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行理财网
区块链能给公益带来什么？

区块链具有不可篡改、数据永久留存等特性。公益领域对信息透明化有着较为强烈
的需求，区块链的特点可以很好地与之结合。本文分析了公益场景的用户划分、产
品目标以及痛点分析，介绍了区块链公益解决方案和平台架构。

本文基于一个区块链公益平台，侧重从产品角度思考反馈和激励在公益产品中的应
用，利用个体自私的心理达成了公益氛围的持续向上。

在公益产品中，公益信息透明化反馈很重要。反馈是用户和平台之间的天然纽带，
它将自我利益和公益项目利益绑定，拉进了用户和公益项目的心理距离，让用户成
为这个公益项目的一部分。

作为平台，应该抓住多数用户的虚荣心理、以及做好事渴望被看到（或表扬）的心
理，利用富有仪式感的表现方式，辅助以情感真挚的内容来打动用户。

激励的好处在于，让公益上的付出多了一种形式存在于用户心中（时间币），增加
普罗大众在公益项目上的参与欲望（假定“参与欲望 = 获得感 — 付出感”）。用
户参与公益不仅收获了内心的满足，还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时间币奖励。

一、用户划分和产品目标

在商业场景中，用户类型的划分通常要考虑年龄、职业、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等多个
维度。在公益场景中，依据商业场景划分的不同类型的用户在公益意愿上的表现差
异可能并不明显。

公益意愿受社会文化以及人之天性的影响，因此过于细致的用户划分反而不具有较
大意义。另一方面是，本文所参考的项目主要针对大学生，目标群体的特征本就明
确。

因此，在公益场景里，根据用户在和精神和行动层面的体现，我们定义了四类用户
，以下分别用A、B、C、D代指。这里备注一下大致的划分依据：

精神层面：是否较为关注公益事件，或发表相关感想，表面上是否积极。行动层面
：是否经常参加具体的公益行动，如捐赠资金、物资和志愿服务等，行动上是否积
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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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目标：

更多的“普通人B”→“完美用户A”；更多的“冷淡人士C”→“普通人B”；更
多的“行动家D”→“完美用户A”。

二、现有公益场景的痛点分析1. 传统的公益信息反馈

近年来，公益机构信息缺乏透明的问题常见诸报端。比如前不久新冠疫情期间，部
分网民对武汉红十字会等机构产生质疑和不信任感。

在传统机制下，公益机构接受到的捐赠资金、物资和服务的来源和去向很难被真实
记录和追踪。公益机构对于公益数据的管理处于中心化的地位。

在监管有限的情况下，即使有数据记录也难以消除公众的不信任感。此外，公益数
据存在被篡改的可能，这是中心化数据库无法解决的问题。

传统的公益平台难以给用户带来真正想要的反馈。一方面信息不透明让反馈流于形
式，另一方面现有的反馈机制难以带来良好的用户体验。

2. 为什么要做反馈&什么才是用户想要的反馈

根据上面的用户划分和调研可知，当出现负面公益事件时，公益机构的公信将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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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验。

与此同时，用户A、B的公益积极性受影响较C、D大，公益积极性受影响难免会反
映到后续的公益行动上。

这是一个正反馈系统，如果没有官方监管和媒体监督等机制，长期下去会严重影响
社会的公益文化和氛围。

公益信息的不透明难免让公众产生疑虑。究竟有没有人暗箱操作？有没有人以权谋
私？

早些年出现的“乞丐诈捐”现象也是同样的道理，许多人为避免被骗或捐赠钱物被
滥用，索性不做此类公益了。

从产品目标出发，思考两个问题。普通人为什么做公益？什么情况下他们会多做一
点公益？

在普通的公益平台，我做完公益后，可能担心志愿行为没有被记录。

为什么担心没有被记录呢？

因为没有被记录，会有种白白付出的感觉。

做公益不是不图汇报吗？

对啊，但如果能收到反馈我会很开心。

从同理心出发，人都有自私的一面。多数人都不可能是圣人，假使公益不求回报很
多人能接受，但我们可能无法接受自己对公益的热情和付出看不到任何结果和反馈
。

贫穷、疾病、歧视等社会现象即使短期内看不到完全消除的迹象，但只要我们的行
为可以带来一点改变，也有人愿意去做。

公益也是如此。人性可能经不起考验，没有多少人愿意将热情投入到一片汪洋中而
泛不起一点浪花。

在公益产品中，公益信息地透明化反馈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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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不仅仅包括资金、物资和服务，还应该包括项目后续的进展情况。

反馈是用户和平台之间的天然纽带，它将自我利益和公益项目利益绑定，拉进了用
户和公益项目的心理距离，让用户成为这个公益项目的一部分。同时，反馈也是一
种心理激励，满足了用户做完公益后的情感表达需求。

用户想要的反馈也并非简单的项目信息汇报。

作为平台，应该抓住多数用户的虚荣心理、以及做好事渴望被看到（或表扬）的心
理，利用富有仪式感的表现方式，辅助以情感真挚的内容来打动用户。形式可以丰
富多样，比如在app内可以设计感谢信和志愿签字墙等方式。

3. 传统公益激励的不足

由于存在手工记账、管理混乱、缺少监管等原因，传统记录方式存在诸多弊端。此
外各个公益机构通常只记录各自的数据，没有一个统一的信息整理部门，想将这些
数据整合在一起的可能性较低，公益机构之间存在多个数据孤岛。

不同的公益机构的福利兑换往往标准不一，且大多只能在同一公益机构使用，这也
让激励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4. 为什么要做时间银行

如果公益数据能够流转而不再是数据孤岛，就有机会建立时间银行。所谓“时间银
行”，是指用参与公益服务的时间来量化志愿者的付出，并借鉴银行“当下储存、
未来支取”的存兑模式，实现志愿者群体互利共赢的公益新形态。

如果采用联盟链的形态，可以将各类公益机构吸纳进来并打通内部数据。比如用户
参加了联盟内机构组织的公益行为并获得时间币，就可以去联盟内其他公益机构兑
换服务，即使联盟内某家公益机构消失，也不影响时间币的兑换，激励的有效性大
大提高。

时间银行可以带来什么？

时间银行的目标是吸纳尽可能广大的用户参与到公益中来。某种程度上，利用个体
自私的心理达成了公益氛围的持续向上也未尝不是件好事，这样可以达成双赢。

试想一下，做完公益不仅可以看到项目的后续进展和反馈，还可以获得“时间币”
来兑换服务，这何尝不是一件喜闻乐见的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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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降低对公益的道德门槛，公益才能唤醒更多普罗大众的参与热情。

激励的好处在于，让公益上的付出多了一种形式存在于用户心中（时间币），增加
普罗大众在公益项目上的参与欲望（假定“参与欲望 = 获得感 — 付出感”）。用
户参与公益不仅收获了内心的满足，还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时间币奖励。

时间币的消费满足了用户爽的需求，刺激用户获得更多时间币。

当然，这是建立在对兑换物品或服务的精心设计上，比如可以加入个性化、时尚潮
流、稀缺等元素，迎合不同类型用户的特点。传统的兑换福利目前看来吸引力仍然
有限。

三、区块链公益解决方案

在区块链平台平台，我们希望实现公益数据全流程收集和信息透明化反馈，通过时
间币的机制达成公益的正向激励。

1. 数据全流程收集和信息透明化反馈

新的用户加入，便拥有唯一的身份合约作为唯一身份档案，其记录了用户的所有公
益数据。每当完成公益项目后，可以根据已有的标准获得相应的时间币。

公益机构会在原有的公益系统中为用户录入所有数据，数据会自动记录在用户的身
份合约里面。

数据的修改需要提交申请并经过管理组同意，之后会将修改后的数据存证，同时记
录修改的操作过程。区块链一经上链不可修改，即使更新了数据，旧有数据和更新
后数据也会同时存在，不存在数据替换和丢失的情况，保证数据不存在恶意篡改以
及可溯源。

同时，区块链由多个节点组成，每个节点均保存着所有的链上数据，少数节点出现
问题不影响数据的安全性和完备性。

2. 时间币交易

区块链记录着所有用户的公益数据和时间币信息。当用户需要通过时间币兑换相应
服务时，交易可根据智能合约的规则来执行而无须中间人，同时交易数据也会被记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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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区块链公益平台架构

五、总结

区块链去中心化和不可篡改的特点能够很好地和公益结合。总体来看，区块链的应
用可以提高公益信息的透明度。同时也应该看到，公益信息反馈要有新的表现方式
，如何让反馈加深用户和公益机构间的深层联系也是需要考虑的。

时间币是基于区块链技术维系的一个信任体系，其技术实现和价值信用有一定的基
础，时间银行的出现让”做公益是另一种形式的回报“的价值理念能够更好地被践
行。

区块链技术的潜力不可忽视，但是否要用到区块链，仍取决于区块链能解决什么问
题、创造什么价值？

好的公益平台需要对反馈和激励机制精心设计，区块链从技术层面解决了传统的反
馈和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从公益角度看，区块链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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