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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校友为什么不愿意给母校捐钱？ 

近日，财政部、教育部联合印发了《关于改革完善中央高校预算拨款制度的通知》，提出中央高校捐赠配

比专项资金项目，引导和激励中央高校积极吸引社会捐赠，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对此，高校应该如何应对？ 

 

我们曾多次提及美国大学如何做募款工作，但一些中国高校管理者反馈称募款在中国目

前的国情和教育体制内操作不易，在中国，大学的募款工作有何特别之处？中国大学募款人

员的成功经验有哪些？苏世民学者项目如何成功获得捐赠？据此，我们近期采访了清华大学

苏世民学者项目常务副主任潘庆中教授。 

 

专访对象：潘庆中 

简介：潘庆中现任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常务副主任，全面负责项目的日常管理工作。

2004~2014年，潘庆中在清华经管学院担任合作发展办主任，负责学院的国际、国内合作，

以及学院顾问委员会的日常工作。潘庆中曾在清华做了十年学生，对大学有着十分深厚的感

情。 

 

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简介： 

“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是专门为未来的世界领导者持续提升全球领导力而精心设

计的硕士学位项目，旨在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借鉴国际先进教育理念，在全球范围选聘优

秀师资，为学生提供全方位认识和探索中国与世界的独特机会和终身学习网络以及全球校友

平台，促进学生批判性思维、跨文化理解力和全球领导力的提升。 

苏世民学者项目初创时，美国黑石集团主席、首席执行官及联合创始人苏世民个人向该

项目捐赠 1亿美元，并发起了全球募款活动，希望再筹集 3亿美元，作为项目长久运行基金。

这个项目是中国大学迄今为止从境外获得的最大单项慈善捐赠。目前，已有多家企业和个人

加入了捐赠的行列。 

 

麦可思研究：据我们所知，您之前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已经有多年募款经历。您认为您

募款的成功经验有哪些可以给其他高校借鉴？ 

潘庆中：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大概从 2002年开始做募款工作，应该说是全国最早在高校

中，或者高校的商学院中做募款的。早期，经管学院的两座教学楼，以及聘用教授的经费都

从募款中来。那时清华大学和经管学院都是有一定资源的，但是要把资源变成钱，到自己口

袋里，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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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募款十多年来，我的主要体会是，首先，虽然募款不是做生意，但是做募款得有做生

意的执着和勤奋。得多去跑，出去访问，得多见人，否则你根本不知道谁是潜在的捐赠者，

而且你不出门的话，人家怎么知道你有需求？我们几乎访问了所有我们认为有可能给我们捐

赠的个人和企业。而且不能只见一次，你刚认识他的时候，怎么能向他要钱呢？要见一次、

两次、三次„„直到他认可你了，也信任你了，这时候俩人才能谈到捐赠的问题，所以说这

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其次，校长、院长等领导不仅要重视募款工作，而且要亲自参与募款工作。所谓“重视”，

不能只是嘴上说说，要真正抽出自己的时间来参与募款。正是清华大学每一位校领导以实际

行动来支持我们的工作，募款工作才能进展得这么顺利。在这里我要感谢校前党委书记贺美

英教授、前常务副校长杨家庆教授、经管学院前院长赵纯均教授，还有前校长陈吉宁等各位

领导的帮助和指导。有大学的支持做后盾，我和钱颖一院长拜访了很多捐赠者。 

再次，募款要有策略、有重点地做。刚开始做募款的时候，我和当时的院长等领导走访

了 15所以上美国高校，与他们的副校长或者院长沟通，谈应该如何做募款，但是我觉得美

国高校的做法不一定完全适用于中国高校。最大的区别就是美国高校的募款大部分来自校友。

那些捐款的校友，很多都是 65岁以上了。然而，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最早一批校友到今天

才毕业 30年（清华经管学院于 1984年建院），在当时（2002年）才毕业不到 20年，很多

人还处在养家糊口的状态，没有办法给出大额的捐赠。而且国内大学的校友，这么多年来，

没人培育他们捐赠的意识，使他们养成捐赠的习惯。所以对于中国大学来说，如果是现在进

行募款工作，校友并不能成为重点。概括说来，就是要先“抓大放小”。 

然后我们是“先国外，后国内”，就是先得找国外的机构和个人募款，这相对容易，国

外的捐赠一带动，国内可能就捐了，这是我们当时的策略。现在此消彼长，国内的捐赠也开

始起来了，特别是过去的七八年，所以我们募款的方向也会随之变化。 

 

麦可思研究：清华大学，或者说清华经管学院，因为有更好的社会声誉，会不会募款工

作比一般大学更加容易做？ 

潘庆中：恰恰相反，更难做。人家会说清华有那么多资源，居然也缺钱啊？每个人都觉

得你很容易要到钱，所以他就不给你捐赠了。我们设身处地来想，假如你是捐款人，比如说

拿出 1万块钱来捐，你肯定会捐给那个你认为最需要的人。所有人都不给名校捐，所以名校

募款是最难的。希望小学募款最容易，因为大家都觉得捐给它的边际效益最好，比如我捐

100块钱，就可以改善一个孩子一个月的伙食，那是多大的投入产出比啊。所以对于清华这

样的名校来说，募款就变成了最大的挑战，你必须说服募款对象，让他相信你的确需要这笔

捐赠。 

 

麦可思研究：十年前来自校友的募捐非常少，那么现在这个情况有没有好转？ 

潘庆中：有一点好转，参与捐赠的校友多起来了，我觉得这就是好的结果——校友认识

到这一点了，他觉得我有能力的时候应该回馈母校，因为母校对我的人生有很多帮助。特别

是过去那个年代，国内的大学实际上对很多孩子都是很有帮助的，让孩子们靠读大学改变了

命运。校友捐赠还是需要宣传的，宣传工作做好之后，就会有明显的进步。 

现在虽然参与的人多了，但是捐赠的金额还比较少，特别是千万级别的捐赠，经常一两

年才能出一回。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友张磊，没给中国大学捐款，而是捐了 888万美元给耶鲁

（硕士就读的学校），因为他觉得耶鲁对其人生的影响很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我

们的大学培养学生的时候就应该让学生更多地受益，而不仅仅是让学生入了大学的门而已。

我们要给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将来他才会给你捐款。但是校友捐赠是可以期待的未来的发

展方向。大学应该早做准备，做好校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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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张磊这样回应社会大众对其捐款的质疑：“耶鲁管理学院改变了我的一生，我在这里学

到的不仅仅是金融或企业家精神，还有给予的精神。我创办的公司名 Hillhouse Capital 

Management（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就是以横贯耶鲁管理学院的一条道路命名的。”他的

捐款将主要用于耶鲁管理学院新校区的建设。另外一部分作为奖学金，提供给“杰克逊全球

事务学院”国际关系计划项目，以及资助耶鲁各种和中国有关的活动。（新华网，2010-01-11） 

 

麦可思研究：您认为，目前中国高校募款有什么可以改进和提升的地方？ 

潘庆中：第一个大问题就是中国高校的观念可能还没转变过来。美国的大学，校长、院

长的第一要务就是募款，他要是没募到款，可能很快就得辞职。举个例子，我有一次和几位

老师去麻省理工学院见一位院长，我们早上见的他，他说中午不能和我们一起吃饭了，因为

他要从波士顿飞旧金山，晚上要跟旧金山的一位捐赠者一起在机场吃饭，吃完饭以后他在机

场的酒店过完夜，第二天一早再回来。你想，他用 6个小时飞过去就为了吃顿饭，睡一觉，

再用 6个小时飞回来，就是募款去了。这些校长、院长、知名教授每天有那么多事要做，但

是募款这件事他觉得比别的事都重要。中国大学有些校长和院长的观念还没转变过来，觉得

“管人要钱”是上不了大雅之堂的，这种想法一定要改变。 

第二个是选对人去做这件事。这个太重要了，如果人选不对的话，职位给他了，但他不

知道怎么做。要建立专业的募款队伍。美国大学早已有职业化的募款团队，甚至一个学院有

30多人专门做募款。但是中国高校还没有，即使清华经管学院已经是国内做得很好的了，

专门做募款的人，连我在内也只有三位。 

这里所说的募款人选，并不一定非得有相关的经验。因为在中国高校，这还是一项新的

工作。我刚开始做募款的时候也没经验，当时国内也没有人可以培训这个，国外的经验又不

能照搬。刚开始的前 3个月，我就见了 100 个有可能捐钱的人，这就是学习和体验的过程。

所有人都是这样起步的。这和做企业的道理一样，我经常跟企业家接触，他们成功的第一要

点就是勤奋，没有别的。钱颖一院长也是学者，也从来没做过募款。有一回我们一起坐很久

的飞机，去美国一个“深山沟”里见募款对象，因为美国很多年纪大的富豪都像隐士一样住

在偏僻的地方。钱院长在路上说，你看咱俩多辛苦啊，咱们做事有什么秘诀？没什么秘诀，

我们就比别人勤奋一点就行了。募款工作成功的秘诀，并不在于有多少相关的经验，第一就

是要勤奋。这真的就是特别简单的道理，但是很多人都忘了这一点，别人说“我这笔钱可能

不想捐”，你要是就这样放弃了，这件事就结束了。但是你要是勤奋的话，一次一次去找他，

可能最后就成功了。 

这其中的技巧就和谈恋爱一样，你们得建立信任，有了信任了，多了解了，才能有感情，

有感情了以后，才能“谈婚论嫁”，才能把他的钱跟你的钱看成是一样的。那时候捐款不就

容易了吗？这其中的道理需要去好好体会。 

另外，不能以为光做对外宣传，或是打广告就能募款，必须要一对一地去做。 

 

麦可思研究：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不同于一般的奖助学金的募款，它在中国是一个

很新的概念，如何向募款对象阐述项目的意义和价值，以使他们能慷慨解囊？ 

潘庆中：首先我会把苏世民学者项目的意义说清楚，大家都是培养人才，苏世民学者项

目有什么特点呢？就是为未来的世界培养 leader（领导者），或者说人才。这个意义很明确，

越简短越好，最好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明白。 

其次，要向对方说清楚我们的需求。我们会面对很多国内、国外的慈善家，他们很清楚

你找他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你要做一个款项用途的 list（清单），比如支持一个学生一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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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需要多少钱，组织学生参加一个社会活动需要多少钱，一个田野调查需要多少钱。就

像你买苹果手机，商家会把配置一一写清楚，让你知道钱花到什么地方去了。 

 

麦可思研究：在募款时有什么策略和需要注意的地方？ 

潘庆中：每一笔捐赠都是出自善心和对教育事业的支持，但善心的背后他也需要做一些

事情。比如，国外的很多个人捐赠是出自纪念的目的，就像斯坦福大学，捐赠者是为了纪念

他的儿子，才成立了斯坦福大学，全家把钱都拿进去了。有很多奖学金也都是表示纪念的，

比如说纪念他的太太，或者其他亲人，这也是捐赠者的一个目的。 

所以，募款不能太“学究气”和理想化，我们要积极培养和维护与募捐人的关系，要做

好对捐赠者的反馈和服务。我们要通过各种方式让捐赠者了解到我们出色的办学质量和标准，

让捐赠者觉得他们捐的钱花得值。 

我们感谢每一位捐赠者对教育事业的无私贡献和支持，因此，我们还要对每一笔捐赠资

金进行监管，确保过程的公正和透明，确保每一笔钱都用在了刀刃上。 

 

麦可思研究：大学募款与学院募款会有不一样吗？ 

潘庆中：从捐款的一方来讲，很多人更愿意捐给大学，为什么？这就回到我们刚才说的，

捐钱的人他是有需求的，大学可以提供给他更多的资源。所以大学应该首先来做募款工作。

大学募得款项，再给各个学院来使用，这比学院自己出去募款要容易很多。当然，学院也是

可以自己出去募款的，但大学先做好这个工作，会事半功倍。 

 

 

我们不做无意义的闲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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