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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

高校基金会作为我国公益基金会组织的一个特殊且

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争取更多社会力量支持高等教育事

业发展、拓宽高校多元化收入体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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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高校的捐赠中，校友群体已成为高校捐赠资金的不

可或缺的力量，尤其国家实施“双一流”建设以后，校

友捐赠母校的人数、金额均呈上升趋势。为深入探究校

友捐赠行为影响因素，本文以大连理工大学为例，开展

实证研究，从项目设计、宣传手段、信息披露与反馈、

校友关系维护几个方面着手，提出有效促进校友捐赠的

对策建议，进一步提升基金会筹资水平提供重要支撑。

本研究围绕影响校友捐赠行为的可能因素，从项

目设计、宣传手段、信息披露与反馈、校友关系维护等

角度设计问题，通过微信面向校友随机发放问卷，了解

校友捐赠的行为特征、感受、捐赠动机等。本次调查共

回收有效问卷 199 份，其中 117 位受访者曾进行过捐赠。

调查对象分布于 27 个省及港澳台和海外地区，与大连

理工大学校友实际地域分布相符；9 成以上校友年龄分

布在 18 岁 -60 岁之间，且各年龄段分布较为平均；8 成

以上校友学历为本科，专业分布也较为平均。调查数据

真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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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连理工大学校友捐赠行为分析

2.1 校友专业特征分析

图1　参与捐赠校友的专业分布

从捐赠校友专业分布来看，机械、经管、电信、化

工的校友捐赠人数较多。其中，机械、电信、化工为大

连理工大学较大的院系，校友人数多、学科优势强，捐

赠者基数大，捐赠潜力足；值得关注的是，尽管经管相

关专业校友人数不多，但是捐赠参与率显著高于其他学

院。国内学者钟玮等在对高校校友捐赠影响因素的实证

研究中也发现来自金融行业、信息行业、外企的校友更

愿意提供捐赠 [1]。纵观海内外高校，经管相关专业校友

捐赠意愿都更为强烈。国外学者运用罗杰斯特模型来研

究商学院校友的捐赠行为，也发现专业与其捐赠行为显

著相关。

2.2 校友捐赠行为分析

2.2.1 捐赠项目倾向分析

图2　希望向学校捐赠的项目类别

超过半数校友倾向捐赠奖助学金项目，学生相关的

捐赠项目更受捐赠者青睐。校友捐赠的一大动机是基于

对母校培养的回馈，这种感恩情怀更容易投射在支持母

校的人才培养方面，为母校继续培养一代代人才做出自

己的贡献。另一方面，校友与在校生有着天然的学缘联

系，在母校的情感连接下，前辈对后辈自然而然做出关

爱，希望为后辈创造更多机会。此外，不少校友在校时

也曾受到奖助学金的资助，因而有能力时会将这份恩情

传承下去。校友捐赠奖助学金能够直接将反哺之情作用

于在校生，让在校生第一时间感受到校友的关爱，这既

能满足校友的价值需求，又能切实帮助在校生，是校友

喜欢的反哺母校最佳载体。

超过三成校友对楼宇校园环境建设、师资建设方向

感兴趣。楼宇校园环境建设项目其实物场景可见可感，

捐赠效果直观，对于捐赠者更有纪念意义。师资队伍是

高校发展的核心要素和重要抓手，直接影响高校的教学

科研水平，对一流大学建设事业至关重要，亦有很多校

友愿意通过捐赠此类项目推动学校事业更上一层楼。

2.2.2 捐赠金额与频度分析

图3　能接受的捐赠金额及频率

近八成校友能接受的每年捐赠额上限为 1000 元；约

四成校友能接受的每年捐赠额为 100 元 -500 元；愿意一

次性捐赠 10 万元以上的仅占 1%。

图4　交叉分析-年龄与捐赠金额、频度的关系

进一步将捐赠金额与校友年龄作交叉分析可知，18

岁 -60 岁的校友，其可接受的捐赠金额与年龄成显著正

相关。总体来看，40 岁以下的校友倾向每年捐赠金额不

高于 500 元，40 岁 -60 岁的校友倾向每年捐赠 500 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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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甚至一次性捐赠更多。这一方面反映了财富积累

需要时间，说明相对于年轻人来说，越来越多经济条件

好的中青年校友开始思考回馈母校。

2.2.3 项目二次传播意愿分析

图5　是否愿意向他人推荐筹款项目

随着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和学校捐赠氛围的营造，

越来越多的校友愿意参与捐赠，捐赠过的校友对学校捐

赠资金的使用认可度、满意度较高，乐于号召更多的人

为母校事业发展助力。数据表明，多数校友愿意向他人

推荐筹款项目，超过半数校友捐赠后会定向给有需要的

人推荐捐赠项目。从行为习惯来看，更多的校友愿意在

一定条件下、一定范围内对捐赠项目进行二次传播。

2.3 捐赠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2.3.1 一般校友捐赠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图6　影响校友捐赠行为的主要因素

对于校友来说，捐赠项目是否有意义、收入水平、

捐款管理透明度、对学校的感情是影响校友捐赠行为的

主要因素。

项目意义是影响捐赠行为的最主要因素，深入洞悉

了解捐赠者价值诉求可以发现，校友捐赠主要是因为大

学的“优秀”而来、为大学的成果和未来而来，这与大

学的教育目标和特性密切相关。因此，着力凸显大学的

“特性”和教育目标，展示大学学术水平和社会贡献的

项目更能吸引捐赠者 [2]。

项目管理的透明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捐赠行为。

委托代理理论表明，委托代理关系存在于社会发展的各

个领域，在高校基金会的运行中也存在捐赠者与高校基

金会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即捐赠者将资金委托给高校

基金会代理，捐赠资金的使用权由捐赠人让渡给高校基

金会，用于资助高校教育事业的发展，但捐赠人与高校

基金会在信息、知识、技术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信息

不对称，因而高校基金会应努力提高资金使用透明度 [3]。

理论上讲，基金会的信息披露质量越好、信息透明度越

高，越有助于避免信息不对称，越能加深捐赠者对基金

会的了解，进而产生更多捐赠。

2.3.2 在校经历与捐赠行为关系分析

图7　在校经历与捐赠行为关系分析

通过分析已捐赠校友的在校经历，发现与学校存在

较强联系的校友更容易捐赠，尤其是参加过校友会活动

的校友捐赠更积极，由此可见，在校友活动中的活跃程

度与捐赠行为密切相关。校友会工作是高校基金会筹资

工作的基础，校友会影响力越大，可联络校友越多，校

友捐赠绝对值越大。由此可以得出，在校友活动中的活

跃程度与捐赠行为密切相关。从校友群体来看，其参加

校友聚会等活动既有情感的需求又有欲望的支配 [1]。

校友与老师的联系也对捐赠行为有较大影响。国外

学者 Christopher T Ropp[4] 发现，师生互动越好，校友越愿

意提供捐赠。这也为上文校友捐赠师资建设类项目提供

了情感依据。

社会交换理论 [5] 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行为是一个

参与互动各方交换有价值资源的过程，交换的资源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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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物质资源，还包括心理报酬（支持、信任、自尊和威

望等）是遵循互惠原则的。这可以清楚的阐释校友与母

校之间的捐赠行为，在校经历构筑了校友与学校的情感

关系，在校期间的经历、感受将转化为对学校的好感与

归属感，从而进一步影响捐赠行为。

2.3.3 复捐影响因素分析

图8　影响捐赠者复捐的因素

对于校友的复捐行为，进一步调查发现影响捐赠者

复捐的因素依次为“项目执行规范、透明”、“项目达到

了预期效果”、“实现了个人愿望”、“可以继续获得捐赠

纪念”。由此可知，捐赠者复捐的影响因素与上文所述捐

赠行为影响因素基本一致，基金会管理水平与项目带给

捐赠者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影响校友的再次捐赠。有研究

发现，对学校合理利用捐赠的信任度越高，校友捐赠的

可能性越大 [6]。此外，根据笔者实际工作经验发现，维

护现有捐赠者关系对争取复捐十分重要，成功率远高于

未进行关系维护的校友。

2.4 基金会运营行为分析

2.4.1 劝募信息分析

图9　募捐内容描述分析

85% 的校友认为劝募信息中应该包括项目的资金使

用计划，超过 7 成的校友认为应包含项目预期效果，超

过半数校友认为项目前期进展也很重要。详细的用款计

划更容易让捐赠者相信捐赠资金会被妥善使用，并根据

计划判断项目的可行性，从而影响捐赠行为。

2.4.2 劝募渠道分析

图10　希望了解捐赠项目的渠道

根据调研，基金会、校友会的微信公众号是校友首

选的信息来源渠道，其次是二者的官方网站。这是因为，

官方媒体发布信息可信度高，同时，校友们更喜欢主动

接收有用信息，而非被动遭受泡沫化信息轰炸。

3　促进校友捐赠的对策建议

3.1 筹款项目要贴近校友需求

围绕校友感兴趣的奖助学金、校园建设、师资建设

几个方面深入调研各方需求，设计能切实提升学校实力

且亟需资金的筹款项目。同时，细化项目预算，挖掘项

目意义与校友间的情感联系，激发校友捐赠热情。此外，

针对不同项目、募捐人群设置不同的起捐点，面向不同

群体分众推广，制定有针对性的筹款策略。

3.2 筹款宣传要打动校友内心

丰富信息传播内容，把 40-60 岁中青年校友作为筹

款宣传的重要群体，在项目与校友关联、项目预期效果

等方面挖掘宣传点；在筹款信息呈现方面，多用数字和

往期案例分析展示项目效果，使宣传内容更富吸引力、

感染力，既要赢得捐赠者的头脑，也要打动捐赠者的

心；畅通更多宣传渠道，探索邮件、杂志等多维推广

路径。

3.3 信息披露要赢得校友信任

持续提升项目信息查询的便捷性，及时在网站、微

信公众号等媒体披露进展，同时做好查询引导及服务；

恰到好处的捐赠反馈可以提升校友捐赠体验，培养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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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性。除完善结项报告等，还应继续探索强化与已捐赠

校友关系的手段，同时重点围绕大额捐赠者设计个性化

的回馈方式，将校友复捐意愿切实转化为捐赠行动。

3.4 联络服务要提升校友自豪感

以校友工作为抓手，通过策划校友活动，扩大基础

数据库可联络校友数量，同时凝聚校友情谊，加深校友

对母校的归属感，推动校友反哺母校；此外，根据高校

实际，挖掘校内教师资源，提高校友联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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