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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ortrayal of Medical Crowdfunding in China: Attitudes, 
Problems and Solutions

Li Jing Zhang Jingdan

Abstract: Nowadays, the medical crowdfunding has attracted worldwide attention. By creating medical 

crowdfunding campaigns on online platforms and spreading them through social media, individuals 

could collect donations from the public to meet their illness-related needs. Using a content analysis, 

this study attempted to explore how media in China medical crowdfunding. Our results revealed 

that most media coverage were neutral or positive towards medical crowdfunding, portraying it as a 

significant way for poor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major diseases to obtain “life-saving money”. Driven by 

controversies, media coverage often discussed ethical issues and legitimacy of medical crowdfunding 

and solutions to them. The most prominent problem of medical crowdfunding in Chinese media is 

the veracity of campaigns information, followed by the misuse of donations. With regards to solutions, 

media highlight the self-regulation of crowdfunding platforms and regulations from government. 

Media portrayal of medical crowdfunding echo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hilanthropy in China and 

the public's continued concern for its transparency.

Key words: Medical crowdfunding; Media portrayal of medical crowdfunding; Ethical issues; Health 

inequalities



·57·
医疗众筹的媒体图景：态度、问题与对策2024 年 1 月

第 5 卷第 1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cnr	 https://doi.org/10.35534/cnr.0501005

医疗众筹的媒体图景：
态度、问题与对策

李  静  张竞丹

摘  要：医疗众筹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关注和热议。个体在众筹平台发起筹款项目，借助互联网

尤其是社交媒体进行信息扩散，请求社会公众提供资金捐助以支付医疗费用。本研究运用内容

分析法，考察了2014—2020年医疗众筹在国内媒体上的呈现图景。研究发现，国内媒体对医疗

众筹持中立或正面态度，将医疗众筹呈现为贫困大病患者获得“救命钱”的途径。媒体报道通

常由争议事件驱动，也常伴随着对当前医疗众筹实践的伦理问题、法律困境和解决对策的讨

论。信息真实性、资金滥用问题的媒体显著度最高，众筹平台自律、政府监管被呈现为最主要

的问题对策，这与我国慈善事业现况、公众对慈善事业透明度的持续关注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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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众筹”“大病众筹”或“与健康相关的众筹”，是当前全球互联网空间的一个热门现象。

截至 2017 年 10 月，欧洲及北美的主要国家共有 76 个医疗众筹网络平台 a。在国外，医疗众筹

（Medical Crowdfunding）有两大类型：一是为开展医学研究发起的筹款项目；二是为解决个体

医疗相关费用发起的筹款项目，绝大多数研究关注后者。2014 年，以轻松筹为代表的专门性众

aBassani G，Marinelli N，Vismara S．Crowdfunding in healthcare［J］．The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2019，44（4）：

129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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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平台的出现，标志着医疗众筹在我国互联网空间的流行。它是后一种类型：因无力承担较大

金额的医疗相关费用，个体在众筹平台发起筹款项目，借助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进行信息扩

散，请求社会公众提供资金捐助。国内研究也用公益众筹、慈善救助众筹等概念来指称这一现象，

将它视为“互联网 + 公益”“社交媒体 + 公益”领域的新现象。

近十年里，医疗众筹在全球范围的普遍流行吸引了愈来愈多的关注。从宏观上看，医疗众

筹的兴起被认为是对所属国家或地区既有公共医疗系统的一种回应，是当前问题的一种映射。

从微观上看，借助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的连接能力，医疗众筹为身处疾病、经济双重困境

的个体获得及时救助带来了新的可能。作为一种新技术、医疗服务、社会公益、互联网金融等

交互作用下的产物，医疗众筹在实践过程中展现出复杂、多样的情形。本研究考察了 2014—

2020 年医疗众筹在国内媒体上的呈现图景，揭示媒体在针对医疗众筹的基本态度、当前实践的

问题、解决对策等方面对医疗众筹的建构。

一、医疗众筹研究现状

医疗众筹吸引了来自社会学、法学、管理学、传播学、医学等多领域学者的关注。梳理国

内外相关文献，发现已有研究主要围绕众筹信息传播、众筹参与者、医疗众筹的不平等问题三

个方面展开。

医疗众筹和一般性的网络公益能产生“聚沙成塔”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互联网的信

息传播优势。诸多研究考察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公益信息传播效果（主要体现为资金捐赠和信

息扩散）及其影响因素。一方面，在社交媒体上的社会网络极大地影响了公益信息传播效果 a。

有高水平社交资本、精英型社交对象的“节点”，能够实现跨群体传播的社会网络，有助于公

益项目到达更广泛的人群、获得更高的捐赠额。另一方面，公益信息传播效果还取决于公益主题、

救助对象身份、发起人身份、目标金额等信息内容特征 b。医疗众筹作为网络公益的一个类别，

它的筹款率比支教助学、动物保护、扶贫、救灾等类别要低，筹款率也与信息转发、扩散密切

相关 c。医疗众筹的筹款效果主要取决于受助人在微信及现实中的人际关系网络；人际关系网

络越多元、广泛，资源禀赋越好，筹款效果也越好 d。

a刘绩宏．利他网络与社交网络的拟合——关于微公益信息传播效果的改进［J］．新闻界，2011（8）：85-91．沈阳，

刘朝阳，芦何秋，等．微公益传播的动员模式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3）：96-111．

b钟智锦．社交媒体中的公益众筹：微公益的筹款能力和信息透明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8）：68-83．

c刘永昶，卢广婧璇．环保微公益活动信息传播效果研究——以微信公益平台为例［J］．新闻大学，2017（1）：102-

109．钟智锦．社交媒体中的公益众筹：微公益的筹款能力和信息透明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8）：68-83．

d王建民，宋金浩．网络空间中的差序格局——“众筹”的社会学研究［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6）：55-61．贺寨平，金宇星．虚拟空间中的社会资本——以微信“轻松筹”中的医疗众筹为例［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9（2）：5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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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助者和捐助者是医疗众筹活动的主要参与主体。另一支研究关注求助者、捐助者的行为

动机及策略，对医疗众筹信息传播的前因作了更细致的探究。就求助者而言，发起医疗众筹既

是自我信息披露，也是一个有关自身疾病和痛苦的公开叙事过程。他们在隐私损失、资金及社

会支持之间权衡利弊，来决定信息披露程度；在网络公开叙事中获得更加积极的身份：不再是

一个“病人”，而是一个更加开放、坦诚及勇敢的人，甚至成为某类健康问题的代言人 a。求

助者在众筹文本层面还会使用特定的叙事策略以寻求捐助。北美语境下，医疗众筹求助者通常

将自己建构成工作努力、坚强乐观的形象，极少只展示脆弱、无助一面 b。在中国，求助者采

用伦理叙事、自我标签化、道德化等叙事策略，构建自身的弱者身份来进行情感动员 c。医疗

众筹捐助者的两类参与行为——资金捐助与信息分享——也受到不同动机的驱动 d。

医疗众筹实践过程中的不平等问题，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学术关注。这与前文讨论的众筹信

息传播、求助者叙事策略也密切相关。从伦理学视角来看，除信息虚假、隐私侵犯等由具体实

践产生的伦理问题外，更深层次的伦理担忧与当前通行的医疗众筹模式相关。这一模式所隐含

的价值观是医疗商品化，它意味着捐助的优先顺序、资源分配不再按求助者需求及资源有效利

用原则来分配，而是如商品进入市场竞争 e。高度依赖社交媒体的项目扩散方式是医疗商品化

的一大体现。医疗众筹项目凭借文本所展示的个体魅力和情绪感染力、求助者的社会地位、项

目发起人的社交媒体素养等 f，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竞争公众的注意力和捐助资源。这种竞争将

导致捐助资金及医疗资源沿着社会阶层出现分化。

一系列经验研究也揭示出医疗众筹现存的不平等倾向。首先，不同社会群体在发起医疗众

筹项目上存在差异。在北美主流的医疗众筹平台和社交媒体平台上，相较于白人、男性，有色

aGonzalesA L，Kwon E Y，Lynch T，et al． “Better everyone should know our business than we lose our house”：Costs and 

benefits of medical crowdfunding for support, privacy, and identity［J］．New Media & Society，2018， 20（2）：641-658．

bPaulus T M，Roberts K R．Crowdfunding a “real-life superhero”：The construction of worthy bodies in medical campaign 

narratives［J］．Discourse，Context & Media，2018（21）：64-72．

c李京丽．网络求助文本的话语研究——对“轻松筹”和“微爱通道”的三个案例分析［J］．新闻界，2016（11）：

47-53．李彪．社交媒体平台议题的动员策略与表达机制——基于新浪微公益平台众筹项目标题的文本分析［J］．当代传

播，2017（6）：94-96．

d李静，杨晓冬．社交媒体中“医疗众筹”信息分享行为研究：转发还是不转发？［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

（2）：64-79．陈娟，李金旭．“利他”的捐助与“利己”的信息分享——“轻松筹”项目的参与动机研究［J］．新闻大

学，2018（6）：91-100．

eSnyder J．Crowdfunding for medical care: Ethical issues in an emerging health care funding practice［J］. Hastings Center 

Report，2016，46（6）：36-42． 

fSnyder J．Crowdfunding for medical care：Ethical issues in an emerging health care funding practice［J］．Hastings Center 

Report，2016，46（6）：36-42．Berliner L S，Kenworthy N J．Producing a worthy illness: Personal crowdfunding admist financial 

crisis［J］．Social Sciences & Medicine，2017（187）：233-242． 



·60·
医疗众筹的媒体图景：态度、问题与对策 2024 年 1 月

第 5 卷第 1 期

https://doi.org/10.35534/cnr.0501005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cnr

人种、女性更少作为求助者发起医疗众筹项目 a。另一项研究更直接地揭示出：在加拿大，发起

癌症类医疗众筹项目的求助者通常是有更高收入、更高住房拥有率、更高教育水平的群体 b。

其次，医疗众筹项目的筹款效果也有较为明显的阶层差异。同样在北美，白人、男性（或

在跨性别中成为男性）的项目成功率更高 c。在中国，研究发现，求助者的社会圈子和社会资本

决定筹款效果，而前者与职业、受教育程度、地域等社会分层指标密切相关 d。换言之，在疾病

面前更加脆弱的贫困群体通常处于较小的社会圈子，圈内的资源有限，也不具备跨群拓展的能力。

最后，医疗众筹文本中有关疾病、身体、价值的常用话语也在复制既定的社会规范，将边缘群体（如

有色人种、单亲母亲、移民）排斥在外 e。 

二、医疗众筹的媒体报道

学者开始关注到医疗众筹的媒体呈现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斯奈德 f 发现，不论是重大灾

难事件中的医疗需求（如 2012 年美国科罗拉多州奥罗拉发生的严重枪击案），还是个体发起的

医疗众筹项目，都可能引发媒体关注，而媒体报道中出现的链接可以将公众引向网络众筹页面，

这将导致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平等。默多克等人 g 对美国、加拿大两国主流媒体 2015—2017 年的

医疗众筹报道进行分析，有更加系统的发现：超过 80% 的媒体报道都告知公众如何进行捐赠，

近 60% 的媒体报道插入了医疗众筹项目的超链接。甚至，当某些医疗众筹项目涉及未被证实的

aKenworthy N，Dong Z，Montgomery A，et al．A cross-sectional study of social inequities in medical crowdfunding campaigns in 

the United States［J］．PLOS ONE，2020，15（3）：e0229760．

bDuynhoven A，Lee A，Michel R，et al．Spatially exploring the intersection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Canadian cancer-related 

medical crowdfunding campaigns［J］．BMJ Open，2019，9（6）：e026365．

cKenworthy N，Dong Z，Montgomery A，et al．A cross-sectional study of social inequities in medical crowdfunding campaigns 

in the United States［J］．PLOS ONE，2020，15（3）：e0229760．Barcelos C A．Go fund inequality: The politics of crowdfunding 

transgender medical care［J］． Critical Public Health，2020，30（3）：330-339．

d王建民，宋金浩．网络空间中的差序格局——“众筹”的社会学研究［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6）：55-61．贺寨平，金宇星．虚拟空间中的社会资本——以微信“轻松筹”中的医疗众筹为例［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9（2）：54-60．

eBarcelos C A．Go fund inequality: The politics of crowdfunding transgender medical care［J］．Critical Public Health，2020，

30（3）：330-339．Paulus T M，Roberts K R．Crowdfunding a “real-life superhero”：The construction of worthy bodies in medical 

campaign narratives［J］．Discourse, Context & Media，2018（21）：64-72．Berliner L S，Kenworthy N J．Producing a worthy 

illness: Personal crowdfunding admist financial crisis［J］．Social Sciences & Medicine，2017（187）：233-242． 

fSnyder J．Crowdfunding for medical care：Ethical issues in an emerging health care funding practice［J］. Hastings Center 

Report，2016，46（6）：36-42．

gMurdoch B，Marcon A R，Downie D，et al．Media portrayal of illness-related medical crowdfunding: A content analysis of 

newspaper articl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J］．PLOS ONE，2019，14（4）：e0215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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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方案时，媒体报道仍向公众作出间接或直接的捐赠呼吁 a。研究者担忧，主流媒体对医疗

众筹的普遍倡导可能引发广泛的伦理和公共健康影响。

国内研究尚未关注医疗众筹的媒体呈现。但从经验观察看，“小凤雅”、德云社吴鹤臣、

水滴筹扫楼事件等医疗众筹事件在公共空间引发了热议，也涌现出了大量的媒体报道。本研究

对国内媒体的医疗众筹报道展开系统的内容分析，关注以下三个问题：国内媒体对医疗众筹的

基本态度是什么；在媒体报道图景中，当前医疗众筹实践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针对现存问题，

媒体报道凸显的解决方案有哪些。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研究使用的媒体内容样本通过以下步骤获得。首先，在慧科新闻

数据库检索国内媒体相关报道，检索时段为 2014—2020 年，检索关键词包括：“医疗众筹”“大

病众筹”“轻松筹”“水滴筹”“网络众筹”“公益众筹”“慈善众筹”“微公益”。选择

2014 年为起点，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医疗众筹平台在 2014 年涌现；另一方面，2014 年“冰桶挑战”

活动引发了媒体和公众对公益众筹的广泛关注。其次，在检索结果基础上，剔除主题不相关和

重复的文章，获得 443 篇媒体报道样本，纳入最终的内容分析。报道类型包括新闻和评论，媒

体类型包括我国的主流报纸和重要的网络媒体（自媒体除外）。

本研究综合运用演绎法和归纳法来构建内容分析类目。借鉴前人研究 b，并阅读媒体报道，

识别出 4 个关键变量，并构建变量的下属类目。变量分为以下三类。第一，媒体报道的“基本

态度”，它设定了对医疗众筹的基本认知框架，具体分为：（1）对医疗众筹现象的态度；（2）

对具体众筹活动的态度。第二，医疗众筹的“现存问题”。第三，针对现存问题的“解决方案”。

“现存问题”和“解决方案”两个变量的具体类目，分别在表 1、表 2 中列出。除“基本态度”

外，其余两个变量都被构建为多选题，因同一篇报道通常涉及多个问题或解决方案。

四、研究发现与讨论

2014 至 2020 年，国内媒体有关医疗众筹的报道分布如图 1 所示。媒体对医疗众筹这一新生

事物的关注度总体呈上升趋势，尽管报道数量在不同年份上有所波动。媒体报道具有事件驱动

的特征，医疗众筹实践中出现的争议性事件通常会吸引大量的媒体关注。如图 1 所示，媒体对医

aMurdoch B，Marcon A R，Downie D，et al．Media portrayal of illness-related medical crowdfunding: A content analysis of 

newspaper articl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J］．PLOS ONE，2019，14（4）：e0215805．

bMurdoch B，Marcon A R，Downie D，et al．Media portrayal of illness-related medical crowdfunding: A content analysis of 

newspaper articl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J］．PLOS ONE，2019，14（4）：e0215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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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众筹的报道在 2016 年出现第一个高峰（52 篇），在 2018 年出现第二个高峰（87 篇），并在

2019 年到达顶点（161 篇）。相应地，这些年份也出现了具有标志性的重大争议事件：2016 年“罗

尔”事件、2018 年“小凤雅”事件，以及 2019 年德云社“吴鹤臣”和水滴筹扫楼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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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媒体报道数量在不同年份的分布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media coverage in different years

（一）媒体对医疗众筹持中立或正面态度

对新兴的医疗众筹现象，绝大多数报道持中立态度（87.6%）或正面态度（4.3%），只有 8.1%

的报道持负面态度。在 443 个样本中，67.5%（299 篇）的报道涉及具体医疗众筹活动。呈现具

体众筹活动时，媒体基本持中立态度（59.2%）或负面态度（31.1%）。这意味着，那些失范的、

引发争议的医疗众筹活动作为一种“坏消息”，更容易被媒体报道，因为其中充满负面色彩的

故事和争议符合新闻价值标准。

尽管媒体报道更多由争议性众筹活动驱动，但它们总体上肯定医疗众筹在救急救难上发挥

的作用。国内媒体将医疗众筹呈现为贫困患者获得“救命钱”的一大途径，认为医疗众筹是对

当前大病医保制度和传统慈善事业的有力补充。默多克等人 a 的研究显示，美、加两国主流媒

体对医疗众筹现象和医疗众筹活动都持正面态度，媒体对医疗众筹持倡导立场。与之相比，国

内媒体并没有倡导医疗众筹，在肯定其实际作用的同时关注具体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aMurdoch B，Marcon A R，Downie D，et al．Media portrayal of illness-related medical crowdfunding：A content analysis of 

newspaper articl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J］．PLOS ONE，2019，14（4）：e0215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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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媒体凸显医疗众筹的伦理问题和法律困境

在研究所分析的 443 篇媒体报道中，92.6% 的报道都讨论了国内医疗众筹的现存问题。伦

理问题和合法性问题在媒体报道中都得到凸显。表 1 详细展示了不同类型的问题和它们在媒体

中的显著程度。

媒体显著度排在前五位的问题分别是：信息的真实性、资金滥用、医疗众筹的合法性、众

筹平台的商业化，以及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分别有 71.8% 和 63% 的报道讨论信息真实性和资金

滥用问题，并且这两大问题高度关联。在报道争议性医疗众筹活动时，治疗费用和家庭财产信

息的真实性、众筹资金的使用一直是媒体关注的核心问题。从 2016 年“罗尔”事件、在德留学

生患白血病众筹事件，到 2017 年“苏州小伙”为母众筹事件、2018 年“小凤雅”事件，再到

2019 年德云社“吴鹤臣”和虚假病例众筹事件，都是如此。对信息真实性、资金滥用两大问题

的强调，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社会公众对医疗众筹流程透明度的质疑乃至对公益慈善事业普遍的

信任危机。以 2011 年“郭美美”事件为标志，我国慈善事业领域信任危机集中爆发；随着社交

媒体和“微公益”的流行，这场信任危机从传统官方慈善组织进一步扩散至民间机构和个体求

助者。在医疗众筹领域，一些呈病毒式扩散、快速完成高额筹款的项目也往往因求助信息真实性、

筹款使用问题引发舆论“反转”，进入媒体的报道议程。

表 1  媒体报道中医疗众筹的现存问题

Table 1 Existing problems of medical crowdfunding in media reports

现存问题 描述
频次

（百分比）

医疗众筹信息的真实性 众筹信息是否属实，如求助者是否真实填写众筹病因、家庭经济状况
318

（71.8%）

医疗众筹资金滥用 用于疾病治疗的众筹资金是否存在其他用途，尤其是不合理的生活消费
279

（63.0%）

医疗众筹的合法性 医疗众筹平台或医疗众筹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如《慈善法》
142

（32.1%）

众筹平台的商业化 众筹平台的商业模式是否合理，商业化对公益众筹活动的影响
138

（31.2%）
医疗众筹资源分配的公
平性

众筹资源是该济贫还是救急，如经济地位高的人是否有必要进行众筹
137

（30.9%）
医疗众筹的信息模式困
境

典型信息模式（突出悲情元素、利用求助者关系圈进行扩散）是否会影响医疗
众筹的长期发展；“冰桶挑战”的娱乐化是否会影响实际捐款效果

49
（11.1%）

医疗众筹的社会监督尺
度

医疗众筹的社会监督边界应该在哪里，如过度监督带来流言、谣言问题
22

（5.0%）

医疗众筹的个人隐私问题 医疗众筹中是否存在个人隐私信息被泄露、被侵犯的情况
6

（1.4%）

其他问题
如：医院能否设置准入门槛，限制医疗众筹平台的“扫楼”行为；医疗众
筹平台是否要转变平台性质，成为以社会责任为先的“社会型企业”

5
（1.1%）

未涉及问题 媒体报道没有提及当前医疗众筹活动、众筹平台存在的问题
33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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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众筹的合法性在媒体中也较为凸显，有 32.1% 的报道涉及这一问题。对医疗众筹合法

性的讨论，不仅涉及轻松筹、水滴筹等专门性众筹平台，还涉及更早流行起来的新浪微公益项目。

网络平台在资金募集中的角色和资质、个人发起众筹求助项目的法律定位是其中的焦点问题。

2016 年施行的慈善法为规范医疗众筹提供了一定的法律框架，但它主要针对慈善组织的募捐行

为，对多数医疗众筹项目所涉及的“个人求助”未作明确规定。这也是争议性活动引发媒体持

续讨论医疗众筹法律困境的现实原因。

众筹平台商业化和资源分配公平性问题有大致相当的媒体显著度。媒体对轻松筹、水滴筹

等专门性众筹平台商业化的讨论，包括早期对个人救助项目收取手续费、当前形成的“医疗众

筹 + 互助 + 保险”商业模式，以及流量引导问题。2019 年水滴筹医院“扫楼”事件、2020 年水

滴筹与轻松筹地推人员发生冲突，更是掀起了媒体对医疗众筹“公益还是生意”的热议。资源

分配的公平性也是媒体经常提及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对医疗众筹“救急还是济困”的争论。医

疗众筹项目依赖社交媒体、社交圈进行扩散，使参与捐赠和信息扩散的公众能够对求助者情况

进行查验、质疑。德云社吴鹤臣、“罗尔”和其他引起众筹公平性争论的事件，都因求助者的

社会经济地位或在社交媒体呈现的生活消费水平与公众理解的“济困”存在一定反差。

此外，一部分报道讨论了众筹信息传播困境和医疗众筹的社会监督尺度。个人隐私泄露的

媒体显著度极低，只有 1.4% 的报道涉及这一问题。众筹文本中的自我披露是求助者呼吁公众捐

赠的重要策略，国内外相关研究都认为求助者及其家庭成员的隐私泄露是医疗众筹实践中较为

突出的伦理问题 a。但本研究发现，在国内媒体报道图景中，个人隐私泄露尚未成为一个显著、

急迫的问题。

（三）解决方案集中于平台自律和政府监管

针对医疗众筹实践中的问题，大部分报道（74.9%）呈现了相关解决方案。医疗众筹平台自

律和政府监管是媒体报道中最常提及的两大方案。不同解决方案及其媒体显著度如表 2 所示。

众筹平台及行业自律的媒体显著度最高，并且远高于其他解决方案的显著度。如前所述，

信息真实性、资金滥用、资源分配公平性是媒体凸显的三大问题，它们都与医疗众筹流程的透

明度相关。相应地，众筹平台和众筹行业也被呈现为主要责任主体，对上述问题的产生和解决

负有责任，形成并完善平台及行业自律。具体包括：优化求助者审核流程、跟进善款使用及剩

余资金的处理、建立“失信筹款人黑名单”并视情况上报相关部门及征信机构等。2018 年轻松筹、

aSnyder J．Crowdfunding for medical care：Ethical issues in an emerging health care funding practice［J］. Hastings Center 

Report，2016，46（6）：36–42．Jin P．Medical crowdfunding in China：Empirics and ethics［J］．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

2019，45（8）：538-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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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滴筹和爱心筹联合发布自律倡议书和自律公约，2020 年上述三家众筹平台和 360 大病筹签署第

二版行业自律公约，是平台自律的两个标志性事件，吸引了媒体大量关注。此外，2019 年水滴筹

医院扫楼事件还引发媒体对平台自律效果的质疑，将平台自律公约失效归因于平台的商业化。

表 2  媒体报道中医疗众筹现存问题的解决方案

Table 2 Solutions to existing problems of medical crowdfunding in media reports

解决方案 描述
频次

（百分比）
医疗众筹平台及行
业自律

医疗众筹平台、医疗众筹行业主动解决问题，如平台签署《个人大病求
助互联网服务平台自律公约》、加强事前人工审核等

281
（63.4%）

政府监管 / 政策及
制度完善

政府部门加强对众筹平台的监督及处罚力度，如民政部约谈众筹平台；
完善医疗众筹、公共医疗卫生相关的政策及制度，如大病医保、医疗救
助

204
（46.0%）

第三方机构及其他
社会监督

发挥独立审计机构或第三方评估机构的监管作用，如房产、银行、征信
等机构可协助核实求助者信息；动员媒体及公众参与监督

127
（28.7%）

相 关 法 律 法 规 的
完善

建立并完善针对医疗众筹的法律法规，如修订《慈善法》
103

（23.3%）

求助者个体责任
求助者对众筹信息（治疗情况、家庭财产状况、资金后续使用）的真实
性负责

49
（11.1%）

公众信息辨别能力
的提升

公众在捐款时要增强信息辨别能力，以防上当受骗；了解医疗众筹平台
的资质、捐款机制

36
（8.1%）

新技术的采纳 采用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筹款透明度
27

（6.1%）
众筹平台商业模式
的调整

医疗众筹平台减少手续费、考虑改变“医疗众筹 + 互助 + 保险”的商业
模式

26
（5.9%）

其他解决方案 如患者应购买商业保险、众筹平台改变平台性质、医院设置救助基金
13

（2.9%）

未涉及解决方案 媒体报道没有提及问题的解决方案
110

（25.1%）

除平台及行业自律外，媒体还强调外部监管监督对规范医疗众筹实践的重要性。有 46% 的

报道关注政府监管，包括建议政府部门加强对众筹平台的监管、加大对失范行为的处罚力度、

建立多部门联合监管机制、形成针对医疗众筹的规范，以及完善大病医保和医疗救助制度。媒

体对政府监管的凸显，与民政部规定众筹平台作为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的角色、约谈轻松

筹相关人员、要求众筹平台整改信息审核把关等事件相关。

加强社会监督、完善法律法规也是媒体常提及的解决方案。第三方机构及其他社会监督，

主要是指发挥公众、媒体及第三方机构的作用，监督众筹平台的运作流程、求助者的信息真实

性及资金使用。就相关法律法规而言，2016 年《慈善法》的通过和施行，为医疗众筹行为和众

筹平台的规范运作提供了一定依据。但《慈善法》主要针对慈善组织的募捐行为，对多数医疗

众筹所涉及的“个人求助”仍缺乏明确规定，这也是媒体讨论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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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媒体报道中的解决方案还涉及求助者个体责任、公众提升信息辨别能力、新技术采纳、

众筹平台商业模式调整。从技术维度（如采用区块链、人工智能）来提升众筹流程的透明度也

出现在媒体讨论中。

五、结语

医疗众筹是新媒介技术、金融、医疗服务、社会公益等多条件下的新产物。一方面，医疗

众筹为遭遇突发重大疾病的个体及家庭提供了一个向社会公众寻求医疗资金支持的途径；另一

方面，医疗众筹也因骗捐、诈捐、流程不透明等问题面临社会争议。本研究对国内媒体相关报

道进行内容分析，勾勒出医疗众筹的媒体报道图景。在媒体报道医疗众筹的基本立场、凸显的

现存问题及解决方案上，本研究发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倾向。

首先，国内媒体总体上将医疗众筹看作是罹患重大疾病的贫困患者获得“救命钱”的途径。

尽管骗捐、诈捐、众筹资金滥用、众筹平台地推模式等负面事件引发了较高的媒体关注度，但

媒体对医疗众筹现象、具体众筹活动主要持中立或正面态度。医疗众筹被呈现为公共医疗覆盖、

既有社会救助和慈善救助体系之外，面临灾难性医疗支出的个体及家庭寻求社会资金支持的一

个途径。默多克等人分析美、加两国媒体相关报道，也发现了媒体对医疗众筹持普遍的积极态

度 a。这种媒体环境有利于医疗众筹的合理化，也可能引发更深的伦理担忧——减缓甚至阻碍

公共健康系统朝着更公平的目标作结构性改变 b。

尽管国内媒体对医疗众筹持中立或正面态度，但媒体报道的涌现通常由负面事件驱动，也

常伴随着对当前医疗众筹实践的伦理问题、法律困境和解决对策的广泛讨论。信息真实性、资

金滥用、医疗众筹合法性这三大问题的媒体显著度最高，与我国慈善事业的现况相呼应。前两

大问题的焦点都在医疗众筹流程的透明度上，可看作是 2011 年“郭美美”事件以来社会民众对

国内慈善事业信任危机的一种延续。我国现行慈善法对绝大多数医疗众筹项目所属的“个人求助”

未作明确规定，这是媒体持续关注医疗众筹法律困境的现实原因。媒体对问题解决方案的讨论

也集中于通过平台自律、政策与制度完善、法律法规、第三方监督、新技术等方式来提高众筹

流程的透明度，将网络众筹平台、政府作为凸显问题解决的两大责任主体。

值得指出的是，资源分配的公平性也有一定的媒体显著度，这呼应了学界对医疗众筹健康

不平等问题的伦理担忧。在医疗众筹兴起之初，研究者就提出其可能引发众筹资金分配、健康

aMurdoch B，Marcon A R，Downie D，et al．Media portrayal of illness-related medical crowdfunding：A content analysis of 

newspaper articl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J］．PLOS ONE，2019，14（4）：e0215805．

bSnyder J．Crowdfunding for medical care: Ethical issues in an emerging health care funding practice［J］．Hastings Center 

Report，2016，46（6）：3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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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分配的不平等问题。越来越多的经验研究 a 也开始证实，社会经济背景、数字媒介素养、

文化象征资源、社会资本等结构性的“沟”会与医疗众筹涉及的资源分配相勾连，使既有的健

康不平等得以再生产。国内媒体提及资源分配公平性问题，其焦点在于医疗众筹应用于“救急”

还是“济困”，即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在遭遇重大疾病时是否有发起医疗众筹的正当性。

a如Paulus T M，Roberts K R．Crowdfunding a “real-life superhero”：The construction of worthy bodies in medical campaign 

narratives［J］．Discourse, Context & Media，2018（21）：64-72．Duynhoven A, Lee A, Michel R, et al. Spatially exploring 

the intersection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Canadian cancer-related medical crowdfunding campaigns［J］．BMJ Open，2019，9

（6）：e026365．Kenworthy N，Dong Z，Montgomery A，et al．A cross-sectional study of social inequities in medical crowdfunding 

campaigns in the United States［J］．PLOS ONE，2020，15（3）：e02297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