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 9 月， 全球可持续发展峰会在联合国纽约总
部召开，193 个成员国正式通过《2015-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该议程提出了包括无贫困、零饥饿、良好健康与
福祉等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和 169 项子目标。这
些目标旨在以综合方式彻底解决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维
度的发展问题，使全球转向可持续发展道路。

在全球范围内， 有越来越多企业家加入慈善行列，以
期通过社会创新模式解决贫困、医疗及环境保护等普遍性
问题。 自 2020 年 12 月以来共有 14 位慈善家加入“捐赠
誓言”，宣誓人总数增加到 231 人，共来自 28 个国家。这些
企业家捐赠人均独立从事慈善事业，并经常九慈善议题进
行分享和交流。

在国内，企业履责意识逐渐觉醒并成熟。 从企业社会
责任（CSR）到企业可持续发展（ESG），再到社会影响力投
资，企业履责方式越来越多元化，投入程度也更加深入，发
展模式也更加高级。

如，2018 年 8 月， 融创中国发起成立融创公益基金
会，将企业公益从单一捐赠、救济，向多元化、易复制、可持
续的模式升级。 截至 2021 年 12 月，融创在公益领域累计
捐赠超 28 亿元。

2018 年 9 月，证监会修订《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确立
了 ESG 信息披露基本框架。 2019 年 8 月，中国平安集团
在 2019 年中期业绩发布会上宣布首次把 ESG 标准纳入
公司管理，搭建了国内首个上市公司 ESG 政策体系。

中国将力争在 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意味着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
中国家，将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
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 这无疑将是一场硬仗。

在此大背景下，资本如何实现责任担当？ 先行
者们一直在探索，而中国的资本市场也正在发生价
值转向。 根据社会价值投资联盟披露，2020 年年
底，A 股上市公司中有 1092 家公司发布了社
会责任报告。 特别是在疫情之后，越来越
多的企业意识到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
性，并开始积极履责。

当前，更多企业正在探索政府、市
场、社会三方面跨界合作，协同创
新投资模式。更多企业开始同时
以财务收益和社会影响为考
量标准，致力于为贫困和边缘
化群体带来社会回
报，用商业方式、金融
手段实现公益所
要达到的目
的， 追求可
持续发展。

（张明敏）

教育事业一直以来都是企业重点关注并支持的领域，
企业的捐赠行为在保证教育经费来源多样性、促进教育事
业发展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方面，企业及企业家大力支持高等教育事业，捐赠
方向不再局限于硬件设施，而是扩展到软件建设，支持学
校提升学术科研能力，建设高水平大学；另一方面，企业捐
赠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现金捐赠、实物捐赠、股票捐赠、
外币捐赠等并存，产学研相结合成为新的发展趋势。

建设新型高水平大学成为一些企业家共识。
如，芯片企业韦尔股份实际控制人虞仁荣宣布捐赠超

300 亿元建立东方理工大学， 一度引发媒体及公众围观。
今年 10 月，该捐赠有了实际进展：浙江宁波镇海区政府官
网连续公布三条“关于确定新型研究型大学地块房屋征收
范围的公告”，标志着高校建设正式启动。

11 月，福州市人民政府与河仁慈善基金会签订福耀科
技大学（暂名）建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根据协议，河仁慈善
基金会出资 100 亿元，以“民办公助”的形式筹建福耀科技
大学。 该校定位为“新型应用研究型高水平大学”，专业领域

将针对国家制造业技
术短板；管理层面上，这
所学校也罕见地引入了国外
大学的基金会管理制度。

数据显示， 近年来教育领
域捐赠依然踊跃。 2020 年，我国
教育事业接受捐赠总额达 450.29
亿元，同比增长 2.27%；多家高校教育
基金会接受的捐赠超过 1 亿元；大额捐
赠多以企业和企业家群体、 企业基金会为
主， 校友捐赠也成为高校重要捐赠来源和
发展资源。

如：武汉大学 128 周年校庆之际，1982 级经管
学院校友、美国柏嘉金融公司创始人及董事长，英诺医
疗集团创始人黄春华博士通过其私人慈善基金会向母
校捐赠 4000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2.55 亿元。 这是武汉
大学迄今为止收到的最大一笔外币捐赠，也是最大一笔个
人单笔捐赠。

教育事业成企业履责重点

在 2021 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上， 民政部党
组成员、副部长王爱文披露：近年来，通过民政
部指定的 20 家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慈
善组织募集的善款每年增长率都在 20%以上，
2020 年募集金额更是达到 82 亿元， 比 2019
年增长了 52%。 2019 年和 2020 年，连续两年
有超过 100 亿人次点击、关注和参与了互联网
慈善。 ”

2021 年 11 月 15 日， 民政部官网公布了
《民政部关于指定第三批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
息平台的公告》，字节跳动、小米、哔哩哔哩、360、
中国移动等 10 家平台入选。 这也意味着慈善组
织募款渠道更加丰富，企业及公众参与公益途径
也越来越多元化。

从现有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属性可以看出，
很多平台都有企业背景，企业深度参与公益慈善

事业已成为一种趋势。 可以说，企业履责模式越
来越系统化、专业化，不再浮于表面，企业履责有
了更多出口和空间。

以腾讯、阿里、字节跳动、小米、拼多多等为
代表的互联网头部企业，在以技术推动慈善事业
发展进程中乃至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的
影响力尤为突出。 这些企业进一步促进了互联网
技术在汇聚公益慈善资源、 培育公益慈善文化、
提升公益慈善事业公信力中的应用，推动公益慈
善实现更好发展，也为世界互联网公益慈善发展
贡献了更多中国智慧。

“商业向善”，已成为很多有社会责任感的企
业的共识，而这些企业也是实现脱贫攻坚及乡村
振兴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和责任担当。

今年 4 月和 8 月，腾讯集团分别出资 500 亿
元，设立“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计划”“共同富裕

专项计划”，宣布“扎根消费互联
网，拥抱产业互联网，推动可持续
社会价值创新”的大战略，对基础科学、
教育创新、乡村振兴、碳中和、FEW（食
物、能源与水）、公众应急、养老科技和公益
数字化等领域展开探索，推动乡村振兴，助
力共同富裕。

9 月，阿里巴巴启动“阿里巴巴助力共同富
裕十大行动”， 宣布将在 2025 年前累计投入
1000 亿元，助力共同富裕。 阿里此举将围绕五大
方向展开，分别是科技创新、经济发展、高质量
就业、弱势群体关爱和共同富裕发展基金。

受此影响， 越来越多的企
业开始行动，加大对社会公益
事业的投入，加入责任企业
行列。

企业履责有了更多出口和空间

可持续发展成为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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