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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院
高校基金会与高校

如果要给高校基金会与高

校的关系做一个比喻，杨维东认

为就像“月亮和地球”：在性质

上，高校基金会要围绕高校而

转，无法脱离高校完全独立存

在。另一方面，高校基金会能够

为高校提供传统资源无法供给

的支撑与保障。

对于高校基金会和高校之

间的关系，部分基金会负责人也

分别从自家基金会实际发展情

况出发，结合对于自身定位的思

考，给出自己的答案。

“高校和教育发展基金会之

间的关系类似于总公司和作为独

立法人的子公司之间的关系，子

公司的发展要切合总公司的发

展，服务于总公司的发展，正如高

校基金会要切合高校发展，承担

很多特殊作用。”在重大基金会秘

书长许骏看来，重大基金会被视

作重庆大学的“特种部队”。

许骏说，“一个特殊时间节

点，重庆大学承办一场歌会，这

是有关部委发起的系列活动之

一，属于突发的任务。然而，活动

经费远远少于活动预算。这时候

基金会站了出来，协调了资金支

持了这项活动。”

许骏表示，面对突发公共事

件或突发任务，基金会都帮助学

校解决了“令人头疼”的问题。而

在许骏看来，高校基金会在学校

需要特殊帮助的时候能够帮助

解决问题，这正是其作为“特种

部队”的意义所在。

北理工基金会副秘书长余

海滨对基金会定位的理解随着

发展阶段的不同有所演化：“刚

开始，我希望基金会是高校发展

的润滑剂，去解决棘手的问题。

不过，现在看来，润滑剂的定位

已经无法满足我们的发展。我现

在希望基金会是学校发展的增

程器，得以让学校又好又快发

展。下一步，我们会锚定学校具

体问题，填补存在的空白或者欠

缺的地方。”

基于此，余海滨总结出高校

基金会对高校在三个方面的支

持作用：第一是资源方面的支

持，包括资金和社会资源的支

持，为高校发展创造多元化的机

遇和平台；第二是为高校围绕人

才培养的中心工作发挥作用，在

公益项目推动的过程中，公益理

念的宣传，对学生的道德、思想

和品质的塑造具有重要作用。同

时，丰富高校文化内涵。第三是

进一步推动高校的影响力，因为

基金会具有一定的社会服务职

能，是学校对外的窗口，能够展

现高校的责任和担当，提高学校

声誉。

“高校基金会和高校双方是

互相支持、彼此影响的关系。”余

海滨进一步阐释两者的关系，高

校反过来对基金会的作用也非

常明显，高校知名度直接影响了

基金会的知名度及筹款的成效。

另外，高校能够在学校层面为基

金会搭建发展的平台和联络对

接社会资源。

价值院
发展视角下的自我定位

“我们现在是从偏被动型转

型到偏主动型。”在明晰自身定

位之后，余海滨提出要让基金会

工作嵌入到学校每一个板块，在

主动参与中凸显自身价值和意

义，丰富基金会内涵。

按照基金会对学校的支持

能力，许骏把基金会的发展分为

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大学发

展的辅助力量；第二阶段是这个

大学的支持力量；第三阶段是大

学的核心力量。

据许骏所说，“目前国内高

校基金会只有少量达到第三阶

段，大部分都还在第一阶段。”回

归自身，许骏认为重大基金会应

该介于第一与第二阶段之间，接

近第二阶段。

但是，朝着成为学校支持力

量发展是重大基金会的发展目

标和方向，在许骏眼中，这一点

毋庸置疑。

上交大基金会秘书长、上海

交通大学发展联络处处长汪雨

申对于自身定位做了一系列形

象的比喻：“蓄水池”“连通器”

“推进器”“传播器”。

“高校基金会首先应该承担

蓄水池作用。形象来讲，它就是

水池，池子越大，承载的资源量

越大，那么它对学校的支撑力度

就会越大。”汪雨申如是解释，

“基金会要为学校扩展更多的资

金来源，提升学校的竞争力，我

认为这是基金会的独特价值。”

汪雨申认为，基金会承载的资源

能够使学校从千校一面中脱颖

而出。

汪雨申表示，一方面为了学

校自身发展需要，另一方面为了

营造和培植校友创投生态，他们

将引导基金会作为蓄水池功能

在使用方向上的扩大。

“高校发展的资源从何而

来？”汪雨申说，这既要依靠校友

的力量，也要靠社会贤达这样的

社会资源。在他看来，基金会是

将校友力量和各类社会资源联

结起来的连通器，基金会将学校

新发展动态及时传递出去，校友

和社会的反响传回来，通过来回

沟通，“这样我们能够形成一个

共同体”。

以支持学校人才培养和科

学研究为目的和定位，汪雨申表

示，“我们基金会成为支撑学校

人才培养和加速学校科学研究

频度和速度的推进器。”

最后，汪雨申强调：虽然基金

会的工作常与钱打交道，但是不

能以金钱为定位来衡量我们的价

值。我们在规范化使用善款、执行

和管理项目的过程中，要释放和

弘扬高校的社会责任感和公益慈

善的理念，“这也是我们基金会应

该完成的历史责任”。

杨维东指出，不管是过去所

说的大学五大职能———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

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还是现

在提出的教育、科技和人才三位

一体推进，这都是高校基金会未

来战略性贡献和价值的所在。

职能院
筹款尧增值尧行善

“我用三个字来概括我们的

工作板块，分别为筹、投和善。”

许骏进一步解释称，“即筹集管

理资金，投资增值保值和社会公

益慈善”。

但在这三个工作板块中，许

骏最发愁的还是基金会的主营

板块———“筹”上。

“大额筹资和连续筹资，是

我们觉得很难突破的难题。”许

骏直言，对于没有清华等名校品

牌效应的高校基金会而言，资金

筹集更为困难，“高校基金会要

想获捐，需要显示度，需要公众

的目光，需要得到大家的认可，

甚至需要给捐赠者提供学校的

技术、智力和资源支持，带来社

会效益。”

同时，许骏也指出，“筹”不

仅仅是资金筹集，还包括实物投

资，“我们还要想办法把它保值

增值，我们还得养很多人。”

许骏所在的重大基金会，是

一个没有专项拨款的高校基金

会，完全自筹自支。一方面，许骏

需要给社会招聘的工作人员发

工资；另一方面，他也为“怎么做

到更高的体量投资收益、资产保

值增值”而绞尽脑汁。

渊下转 09版冤

野受到多种因素

影响袁 当常
规社会组织处于震荡整

理状态时袁高校基金会作
为新兴的公益力量袁资源
整合能力正在日渐壮

大遥 冶华北电力大学教育
基金研究中心副主任尧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治理

研究院研究员杨维东在

接受叶公益时报曳记者采
访时这样评价高校基金

会的发展遥
野对高校基金会的评

价标准袁不同于其他基金
会袁它是一个比较独特的
类型遥 冶 杨维东如是说遥
他主张探索建立综合评

价的体系袁以便在不同的
细分领域和赛道去评价

高校基金会袁野这也是我
们接下来要去做的一个

事情冶遥
野对于一个高校基金

会袁大家往往最关注其筹
资规模尧 净资产规模尧投
资能力遥 但是一个基金
会的筹资能力往往并非

由自身决定的遥 一些基
金会因为背后的大学品

牌效应袁及其深厚的历史
底蕴尧 可观的校友规模袁
而具有较强的筹资能

力遥 然而我们不能单纯
通过筹资能力来评价高

校基金会袁 这对缺乏这
些优势的基金会不公

平遥冶杨维东补充解释道遥
除筹资规模尧净资产

规模尧 投资能力之外袁杨
维东还把内部治理的一

些指标袁例如校园公益开
展情况尧社会公益开展情
况纳入到高校基金会的

评价中袁野总之袁我们想要
从更丰富尧更具延展性的
视角来观察高校基金会

的综合价值冶遥
杨维东认为袁不同高

校基金会有自身的特征尧
发展模式和管理模式遥
而对于高校基金会的观

察袁便是遵从由个别到一
般袁 再由一般到个别的尧
实践与理论相互转化与

论证的逻辑链条和视野

开展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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