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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日益加快, 高等教育成本的持续上涨, 经费短缺已成为制约高

等教育规模继续扩大与发展的瓶颈, 因此, 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越来越多的成为高校关注的焦点。我国高教事业

应该不断借鉴国外高校成功开展社会募捐的经验, 积极吸引社会捐赠, 从而推动我国的高教事业不断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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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的教育事业资金是完成高等教育事业, 培养

高级专门人才的财力保证。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

的日益加快, 高等教育成本的持续上涨, 政府财政越来越

难以满足高校巨大且激增的费用需求, 经费短缺已成为制

约高等教育规模继续扩大与发展的瓶颈, 因此, 多渠道筹

集教育经费越来越多的成为高校关注的焦点。而众多国外

高校成功开展的社会捐赠对于解决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投入

不足, 推动我国高教事业的不断发展与壮大具有十分重要

的借鉴作用和现实意义。

社会捐赠, 是指捐赠人包括法人实体、自然人等自愿

将其所有的财产无偿转让给受赠方处理或者管理使用的行

为, 具有非交易性、非行政性等特点[1] , 它同时也是个人、

营利组织或者非营利组织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的重要方式。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国内外高校社会捐赠的状

况来探询国内高校有效寻求社会捐赠的途径与方式。

一、国外高校的社会捐赠状况与形式

(一) 宗教捐赠文化影响深远

宗教意识在西方慈善事业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 以 圣经 为基础的基督教教义对西方人的思

想影响根深蒂固。西方传统的慈善事业起源于基督教教会,

教会的慈善机构、现场捐款等深深地影响着现代慈善事业,

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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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捐赠高等教育这一慈善事业正是对宗教信

仰和道德原则的最好实践。以美国为例, 据统计每年接近

天文数的巨额捐款约有 85% 来自美国民众. 10% 来自公司

企业, 55%来自大型基金会[2]。

(二) 社会捐赠历史悠久, 体系完善

哈佛学院因约翰 哈佛 ( John Harvard) 的遗款捐赠而得

其名。随后 1641 年马萨诸塞地区希本斯等三位教士前往英

格兰为当时哈佛学院 (即现在的哈佛大学) 劝募的一笔捐

款, 被公认为美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项关于高等教育的募捐。

而耶鲁大学在 1890 年率先创设的第一个校友基金以及堪萨

斯大学于 1893 年设立的第一个施惠于公立大学的基金会,

则被认为是开创了现代形式的高教捐赠制度。高教的社会

捐赠从产生发展至今的三百余年里, 其理论和运作较为成

熟, 体系制度构建完善, 主要体现在其捐赠数量多, 范围

广, 形式多样及制度完善等方面。据美国教育资助委员会

统计, 1993~ 1994 年度, 私人对高等教育自愿资助高达

1235亿美元, 校友会捐赠为 41 亿美元, 其他个人捐赠 28

亿美元, 公司企业捐赠 251 亿美元 , 基金会捐赠 254 亿美

元, 宗教组织捐赠 24 亿美元, 其他组织捐赠 85亿美元[3] ,

如此多的个人与企业愿意把巨额财富捐赠给高等教育事业,

使得整个教育经费来源的构成中捐赠收入涨幅迅猛, 尤其

是私立高等院校的捐赠收入甚至达到了整个教育经费构成

的 1 10左右, 比例较大。在捐赠的方式中不仅有年度募捐

这一固定形式, 也有通过现金、证券、动产和不动产等多

种形式的一次性大额捐赠。另外各高校均设立捐赠管理委

员会, 制定明确的理念和规范的管理章程, 配备专职人员

对社会捐赠进行科学管理。

(三) 政府积极鼓励 , 政策导向明显

美国政府制定了高校捐赠税收减免政策用以保障捐赠

者的利益, 并将 校友捐赠 纳入大学评价指标体系, 充

分调动高校的积极性, 如图表一所示[ 4]

二、我国高校的社会捐赠现状与形式

(一) 社会捐赠总量少, 占教育总经费的比重低

对比表二和表三, 我们能够清楚的看到我国社会捐赠

的总额和比例都很小, 政府拨款仍是教育经费来源的主渠

道, 因此多渠道多元化的分担教育成本已经成为目前高等

教育发展的方向。另外, 目前的社会捐赠还倾向于资源一

边倒, 不平衡的差异性十分明显, 一方面优势资源向数量

有限的 名校 集中, 另一方面众多急需捐赠的学校苦于

无米下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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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2O02 年度 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 的一流大学评价指标

指标名称 权重( % ) 指标名称 权重( % )

学术声誉 25. 00 毕业率( 6 年) 16. 00

财政资源 10. 00 教师工资(按生活水平调整) 7. 00

入学成绩 6. 00 小班比例( 20 人以下) 6. 00

高中成绩 5. 25 毕业率表现 5. 00

校友捐献 5. 00 新生保持率 4. 00

教师最高学历 3. 00 申请入学接受率 2. 25

大班教学( 50 人和 50 人以上) 2. 00 实际入学率 1. 50

师生比 1. 00 全职教师 1. 00

合计 100. 00

表二: 九五 期间全国教育经费投入情况

年份

全国教育经费总计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 财政预算内教育拨款

金额(亿元) 年均增长( % ) 金额(亿元) 年均增长( % ) 金额(亿元) 年均增长( % )

1996 2262. 34 20. 47 1671. 70 18. 43 1211. 91 17. 85

1997 2531. 73 11. 91 1862. 54 11. 42 1357. 73 12. 03

1998 2949. 06 16. 48 2032. 45 9. 12 1565. 59 15. 31

1999 3349. 04 13. 56 2287. 18 12. 53 1815. 76 15. 98

2000 3849. 08 14. 93 2562. 61 12. 04 2085. 68 14. 87

合计 14941. 29 15. 43 10416. 49 12. 67 8036. 67 15. 19

资料来源: 历年教育经费数据引自教育部财务司历年 全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

表三: 1996 年- 2001 年我国高校社会捐资集资办学经费 (单位: 亿元)

年份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经费 3. 9 6. 2 12 16 15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二) 缺乏文化传统, 群众对自身价值依赖性不高

从古至今我国的高等教育基本上是 官府为学 , 虽然

上溯至公元前五世纪, 孔子在春秋时期所办的私学可以称

之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 私立大学 , 但这也是在鲁国国君

资助下办成的, 否则以其一人的实力决难办成。新中国成

立后到改革开放这几十年间, 我国所有高等学校的经费都

是由国家财政支出, 这种单一的教育投资体制制约了我国

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其次我国历来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

其 中庸之道 、 藏富不露 等私有财产保护制度方面的

缺陷使得人们普遍有着浓重的家族意识, 认为辛苦创业是

为了 封妻荫子 , 为子孙后代留家产, 同时也担心捐赠会

显富 , 为自己招致不必要的麻烦和忌妒, 这也是很少有

人主动向高教事业捐赠的原因。

(三) 国家法律法规不健全, 支持力度不大

我国的 公益事业捐赠法 中虽然制定了免税制度,

但条件比较苛刻, 只有对农村义务教育、公益性青少年活

动场所和红十字会的捐赠才准予全额扣除个人所得税, 而

对高等教育的捐赠则没有相关规定。在 2004 年下发的 财

政部国家税务局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 中, 尽管规定

了 纳税人通过中国境内非营利的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向

教育事业的捐赠, 准予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前全额

扣除 , 但是相对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 而

言, 该通知的影响力不大, 另外它规定必须是通过非营利

机构捐赠才能全额免税,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捐赠者造成

了不良的影响[5]。

(四) 高校对社会捐赠的重视程度还不够, 缺乏有效的

宣传措施和力度

目前在我国1000余所高等院校中, 大部分高校都成立了

校友会, 还有一部分成立了基金会, 有意识的开展社会募捐

活动。例如成立于 1994年 1月的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 其目

的就是寻求国外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的自愿捐赠, 用于支

持清华大学教育事业, 改善教学设施, 奖励优秀学生和优秀

教师, 资助基础研究、教学研究和著作出版, 资助教师出国

深造及参加国际学术合作和国际学术会议等。成立于1995年

7月的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每年用社会捐赠在学校设立的各

类奖教金、奖学金、助学金以及研究基金总数已达100 多项,

受益师生人数达 3000余人次。但长久以往的国家单一投入使

得众多高校形成了依赖的惯性, 尤其是在目前政府拨款还占

有相当大比例的情况下, 高校更多重视的是如何从国家财政

上争取到更多的款额, 对社会捐赠认为是小头不重视, 很多

学校没有专门的组织、人员和机构, 也没有专门的网页和宣

传材料, 同时缺乏系统的计划和远景规划, 资金运作模式单

一, 运转被动起不到实际的引资效果。而目前要想开展高校

的社会捐赠这一对大多数国人来说还比较陌生的工作, 首先

就应该让社会和群众认识和了解高教捐赠的重大作用和现实

意义, 只有加大宣传, 增进人们对此的了解, 才能更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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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到更多关注支持的目光。

三、对于我国高校开展社会捐赠的建议

针对目前我国高教事业的发展现状, 我认为广泛积极

开展社会捐赠的时机正在逐渐成熟, 客观条件已经初步具

备, 因此可从如下几方面来着力推进高校开展社会捐赠的

募集。

(一) 政府应完善政策法规, 制定相应的配套措施和激

励措施

从 1993年的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到 1995 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 从 1998 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高等教育法 再到 1999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

赠法 , 我们不难看出我国政府积极支持采取社会捐集资等

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 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

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等社会力量参与和支持高等教育事业

的改革和发展。然而在一系列高等教育事业捐赠中却没有

规定与之相关的具体税收优惠等措施, 使得涉及高等教育

社会捐赠的法律法规和税收政策不系统、不完善, 这已经

严重阻碍了我国高教捐赠事业的发展, 以致许多捐赠意向

在商洽过程中因无法得到法律法规和税收等优惠政策的支

持而半途而废。2004年 6 月 1 日颁布的 基金会管理条例

第 26条规定 基金会及捐赠人、受益人可以依照法律、行

政法规的规定享受税收优惠 , 此项规定确立了税收优惠的

总原则, 表明基金会、捐赠人、受益人三方面都能够依照

法规享受税收优惠, 但是具体的税收优惠办法仍未具体制

定, 因此建议国家应尽早出台适应我国国情和高教事业发

展需求的社会捐赠法规, 确定合理的减免税比例, 规范高

教募捐的行为和资金的分配、使用与监督等。同时还应鼓

励高校大力募集社会捐赠, 可以参照美国一流大学的评价

指标, 在我国相应的高校评价指标体系中列入社会捐赠这

一指标, 制定适宜的权重以激励高校积极吸引社会捐赠。

(二) 高校应制定一系列相关措施, 大力吸引社会捐赠

1、加强职能部门机构建设, 真正提高认识

高校要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社会捐赠对于学校发展的

重要作用, 设立责权明晰、运行有效的组织管理机构, 聘

请专业的管理和法律人士担任专职人员, 制定有序高效的

管理机制, 真正将工作做到实处。

2、加大宣传力度, 完善宣传措施, 调动全体人员的积

极性

建好宣传网站, 印制好宣传资料, 通过纸质或者电子

媒介等载体在校内和校外积极宣传社会捐赠对于高校发展

的重要意义, 积极鼓励和吸引社会捐赠。对于引资贡献较

大的人员可以适当的进行物质或者精神上的奖励, 在上至

离退休教师下至在校学生, 远至海外师生校友的广大范围

中全员动员, 积极宣传和树立为学校引资做贡献的意识。

3、实施成本核算, 收支透明的监督机制

通常社会捐赠面临的问题是公众不知道自己所捐赠财

物的去向用途, 因此高校应着眼于长期和未来收益, 实行

专款专用, 账目清楚, 使公众能清楚的知道捐赠的用途和

去向 , 从而提升信任度和忠实感, 以期在捐赠人和学校间

产生双向沟通的良性循环机制。

4、大力开拓市场, 营造良好的社会捐赠氛围

社会捐赠收益有其特异性, 捐赠市场本身存在内在的

规律和特征, 因此加强与校友和社会各界的联系, 追踪并

关心校友个人及其事业的发展变化成为高教捐赠事业发展

的基础, 设计并运作联系吸引一些杰出校友 特定集

团 机制也成为促进捐赠事业繁荣的关键[ 6]。高校可以通

过校友联谊会、校友聚会、舞会、宴会和校庆等礼会活动

和各种互惠互利的合作协议, 加强对 特定集团 的吸引

力, 增加学校与他们之间的沟通, 吸引、动员和鼓励他们

为学校的发展作贡献。

5、提供良好的服务, 帮助实现捐助人自身价值

高校应积极为校友提供优质服务, 如校友回校、班级

聚会等活动, 学校可以为其提供相应场地, 协助联系相关

老师和同学; 在节日庆典或者校友生日时用信函、电子邮

件或者手机短信等形式祝福问候; 学校开展重大活动或重

大事件发生时及时邀请通知校友等, 这一系列服务的提供

不仅拉近了学校和校友之间的关系, 更促成了一些社会捐

助由潜在性向实现性发生转变。另外捐助者提供公益的社

会捐助, 其行为包含提升个人价值的隐性因素, 因此高校

应配套制定相应的激励机制, 如在校友会设立一系列职位:

常务理事、理事等; 也可颁发一系列荣誉: 名誉博士、名

誉教授、教育贡献奖等, 还可以将校友或其公司的名字来

命名奖学金、建筑物或者与捐助单位合作设立研究项目、

制定研究计划, 为捐助单位树立在学生中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 也为单位在学生中挑选培育后备人才等。

总之, 国外高校通过多年长时间的摸索与总结才形成

了今天较为成熟完善的社会捐赠运作制度, 如今我国的高

等教育社会捐赠正面临着客观条件日趋完善, 时机日趋成

熟的新局面, 我们应该虚心借鉴海外的先进经验, 取长补

短, 积极探索, 为我所用, 从而真正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

的高等教育社会捐赠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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