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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与母校情怀
     文  彩雯      图  石加东等

2017年10月13日，古朴幽静的工字厅举

行了一场简单却意义非凡的捐赠仪式。清华

大学 1981级校友、北极光风险投资公司创

始人邓锋将所投资兆易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的股权变现后悉数捐赠给母校清华。仪式

除了邓锋以及兆易创新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朱

一明出席外，还吸引了一众知名校友参加，

校长邱勇也与校友们谈笑风声，现场气氛幽

默而温馨。原来邓锋捐赠的背后是一个“清

华合伙人”守望相助的创业故事。

邱勇校长为邓锋校友颁发捐赠证书

“清华合伙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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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勇 朱一明邓锋

国家战略下的责任担当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存储器的设计制造逐

渐从美国和日本兴起，八十年代在韩国和台湾崛

起，存储器这种被誉为计算机“皇冠底座”的部

件，一直因其对架构设计和制作工艺有着很高的

要求，而长期被国外公司垄断。中国长期以来一

直没有本土的设计公司，使得我国各方面的发展

受制于人，极大地影响了发展速度。中国这么大

的国家和市场，应该有自己的存储器设计公司。

在这样的背景下，“哪怕是成功的希望渺茫，

但国家确实需要，我们就应该去做”。就这样，

一群清华人秉持着自强不息的韧劲和厚德载物的

胸襟做起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2004 年，毕业于

清华大学物理系的 1989 级校友朱一明准备在硅

谷创办自己的存储器设计公司“兆易创新”。

“存储器因为工艺线程过细，所以一旦工艺

不够完善，就很难保证它的良率，因此存储器可

以作为工艺成熟与否的标准。”朱一明说，“谁

领导了存储器技术，谁就能称雄整个集成电路产

业。随着半导体工艺走向深亚微米时代，各类存

储器在集成电路中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大。”

因为有校友作后盾，
所以才敢第一个吃螃蟹

然而，要想在一个已经成熟的垄断市场走出

自己的路并不是一件易事，创业的资金就是一件

难事。朱一明首先想到的就是寻求“组织”的帮

助，找到了当时清华大学北美校友会的校友李军。

“那时候包括邓锋在内的我们几个校友知道这是

个风险很大的投资，不过一是国家战略需要，非

常有意义，另一个朱一明他们都是咱们清华校友，

当时也是做得很好，所以都义无反顾的投了。”

李军回忆，投资兆易创新的一众清华人在公司的

几次转折中给予的支持，已经超出商业投资只追

逐利益的目的。

2005 年，朱一明和他的核心团队在芯片设

计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阅历后，应国家战略

发展的需要，转投国内创业。但美国创立的公司

要想在国内重新立足，需要大笔周转资金，这时

已在国内创立风投公司北极光的邓锋又再次与华

山基金、武岳峰基金等一众校友以及清华企业家

协会（TEEC）和启迪孵化器等等，帮助兆易创

新在国内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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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朱一明领导团队在校友们的大力帮

助下，克服种种困难研发成功了国内第一颗移动

高速存储芯片，成为国内第一家掌握该技术的公

司。他领导研发的国内第一颗串行闪存产品系列，

是目前国内唯一商业化量产的存储器产品，打破

了国际市场上欧美、日韩、台湾对存储器产业的

贸易和技术壁垒，第一次打通了研发、市场、营

销等诸多环节，形成了中国的自有产业链。

“ 他 们 做 的 非 常 出 色， 业 绩 也 非 常 好，

上一个季度产值翻了差不多 50%，利润涨了

100%”。

反哺母校，义不容辞

作为一个集校友之力崛起的科创公司，兆易

创新虽然还在发展阶段，也没有忘记回馈母校。

2013 年，兆易创新投入资源与清华大学微电子所

联合成立了“先进非挥发存储器联合研究中心”，

充分发挥清华大学的科研优势和兆易创新的产业

化能力，联合开展在非挥发存储技术领域的研究

和应用，力争为我国存储器产业的发展做出更大

的贡献。

2016 年 8 月，兆易创新在上交所上市，在企

业发展处于上升期的关键时刻，一直为企业担当

坚强后盾的一众校友却在一年内纷纷撤出投资。

“其实从风险投资的角度来说，这个时候撤资是

不明智的，因为按照目前的发展，以后还会有更

高的投资回报，但是考虑到企业未来的发展，大

家没有任何怨言，而且步调一致、非常迅速地从

里面撤出了。”

更让人钦佩的是，从最早的天使投资人到今

天一路支持兆易创新发展的邓锋，在股权变现后

将投资所得全数捐给了清华大学北美基金会，用

于支持学校发展。

邓锋与交流团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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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邱勇还特别向邓锋颁发捐赠证书并表示

感谢。邱勇指出，校友们以清华为感情纽带，在

各行各业努力做出成绩，用实际行动回馈母校，

令人非常感动。这次捐赠体现了学校建设与产业

发展的良好互动，展示了社会资本与高新技术的

有机结合，既扶持了校友企业也回馈了母校，开

创了一种新的捐赠模式。“学校现在正逢改革发

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清华将迎来更好的明天。”

捐赠仪式上，邓锋笑言，当年兆易创新已有

足够的基金投资，他想投资的时候已经快挤不进

去了，朱一明当时甚至想要拒绝邓锋的投资。“我

就说把过去天使投资的所得全部捐给清华。一明

听到这话，马上同意让北极光投。今天只是履行

当年的承诺。”他感谢朱一明及其校友团队的共

同努力，希望更多校友能在创业成功之后回馈母

校，为母校的发展建言献策，推动母校各项事业

的发展与进步。 

朱一明则强调，公司创始人均毕业于清华，

在创业过程中均得到了校友们的大力帮助，公

司以清华为纽带、通过互信把校友连接起来。

他很欣赏邓锋学长在投资之初就决定将自己的

股份全部变现捐出，“这对其他校友也是一种

鼓励和鞭策，团队会继续把公司做好，将来更

多地回馈母校。 ”

首富的辅导员情怀

实际上，这不是邓锋的第一次捐赠，当年

被称为“清华首富”的电子系学生，在经过多

年的人生拼搏后，在历经中关村创业、出国、

硅谷创业一系列的历练后，1997 年在美国创办

Netscreen 技术公司，并于 2001 年底成功登陆纳

斯达克。

不惑之年事业有成的邓锋身上，始终还保留

着在学校当辅导员的特质，对这片园子里的学生

有着发自内心的关心和深沉的期望。在外面做投

资是如此，对在校的学弟学妹们也同样如此。

2005 年，始终走在时代潮头的邓锋，在回

国伊始就已经意识到中国在过去的一、二十年当

中，是在把世界带到中国，但在未来的 20 年，

中国最大的任务实际上是影响世界、走向世界。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逐步增大，中国在国际社会当

中必须承担起领袖或者领袖之一的角色。而这些

领袖人才的崛起必然要靠大学的人才培养。经过

一番思考，他认为母校清华应当承担起培养中国

未来各行各业领军人物的责任。这些都与学校步

入新百年，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和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全面推进综合

改革和事业发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

学，将学校的发展目标定位为更创新、更国际、

更人文的思想不谋而合。

于 是，2004 年 9 月 14 日、2008 年 4 月 28

日与 2011 年 4 月 13 日，邓锋先后与学校签署协议，

分别捐赠 1000 万元、1000 万元和 3000 万元人民

币，在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设立“登峰基金”，

相继设立并持续支持清华大学的精英人才培养项

目，包括 “信息学院人才引进及研究生出国参加

学术会议基金”、“思源学生骨干培养计划”、“清

华大学创业计划大赛”、“清华大学公益创业实

践赛”等。

邓锋对自己设立项目有着极高要求和参与

度，最初捐赠就要求不捐楼、不留名，只把钱用

在人身上。他曾表示：“首先是做针对培养人有

关的事；其次是不光出钱，要利用自己的才能和

智慧帮助对象；第三，考察合作方的执行力；第

四，持续不断地做，着重自己力所能及的几个点，

深入做 10 年、20 年；第五，如果项目模式和运

行稳定了，欢迎更多的资助人参与进来，做公益

的人越多越好。我可以退出，转而去做其他的公

益项目，帮助更多的人。”

在他的带动下，更多的校友参与进来，新清

华学堂、校史馆、人文社科图书馆、清华学堂人

才培养计划、校友励学金、清华新百年发展基金

等等都已成为清华人守望相助的见证，而兆易创

新等一批校友企业的崛起，更见证了清华人厚德

载物、报效祖国的宽阔胸襟和气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