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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仁荣：中国首善背后的故事
本刊特约记者   袁子昊

这个捐钱建大学的“芯片”

老板，又一次出圈了。

就在前段时间，胡润研究院

发布了《2024 胡润慈善榜》，在

这份榜单中，韦尔股份创始人虞

仁荣首次获得中国首善的名号。

据了解，在过去一年的时间

里，虞仁荣先后 3 次向宁波东方

理工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韦尔股

份共 5000 万股股票，其中，前两

次均以其持股比例 99 .9% 的绍兴

韦豪公司的名义捐赠，第三次以

个人名义捐赠。

根据三次股份捐赠过户当天

的收盘价计算，虞仁荣合计捐赠

价值 53 亿元。

紧随其后的便是小米科技创

始人雷军，他在武汉大学 130 年

校庆时，捐赠了一笔 13 亿元人民

币的巨额资金。

相比于雷军，或许很多人对

虞仁荣会觉得陌生，但熟悉中国

芯片领域的人都知道，他在国内

芯片领域是领袖式人物。

虞仁荣创办的韦尔股份，是

国内目前最大的图像传感器厂商，

放眼全球排名第三，仅次于索尼

和三星。

事实上，捐钱建造大学也不

是虞仁荣一时兴起的行为，而是

在 多 年 前 就

已 产 生 的 想

法，其目的是

从 基 础 教 育

层 面 助 推 国

内科研创新、

突 破 卡 脖 子

技术难题。

低调“芯片”

首富，豪捐300 亿

时间回到 2020 年春夏，虞仁

荣回到家乡宁波考察。之后，他

就提出在家乡镇海捐资筹建高等

学校的计划。

2022 年，宁波官方正式公布

了这一重磅消息——宁波籍企业

家虞仁荣学习包玉刚先生，捐资

300 亿元，在家乡建设一所高标

准的理工类研究型大学：

其中 100 亿元用于大学的基

础设施建设，200 亿元作为办学

资金，用于科学研究、人才培养

等基本运营费用。

消息一出，引起外界巨大轰

动。

要知道 2021 年《福布斯中国

慈善榜》上榜的 100 名企业家，

全年加起来也才捐了 245 . 1 亿元。

结 果 虞 仁 荣 一 上 来 就 要 捐

300 亿，比 100 位富豪全年捐款的

总和还要多。

面对外界的热论，向来低调

的虞仁荣也没有趁此机会炒作宣

传，而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宁波

东方理工大学（暂名）的筹备工

作。

2022 年，宁波市政府与宁波

市虞仁荣教育基金会举行了正式

的合作办学签约仪式。

“在我毕业以后的经商生涯

里，在家乡办一所好学校是我心

底时时翻滚的梦想。我的小学是

在庄市读的，整个中学时代是在

镇海中学度过的，两所学校离这

儿都很近。作为土生土长的宁波

人，我一直渴望能为我的家乡做

些事，以我的绵薄之力回报生我

养我的这片热土。”

在学校的开工仪式上，虞仁

荣感性地谈到。

虞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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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筹建大学的过程中，虞仁

荣也参与到了每一个环节，从校

区选址到设计规划，从人才聘请

到学科建设，既出钱又出力。

根据官方介绍，宁波东方理

工大学将着力打造理学、工学、

信息、商科四大学科群，由中国

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前副校长

陈十一担任创校校长，同时面向

全球招聘杰出师资人才，与境内

外一流大学联合培养研究生与博

士后。

目前宁波东方理工大学汇聚

了一大批行业顶尖人才，已签约

的 60 余名教授中，光院士就有 10

位，登上“全球前 2% 科学家”

榜单的有 23 位。

2022 年 12 月，宁波东方理工

大学校园正式开工奠基。校园规

划用地总规模约 2300 亩，位于甬

江科创区的高教园区与制造业板

块之间，是宁波科创产业发展最

具有潜力的地区。

这所大学如今仍还在紧锣密

鼓地建设中，项目“一期 -1”计

划于 2025 年 6 月竣工。之后，学

校将开始招收本科生，规划十年

内在校生规模为 10000 人，本科、

硕士、博士比例 4:3 :3，另外还有

“一期 -2”和二期项目，持续到

2030 年建成。

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在 40

年前，1984 年“世界船王”包玉

刚回乡省亲，捐献了巨资 2000 万

美元创办宁波大学，受到乡邻们

的热情欢迎。

当时，在人群中有个 18 岁的

少年就站在村口欢迎同村的“世

界船王”，把这一幕场景深深地

印在脑海里。

这个少年便是虞仁荣，在 40

年后，虞仁荣在积累了大量财富

后也选择了同样的道路。

这一刻，爱国爱乡的桑梓情

怀在数十年的光阴流转中得到了

传承。

从农村穷小子，到中国芯片

首富

虞仁荣的故事，是一段关于

个人奋斗与成功的传奇。

1966 年，虞仁荣出生于浙江

宁波的一个农村，小时候家里很

穷。

抱着知识改变命运的念头，

他勤学苦读，以优异的成绩考入

当地最好的学校——镇海中学，

而后又不负众望以镇海状元的身

份考入清华大学，成为无线电系

（后更名为电子工程系）85 级的

一名学生。

在整个中国半导体领域，清

华大学无线电系 85 级也是个特殊

的存在。

据不完全统计，兆易创新创

始人之一舒清明、卓胜微电子联

合创始人冯晨晖、格科微电子创

始人赵立新、燧原科技创始人赵

立东，以及任志军、高峰、刘卫东、

吕煌、郁群慧等在内的十余位半

导体上市公司的创始人或高管们，

都来自这一年级。

虞仁荣和他们一样，是这一

年级的佼佼者。哪怕是放在清华

大学，在同学眼中虞仁荣也一直

是个“极聪明的人”，有一个关

于虞仁荣在大学的故事印证了这

一点：

在大一时，他曾在打了一通

宵麻将后，第二天早上 8 点参加

了一个全校数学竞赛，最后竟然宁波东方理工大学正在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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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了一等奖。

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虞仁荣

运气不错，进入了浪潮集团当一

名工程师。

当时，浪潮集团刚刚研制出

全球第一台中文寻呼机，成为当

时 IT 领域的明星企业，发展势头

迅猛。

对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

能进入到这样行业 TOP 级的企业

工作，是一件梦寐以求的事情。

但在虞仁荣看来，这样的工

作与他预期的相距甚远。他觉得

自己在这里每天起早贪黑忙忙碌

碌，耗费了几乎全部的精力，完

全没有时间提升自己。

于是仅仅在浪潮待了两年后，

他离开了浪潮，进入香港龙跃电

子有限公司，担任北京办事处的

销售经理，主管电子元器件的代

销分销，这一做便是 6 年。

这段经历对虞仁荣的人生尤

为重要，为其日后创业打下了基

础。

在龙跃电子，从货源到渠道，

虞仁荣把电子元器件代销分销的

流程摸得清清楚楚，既懂技术，

又懂销售，就这样其取得了很多

客户的信任，并搭建起了自己的

人脉。

到了 90 年代末，中国经济飞

速发展，各类电子产品大爆发，

VCD、DVD、MP3 等开始走进千家

万户，这是电子元器件生意最好

做的年代。

于是 1998 年，虞仁荣果断辞

职创业，在北京成立了华清兴昌

科贸有限公司。

凭借出色的能力，虞仁荣带

领华清公司快速发展，先后拿下

了安森美、松下等国际知名半导

体厂商的代理权。

而伴随着手机市场的崛起，

到 2006 年，虞仁荣在电子元器件

分销领域已名气大振，成为北京

地区最大的分销商，年利润高达

1000 万美元。

一般人做到这种程度，大概

已经相当满足了，继续稳妥地做

下去就好。

但虞仁荣没有就此安稳下来，

他很清楚尽管做经销商赚钱，但

命运终究被掌握在别人手里。

“做经销商只能喝口汤，要

想吃肉，必须搞自主研发。”

在虞仁荣看来，企业要想获

得进一步发展，就必须要有自己

的产品和品牌。

2007 年，虞仁荣在上海成立

韦尔股份，下场做半导体分立器

件、电源管理芯片的设计。

在韦尔股份成立初期，公司

走得很不容易。

经过一番市场调研之后，虞

仁荣决定从技术门槛相对较低、

且市场需求量又比较大的两类半

导体产品（功率分立器件和电源

管理 IC 产品）入手。

另外由于半导体领域研发周

期长、耗资巨大，为了持续获得

资金，虞仁荣始终坚持“两条腿

走路”的模式——“半导体设计

业务”与“电子元器件分销业务”

并行，用销售其他厂商产品赚来

的钱，支撑自己的产品研发。

在“两条腿走路”的模式下，

韦尔股份的发展逐渐步入正轨，

产品一经推向市场，就获得了极

好的反响，企业实力也日渐雄厚。

2017 年 5 月，韦尔股份成功

登陆上交所，之后，虞仁荣更是

以极大的魄力，收购了半导体巨

2017 年 5 月 4 日，韦尔股份成功登陆上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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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豪威公司 100% 的股份。

韦尔股份也由此顺利进入到

图像传感器领域，成为全球第三

大图像传感器厂商，产品广泛用

于无人机、机器人、自动驾驶汽

车等人工智能领域。

而在 2019 年，随着中美芯片

博弈升级，芯片设计的国产化替

代成为大势所趋，经过以往的沉

淀积累，韦尔股份也在这一节点

站了出来，成为华为等诸多国内

企业进行产业链国产替代的底气

和依靠。

可以说，韦尔股份这家曾名

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在虞仁荣的

带领下，撑起了国内图像传感器

领域的一片天。

也正是靠着国产替代的机遇，

韦尔股份进一步快速发展，虞仁

荣本人也得以在 2020 年的《2020

胡润全球百富榜》中，以 500 亿

元身家位列榜单第 281 位。2022

年，更是以950亿元财富位列《胡

润全球富豪榜》第 132 名荣登“中

国芯片首富”之位。

虞仁荣的“壕气”不是乱来

再回过头来看，豪捐 300 亿

元建大学这件事。

如果再深入去研究虞仁荣和

韦尔的发展历程，你就会发现

在豪捐 300 亿元这一举动背后

也有更深层次的东西值得细细

品 味：

主动拥抱变化

回顾虞仁荣和韦尔股份的发

展历程，会发现其每一步都走得

很明确，且始终在拥抱变化。

大学毕业在浪潮沉淀了两年

技术后，虞仁荣便果断辞职，放

弃这份稳定的工作，从工程师转

向销售领域，这是需要勇气的。

在干了 6 年销售后，虞仁荣

再次辞职并创业，做电子元器件

分销业务，之后又转型半导体设

计业务，可以说，在主动拥抱变

化的过程中，虞仁荣始终扮演着

一个开拓者的角色，一步步带领

着国内半导体领域自下向上攀登，

最终实现国内半导体芯片产业的

整体跃迁。

投资建大学背后的逻辑其实

跟虞仁荣过往所做的事情是一脉

相承的，其最终要实现的目标是

为国内突破“卡脖子”技术难题

和发展“高精尖”产业提供源头

支撑。

而这恰恰是最难能可贵的，

在过往几十年的发展中，中国科

技产业始终有一个困扰，即“技

工贸”和“贸工技”的路线之争，

但是从虞仁荣和韦尔股份的发展

中，我们能够发现这两条路线实

际上是殊途同归的，最终都是推

动国内产业的发展。

外延并购，内生研发

除了对时代发展的认知把握

外，落到行业内部来看，虞仁荣

也是有着清醒的认知。

半导体是资金、技术高度密

集的行业，中国本就落后，所以

想要追赶上世界的脚步，就必须

外延并购和内生研发两条腿走路。

所以自创立韦尔股份后，虞

仁荣通过采取外延式收购的方式，

快速拓展了公司的赛道宽度。

2014 年，韦尔股份收购了北

京泰和志，将业务拓展至 SoC 芯

片领域；2015 年，又收购无锡中

普微，进一步拓展至射频芯片领域。

最具标志性的收购事件，应

该是在 2017 年仅上市两个月的韦

尔股份就发布公告拟收购北京豪

威半导体 86 .5% 股权。

尽管因为遭到后者主要股东

反对而终止。但在一年后，韦尔

股份再次发布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及相关议案，最终以 160 亿元的

价格拿下了北京豪威 100%股权。

业内当时更是将这场收购称

为“蛇吞象式的收购”，影响力

丝毫不亚于当年吉利收购沃尔沃。

也正是靠着此次收购，韦尔

股份才一举成为全球第三大图像

传感器厂商，并成为了诸多中国

企业的作为国产替代的依靠。

另外，韦尔股份与虞仁荣也

先后投资了大量未上市企业，产

品与业务涉及计算、存储、音频

芯片，以及 EDA、封装测试、半

导体专用设备等，几乎涉及了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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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体产业链上下游。

方向是前提，技术是保障。

在虞仁荣的主导下，除了外延并

购，内生研发成为韦尔股份发展

的另一个驱动器。

自上市以来，韦尔股份的研

发 投 入 和 研 发 强 度 急 速 增 长，

2017 年， 公 司 的 研 发 费 用 只 有

8499 万，占营收比例不到 4%。

到了 2021 年，公司研发费用已高

达 21 . 1 亿，远超行业均值 3.77 亿，

4 年增长了 20 倍以上，此后韦尔

股份的研发投入和研发强度也始

终在增长。

高额的研发投入，带来了丰

硕的成果。韦尔股份推出的旗舰

传感器，已进入高端手机市场，

成功追上全球最高水平。另外公

司在全局曝光技术、HDR 技术等

和其他产品领域的核心技术的积

累，也都为韦尔股份在全球汽车、

安防、医疗等领域提供了充分的

竞争优势。

而投资建大学，事实上也可

以理解为虞仁荣和韦尔股份在外

延并购和内生研发的发展路径基

础上，意识到当下国内半导体行

业已经来到了一个“无人区”地带，

需要更底层式的创新。

正如曾有人问虞仁荣，这么

劳师动众地办一所大学，短期内

又看不到收益，值得吗？

虞仁荣的回答是：“半导体

行业的发展需要很长的持续性，

只要我们耐得住寂寞，孜孜不倦

地投入技术，深耕十年二十年，

一定会出现几千亿美金市值的芯

片公司。我对未来充满信心。”

必然的成功看格局

笔者曾看到过一句话，叫做：

“偶然的成功看运气，必然的成

功看格局。”

一个人若只看到自己和自身

企业的利益，为了这份利益费尽心

思、不择手段，即便获得了一时的

成功，最终也会一败涂地。

真正大格局的人，他们的人

生信条永远都是：“我要赢，但

我也要身边的人赢。”

放在企业和产业的视角上看

也是同样的道理，企业要发展，

但更要带领着产业链上下游一同

发展，带领整个产业实现跃迁，

才能够实现真正的长远发展。

也正是有着这种格局，虞仁

荣和韦尔股份才能在时代的关键

节点实现一次又一次的发展，并

最终取得巨大的成功。

 稻盛和夫曾提出过“一壶水”

的利他哲学：

人这一辈子，总会遇到“缺水”

的时候。

当别人需要时，你递过去“一

壶水”，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当你口渴时，他们也一定会

想方设法地，为你送来一汪甘泉。

有利他的格局，才会有利己

的结局。

再回过头来看虞仁荣这一生，

这位从农村走出来的企业家，从

少年时的勤学苦读、考上清华，

到青年时期的奋斗拼搏，到中年

时期的进取作为、捐资办学，回

馈社会。

在尽自己的努力推动中国半

导体产业发展的同时，虞仁荣也

践行了自己年轻时立下的梦想。

祝福虞仁荣，也愿我们每个

人都能始终怀揣着善意和正能量

前行，为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温

暖与美好。

【本文首发于“正和岛”公号，本刊略有

改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