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8 卷第 1 期 集美大学学报( 哲社版) Vol． 18，No． 1
2015 年 1 月 Journal of Jime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Jan． ，2015

［收稿日期］2014 － 12 － 01 ［修回日期］ 2014 － 12 － 26
［基金项目］ 集美陈嘉庚研究会课题
［作者简介］ 李爱国 ( 1971—) ，男，福建龙岩人，副教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及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陈嘉庚慈善思想: 慈善资本主义的前范式
李爱国1，李腾达2

( 1. 集美大学 计算机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2.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做慈善不待富而后行、重视募捐活动并率先垂范、倾资办学、设立慈善基金会等是陈嘉庚慈

善思想的主要内容，其思想的形成受到家庭、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追求慈善事业的

高效率 ( 益) 是慈善资本主义的核心思想，其做慈善的方式类似于资本家的投资行为，不同的是慈善资本

家投资的是从事慈善事业的社会组织，追求的是慈善事业的高效率 ( 益) 。陈嘉庚慈善思想和慈善资本主

义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共同之处，但从总体上来看，两者的区别是比较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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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庚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而深刻，包含了

慈善思想 ( 公益思想) 、科学思想、企业经营思

想、政治思想、爱国思想、教育思想、诚毅精神

等方面的内容。在这些思想内容当中，他的慈善

思想表现得非常明显，国内学者对其慈善思想的

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研究还不够深入，

表现在对陈嘉庚慈善思想的纵向挖掘上力度不

够，同其他慈善思想的横向比较上也较缺乏。这

也就构成了本研究的意义之所在: 在深化对陈嘉

庚慈善思想研究的同时，为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提供理论参考。

一、陈嘉庚的慈善思想

陈嘉庚的慈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和言

行之中，主要有以下几点。
( 一) 做慈善不待富而后行

陈嘉庚早年无资财之时便热衷于公益事业，

陈嘉庚自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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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

《南侨回忆录》记载，陈嘉庚曾多次征集药方和

医书，印制后免费赠与乡民。第一次花钱编印医

书《验方新编》时，他才二十多岁。当时他从

朋友处看到 《验方新编》一书，联想到家乡村

民因缺医所遭受的不幸，遂产生了印制并分送药

书的想法。后来，为了搜集更多治病药方，他又

不惜花费重金登报征求，结集成册，四处分送。
他指出，“夫公益义务固不待富而后行，如必待

富而后行，则一生终无可为之日”。［2］事实上，陈

嘉庚正是这样做的，无论环境、时势发生什么变

化，无论面临多大困难，陈嘉庚都竭力支持学校

的办学，一生之中捐出几乎全部财产给海内外教

育事业，做出了 “宁可企业收盘，绝不停办学

校” “卖掉大厦，维持厦大”的壮举。后来，又

面临世界经济不景气、实业艰难维持、而学校要

不要办下去的难题时他坚决提出“我的经济事业

可以牺牲，学校绝对不能停办!”［3］又说: “宁使

企业收盘，绝不停办学校!”［3］还不惜变卖家产，

出卖大厦，以接济和维持厦门大学。
( 二) 重视募捐活动并率先垂范

“万事非财不举”，［2］慈善事业同样需要资金

支持，陈嘉庚深知此中道理，也正因为这样，陈

嘉庚非常重视募捐活动。相关学者的研究表明，

陈嘉庚曾多次为国内的灾祸慷慨捐资。1906 年 11
月的江苏洪涝灾害、1908 年的漳州水灾、1917 年

的天津水灾、1918 年的潮汕地震、1920 年的威海

饥荒、1922 年的潮汕风灾、1924 年的广东和福州

水灾以及 1929 年的陕西和甘肃旱灾，在这些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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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后陈嘉庚对灾区人民施以援手、多方筹款赈

灾。［4］此外，他还亲自发起募捐活动，带头捐款。
1915 年，天津发生水灾，他担任新加坡华侨筹款

救济会主席，计募 20 余万元。［5］1928 年，日军占

领山东济南，陈嘉庚担任新加坡“山东惨祸筹赈

会”主席。［5］1935 年，中国十一省发生了严重水

灾，陈嘉庚担任“华侨筹赈祖国水灾会”会长，

动员华侨为国内灾民捐款。在募捐方法和方式上，

陈嘉庚也颇有见地。“今日大会目的专在筹款，而

筹款要在多量及持久。新加坡为全马或南洋华侨

视线所注，责任非轻，然要希望好成绩，必须有

人首捐巨款提倡，此为进行程序所必然”。［6］他认

为募捐一定要有人带头并多捐，这样才能募集到

较多善款，而通常都是他自己带头捐出巨款。“在

1904 年至 1931 年间支出 1 321 万元中，捐资办学

的费用就占 92%，家用开支仅占 2. 2% !”［7］另外，

为保证筹款的持久，他提出捐款方式可以多种多

样，比如，“特别捐、常月捐、节日献金捐、货物

助赈捐、纪念日劝捐、卖花卖物捐、游艺演剧球

赛捐、舟 车 小 贩 助 赈 捐、迎 神 拜 香 演 戏 捐 等

等”。［4］持久的捐赠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

慈善行为难以持久的不足，那么如何较好的解决这

个问题呢? 后来，为保障对教育慈善事业的持续捐

赠，陈嘉庚设立了具有现代慈善特征的基金会。
( 三) 倾资办学

陈嘉庚的一生是干公益事业的一生，这一点

在其办教育事业上表现得尤为突出。1894 年，

陈嘉庚才 20 岁，他便从在南洋辛苦挣的钱中拿

出 2 000 银元，在家乡创办惕斋学塾，从此拉开

了他捐资办学的序幕。此后，创办了集美学校、
厦门大学等学校，并在侨居地办了多所华侨学

校，而办学所需经费均靠其所经营实业来维持。
后来，世界经济开始萧条，陈嘉庚所办实业受到

严重影响。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陈嘉庚为筹集

办学资金不惜变卖家产，出卖大厦。这是陈嘉庚

倾全力捐资办学的最好写照。也正因为这样，黄

炎培在评价陈嘉庚时说: “发了财的人，而肯全

拿出来的，只有陈一人。”［3］在谈到办学一事时，

陈嘉庚说: “鄙人所以奔走海外，茹苦含辛数十

年，身家性命之利害得失，举不足撄吾念虑，独

于兴学一事，不惜牺牲金钱竭殚心力而为之，唯

日孜孜无敢逸豫者，正为此耳。”［2］其牺牲自我、

艰苦创业为兴学的宏大志愿由此可见。
也许有人会产生办私学何以为善事的疑问。

这是因为陈嘉庚所办私立学校具有公益特性，不

同于当前一些企业家以盈利为目的而办学校。他

说: “我毕生以诚信勤俭办教育公益，为社会服

务。”［2］一直以来，他都是将自己实业收益用于

学校建设和发展，而不是相反。即使是在他经济

陷入困境无力支持厦门大学的时候，他不是卖掉

厦门大学，而是无偿送给国家。陈嘉庚不仅不把

学校作为私人财产留给后代，甚至所办学校的建

筑也从不以他或其亲属命名。此外，陈嘉庚对教

师非常尊重，并给予优厚待遇，给学生也提供了

良好的条件。“集美学校不但校舍宽敞，设备齐

全，中学生免交学费与宿费，只交膳费，师范生

全免，学校还提供被席、制服”。［8］这些都与当

前民办学校举办者是非常不同的。
( 四) 设立慈善基金会: 陈嘉庚慈善思想的

主要表现

“盖厦集两校，经费浩大，必有基金为盾，

校业方有强健之基”。［2］为使集美学校能有持续

的经费来源，在 1919 年 5 月第五次返乡前，陈

嘉庚便将其在南洋的所有不动产捐作集美学校发

展的永久基金，并把自己经商所得利润，除去花

销、分红和留一部分添入资本外，其余悉数寄回

国内用于教育事业。［9］1942 年，陈嘉庚授命其次

子陈厥 祥 筹 办 “集 美 实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和

“集友银行”，规定公司股东股息和红利及 “集

友银行”盈利的 20%用于厦门集美学校的办学。
据统计，1972 年至 2007 年，集友银行共资助集

美学校港币 9. 65 亿元，平均每年捐助 8 000 万

港币。［4］陈嘉庚以此种方式筹集办学经费实乃一

创举，解决了办学资金难以持续的问题，极大地

保障了集美学校的发展与壮大。

二、慈善资本主义

2006 年 2 月美国杂志《经济学人》 ( The E-
conomist) 特意编发了 7 篇有关慈善投资的文章，

其中一篇名为 《慈善资本主义的诞生》 ( The
birth of philanthro-pcapitalism) ，从此将慈善资本

主义一词带入人们的视线。该文认为慈善资本主

义是指新一代慈善家对于自己作为社会投资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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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认同。换言之，慈善家将资本投入慈善事

业，自行监管以求获得最高的社会投资回报率，

就是慈善资本主义。这些慈善家把自己看作当仁

不让的“社会投资家”，他们要率先在慈善领域

内有所作为，扫荡那些充斥于慈善领域的无效慈

善项目和无效慈善活动，使得善款能如同企业资

本那样被小心谨慎地真正善用。［10］

根据上述定义，不难发现慈善资本主义的诞

生远在此文发表之前。1969 年，美国慈善家约

翰·洛克菲勒三世在美国国会税收法案听证会上

首次提出慈善风险投资的概念，将风险投资的方

式引入到慈善事业中，目的在于更好地解决社会

痼疾，实现效益的最大化。［11］由此可见，慈善风

险投资，简称公益风险投资是慈善资本主义的基

本形式。它是对慈善事业的投资，目的是追求慈

善事业效率最大化①，投资对象是从事慈善事业

的社会组织包括企业组织、非盈利组织等。
在公益风险投资的基础之上，慈善资本主义

又发展出三种形式: 一是通过建立制度化的中间

机构来发展慈善事业。自诩为社会投资家的慈善

资本家要实现高效率的慈善投资需要寻找适当的

社会组织，为满足这一需求服务于社会投资家与

社会组织的中间机构应运而生。这类机构有管理

顾问公司和各大银行设立的公益创投基金，它们

能帮助慈善摒除旧的非专业慈善模式，通过做正

确的投资来构建一种现代化的有效率的慈善产

业。既然直接捐出资金，由非专业人士来选择和

决定慈善资金的去向不能达至目标，那么，就自

己直接来做。慈善资本家完全按照企业的运作模

式，寻找合适的专业人士直接担任这类中间机构

的负责人，而且明确规定机构的目标和任务。［10］

这样既能保障慈善捐款有效运作并达到最佳效

果，又能帮助社会组织提升慈善工作效率。二是

以招标的形式来发展慈善。一种是通过招标来寻

找合适的社会组织来完成慈善事业。慈善资本家

通过设立公益创投计划并对外招标，在寻找优秀

的社会组织的同时还可以有效地宣传慈善投资理

念。此类计划的具体主持者为受托的基金会或者

银行; 另一种是征集公益项目计划并为优秀计划

提供资金资助使之得以实施。三是对慈善事业提

供针对性的资助和支持服务。慈善事业是一个复

杂的系统工程，要达到效率高的目的需要各个方

面的支持。为此，慈善资本家加强了慈善领域问

题的深入调研，并制定专门的支持计划，以保障

慈善事业的健康和良性发展。

三、陈嘉庚慈善思想与慈善资本
主义的异同

( 一) 两者的相似之处

首先，在慈善理念上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似。
陈嘉庚 16 岁就下南洋，长期生活在当时被英国

殖民统治的新加坡，受到西方文化和资本主义的

熏陶，其慈善思想自然而然地就有了西方的公益

观念成分。他推崇西方国家人民有治国治教育的

权力，认为西方国人踊跃捐资兴学，是因为其拥

有兴办教育为国民天职的意识，并一再地表示他

倾资兴办私立厦门大学等公益事业，不过是如西

方国人一样，聊尽国民天职而已。他说: “尝观

欧美各国教育之所以发达，国家之所以富强，非

由于政府，乃由于全体人民。”［2］“至国民应负私

立学校经费之义务，乃民族之天职……其他列强，

凡教育或慈善诸费，大半出之国民私财。”［2］ “西

洋捐资兴学已蔚成风气，是以余虽办有集美、厦

大两 校，不 足 资 宣 扬，实 聊 尽 国 民 之 天 职 而

已。”［2］他的这些思想同慈善资本主义者视自己为

社会投资家，在慈善事业有所作为是相近的。另

外，陈嘉庚的金钱观与慈善资本家极其相似。“金

钱如肥料，撒去方有用”是他平生很喜欢引用的

一句西方格言，他也常对家人及友人说: “财由我

辛苦得来，亦当由我慷慨捐出。”［3］这与慈善资本

家慷慨捐献自己大部分财富用于做慈善事业是非

常相近的。此外，两者都重视慈善事业的持续发

展。陈嘉庚很早就意识到慈善捐款需要“多量及

持久”，后来还设立基金会，这正与慈善资本主义

设立基金会长期从事慈善活动不谋而合。
其次，二者均视私立教育为公益事业。陈嘉

庚一生从不认为其倾资兴办的教育事业是私人财

产，反之，他视私立学校为公益事业。［12］他说:

“敝人之创设厦大，并非欲视该大学如私己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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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类似于资本主义所追求的利润最大化，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被称为“慈善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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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厦大之为公共事业。”［2］而捐资兴学亦是

西方慈善家从事慈善活动的重要内容。关于私立

教育的公益性，当前国内学者对此尚有争议，主

要原因就在于当前国内大部分的私立教育机构的

目的是为了赚取利润，而不是为了满足教育需求

或消除教育不公。大多数民办教育举办者将学校

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他们多是将举办权进行转

让，将学校无偿赠送给国家的非常少见。
再次，慈善事业运行形式的相似性。陈嘉庚

为保证集美学校发展所需经费所设立的基金会，

其性质与慈善资本家所设立的基金会有很大的相

似性。他看到实业发展存在不稳定性，而慈善事

业经费需要“多量及持久”，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呢? 问题的答案就是设立基金会。为了保证集美

学校有持续的经费支持，将其在南洋的所有不动

产捐作集美学校发展的永久基金。后来，还设立

集友银行，并规定银行每年将全部股东红利股息

及银行盈利的 20% 作为补助厦门集美学校的经

费。陈嘉庚通过设立基金来资助集美学校与慈善

资本家设立基金会在慈善领域进行社会投资的运

营形式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 二) 两者的差异

两者最大的差异是慈善动机不同。慈善资本

家为何捐资、从事慈善事业? 马修·比索普和迈

克尔·格林认为，慈善家的捐赠动机非常多，每

个慈善家的捐赠理由都有很多，很难加以概括。
大致可以罗列出以下动机: 他们认为自己有能

力、有义务这样做; 他们有资源; 有需要解决的

问题; 他们知道如何解决问题; 宗教信仰的缘

故; 没有配偶或者子女; 虚荣心; 满足自我; 税

收优惠; 向社会感恩等等。“然而，慈善资本主

义精神的要素似乎有两个: 一是认为捐赠是一种

责任; 二是认为自己是问题解决者，企业家或许

确实能改善世界。”［13］陈嘉庚慈善捐赠的主要动

机可概括为爱国。他的爱国兴国思想是始终一贯

的。［14］他曾坚定地宣称: “鄙人久客南洋，志怀

祖国，希图报效，已非一日。”［2］ “方余之归祖

国也，拟献身社会，从事教育，以了余生，聊尽

一分子之义务。”［2］其对祖国的忠诚，十分鲜明。
在讨论兴学与兴国的关系时，陈嘉庚说: “且兴

学即所以兴国，兴国即所以兴家。世之积金钱以

遗子孙者，莫非为兴家计，既要兴家则对于兴国

之教育不可不加注意焉。”［2］他认为兴国、兴家

和兴学是一致的，强调兴学乃兴国之根本，认为

大办教育是振兴中华的根本道路。［14］他说，“教

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之天职”，［2］ “不为

教育奋斗非国民”，［2］ 呼吁人人为兴国而兴学。
而他自己则以身作责，带头捐资兴学，创办了集

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等多所学校。可以说，传统的

慈善活动，如修桥、铺路、捐款、捐物等为许多

慈善家所共有，但能为国家利益而散尽家财兴学

者，非陈嘉庚莫属。他说: “凡事只要以国家利

益、人们利益为依归，个人成败应不在计。”［3］

正是这种强烈的爱国精神成为他不断前行的动

力，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此外，两者在以下方面也存在一些差异。陈

嘉庚是倾资办学，办慈善，正如黄炎培所评价

的: “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一

人。”［3］慈善资本家并未将自己的所有财产拿来

办慈善，他们捐出的是个人财产的一部分，极少

有人能全部拿出来，即使有慈善家宣称要裸捐，

即捐出所有资产，但尚未真正实现。由此可见，

两者在办慈善的力度上存在较大差异，陈嘉庚是

一心一意，全力以赴，毫无保留; 慈善资本家是

量力而为，有所保留。另外，二者解决慈善问题

的侧重点不同。慈善所解决的问题可概括为教和

养两大问题，［15］陈嘉庚做慈善以解决教的问题为

主，以解决养的问题为辅，而慈善资本家是二者

并重，二者兼顾。

四、陈嘉庚慈善思想与慈善资本
主义的启示

陈嘉庚慈善思想是中国传统慈善思想同西方

慈善思想相融合的产物，代表了当时中国慈善思

想的较高境界，弘扬陈嘉庚慈善思想将有助于解

决社会慈善意识薄弱的问题。当前我国慈善事业

发展停滞不前，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首要原因

就在于社会慈善意识太薄弱。在西方发达国家，

慈善是一种全民自觉意识，民众积极主动参与，

而在国内，只有极少数人主动做慈善，大多数人

是被动参与到慈善事业中。因此，如何提高广大

民众的慈善意识，特别是增强先富起来的人，比

如企业家的慈善观念，是我国慈善事业首先要解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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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榜样与典范的

力量显得无比珍贵与强大，然而这方面传统社会

可资利用的精神资源与榜样资源并不丰富。由

此，陈嘉庚的慈善活动及慈善精神就显得极为重

要，是中国发展慈善事业的重要精神资源”。［4］

慈善资本主义是西方慈善发展的新趋势，其

创新性和重要性获得了较为广泛的社会认可，慈

善资本主义的引入将可解决国内慈善效率低的问

题。毋庸讳言，当前国内慈善事业效率低下是不

争的事实，而慈善资本主义 “高效慈善”的本

质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现成的答案。
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慈善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了阶级矛盾，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

献，而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也存在着

诸多不可避免的社会矛盾。在当前国内慈善组织

公信力急剧下滑的情况下，中国慈善事业依旧任

重而道远。因此，深入研究、挖掘并宣传陈嘉庚

等慈善家的慈善精神与慈善理念，并将西方的慈

善理念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使之 “中国化”，将

能有力地推动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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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 Kah Kee’s Charity Thought: Former Paradigm of the Philanthrocapitalism

LI Ai-guo1，LI Teng-d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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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oing charity work not after being rich，attaching great importance to fundraising drive and setting an example，pou-
ring endowment to run schools，setting up charitable founds and so on，all these are the main parts of Tan Kah Kee’s charity
thought，which is influenced by family，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etc． The pursuit of high efficiency of phi-
lanthropy is the core thought of the philanthrocapitalism，whose ways of charity are similar to the investment behavior of the Capi-
talist，with the difference that the philanthropycapitalists invest i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s engaged in charity and are after the ef-
ficiency of charity． There is some common ground between Tan Kah Kee’s charity thought with philanthrocapitalism，but on the
whole，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is obvious．
Key words: charity; Tan Kah Kee’s charity thought; philanthrocapitalism; paradigm; comparativ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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