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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12 新闻

华人“善二代”真情滋润社会
近日，一场全球华人慈善领

域的思想盛宴在清华大学苏世
民书院精彩呈现。 来自中国、美
国、德国、英国、新加坡等世界一
流大学的慈善研究专家、政府相
关部门负责人、慈善家、企业家
齐聚“全球华人慈善行动———清
华论坛”（以下简称“清华慈善论
坛”），共话全球华人慈善事业的
发展与未来。 在议题为“新兴华
人慈善事业”的论坛高端对话环
节，年轻一代的华人慈善家们登
上讲台，分享自己的成长经历和
慈善理念。

华人慈善 飞速发展

“如今，海外华侨华人社团
约有 2.5 万个， 长期以来在华人
社区和当地民众中开展助危济
困、关爱融入、公益回馈和社会
服务， 谱写了很多感人的篇章，
展示了华人良好的形象。 ”在“全
球华人慈善行动———清华论坛”
开幕式上，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
长谭天星如是说。

据《全球华人慈善行动》首
期研究报告，目前美国华裔基金
会数量已接近 1300 个， 在 2000
年到 2014 年之间增长了 4 倍多。
在中国， 公益基金会数量超过
5500 个，在 2006 年到 2016 年之
间，增加了 4 倍多。 中国慈善组
织达 10 万家， 志愿者 6500 多万
人， 每年汇聚约 1000 亿元社会
捐赠，成为健全社会救助体系的
重要补充、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
力量。

改革开放 40 年来， 中国大
陆企业家们实现了迅速的财富
积累。 21 世纪初，热心慈善的企
业家们开始作为第一代慈善家
群体活跃于中国社会舞台。 与海

外已传承到二代、三代的慈善家
族不同，中国第一代慈善家从出
现到崛起只经历了十余年时间，
起步晚，但发展迅速。 如今，中国
大陆第一代慈善家的子女和海
外华人慈善家的后代作为新一
代华人慈善家（“善二代”）正崭
露头角。

据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
主任龙登高的研究显示，中国大
陆第一代热心慈善公益的企业
家，往往是白手起家，经历了艰
难打拼的创业过程，大多没有机
会接受系统完整的高等教育。 他
们的慈善行动主要出自于回馈
社会的善心，慈善方式也大多以
捐钱捐物等直接捐助的形式为
主。

与第一代慈善家不同，海外
华人第二代慈善家往往成长于
优渥的家庭环境中，从小接受良
好的西式教育，在继承家业的过
程中面临企业发展的挑战。 在进
行慈善行动的过程中，他们更关
注通过专业化的管理运作，借助
各种合作途径推进慈善工作。

言传身教 善心传承

“慈善事业的发展，是社会
走向文明进步的标志，新一代慈
善家对慈善事业的认识，体现着
他们对财富传承的思考，是富人
群体财富观提升的一个缩影。 ”
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卢德之
说。

海外华人“善二代”慈善公
益精神的形成，与父辈的言传身
教密不可分，同时也刻上了自身
成长经历和时代变迁的烙印。

“第二代华人慈善家与第一
代拥有着相同的慈善使命，慈善
对人性的触动，对每个受助者的

人生影响，是我们在慈善行动中
不变的关注。 ”作为新一代华人
慈善家的代表，美国唐仲英基金
会执行董事梁为功说。

“在我 8 岁的时候，我的父
亲教导我把所有的压岁钱全部
捐给母校， 为学校修建捐款，这
是我的第一次慈善经历。 2008 年
汶川地震的时候，我的父亲作为
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给汶川捐
款了一亿元。 父亲的言传身教教
会了我感恩他人、 回馈社会，家
族的责任与使命提醒着我传承
的价值。 ”荣程集团副总裁、荣程
普济基金会理事张君婷回忆起
自己开始做慈善的经历， 她认
为，父亲和家庭对她潜移默化的
影响，让她自然而然地承担起传
承父辈慈善精神的使命。

“不仅仅是给钱就够了，对
于新一代的慈善家来说，我们想
要跟大家一起创造，一起合作。 ”
励媖中国联合创始人及总裁、新
加坡华裔陈玉馨认为。 2007 年，
22 岁的陈玉馨参与了一家慈善
非政府组织在尼泊尔的妇女权
益项目，见证了尼泊尔女性政客

为帮助本国女性争取更多权利
奔走呼号的努力。 项目结束后，
她便开始在中国积极推广妇女
权益事业。 2013 年，陈玉馨创办
励媖中国，致力于在教育、技术、
企业家精神等方面帮助女性提
升自我发展能力。

“在慈善情怀和思想境界
上，新一代的海外华人慈善家继
承了父辈们源自中华传统道德
文化的慈善情结，同时也采取现
代化的慈善模式。 ”卢德之说。

创新模式 滋润社会

广阔的国际视野和比较视
野， 对新技术新工具的熟练运
用，以及对慈善事业专业化管理
的诉求，是新兴华人慈善家的共
同特点。 ”龙登高在接受本报采
访时指出，华人“善二代”普遍强
调慈善专业化人才的培养，“他
们像经营企业一样对待慈善。 ”

梁为功在接受本报采访中
说，与第一代慈善家相比，第二
代慈善家更关注慈善事业中的
风险把控，努力在第一代慈善家

的公益初心与不断变化的现实
状况中寻求平衡，年轻慈善家们
更善于运用数据、科技、媒体等
现代化技术，并将现代企业经营
中资产管理、项目管理、风险管
理等才能运用在慈善公益事业
中。

张君婷则以可持续发展模
式，将慈善事业与家族企业的经
营联系起来。 在位于天津市工业
旅游示范基地的钢铁生产基地，
荣程集团建立大型污水处理厂，
在实现废水零排放的同时，回收
污水处理产生的热能，为天津市
津南区葛沽镇居民冬季供暖。

201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
善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国
慈善公益事业迈上规范化法制
化轨道。 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加
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完善慈善
事业制度。 这些都为推动中国慈
善事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了
保证。 卢德之认为，政府大力推
动，民间积极参与，在这样的社
会背景下，新一代华人慈善家在
发挥慈善力量、推动社会治理的
实践方面，大有可为。

“‘善二代’的出现以及由此
带来的新气象是近年来中国公
益慈善事业最显著、最可喜的变
化之一。 ”资深公益人、独立学者
陆波博士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
出，“对于投入巨大热情参与慈
善的‘善二代’，公益慈善界应当
加强针对性的研究、 引导和帮
扶。 ”

“新兴的华人慈善事业与中
国社会一同快速成长，慈善事业
有着滋润中国社会的巨大能
量。 ”谈及“善二代”新兴慈善事
业的发展前景，龙登高认为前路
光明，满怀希望。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六位华人“善二代”在“新兴华人慈善事业”高端对话上交流自己
的慈善活动经历（清华慈善论坛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