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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复旦大学微信公众号 4月
23日消息，复旦大学建校 120周
年来临之际，复旦大学材料系高

分子专业 1985级校友李平、历史
学系 1986级校友廖梅夫妇决定
为母校一次性捐赠 10亿元，支持
建设复旦大学学敏高等研究院。

文章称，学敏高等研究院定

位为世界顶尖的自然科学领域

高水平基础研究和交叉研究机

构，以交叉性、前沿性、国际化为

建设宗旨，致力成为世界顶尖的

科技创新策源地，为国家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科技强

国，贡献复旦力量。

该研究院面向全球招募博

士毕业五年以内、国际最顶尖的

青年科学家，支持青年科学家开

展原创突破性、技术革命性和具

有深远影响力的研究工作，努力

作出颠覆传统认知、解决重大难

题或创建新学科范式的研究成

果，推动社会跨越式发展。

对于此次捐赠，廖梅表示，

“我们希望为学校捐助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应该是比较困难的———

在学术上有挑战性，需要花费很

久时间，需要很多财力支持，但是

会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我们把

它当作我们的社会责任。”

文章显示，从复旦大学本科

毕业后，李平投身商界，是宁德时

代联合创始人。廖梅在复旦读了

十年书，是著名历史学家朱维铮

教授指导的第一位国内博士生。

据《公益时报》编制发布的中

国慈善榜分析显示，近年来，校友

捐赠已成为目前国内高校获得社

会捐赠的重要来源，校友及校友

企业在支持高校学科建设、人才

培养、产学研结合等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一方面，校友捐赠在金

额及规模上不断创造新的历史纪

录，引发行业关注；另一方面，校

友捐赠也呈现出持续时间长、互

动性强等显著特征。

据不完全统计，除了此次复

旦大学获校友 10 亿元巨额捐
赠，近五年来也有几笔金额在 10
亿元级别的校友捐赠，且都引发

了舆论密切关注。

如，2021年 3月 3日北京大
学发布消息称，北京大学名誉校

董、中公教育集团董事长、1995

级校友李永新及其创建的北京

中公公益基金会捐资 10 亿元，
设立北京大学中公教育发展基

金，全面支持北大学科建设、教

学科研、师资队伍和人才培养等

各方面的发展。北京大学方面发

布的消息显示，该笔捐赠是截至

2021 年北京大学建校以来收获
的最大一笔个人捐赠，也是最大

一笔校友捐赠。此前，李永新累

计向北京大学捐赠 11.8亿元。
2021年 8月 22日，武汉大

学校友陈东升携泰康保险集团

向武汉大学捐赠 10亿元，该笔
捐赠也成为当时武汉大学校史

上获得的最大一笔捐赠，也是我

国大学医学、生命科学学科领域

数额最大的捐赠之一。资料显

示，陈东升 1979年考入武汉大
学政治经济系，自 1997年至此
次捐赠之前，陈东升曾 19次为
母校发展科教事业捐资，累计捐

赠总额超 2.9亿元。
不过，在 2023 年，该笔大额

捐赠纪录被同为武汉大学校友的

雷军打破———2023年 11月，武汉

大学 1987级计算机系校友，小米
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

官雷军向母校捐赠 13亿元。此次
捐赠主要聚焦三个方向：支持数

理化文史哲六大学科基础研究、

支持计算机领域科技创新、支持

大学生培养。该笔捐赠刷新了武

汉大学建校以来单笔最大捐赠纪

录，也是全国高校迄今收到的最

大一笔校友个人现金捐赠。

在 2023年最后一天，浙江大
学杰出校友段永平向浙江大学教

育基金会进行了总额超 10亿元
的捐赠，主要用于学校基础设施

建设、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和师生

文体活动等方面，支持学校“双一

流”建设。公开报道显示，自 2006
年起，段永平就一直在浙大建设

发展的各个关键阶段进行多次捐

赠，同时他还陆续设立了多个项

目，包括“等额配比基金”“贷学

金”“奖学金”“奖教金”以及“人才

引进基金”等。此外，他还捐赠支

持浙大图书馆基础馆、教学楼和

信电学院大楼等建设项目，拨款

用于生命科学交叉中心和文体中

心等设施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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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获校友一次性捐赠 10亿元
这些高校也曾获该级别校友捐赠

“事实上，能够存活下来，容

纳一定的人群就业，在某些细分

领域实现技术革新与突破，本身

就是企业给社会带来的最大贡

献，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绝佳彰

显。”杨维东表示，公益慈善行动

也并非仅是现金捐赠，工具箱可

结合企业业务特点灵活多样，这

方面浙江确实创新不断。

2024年，杭州骋风而来数字
科技有限公司向浙江大学捐赠

算力服务，开创了国内高等教育

领域新质生产力捐赠的先河。

“以前企业慈善捐赠跟自身

业务分布的比较开，好像一个纯

粹的外部事务。”杨方方也观测到

了这个现象，“但现在以互联网企

业为代表，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

讲公益慈善与自身业务融合。”

慈善内部化，是杨方方提到

的关键词。

她以阿里巴巴公益平台、支

付宝公益平台为例表示，越来越

多的企业既是捐赠人，也是慈善

资源的链接者、慈善土壤的夯实

者，甚至还会成为公益慈善发展

的引领者，并且影响员工、消费者

和市场，直接改变慈善行业基础

设施情况。另一种情况则是以“杭

州六小龙”为代表的新兴企业，他

们最好的公益模式便是根据自身

技术优势，观测慈善缺口。

“与商业结合得非常紧密的探

索性慈善创新，或许能够引领慈善

未来。”杨方方说，“在未来的慈善

事业发展中，‘慈’这一饱含力量不

对等的词汇或许会越来越少被提

到，而‘善’则会跟更多系统链接，

善技术、善企业、善经济……”

当下的浙江，这一观点正在

被一个个多元实践所验证，构成

“善行浙江”的多面。

技术院赋能发展

围绕“善技术”，苏家铭列举

了很多他亲身推进并发生在浙

江的应用场景：

杭州民政开创性做了中国

第一个用 VR 模拟阿尔兹海默
老人体验的内容；浙江养老板块

创新性地使用 VR技术，让老人
足不出户感受周边养老机构情

况；联合蚂蚁集团蓝马甲公益行

动，让网友用 VR 感受“老年人
用手机为什么这么难”。

公益行动与企业技术、业务相

融合的思考并非新兴企业的专利。

在杭州萧山，由谢家、径游、

安山三村与传化集团共建的乡

村振兴示范项目“谢径安·传化

农创村”引发关注，通过“政企村

农”联动模式，该农创村聚焦生

物种业、数字农业等产业方向，

打造农业科创平台，在乡村文化

与社会发展方面，项目还通过成

立村级公益基金会、全民艺术学

堂等举措激活乡村文化活力。

值得关注的是，在“谢径安·

传化农创村”，传化的员工以产

业公司技术员、基金会工作人员

等身份同在地老乡站在一起，围

绕乡村振兴牢牢扎根乡土，开展

一场庞大的社会实验，以寻找乡

土中国的共同富裕之路。

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们企业繁

衍在中华文明土壤上，有一股韧

劲、闯劲和不服输的精神，这在老

一辈企业家身上得到体现，在新一

代企业家身上更加充分体现。”

据浙江本地媒体不完全统

计，截至 2024年 3月底，浙江省
“万企兴万村”行动共有 3945家
企业（商会）结对帮扶 3527个村，
项目投资总额 308.42亿元，到位
资金 188.15 亿元，村集体增收
12.31亿元；共建成定向招工式
“共富工坊”1895 家，吸纳农村剩
余劳动力近 10万人，其中低收
入农户 12903人。

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浙江

企业扎根乡村的切实实践，并展

现出一个又一个围绕乡村振兴

开展创新公益的模型与路线。

采访中，杨方方向记者展示

了一份正在进行中的围绕现代

慈善全景中企业角色的研究，其

中列举了一个慈善资源配置层

级与企业角色适配的模型，浙江

企业是其中的研究样本。杨方方

写道，当企业都成为善企业时，

慈善组织的功能将被企业所覆

盖，慈善事业或许不再是一项独

立事业。“慈善”逐渐退出历史舞

台，但善念将无处不在，这样的

社会或许进入了更高阶的文明

状态，正如尤努斯教授所描绘的

理想社会———“一个没有慈善和

福利，也没有贫困的世界”。

杨维东对未来也有期待，他

相信，在老牌互联网企业和新兴

企业的共同推动下，浙江的公益

慈善或将激起新的涟漪。渊实习生
任斯诺对本文亦有贡献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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