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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umni donation is a topic that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Because of the public nature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the public lacks understanding of University donation, and th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of alumni donation is not perfect, which leads to unsatisfactory results of alumni 

donation. With the increasing demand of funds for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the diversification of educational funding sources becomes inevitable, and the role of 

alumni donation is highlighted.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alumni donation of local universities,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endogenous motivation of alumni donation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questionnaire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and provided effective countermeasures for improving 

alumni donation of local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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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校友捐赠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由于我国高校的公立性质导致公众对高校捐赠

缺乏理解，校友捐赠的体制机制不够健全导致校友捐赠结果不尽人意。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内

涵式发展对经费需求的增加，教育经费来源的多元化成为必然，校友捐赠的作用凸现出来。

本研究立足地方高校对校友捐赠的研究，通过文献研究、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探寻校友捐

赠的内生动力，为改进地方高校友捐赠提供有效对策。 

1．引言

校友捐赠不仅是高校筹资办学经费改善办学条件的一个重要渠道，而且，校友捐赠的比

例和数量、质量也能够从反映高校的办学质量和办学水平。“大学捐赠基金规模与大学的排名

紧密相关，一流大学的捐赠基金总量高于普通大学。”[1]中国政府重视社会力量参与举办高等

教育。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纲要》中指出：“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捐资、

出资办学”；2011年，《国家中长期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扩大社会资

源进入教育途径，多渠道增加教育投入”。社会捐赠中校友捐赠是主要力量，但令人费解的是，

中国高校校友捐资情况多年以来不太乐观，呈现出“总量少，比例低，范围窄”的特点，“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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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捐赠偶然性大，持续性差。”[2]这当然与高校校友捐赠的起步晚、发展慢有关。尤其是地

方高校，受到“马太效应”的影响比较突出。研究性大学由于其自身资源的优势更能吸引更多

的捐赠，而地方高校受限于自身的条件，本身就很难吸引捐赠，即“好的更好，差的更差”。 

2．相关概念和理论 

2.1  高校校友 

百度百科上，“校友”的定义是，“曾经在同一个学校或研究院、所共同学习、工作过的人。

一般指共同学习半年以上才构成校友”。 

高校校友概念，可以从高校章程里找到。《北京大学章程》规定，校友包括以下人士：“曾

在学校学习过、获得学业证书或者学位证书的人士；曾在学校被聘用工作过的人士；享有学

校荣誉证书及荣誉称号的人士”。《清华大学章程》规定，校友是那些“在学校学习或工作过

的师生员工和获得过学校名誉学位或荣誉职衔的人士”。《南京大学章程》规定，校友包括“曾

在南京大学及前身就读、进修、工作或兼职的学生、学员、教职工和专家，以及被学校授予

各种荣誉学位和荣誉职衔的中外各界人士”。《北京师范大学章程》规定，校友是指“在学校

工作或学习过的人员”。《华东师范大学章程》规定，校友是指“在学校（含历史上组成或并

入的有关学校）学习或工作过的学生和教职工，以及被学校授予各种荣誉学位和荣誉职衔的

中外各界人士”。《山东师范大学章程》规定，“在校（含历史上组成或 并入的有关学校）学

习或工作过的学生、学员和教职工，以及被学校授予各种荣誉学位和荣誉职衔的中外各界人

士，均为山东师范大学校友”。《潍坊学院章程》规定，校友是指“在潍坊学院及其前身相关

学校学习或工作过的学生、教职工，以及被学校授予荣誉学位和职衔的中外各界人士”。 

在文字的描述上，虽然各高校对校友的定义有所不同，但“双一流”高校跟地方高校在对

校友的定义上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只是令人感到遗憾的是，部分高校尤其是比较多的地方高

校没有将校友工作列入大学章程，或者将校友工作描述得过于简略。这样可能导致问题是，

为有效开展校友工作不能提供可靠的政策依据。 

2.2  校友捐赠 

百度百科上，捐赠的定义是“没有索求地把有价值的东西给予别人”。《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益事业捐赠法》第九条规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选择符合其捐赠意愿的公益

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进行捐赠。捐赠的财产应当是其有权处分的合法财

产。”高校校友捐赠，是指高校校友在没有任何索求的前提下，将自己有处分权的合法财产捐

给母校的行为。 

2.3  地方高校 

地方高校在普遍意义上包括两种类型，一类是指所在省份自己创建的地方性高等院校，

一类是指地缘上虽在的那些中央部属高校，但是不归地方管理。地方高校受到地方的领导和

管理，资金和资源都来自于地方，同时服务于地方，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2.4  捐赠理论 

校友捐赠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类：社会学角度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对高校社会捐赠成因进行

分析阐释，认为社会资本理论是高校社会捐赠成为重要筹资渠道的理论基础（Taifel, Turner，

1982，Lock，2008；郭建，2009）；经济学角度认为捐赠是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指出捐赠

是经济资源的再分配过程，必将引起社会经济效益的变动，并用经济学上的投入产出曲线对

这种变动进行了分析（Jone Stone，1986；Shisen，2008）。也有学者通过对高校和捐赠者博

弈支付矩阵的研究总结出高校社会捐赠的四种行为模式（谷贤林，2008）；从利益相关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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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角度分析捐赠双方应具备的伦理关系，提出了科学评价捐赠行为的伦理向度（莫蕾钰，

洪成文，2015）。本人认为，高校校友捐资的理论还不成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完善。 

3．研究内容、方法和结论 

国外的校友捐赠研究大多采用个案研究、量化研究的方法，国内的研究集中在经验介绍，

缺乏实证调研分析；国外关注校友捐赠行为的影响因素和背后的理论解释，国内研究也开始

关注影响因素，但是起步晚，研究不够深入；国外研究的对象分为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中

国大部分的院校都是公立性质，更多的分类体现在研究型大学和应用型院校；社会学给予本

研究很好的启发，以往的社会资本的解释是研究的基础。 

3.1  研究内容 

研究对象是地方高校的校友捐赠问题。社会网络理论是近年来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前沿理

论，根据社会网络的观点，本研究的立足点是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社会连带关系的强弱

（Marsden ，Campbell，1984）衡量指标为交情的久暂、互动的频率、亲密的程度；第二维

度是信任关系（Zucker，1986）衡量指标为过程、特征、制度。立足社会网络视角分辨出社

会网络对地方高校校友捐赠产生影响的交互作用机制。根据地方高校的办学定位和发展战略，

制定学校校友捐赠政策。  

3.2  研究方法 

采取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问卷调查。选

取国内部分地方本科院校，对校友与高校之间的强度关系进行调查，获取相关信息，以此分

析高校与校友之间的关系。文本分析。收集政策、邮件等资料，获得有效信息，来帮助分析

高校和校友之间的关系。深度访谈。根据研究需要，对典型的校友及学校校友会的管理进行

深度访谈，了解他们之间的信任程度，以此来分析访谈材料。 

3.3  研究结论 

本研究获得以下两个重要结论：一是地方高校与校友之间社会网络强度对捐赠行为有正

向影响，其中社会网络强度中交情的久暂、互动的频率、亲密程度对校友捐赠产生影响。二

是地方高校与校友之间的信任程度对捐赠行为有正向影响，其中信任的关系建立在过程基础、

特征基础和制度基础之上。 

4．改进策略 

4.1  全面关注捐赠行为的影响因素 

影响高校校友捐赠行为的因素很多，有人口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居住地等）、社会

经济因素（包括就业状况、职业收入、捐赠的税收减免政策等）、心理因素（包括自我认知、

个人的生活方式、信念和价值观），特别是校友的在校经历、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学校的管理

运营情况，对于捐赠有较大的影响,“高校未来发展需要从教学质量、校友联系、捐赠机构、

捐赠模式等多个方面加强对校友捐赠的引导和管理”[3]。校友年龄和个人收入与校友捐赠存在

着高度的正相关关系，家庭收入高的校友捐赠可能性大。校友认同感、高校特征、校友特征

等因素都对校友捐赠有影响，高校社会声望、高校教育服务质量、高校间的竞争均显著正向

影响校友认同感和校友捐赠行为，校友认同感也显著正向影响校友捐赠行为。 

4.2  充分认识校友捐赠的重要作用 

校友捐赠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捐赠学校和捐赠者两个方面。对学校来说，主要体现在

财务、学校文化、心理归属三个方面。“在高等教育经费渠道多元化的时代,社会筹款已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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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诸多大学领导肩负的重任之一。”[4]实现组织、活动、人员的长期发展，地方高校要通

过有效的校友捐赠，来改善财务状况、促进高校学术自由和增强校友凝聚力。地方高校要“从

自身找原因，即着眼于自身的院校治理水平，从中理清和查找大学-校友关系的状态和问题缘

由。”[5]激发校友捐赠的内生动力，因为校友捐赠是校友个人提升自身或企业形象的有效手段，

校友捐赠是个人感恩学校的一种方式。 

4.3  改善校友捐赠工作的管理 

捐赠行为本身固然重要，但是捐赠管理的整个运作过程同样重要。捐赠中的筹资活动和

高校筹款相关的许多变量，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由于高校的类型不同,它们对筹款的界

定和筹款的效用也有很大差别。地方高校要建立专门管理校友捐赠的管理机构，完善校友捐

赠的管理运行机制；要学习国外大学成功运作捐赠基金的理念和经验，加强对高校的捐赠资

金的投资问题的管理，“大学捐赠基金的发展与培养学生的质量有着显著的正向关系。”[6]要

健全高校捐赠基金的运作机制，充分发挥大学基金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地方高校“要充分认

识到基金会对于实现大学财政来源多元化、提升大学社会影响力以及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重

大意义。”[7]地方高校要通过完善捐赠基金运行机制，确保捐赠管理规范、高效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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