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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尽管中国不乏陈嘉庚先生这样杰出的教育慈善家,但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教育慈善事业整体发展显得乏善可陈。在当前中国积极构建和谐社会并具备了大力发展

教育慈善事业的条件下,我们要汲取陈嘉庚先生致力于教育慈善事业的精神力量,让陈嘉庚式

的教育慈善家不断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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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 an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Philanthropy

——China Needs More Educational Philanthropis ts like Tan K ah-kee

Yin Xiaoping

( Res earch Center f or the Dev elop ment of H igher Ed ucation, X iamen Univ ersity , X 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China has such an outstanding educat ional philanthropist as T an Kah-kee.

How ever, in comparison w ith w estern advanced countries l ike U . S. , China is much insuf fi-

cient in the development o f educat ional philanthropy, even if at present China has econom ic

and polit ical strength to develop educat ional philanthr opy . To const ruct a harmonious soci-

ety , China should carr y fo rw ard the spirit of T an Kah-kee and make effort to advance the de-

velopment o f educational philanthr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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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嘉庚:中国教育慈善家的杰出代表

陈嘉庚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和近现代华侨史

上一个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活动各方面

于一身的伟大人物,是一位名闻中外的企业家、教

育家、社会活动家和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毛泽东赞

誉他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陈嘉庚先生对人

类、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对社会影

响最深和最受称道的是他一生热心教育、倾资办

学的慈善之举和高尚情操。

他把投身教育事业作为生平志趣, “自廿岁

时,对乡党祠堂私塾及社会义务诸事,颇具热心,

出乎生性之自然, 绝非被动勉强者”。从 1894年在

故乡集美创办“惕斋学塾”开始,他先后在国内和

侨居地坚贞不渝地兴办教育长达 67年之久,创办

和资助的学校多达百所以上。在“教育乃兴国之

本,兴学乃国民天职”的思想指导下, 他许下“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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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所获财利, 概办教育、为社会服务、虽屡经困

难,未尝一日忘怀”之誓言, 以“有财宜输教育为急

务”,一生中捐献的教育经费按照黄金在国际市场

的价格来计算,大约相当于 1亿美元。
¹
他以自己

的行动,真正实现了他所说的:“从社会拿到的钱,

用之于社会,用之于国家民族”º的崇高理想, 成

为华侨史上第一个“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

(黄炎培语)办学的楷模。嘉庚先生作为一个实业

家、商人, 不仅没有把教育当作商业的一部分, 而

且还倾其实业的所有盈利用来捐资办学,并从不

以倾资兴学而沽名钓誉, 也反对别人为自己歌功

颂德。尤其难能可贵的是, 在陷入必须停付集美、

厦大两校教育保障经费以使公司度过难关的艰难

境地时,嘉庚先生做出了“宁使企业收盘,绝不停

办学校”的选择,不惜变卖自己的家产、举债或牺

牲自己的企业来维持办学经费。陈嘉庚先生倾资

兴学的历史之长、学校之全、规模之大、育人之多、

毅力之坚、影响之广,“在全部华人教育史上,是前

无古人的”,为我国近代教育慈善事业发展史树立

了一座丰碑。

陈嘉庚兴办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首举, 使

得华侨在家乡兴办学校蔚成新风。特别是改革开

放以来, 港澳台胞、海外侨胞和华裔人士通过探

亲、观光、考察、寻根谒祖,对祖籍故乡有了更多的

了解,纷纷以捐赠的方式兴办教育事业,先后创办

了汕头大学、嘉应大学、宁波大学、仰恩大学以及

许许多多的中小学。然而, 反观国内,近年经千呼

万唤,扶贫助学的活动虽然渐渐地有了些声势, 但

却仍然少见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也像海外侨胞

和港澳台胞那样关注教育事业,中国富豪教育慈

善家严重缺位。由此可见,陈嘉庚在国内兴学的伟

绩与精神,在海外产生的影响远大于在国内的影

响。有感于这种形势,陈嘉庚的孙子陈君宝先生参

加集美学校 90年校庆活动过后发出了一个疑问:

政府花了那么多钱来纪念陈嘉庚到底是为了什

么? 他认为, 起码应该增加一个内容,那就是要用

陈嘉庚一生为国兴学的精神,来动员有钱人拿钱

出来办更多的学校,设立更多的奖学金助学金。然

而,人们, 特别是有钱人, 认为陈嘉庚和自己没有

关系。陈君宝不愧为陈嘉庚后人,他说出了我们在

学习、研究和宣称陈嘉庚方面的不足,在弘扬陈嘉

庚精神上没有找准其实质和切入点, 以致未能涌

现出更多的陈嘉庚式的教育慈善家。

2　和谐中国呼唤陈嘉庚式的教育慈善家

这种呼唤不仅是出于感情上的需要, 也是出

于对现实的理性思考。教育需要“两条腿”走路。纵

观我国教育发展, 长期以来是一条腿粗, 一条腿

细。粗的一条腿指的是政府所承担的教育投入。因

为国家财力有限, 教育又是长线工程,不能立见绩

效,这粗的一腿也粗不起来;细的一条腿指的是民

间的教育投资或捐资。目前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

占 GDP 的比例不到 4% ,人均教育经费与世界的

平均数相比较也是非常低的。穷国办大教育,光靠

国家来支撑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靠民间资金来支

持,让慈善捐赠成为弥合社会贫富差距、维护社会

公正的一剂良药。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不管怎样,

在对待“物”一事上,中国文化始终没有缔成一种

真正优雅的理性态度——“结实地拥有”与“从容

地出让”相和谐的资产观。一方面,这和封建体制

下财产安全性及个人独立支配财富的能力有关,

同时又和积极实用与务虚的传统文化习性——缺

乏超功利的信仰支持有关。

这是中国的情况, 那国外的情况如何呢?陈嘉

庚先生早在上个世纪 20年代初就多次讲到美国

教育之所以发达, 一是因为政府重视,二是因为民

间积极参与。他说:“诸文明国教育,除却政府注意

维持外, 而个人社会捐资倡设者, 其数尤矩, 且多

有倾家捐助办学者,故其教育界能收美满之效果,

非全倚靠政府也。”»“美国三百所大学,其由商家

兴办竟占二百八九十所, 故其教育能收美满之效

果。”在西方文化中,人们提供自愿捐助主要受其

宗教信仰的影响。正如摩伊所言:“宗教是慈善之

母。”慈善捐赠成为人们的自愿行为, 继而成为大

力提倡的社会文化传统。随着第一批移民漂洋过

海来到北美新大陆,他们将慈善捐赠的传统也带

到了新的社会环境。美国早期殖民地时期几乎所

有的学院都主要依靠私人的自愿捐赠获得学校所

需资源。例如, 1638 年 9 月 14 日, 约翰·哈佛

( John Harvard)因肺病去世, 殖民地第一所学院

获得了其遗产的 395英镑和大约 300卷图书。一

直到今天,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教育仍然是用“两条

腿”走路, 一方面政府重视投入,另一方面民间办

学和助学十分普遍,一些名牌大学就是依靠民间

资金创办和发展起来的。以美国为例,慈善家们对

于公共事业的资助首先就集中在教育,美国的许

多大学都是由慈善家们捐资兴建的。20世纪初,

在美国已经出现了众多教育慈善事业基金会, 著

名的有 1911年成立的卡内基基金会和 1913年成

立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到 20世纪 30年代, 它们

“成为大学科研的一个整体的资助基地”。¼ 卡耐

基基金会在建立初期捐赠给教育的经费是五百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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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万美元,而当年美国联邦政府的教育经费是五

百万美元,它一家就超过了美国联邦政府一年的

教育经费。1919～1921年间,洛克菲勒向普通教

育董事会提供了 4500万美元用于支持医学教育,

这笔资金大大提高了美国医学教育的质量和水

平,许多医学院校位居世界著名医学院校之列。½

再如, 2002 年 5 月 8 日, 洛杉矶当地一位富翁

M r. David Geffen 一次向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

医学院捐赠了 2亿美元。无数慈善家的慷慨资助

使美国的高等教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产生了广

泛的经济、技术和社会影响。直到现在,美国的富

裕阶层——企业和个人,每年通过各类基金会做

出的慈善公益捐助有 6700 多亿美元, 也就是说,

通过第三次分配的财富, 占到了美国 GDP 的

9%。而目前中国国内现有的大大小小100多家慈

善公益组织所掌握的资金总计,仅占到国内 GDP

的 1%。¾ 耐人寻味的是, 仔细审视你会惊讶地发

现:在美国,慈善责任并非像资本那样被少数人所

“垄断”。不错,富人的物质实力足以使之在慈善投

入上做出表率,在排名榜上一马当先,但你若以为

义举乃富人专利, 那就错了,平民并非仅仅充当慈

善的受众,实际上,他们更是慈善活动的主体和基

础力量。以 1996年为例,美国就有近 70%的家庭

参与了慈善捐款,而每个家庭用于慈善事业的平

均支出为 696美元。同年, 全美各类慈善捐款

1507亿美元。这种全民性的公益活动在社会运行

和弥补政府职能不足方面——对真正实现“小政

府、大社会”的宪政功能,皆发挥着巨大功效。这些

数字和事例至少说明了一点:即便像美国这样高

度资本化和私有化的社会, 慈善实已成为一种日

常生活和民间传统,一种高度普及的大众文化, 它

是自觉和非宣传、非“个案”式的,同时也是“无悬

念操作”——其主体角色和事情性质皆为“普通

人”和“家常事”,并非某些人想象的什么“壮举”和

“感人事迹”之类。应该说,这些慈善之举虽然发生

在市场背景下, 但其实质却并非市场产物和变相

的商业行为, 更大程度上,却是一种深远的精神传

统和现代生存理念合力的结果。其行为属性和质

地,更多地源于一种文化习性、道义立场和生命精

神,与美国人将财富和好运归功于上帝继而应当

通过支持一些善事而有责任回报社会的观念息息

相关。相比之下, 当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在这一点

上并未体现出其制度的优越性,与美国等西方发

达国家相比存在明显的差距。造成差距的原因有

多个方面,但最基本的原因莫过于我国国民捐资

兴学的传统阙如、意识淡薄以及私有财产的合法

度和安全性不够等方面。也难怪陈嘉庚先生早年

感喟道:“我国民则不然,虽略知竞争于财利,若义

务则茫然不知,或有知者则吝啬资财不肯倡办, 袖

手旁观,相互推诿,以致教育不兴,百业不振,奄奄

垂死,迄于今日,言念及此, 诚堪痛苦流涕。”

3　中国具备涌现大量教育慈善家的条件

当今中国教育慈善事业已经具备了加快发展

的基本条件。一是政治条件已经具备,即政府已明

确支持慈善事业的发展, 而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

之义中亦很自然地包含慈善事业, 因此政府和企

业等主体应联合起来大力推动并做好中国的第三

次分配。其实,邓小平同志早在 1985年全国科技

工作会议上就提到过: 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

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二是经济条件尤其具

备, 中国已经有 10%以上的人口进入了富裕阶

层, 70%以上的人口进入了小康阶层,国民手中的

金融资产高达 10多亿元以上,从而表明具备大力

发展教育慈善事业的经济基础。三是社会条件已

经具备,社会弱势群体构成了庞大的需求方,而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和对传统道德的弘扬

亦有利于重新造就慈爱的社会氛围。四是教育慈

善事业已有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和基础。除了陈嘉

庚先生外,香港的李嘉诚、曾宪梓、霍英东、邵逸夫

等都是代表。¿

“国运兴衰,系于教育”。在国势危如累卵的时

代,陈嘉庚仍然积极倡导并致力于教育慈善事业;

在无亡国之虞、和平崛起的新时代,倡导教育慈善

事业更不容忽视。在积极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全社

会福利最大化的今天, 我们应当万般珍视并努力

汲取陈嘉庚先生热心教育、倾资办学的精神资源,

大力提倡并动员国内外有财力的公司及个人和政

府一起,在教育上多一些投入;政府应主动采取措

施以实现高校经费来源的多元化,其中,通过减免

税收等经济手段鼓励公司企业和个人向大学捐

赠,努力为大学获得社会捐赠提供有力的政策支

持。例如, 英国政府在 1999年通过调节税收,允许

赞助人在取得股票和证券收益的同时,削减他们

自己的税收帐单,这样做能使精英大学的基金发

生革命性变化, 这更容易使企业家做出慈善行

为;
À
政府还可以通过将“获得捐赠能力”纳入大

学评价指标体系的办法, 充分调动捐款者和受益

者双方的内在积极性, 推动高校捐赠活动健康发

展。
Á
在获得教育捐赠后, 应当提倡多一点公益

心,少一点营利性; 多一点扶贫助学, 少一点贵族

化服务;多一点用在“人”身上, (下转第 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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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质量保障的组成机构能各司其职, 高效运作。二

是设置对质量评估运作的外部监督机构,使外部

质量保障行为更为透明, 提升高等教育质量保障

机构及其评估结果的权威性。三是加强质量评估

保障队伍的建设。针对我国的现状,首先应进行专

家遴选,将不仅在学术上有较高造诣,懂得高等教

育评价理论、方法和技术,而且具有较丰富的教育

教学管理经验、较强的判断能力及正直品质的人

员,建立起专家库;其次是对现有机构进行人员引

进或培训,改善评价机构的人员结构;再次是对专

家队伍进行规范化管理,使之稳中常新。

3. 3　基于网络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信息建设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 网络应用已变

得非常普遍, 这为建立基于网络的高等教育信息

(包括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信息)服务系统提供了良

好的平台。应尽快建立基于网络的高等教育外部

质量保障管理系统,实时发布高等教育质量保障

的相关信息, 及时更新质量保障评价专家库,为教

育行政部门、各类高等院校和社会各界提供信息

服务。另外,为了促进高等教育质量信息的国际化

交流,我国应积极加入“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构国

际网络( INQA AHE)”。

3. 4　高等教育外部质量保障的理论研究

入世后, 我国高等教育服务市场所受冲击逐

渐显现,现实问题不断涌现。我们认为,高等教育

外部质量保障体系不仅应关注现状, 更应通过理

论研究, 使行为更加科学合理,有效地防患于未

然。加强高等教育外部质量保障的理论研究,首先

应端正认识, 从思想上重视理论研究,使之与实践

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二是应制定相应的

政策和经费等配套措施, 从制度上保障高等教育

外部质量研究的进行; 三是制订相应的培养计划,

从人员质量上保证理论研究的质量。

注　释:

¹ 　格雷新法则: 经济学中“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如两

种铸币面值相同, 却由价值不同的金属铸成, 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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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3 页)　　少一点用在“物”上;应当提倡

像陈嘉庚那样,心里筹划着祖国的未来,眼睛盯着

现实的落后与不足, 舍得花钱,舍得费心思和力

气,在最需要普及教育的地方发展教育,对最需要

教育扶助的人群给予扶助, 形成全民重视教育, 重

视人才培养的社会风气。这样一来,陈嘉庚精神就

如星星之火, 成燎原之势,中国就会涌现出更多的

教育慈善家, 在教育事业上放出更加灿烂的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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