儿童提供全流程的就医支持，在医务社工的服务

下已有超过 35,600 人次的患儿及家庭得以减轻由

疾病和医疗过程及环境给他们带来的心理负担。

    龙湖公益基金会

2023 年龙湖公益基金会与爱佑进一步深化合

作，通过“龙湖欣芽计划——全国困难家庭大病儿

童救助计划”，通过大病义诊筛查、困难家庭大病

儿童救助、基层儿科医生培训等核心内容，帮助更

多困难家庭的大病儿童“早发现、早治疗，不出省

就能看好病”。同时在 10 余家合作医院建立长期志

愿服务基地，为患儿提供人文关怀活动。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累计救助病患儿童 602人，救助遍布全

国 25 个省。

    嘉里中心

2023 年 9 月，北京嘉里中心携手爱佑延续“飞

吻童心”公益计划，举办“飞吻童心城市公益漫游”

活动，连续两年在“99 公益日”期间关注先心病患

儿群体。每位在活动现场向“飞吻童心”公益计划

捐赠 99 元的爱心人士即可参与 City Wlak 闯关打

卡，还能解锁不同的惊喜奖励，并能获得随机的配捐。

活动共计 4,862 人参与，线上捐步达 3,84,454,200

步，成功兑换由北京嘉里中心捐赠的 650,000 元善

款，送到需要手术的困难家庭先心病患儿身边，每

一个参与公益漫游的伙伴，都用自己的行动帮助了

身处逆境的孩子。

    浦发银行

2023 年，浦发银行与爱佑慈善基金会携手发

起的“逐梦萤火虫”儿科医护人员进修计划已进入

第五个年头。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该计划已累计

资助来自 29 个省、市、自治区 543 家医疗机构的

1,017 名儿科医护人员完成培训，其中来自中西部

地区的学员占比达 93%。大部分培训学员来自地方

二级以上医院，培训后返岗对本地儿科诊疗水平提

升的整体拉动效果明显，较好达成了“以点带面”

的预期。该计划已在全国儿科医生中逐步构建起影

响力，对儿科医生能力提升产生正效应，构建了儿

童健康领域的“浦发样本”。

    瑞幸咖啡（中国）有限公司

2023 年 11 月，瑞幸咖啡（中国）有限公司发

起“瑞幸咖啡健康中国行”公益健康跑活动，北京、

上海、厦门等 16 家瑞幸咖啡分公司号召员工和公

众参与，以运动挑战传递爱心，呼吁关注偏远地区

困境儿童，彰显社会责任。由瑞幸咖啡捐赠的善款，

用于支持爱佑安生项目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开展困境儿童救助与保护工作，为超过 240 名儿童

提供生活救助与入户干预服务，支持 4 个村的儿童

之家开展各类主题课程和活动，为乡村儿童送去情

感陪伴。

    中信银行

2023 年是中信银行携手爱佑开展困难家庭大

病儿童医疗救助的第 6 年，致力于更精准地为困难

家庭解决儿童就医过程中的经济负担，助力乡村振

兴。尤其是在针对困难家庭先心病患儿，还设置了

一定额度内的兜底救助方案，严防困难家庭因病返

贫。爱佑与中信银行的合作，是社会组织与企业各

自发挥所长，动员更多社会力量，为做好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做出贡献。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已累计救助病患儿童儿童 961 人。

    北京分众传媒公益基金会

2023 年，北京分众传媒公益基金会继续联合

爱佑开展关注困境儿童的公益合作。作为北京分众

传媒公益基金会五大项目之一“众仁儿童救护”的

重要组成部分，双方的合作继续为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促进教育均衡，服务乡村振兴做出贡献。通过

支持儿童主任和专业社工为低收入家庭儿童、重病

重残儿童以及监护缺失儿童提供入户干预、个性化

救助服务，并在社区开展主题活动和家庭教育培训

以丰富社区儿童服务内容。截止 2023 年底，在分

众传媒基金会的支持下，为 148 名困境儿童提供生

活照料和情感陪伴。

    招商信诺

2023 年是招商信诺人寿成立 20 周年，以“爱

心公益行”主题的公益活动调动了企业全部员工志

愿参与。在昆明、广州等 9 地分公司，招商信诺志

愿者走进医院探访先心病患儿；同时志愿者组队前

往云南、四川两个由招商信诺冠名的儿童之家开展

主题公益活动，为项目地的困境儿童实现生日愿望。

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招商信诺已支持 172 名先

心病患儿完成治疗，支持超过 400 名困境儿童的

直接救助，累计支持的 4 所儿童之家活动覆盖超过

7,000 人次乡村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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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 公益”创新案例

        支付宝公益

2023 年 9 月 29 日，爱佑与支付宝公益、蚂蚁庄园联合推出“超级

公益日·世界心脏日”专题活动。通过蚂蚁庄园互动、公益视频、生活号

文章、知识问答等多种形式向用户输出科普先天性心脏病的公益内容，传

播心脏知识、积极影响爱心用户，促进自发捐赠。爱佑还联合多家合作医

院开展“守护童心·世界心脏日”线下活动，在医院场景和公众面对面，

为先心病患儿筹集善款。同时，还通过医院科普宣教、投放公益广告等形式，

在这一特殊时间节点提升公益影响力，与支付宝公益和蚂蚁庄园共同打造

一次传播 + 筹款的创新尝试。

2023 年 12 月，支付宝公益平台启动了高质量项目评估，爱佑慈善

基金会提报的 4 个儿童公益项目在经过评审后全部入选。

        字节跳动公益

在 2023 年，爱佑慈善基金会结合自身数字化能力，联合字节跳动公

益平台为平台捐赠人打造了一对一个性化的反馈服务。自 2023 年 12 月起，

对于所有在字节跳动公益平台上为“爱佑童心”和“爱佑晨星”项目捐款

的捐赠人，一旦善款得以落实执行，他们都将获得一条包含脱敏患儿信息

的专属反馈。这一举措不仅增强了捐赠人对项目的了解和认知，还进一步

激发了他们的公益参与热情。

        腾讯公益

2023 年，爱佑联合腾讯公益平台举办了首期“爱佑童心·先心儿童

的‘心’生”公益股东人大会线上直播活动，邀请项目工作人员、医务社工、

捐赠人代表，分别分享他们对公益项目的理解，向更多公众传递项目价值。

此外，为了进一步提升腾讯公益平台捐赠人对公益项目的感知，通过

有赞商城的公益店铺，策划开展“腾讯公益年终爱心回礼活动”。活动触

达了项目在腾讯公益平台的核心捐赠人，代表孩子们送上了一份温暖人心

的“童心治愈之礼”。

        哔哩哔哩公益

截至 2023 年 8 月，爱佑慈善基金会在哔哩哔哩公益平台筹款的“重

疾儿童医疗救助”项目在 6 万 B 站大好人的强力支持下达成 100 万元爱

心捐赠。爱佑一个“不走寻常路”的 B 站风格原创视频，向用户表示感谢

的同时展示了不一样的公益机构和公益项目，在平台收获近 46 万次的播

放量。

2023 年，知名 UP 主谭乔（谭 sir）代表其爱心粉丝 @ 叫我林风就

好 前往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探望重疾儿童，并捐赠善款。儿童节当

天，谭 sir 发布探访活动视频，号召大众关注并支持爱佑重疾儿童医疗项目。

        阿里巴巴公益

2023 年 3 月，爱佑携手阿里巴巴公益举办“见证改变，感谢有你”

捐赠人答谢会。现场，来自母婴、家居、食品、医药、玩具等各行各业的

爱心商家以及爱佑各公益项目的合作伙伴代表共同见证了自己的爱心捐赠

与实际行动为受助儿童带来的深远改变。

11 月，湖南省儿童医院联合爱佑发起的“向阳宝宝儿童器官移植救

助计划”在阿里巴巴公益平台正式上线，呼吁爱心商家伸出援手，支持困

难家庭急需器官移植的重症患儿渡过难关。截至 2023 年底，该计划已获

得了近 640 万笔爱心商家的慷慨捐赠，成功筹集善款超过 30 万元。

        爱 love 佑自有平台

2023 年，爱佑慈善基金会官方小程序“爱 love 佑”继续发挥自有公

开募捐平台可个性化定制捐赠方案的功能，在定制化服务上不断优化创新，

提升捐赠人好感度，增加公众参与公益的便捷度。与龙湖、大都会等多家

爱心企业强强联手发起企业纪念日的特别公益策划，号召企业客户和员工

积极捐赠，为那些家庭困难、身患重病以及处于困境中的儿童提供更多的

治疗机会，让他们能够拥有一个充满希望和快乐的童年。

同时借助小程序的便捷参与性，在爱佑六一儿童节与多家合作医院的

特别策划——“小手牵小手”公益主题活动中，来自 8 个城市的 6,633 人

次的爱心人士通过爱 love 佑自有平台捐赠善款 153,839.04 元，让更多

的人看见爱佑，看见那些急需帮助的孩子们。



品牌影响力
BRAND IMPAC

2928

2023年度报告
ANNUAL REPORT

受邀在《中国慈善家》影响力慈善沙龙中分享
项目经验

FT 中文网 x 爱佑慈善基金 x 安仁家族办公室 
慈善 Talk

第六届进博会开展首日乐高集团携手爱佑助力
医疗科普教育

慈善管家服务：全流程慈善咨询与项目落地

爱佑慈善管家团队以专业、系统化的服务，协助高净值人士及财富家族建立慈善事业，提供从慈善咨询到

项目落地全流程的服务，实现家族慈善目标，助力家族财富及家族精神的永续传承。 

个人

目标

关注领域

项目

家族企业

客户的慈善愿景

解决核心策略与驱动维度

客户的慈善理念

建立一对一服务机制：如家族委员会及工作小组

形成影响力策略

目标

关注领域

项目

目标

关注领域

项目

慈善战略订制 慈善项目设立
与执行管理

架构与决策机制设计 全流程监测
评估与反馈

慈善圈层增值服务

定制化、系统性解决方案

  慈善战略订制：为服务对象提供咨询服

务，协助服务对象梳理慈善理念，将慈善愿景

从个人、企业、家族等不同维度分解，找到适

合的公益慈善路径，形成系统化的长期慈善

战略。 

  架构与决策机制设计：在建立慈善事业

战略的基础上，与服务对象共同订制系统化的

慈善解决方案，协助搭建事务管理决策和资金

管理决策机制，包括是否涉及搭建独立基金会、

是否引入慈善信托等。同时，在资金尚未完全

执行的情况下，兼顾慈善资产的保值增值。

  慈善项目设立与执行管理：爱佑慈善基金会深耕公益行业二十年，能够协助服务对象筛选、设计慈善

项目内容，将慈善“想法”落地为慈善“行为”。爱佑开发了投后管理平台，以及财务内部控制评估框架，从

项目的行业影响力、内部管理规范性和财务合规性等多个角度，对执行情况进行持续跟踪和过程管理，确保充

分贯彻服务对象总体慈善策略。 

  全流程监测与评估反馈：爱佑慈善管家提供系统性全流程监测与评估反馈机制。同时，通过专属爱心

台账、项目实地探访等多种形式进行项目反馈。 

  慈善圈层增值服务：提供多元化的慈善教育增值服务、专业系统的慈善课程、沉浸式研讨、顶级慈善项目、

慈善家交流，我们致力于提升高净值人士使命感和荣誉感，增强财富家族慈善认知、助力财富代际传承，打造

有慈善影响力。

品牌影响力
BRAND IMPAC

“见证改变·感谢有你”捐赠人答谢大会

中国互联网峰会主题论坛

获 2023 年度慈善盛典“年度数字公益创新”、“年度影响力慈善”两项大奖上榜“2023 年度透明慈善基金会”榜单

受邀在“破界· 影响力慈善论坛”讲述爱佑儿童
公益的方法论 “小手牵小手”主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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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立人喜剧王十七【方心未艾】专场

前女排国手薛明探访爱佑童乐园 亲子公益嘉年华

受邀参与《柳叶刀 - 儿童青少年健康》
中国先天性心脏病专辑发布会

“一切为了孩子”爱心盛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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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2 年度  2023 年度 

收入

捐赠收入  158,511,025.16  156,338,009.56 

提供服务收入 —— ——

政府补助收入 —— ——

投资收益  10,112,932.85  6,740,402.73 

其他收入  646,057.12  2,747,610.28 

总计  169,270,015.13  165,826,022.57 

支出

总计  186,158,908.28  163,999,398.74 

2023年度资产及负债情况（单位：人民币元）

类别  2022 年度  2023 年度 

资产

货币资金  237,199,967.18  131,610,638.63 

短期投资  132,030,246.58  222,023,152.41 

应收款项  2,557,784.96  6,485,704.83 

预付账款 425,754.77 300,000.00

存货 ——  144,424.63 

待摊费用  1,446,100.95  1,143,007.59 

其他流动资产  2,233,158.47 ——

固定资产  291,397.20  227,884.69 

长期股权投资  255,900,000.00  271,401,659.99 

长期债权投资 —— ——

总计  632,084,410.11  633,336,472.77 

负债

应付款项  1,907,290.22  1,462,088.89 

应付工资  1,351,252.67  1,253,144.76 

应交税金  137,782.88  106,530.95 

总计  3,396,325.77  2,821,764.60 

核心财务数据

爱佑人文医疗项目在第七届北京文化创意大赛
“创意设计服务赛道”中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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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爱佑慈善基金会共有专职员工 47 人，其中年薪酬排序前五的情况见下表。

排序 2023年年薪（单位：人民币元）

1 595,643.47

2 538,650.46

3 534,037.19

4 533,853.59

5 532,834.72

公募平台善款跟踪反馈

人才构成与薪资前五名

  2023年，爱佑慈善基金会通过支付宝公益平台接受19,089,954人次爱心用户捐赠善款36,499,987.00元，

支出善款 30,536,845.04 元。为 760 人次重疾患儿提供医疗救助；为超过 2,800 人次病患孤儿提供医疗养护、

康复特教服务和医疗费用支持；为 3,716 人次困境儿童提供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

  2023 年，爱佑慈善基金会通过腾讯公益平台共接受 1,328,075 人次爱心网友捐赠善款 19,569,948.09 

元，支出善款 11,881,885.74 元。为 465 人次重疾患儿提供医疗救助；养护 560 人次病患孤儿并支持 84 名病

患孤儿完成手术；支持儿童主任提供 4,600 人次入户干预及儿童之家活动等困境儿童服务，发放近 2,000 份个

性化生活物资，为身处困境的孩子们提供生活照料和情感陪伴 ; 支持爱佑医务社工在爱佑童乐园为住院儿童开展

医疗适应和各类活动。

  2023 年，爱佑慈善基金会共接受 1.15 亿余笔阿里巴巴公益平台爱心商家捐赠善款 7,155,067.30 元，

支出善款 16,890,484.52 元。为 194 人次重疾患儿提供医疗救助；为 2,886 人次病患孤儿提供医康教一体化

养护服务；开展 10 次人文医疗主题活动，参与活动患儿及家属、医护 192 人次，提供 3 人次个别化的医疗适

应支持服务。

  2023 年，爱佑慈善基金会阿里巴巴公益网店及公益直捐共接受超 10 万人次爱心网友捐赠善款

5,626,343.10 元，支出善款 1,792,105.43 元。为 73 人次重疾患儿提供医疗救助；为 23 人次病患孤儿提供医

康教一体化养护服务并支持 2 场病患孤儿护理员培训，辐射四川、湖南两省 140 余名一线护理员；为 1021 人

次困境儿童提供个性化救助服务，为 50 人次困境儿童提供家访服务。

  2023 年，爱佑慈善基金会通过字节跳动公益平台接受 2,468,435 人次爱心网友捐赠善款 8,837,793.65

元，支出善款 4,893,312.77 元。为 39 人次重疾患儿提供医疗救助；为超过 15,000 人次困境儿童提供助学、

生活照料和情感关怀支持等服务；支持项目印制手术书并在项目医院内发放，支持缓解患儿由于检查和医疗治

疗过程产生的焦虑、恐惧等情绪。

  2023 年，爱佑慈善基金会通过美团公益平台共接受 201,824 人次捐赠善款 1,510,903.00 元，支出善

款 1,681,404.18 元。为 87 人次重疾患儿提供医疗救助。

  2023 年，爱佑慈善基金会通过官方小程序“爱love佑”接受22,193人次爱心网友捐赠善款1,029,777.27

元，支出善款 838,213.80 元。为 60 人次的重疾患儿提供医疗救助；为 14 人次病患孤儿提供养护服务；为身

处困境的孩子们提供生活照料和情感陪伴等。

  2023 年，爱佑慈善基金会通过哔哩哔哩公益平台共接受 40,816 笔爱心网友捐赠的善款 684,691.04 元，

支出善款 753,494.68 元。为 27 人次重疾患儿提供医疗救助；为超过 480 名困境儿童发放个性化救助物资。

2023年度捐赠收入构成（限定性、非限定性）（单位：人民币元）

类别 金额 占当年捐赠收入比例

限定性 124,420,080.58 79.58%

爱佑童心项目 26,624,713.00 17.03%

爱佑天使项目 10,688,543.50 6.84%

爱佑晨星项目 16,534,759.24 10.57%

大病患儿救急难项目 250,000.00 0.16%

爱佑医疗行业支持项目 4,625,088.45 2.96%

爱佑人文医疗项目 2,929,020.20 1.87%

儿童医疗非限定 10,280,125.80 6.57%

爱佑新生项目 33,498,407.97 21.43%

爱佑安生项目 12,975,080.23 8.30%

儿童福利非限定 10,163.11 0.01%

公益创投项目 97,884.61 0.06%

其他 5,906,294.47 3.78%

非限定性 31,917,928.98 20.42%

总计 156,338,009.56 100.00%

2023年度公益项目支出统计表（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占当年公益项目支出比例

爱佑童心项目  49,561,249.60 35.12%

爱佑天使项目  7,504,476.94 5.32%

爱佑晨星项目  22,955,017.24 16.27%

爱佑医疗行业支持项目  10,975,270.00 7.78%

爱佑人文医疗项目  3,330,316.57 2.36%

爱佑新生项目  36,734,062.27 26.03%

爱佑安生项目  9,746,824.01 6.91%

公益创投项目  263,999.45 0.18%

大病患儿救急难项目  40,000.00 0.03%

合计  141,111,216.08 100.00%

2023年度捐赠收入构成（捐赠来源）（单位：人民币元）

类别 金额 占当年捐赠收入比例

个人 88,645,115.43 56.70%

企业 41,059,955.66 26.26%

公益机构 26,632,938.47 17.04%

总计 156,338,009.5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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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爱佑慈善基金会 2023 年度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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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公益

哔哩哔哩公益

京东公益

爱尔康（中国）眼科产品有限公司

安森美半导体（深圳）有限公司

安盛天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奥乐齐（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百济神州（上海）生物医药技术有限公司

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保时捷（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北京成世汇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单立人相聚文化有限公司

北京滴滴公益基金会

北京分众传媒公益基金会

北京国信阳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北京翰潮慈善基金会

北京豪腾嘉科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嘉里中心

北京金港保时捷中心

北京链家公益基金会

北京市第二十四中学

北京威叻酒业有限公司

贝亲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车立方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DnA 爱乐堂

多特瑞（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分众传媒集团

芙索特 ( 上海 ) 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博雅公共关系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海南建港律师事务所

杭州轻食主义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隐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何丽敏女士

贺梓洋先生

恒邦（北京）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湖南零食很忙商业连锁有限公司

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晟泰集团有限公司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景顺纵横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乐高集团

李荣军先生

林志红女士

柳梧新区红普思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罗莱慈善基金

美敦力（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纳恩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驯鹿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南通开发区慈善会

宁波市钱湖国际会议中心开发有限公司宁波博悦酒店

秦子靖

邱继鋆

邱世勋先生、沈雪梅女士

瑞幸咖啡 ( 中国 ) 有限公司

三亚舜腾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感谢以下爱心企业 / 组织 / 个人的捐赠支持

感谢以下公益平台的支持

美团公益

平安公益

腾讯公益

新浪微公益

支付宝公益

字节跳动公益

按拼音首字母排序，排名不分先后

善心莲心

上海贝易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大得同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华平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寰宇物流装备有限公司

上海隆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上海市高毅公益基金会

上海天擎天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先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鑫潮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依视路光学有限公司

上海优芙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中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湖公益基金会

圣泽民

狮王日用化工（青岛）有限公司

施珑先生

顺丰公益基金会

TeddyTales   莉娜熊 ®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万科公益基金会

万欣和（上海）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王琛女士

王婧女士

王振滔慈善基金会

王振宇

蔚北公益行

西藏海泽营销管理有限公司

谢锡源先生

徐波先生

许立庆先生

英氏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雄互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俞晨霞女士

张超

招商信诺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蚂蚁公益基金会

浙江世贸君澜大饭店

中国慈善联合会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邹茜女士

7or9

安庆市全人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北京八作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北京国际设计周

北京环球度假区酒店管理分公司

感谢以下单位 / 企业 / 个人的通力合作

北京密云家业如心社会工作事务所

北京市私立汇佳学校

北京首仓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中青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擘雅集团

布啦熊

茶灵

*以及其他更多爱心人士的捐赠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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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叶女士

李琳女士

堵燕菁女士

邹琳女士

感谢以下跨界公益委员的爱心相助

李叶女士

李莹人女士

陈海平先生

陈楸帆先生

陈小珍女士

陈晓云女士

成都市儿童福利院

重庆市儿童福利院

东营市齐家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与研究中心

福棠儿童医学发展研究中心

关海亮先生

广东省社会工作师联合会

广东省社会工作师联合会医务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

广西同心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广州市北达博雅社会工作资源中心

贵阳市儿童福利院

贵州省民政厅

郭鸿蔚先生

国联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杭州市儿童福利院

湖南李丽心灵教育中心

湖南省民政厅

开封市残疾儿童康复中心

蔻驰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昆明市儿童福利院

昆明市红嘴鸥青少年事务服务中心

孔祥东先生

浪潮集团河南分公司

刘纪华先生

龙迪教授

陆铄先生

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蚂蚁公益设计平台

莫提黎画室

南京市鼓楼区青雁未成年人关护中心

南京市社会儿童福利院

宁波市江北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宁夏回族自治区儿童福利院

欧莱雅（中国）有限公司理肤泉品牌

七分甜

前海再保险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教育局

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

上海宝贝之家病患儿童关爱中心

上海互济公益基金会

上海开隆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闵行支行

上海炎黄书画院

深圳市福田区启航公益服务中心

首都师范大学北京青少年社会工作研究院

四川省民政厅

苏州大都会志愿团队

苏州诺伊曼实业有限公司

太原市儿童福利院

望京 SOHO

温州市黑眼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乌鲁木齐市儿童福利院

武汉市儿童福利院

欣怡女士

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

馨德家国际双语幼儿园

许译天先生

研路天

杨颜熙女士

银川市阳光未成年人社会服务中心

玉树州金巴慈善会

越西县文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越西县乡村振兴局

云南连心社区公益基金会

云南省家馨社区儿童救助服务中心

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民政局

长沙市儿童福利院

浙江树人学院经济与民生福祉学院

镇雄县乡村振兴局

凤凰网

光明网

公益时报

《三联生活周刊》杂志

人民网

搜狐新闻

腾讯新闻

网易新闻

基金会中心网

感谢以下媒体的关注

《南风窗》杂志

新华网

新京报

新浪新闻

《中国慈善家》杂志

中国日报网

中国社会报

中国新闻网

梁爽先生

楠楠女士

肖紫闻女士

王屹芝女士

感谢以下明星艺人 / 达人 / 公众人物的助力

啊吗粽

盗月社

果味 VC 乐队

叫我林风就好

刘旸教主

六兽

女胖胖

圣代侠

谭乔

兔叭咯

王十七

武六七

郑州市金水区青荷橄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鲁全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王阳老师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医务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

周洁茹女士

朱一帆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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