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 亿元巨额现金捐赠

2010年 4月，雷军创办小米
科技并于 2011年 8月公布其自
有品牌小米手机。2013年 8月最
新一轮融资，小米估值超 100亿
美元。2023年 10月 25日，雷军
发微博称，小米汽车将于 2024
年上半年正式上市。

商场上的鏖战，令作为创业

者的雷军成绩非凡外。在公益领

域，雷军也是积极践行者。

1998年，雷军在武汉大学设
立“腾飞奖学金”，后又设立总额

达 36万元的武汉大学“雷军计
算机奖学金”，以奖励计算机学

院品学兼优的学生。

2023年 8月 28日，雷军决
定自 2023年起，将雷军奖学金
（第二期）的项目总金额翻倍，十

年总金额达到 2000万元，并在
原有奖项的基础上增设“雷军卓

越奖学金”，每年 10名同学，每
人 10万元。

此次，雷军在捐赠现场表

示，13亿元这个数字正好契合武
汉大学成立 130周年。“捐赠数
额不用攀比，只是以捐赠方式支

持母校培养出更多的优秀学者、

工程师、科学家和科技创业者”。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

究院副院长程芬认为，雷军是受

益于高等教育和经济高速发展

红利的科技企业家的典型代表，

一直在创业、创新、创富，也一直

在捐赠公益事业，这是财富向

善，也是社会发展大趋势。“对当

前经济形势来说，大手笔捐赠是

个积极信号，更难得的是捐赠指

向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具有未

来思维和宏大格局的捐赠决策

令人振奋。”

长期专注于社会组织财税风

险管控的机构———工蚁坊创始人

郭小华对记者表示，巨额现金捐

赠说明捐赠人有情怀、有能力、有

实力，对受益人来说则有着较好

支配的权利，有着充足现金流。

“但巨额捐赠是限定还是非限定，

到账方式是分期还是一次性？不

太明确。如果一次性到账对于受

捐方就有着很大挑战。”

现行《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二

十九条规定，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

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

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 70%；非公
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

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

基金余额的 8%；基金会工作人员
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

过当年总支出的 10%。
郭小华表示，如果捐赠是一

次性到账，那么受捐方武汉大学

教育发展基金会（非公募）明年

需要花掉今年余额的 8%，即便
不算其他捐赠收入，只算这笔

13 亿元的捐赠收入，就得花掉

1.2亿元，这需要受捐方做好下
一年的资金使用计划。“如果捐

赠方并非一次性到账，那就要根

据今年到账的实际情况，明年花

费上年余额的 8%。我们一直倡
导‘量出为入’，依据实际需求及

能力合理配置资源包括资金收

入，相信受捐方一定会有这方面

的考量。”

另外，他谈道，巨额资金如

果当期有结余，对受捐方的保值

增值能力也是一大考验：如果受

捐方保值增值能力强，善款就能

发挥更大效益；如果受捐方保值

增值能力较弱，捐赠人采用分期

捐赠会更有益，可以进行部分实

际捐赠，将承诺捐赠部分保值增

值，这样更有利于提高善款使用

效益。

捐赠主体“雷军基金会”

根据武汉大学校方发布的

消息，当天的捐赠仪式上，雷军

基金会秘书长马兰与武汉大学

副校长、教育发展基金会副理事

长李资远代表双方签署了捐赠

协议。记者从小米集团获悉，此

次捐赠主体正是“雷军基金会”。

据记者查询，“雷军基金会”

是在香港注册成立、受香港税务

条例制约的境外基金会。根据香

港《税务条例》第 88条规定，符合
要求的任何由慈善机构或慈善信

托“经营的行业或商业所赚之溢

利，必须纯粹用于慈善”。根据香

港特区税务局的公告，该基金会

符合《税务条例》第 88条获豁免
缴税的慈善机构及慈善信托。

根据 2017 年 1 月 1 日实施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

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规定，境

外非政府组织依照中国法律可

以在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卫

生、体育、环保等领域和济困、

救灾等方面与我国相关行业合

作；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准

入方式，应当依法登记设立代表

机构；未登记设立代表机构需

要在中国境内开展临时活动

的，应当由其中方合作单位依

法备案。

早在 2021 年 7 月 16 日，小
米集团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公

司董事长雷军近期已向小米基

金会、雷军基金会合计捐赠约

6.16亿股公司 B类股份，上述两
家机构均将所得款项作公益用

途。根据港股同股不同权的股权

架构，小米股票分为 A类股份及
B类股份。对于提请小米股东大
会的任何议案，A类股份持有人
每股可投 10票，而 B类股份持
有人则每股可投 1票。

郭小华表示，在香港的企业

或非营利机构向内地捐赠，首先

需要缴纳一笔税赋，其次要遵守

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

条例，还要在民政和公安部门分

别报批。如果境内受捐方拥有免

税资质就不用再次缴纳税赋。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

授、中华慈善总会家风传承与慈

善信托委员会总干事傅昌波表

示，首先要为雷军的善举点赞。

“当前，非货币捐赠（如股权捐赠、

不动产捐赠等）还处于兴起和探

索阶段，现金捐赠是最为便利的。

但是从长远看，非现金捐赠应该

成为主流，超高净值人士的财富

多数都是非现金形态的。”

傅昌波认为，对于超高净值

人士设立的慈善基金会及资金

体量较大的高校基金会，应该让

善款遵循资产运营的规律，即在

一定规范情况下进行符合市场

规律的投资理财、保值增值，让

基金会在比较便利的情况下开

展投资，发挥慈善资产最大的功

效。“现在现金捐赠相对通畅，但

非货币捐赠还存在一些制度上

障碍，需要引起思考。比如，境外

上市公司向境内非营利组织捐

赠股权的渠道基本不通畅，境外

非营利组织向境内捐赠的审批

流程比较冗长，这些都需要尽快

打通，更好满足境、内外双向捐

赠需求。”

”

11月29日，小米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雷军向母校武汉大学捐赠13亿元现金，支持数理

化文史哲六大学科基础研究、支持计算机领域科技创新、支持

大学生培养等领域。

据悉，该笔捐赠是武汉大学建校以来最大一笔捐赠，创下

国内高校校友现金捐赠单笔最高纪录。在促进共同富裕的大

背景下，雷军做出13亿元巨额现金捐赠，成为企业家履行社

会责任的榜样。

■ 本报记者 李庆

雷军向母校武汉大学捐赠 13 亿元现金
巨额捐赠如何执行引发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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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明敏

11 月 29 日，第三届北京慈
善文化创享会在京举行。本届创

享会以“携手参与慈善 共创美

好生活”为主题，包含展览展示、

发展论坛、签约发布、表彰奖励

四大板块。记者了解到，首都慈

善领域已连续三年围绕“中华慈

善日”主题，举办北京慈善文化

创享会，通过行业巡礼、品牌推

树、表彰奖励、联合发布、合作签

约等形式，达到汇聚慈善行业力

量、建设慈善行业品牌、树立慈

善行业形象、发挥慈善功能作用

和动员社会力量参与首都慈善

治理体系建设的目的。

会上，京津冀三地慈善组

织共同签署《京津冀慈善事业

协同发展合作框架协议》，明确

建立三地联席会议协商机制，

加快构建以自然灾害应急救助

联动机制为重点的民间快速救

援体系，共同搭建慈善信息化

平台等重要任务。这标志着三

地慈善组织在协同发展、深化

合作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为

提升三地慈善事业合作的广度

和深度奠定了坚实基础。

根据协议，三地慈善组织将

分别设立自然灾害应急救助联

动专项资金。当受灾方发出申请

后，其他方应积极响应，并第一

时间进行专项资金拨付，第一时

间开展公开募集活动，为受灾地

区群众开展紧急救援和灾后重

建提供社会资金、物资支持。这

一机制的建立，将为受灾地区带

来更为及时和有效的援助。

除此之外，京津冀三地还

将建立多层互帮互助圈，促进

慈善组织公益合作项目落地实

施。三地慈善组织将共同推进

大病救助项目，当三方低收入

者大病异地就医遇到困难时，

经属地方确认后，相关方应给

予急难医疗救助，并提供适当

的食宿服务。这一举措将极大

减轻低收入者在异地就医时的

经济负担。

“京津冀三地地缘相近、人

文相亲。本次签订合作框架协

议，既凸显了京津冀一家亲的

特殊关系，又彰显了‘一方有

难、八方支援’的精神文化内

涵。”北京市慈善协会会长温庆

云表示，这一合作协议的签署

是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

积极响应，也是对“人人参与、

人人享有”的慈善理念的生动

实践。

根据协议，京津冀三地慈善

组织还将设立联席会议制度，整

合慈善资源、开展行业交流、加

强工作协同、促进资源融合，统

筹推进京津冀慈善事业协同发

展。三方还将合作开发“慈善数

字化服务平台”，为慈善事业高

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数字化支

撑。这一创新性的合作模式将为

我国慈善事业发展提供可借鉴

的经验和模式。

京津冀三地慈善组织签署协同发展合作框架协议
统筹推进慈善事业发展

雷军基金会秘书长马兰，武汉大学副校长、教育发展基金会副理
事长李资远代表双方签署捐赠协议。 小米集团副总裁屈恒、小米集团
CEO 特别助理刘伟、小米公益基金会执行秘书长刁美玲、雷军基金会
理事刘冰等捐赠方代表出席仪式（图片来源：武汉大学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