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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的亚洲筹款计划和基金收益率相比，刚刚起步的国内高校

教育基金，其运作低调得多，实力也单薄得多 本报实习记者 

卞梦洁 记者 王斌 发自上海 “英特尔公司的方戈，高伟绅律

师事务所的何思砥，德意志银行的刘思全⋯⋯”从倪剑口里

吐出的只是一长溜人名，对哥伦比亚大学而言却可能是一张

张美钞。 9月29日，哥伦比亚大学在纽约、伦敦、香港同时启

动了全球校友捐款行动，计划在2011年前通过全球26万名校

友筹款40亿美元。作为哥伦比亚大学公共部在中国的兼职代

表，倪剑开始为募款活动而忙碌。 “我们希望这个筹款项目

中，来自亚洲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的资金能占到四分之一

左右，也就是10亿美元。”倪剑轻描淡写地告诉《第一财经

日报》。而仅在一个星期前，来自浙大校友段永平和丁磊

的4000万美元捐款注入浙大，当时有媒体形容：“浙大的师

生沸腾了。” 生财有道的美国高校 事实上，当美国常青藤名

校的显赫声誉吸引到世界上每个地区最优秀学生的时候，其

筹款计划的范围也随之扩大到了全世界。 今年4月，哥伦比

亚大学校长李鲍林格（LeeBollinger）就亲赴亚洲地区进行宣

讲，除了希望优秀学生报考该校外，更是不遗余力地游说捐

赠事宜。而在上海仅有的一天行程中，就安排了近十场与潜

在捐赠者的会面，并且通过哥伦比亚大学校友杨澜来安排与

盛大网络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陈天桥的见面计划。 “虽

然有些中国富豪没有在海外留学的经历，但鲍林格校长愿意



亲自帮助他们去了解哥伦比亚大学，鼓励他们投资于自己的

员工和子女将来去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倪剑说，只有现在

的开拓，才会有将来的丰收。 “哥伦比亚计划”希望在亚洲

地区募捐到10亿美元的美好愿望,足以说明一些原因。倪剑表

示：“哥伦比亚大学在某个地区的捐赠计划并不仅仅取决于

该地的经济发展，而且还和当地的校友数量有关。” 记者从

新东方前途出国咨询公司获得的一份资料显示，目前在美国

大学中留学的外国学生超过50万人，占美国高等院校学生人

数的3%；其中人数最多的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超过5万人

。近一年来，中国留学生数量又增长了7%，达到54466人。 

然而，这些留学生可能还要在很多年后才会发展成为有能力

捐助母校的校友，美国高校的基金会并不耐心“坐等”捐款

，而是迫不及待地来到中国市场，期待“钱生钱”。今年8月

，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了斯坦福大学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资格（QFII），这也是继耶鲁大学之后，又一美国名校获得

在中国市场运作其高校基金的机会。 美国名校的收入除了其

校友或其他富豪慷慨解囊外，则是依靠其高校基金在国际市

场的投资收益。斯坦福大学2005年最大的收入，就是来自对

私人基金及其他选择性领域的投资，其中包括对Google的投

资。目前斯坦福基金投资于外国市场、房地产和能源领域，

去年该基金通过投资盈利22.7亿美元，同比增长接近20%，几

乎是美国股市利润的3倍。 斯坦福大学2005年度的财务报告则

显示，2004~2005年度,斯坦福大学基金的回报率达到创纪录

的19.5％，在全美20所最大的大学中，排名第一。而耶鲁大学

基金在过去的10年期间，平均每年获得17.4％的投资回报率。

丁磊、段永平的4000万美元 与美国高校野心勃勃的筹款计划



和基金收益率相比，刚刚起步的国内高校教育基金，其运作

低调得多，实力也单薄得多。 根据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向

本报提供的一份工作报告，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2005年的投

资收益为828万元，仅为其捐赠收入的6.4%；而北京大学教育

基金去年的投资收益也只有740万元，仅占其总收入的5.45%

。 “像北大、清华等历史比较久的基金会,其实在国内已经算

走得比较远了，并且也开始成立留本基金，即永久性基金。

当你收到100万捐款的时候，你只能动用这笔本金增值的部分

。这将成为我们高校教育基金运作的趋势。”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教育基金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说，“当然如

果基金没有专业的人员去运作，也很难实现增值。” 上月底

，曾创办步步高的段永平与网易创始人丁磊，共同向浙江大

学捐赠4000万美元，其中2000万美元作为“等额捐赠基金”

，即要求浙江大学从其他渠道继续筹集社会捐资，并且当浙

江大学每从其他渠道筹集到1元钱，才能动用基金1元钱。段

永平认为，这种运作方式不仅鼓励更多的人来捐赠，同时也

使捐款更能发挥作用，并表示这个计划是他“从斯坦福大学

学到的”。 与这些捐赠数目相比，中国高校的基金会数量更

显得微不足道。在民政部登记的基金会里，高校基金会只有5

家。而加上其他在地方民政局登记的基金会，全国高校基金

会不过30家。 对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表示，这

主要和基金会登记要求的门槛高有关系。民政部登记的基金

会都要求2000万元以上的注册资金，即使是在地方民政局登

记，也要200万元的注册资金。 “这就限制了很多地方性的影

响力不强、捐赠数额不多的普通高校。当然这个也和目前国

内高校缺乏这方面的意识有关。”该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从理论上说，成立基金会是必然的趋势，因为只有成立基金

会后，才能保证捐款的透明化。”款不在多，愿捐就行 像鲍

林格一样，校长亲自挂帅不过是美国高校募捐的一个常见场

面。美国大学校长的首要任务就是募捐，筹资多少也自然而

然成为衡量校长业绩的重要指标，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成功的

定义就是“平衡预算”。而在他们的背后，则是专门的校友

筹款机构、全职化的筹款人员，很多高校还聘用熟悉市场的

专职人员，甚至不惜去其他学校挖“墙脚”。 目前美国著名

高校在世界各地都设有地方校友会，甚至雇专职筹款人。哥

伦比亚大学公共事务副总裁助理苏珊布朗（S u san B rown）

对本报记者表示，几年前哥伦比亚大学就建立了有关募款人

员的全球行动计划，现在有两个专职工作人员负责亚洲地区

的集资。 “他们非常注重长期的投资和回报。”复旦大学美

国研究中心教授孙哲告诉记者。也是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

他定期会收到来自母校的信件，告诉他一个小小的学院讲座

，希望能得到捐助。无论是选择捐多少数额，甚至不捐，都

并不影响联系。“你的地址不变，你这一生都不断会收到。

” 孙哲认为，这些小小的项目虽然金额上无法与大额捐赠相

比，但却有助于培养校友对学校的认同感、参与感、隶属感

和向心力。 今年恰逢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成立60周年，学校给该学院的所有校友寄了邮件，希望每人

能捐赠100美元。“哥大相信自己的校友都是精英，并有社会

责任感，或早或晚都会有成就。也许他目前只有捐赠100美元

的能力,以后就有可能捐赠100万美元，甚至更多了。”倪剑说

。 第一财经日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