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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动态 
2016 年第 38期（高教信息总 904期） 

发展规划研究中心                            2016年 4月 29日 

 

【本期特稿】 

大宗筹款运动与大学发展 

——当代美国一流大学大宗筹款运动研究 

一､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美国一流大学大宗筹款运动的案例分析 

（一）哈佛大学的大宗筹款运动 

哈佛大学在美国大学综合排名中一直稳居第一或第二｡2014 年，其捐赠基金

规模达到 364 亿美元，位居美国大学捐赠基金排行榜之首｡第一次是 1979—1984

年，主要是为了提高教授待遇､增加教授席位､增设学生奖学金和改善物理学科基

础建设等｡筹款目标 3 亿美元，实际筹到 3.56 亿美元｡第二次是 1994—1999 年，

主要是为了缓解哈佛当时的财政赤字､促进教学改革､资助前沿研究等｡第三次是

2013 年 9 月发起的目标金额为 65 亿美元的大宗筹款运动｡ 

（二）耶鲁大学的大宗筹款运动 

耶鲁大学在 2014 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公布的美国大学综合排名第三｡在

2006-2011 年，耶鲁发布了“为了耶鲁的明天”（Yale Tomorrow）的发展报告，

该报告计划用五年的时间筹款 30 亿美元，主要用于支持医学院的医学学科发展，

支持基础设备更新和前沿科学研究，为音乐学院的免费教育提供资金，以及拓展

国际合作与扩大国际影响力等优先发展项目｡在此次大宗筹款运动中耶鲁开始采

用独特的一体化“整合包装”筹款战略，它不是以某一个学院为单位设计筹款项

目，而是以学校优先发展的一系列大目标为核心来设计筹款战略目标和具体项｡ 

（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大宗筹资运动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 2014 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公布的美国公立大学综

合排名中居第 1 位，2013 财年其捐赠基金总规模 12.4 亿美元，在美国大学捐赠

基金榜中居第 68 位，2008-2013 年，面对严重的金融危机和政府财政支持的削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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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利分校再次发动了为期 5 年的大宗筹款运动，目标金额 30 亿美元，筹款主

要用于高端人才的引进､增加学生奖学金名额以及支持教学､科研和设备更新等｡ 

二､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美国一流大学大宗筹款运动的特点与趋势 

（一）筹款目标越来越高 

大宗筹款运动筹款目标的高低及其实现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所大学

的社会影响力｡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美国大学大宗筹款运动的筹款目标呈持续

增长趋势，每次都在原有基础上有新突破｡ 

（二）项目内容越来越丰富 

近三十年来美国一流大学大宗筹款运动的项目内容设计越来越丰富，从原

来较为注重大学硬件建设变得越来越注重软硬件结合；从原来注重解决当前问题

到现在更注重面向未来和可持续发展问题。 

（三）捐赠形式越来越多样化 

大学越来越注重从捐赠者实际出发设计捐赠项目，形成了多样化的捐款形｡

概括起来主要有:（1）现金捐赠；（2）有价证券；（3）不动产所有权捐赠；（4）

遗产捐赠；（5）寿险捐赠；（6）有形资产捐赠；（7）慈善信托捐赠｡ 

（四）筹款机构越来越专业化 

筹款机构专业化是美国大学大宗筹款运动的重要经验｡首先是办事部门的专

业化，美国大学一般都设有筹款工作委员会，由财务副校长主管，下设筹款规划

､企业合作､校友联络､基金会合作､大额捐款､全球战略等多个业务办公室（图1）。 

图 1 大学筹款工作委员会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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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筹款运作越来越精细化和专业化 

当代美国一流大学大宗筹款运动的运作越来越精细化、专业化。一是加强了

对筹款运动的研究。二是重视筹款运动的规划。三是筹款对象分类管理。四是注

重对潜在捐赠人的培养。五是大小额捐赠互补的多元化筹款策略。六是注重新媒

体在筹款运动中的应用。七是重视筹款运动的内外部激励。 

三、对中国的启示 

（一）发展战略：从成就大学卓越的高度对大宗筹款运动进行战略谋划 

要充分认识筹款工作对于成就大学卓越的重大意义，把筹款运动纳入到大学

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长期发展战略中去谋划、去设计。此外，还要认识到大学自

身建设与筹款绩效的重要关系，努力通过教育质量提升与学术卓越来推进大学的

品牌建设与营销，提升大学社会声誉。 

（二）组织体系：从专业化视角不断完善大宗筹款运动的组织体系与人才

保障 

可以尝试在一些大学设立筹款管理专业，培养训练有素的正规军。同时，还

要大力培育大学筹款人协会等第三方组织，充分发挥其在筹款工作专业化研究与

人员专业化培训的重要作用。此外，还要重视筹款工作志愿者队伍的建设与志愿

者工作规程的制定，不断提升筹款运动成效。 

（三）技术体系：从精细化和人性化视角革新大宗筹款运动技术支撑体系 

要重点抓好以下工作：一是强化捐赠人的精细化管理与个性化服务。二是改

进捐赠管理。此外，还要重点加强大额捐赠的培育与管理，中国富裕阶层屡向海

外大学捐款的案例值得我国大学深刻反思。三是信息化支撑平台建设。要充分利

用信息网络技术，重视筹款档案与捐赠管理的信息化建设。四是加强对筹款运动

的研究。 

（四）环境建设：从宏观上推动制度环境建设与社会捐赠文化培育 

政府要为教育捐赠提供政策导向和制度保障。首先，要对企业团体、个体捐

赠者的税收减免进行激励性的制度设计。其次，要出台《教育捐赠管理法》，对

各种教育捐赠形式加以规范，规范捐赠财物的使用，建立捐赠信息公开和诚信制

度，有效制约捐赠失信和捐赠腐败现象。再次，继续完善各级政府的捐赠配比激

励政策，授予大学更大的资金使用自主权。 

（摘编自《教育学报》2015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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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高校动态】 

搜狗公司捐赠清华大学 1.8 亿打造“天工智能计算研究院” 

清华大学在工字厅举行捐赠仪式，由搜狗公司向学校捐赠 1.8 亿元，联合成

立“清华大学天工智能计算研究院”，将双方基于“清华搜狗搜索技术联合实验

室”的研究向人工智能领域的前沿技术深入拓展。清华和搜狗的合作始于 2007

年成立的“清华搜狗搜索技术联合实验室”，在 9 年合作的基础上，共同发力向

世界人工智能顶级水平迈进。 

（摘编自 2016 年 4 月 22 日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浙江大学启用高端创客空间 

浙江大学 22 日启用“Cookie 创客空间”，价值约 150 万元的先进仪器设备

为创客们免费开放，该创客空间由浙大生物医学工程与仪器科学学院筹建，面向

全校学生开放，其占地 450 平方米，由老旧仓库改建而成。该创客空间还聘请了

校内外创新创业教育专家、创业成功的校友、风险投资机构人员作为创业导师，

定期前来指导、帮助；还将举办公开课、路演活动、主题沙龙等。浙大生仪学院

实验教学中心负责人介绍，创客空间像一个工具箱，让创新思维变为现实，培养

学生“知行合一”的精神。 

（摘编自 2016 年 4 月 23 日《浙江日报》） 

【国外高等教育动态】 

德国继续打造名牌大学 

德国卓越计划打造常青藤大学的项目将会无限期地得到扩展，让一些顶尖大

学每年至少可以获得 1000 万欧元的额外资助。德国大学卓越计划旨在提高促进

德国大学科技研究和学术创新的计划，包括资助特定的杰出大学，资助在特定大

学的杰出年轻科研人员的研究；加强大学间项目间的合作；加强德国大学和国际

学术机构、大学的合作研究。该计划于 2006 年启动，资助原计划在 2017 年年底

到期，但德国教育部长表示这轮项目将会扩展到 2019 年，给新项目选拔营造成

长空间。重新设计后的卓越计划每年将花费 5.33 亿欧元，将进行两类资助。从

2017 年开始，无论是来自单个大学还是不同学校的研究团队都能够申请卓越团

队，其中 45~50 个团队每年将会收到 300 万欧元~1000 万欧元的资助，其所在的

相关大学将会收到另外 100 万欧元的资助。 

（摘编自 2016 年 4 月 26 日《中国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