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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21 年 12 月清华企业家协会成立公益专业

委员会算起，“公益”以组织形式正式纳入 TEEC，

刚走过两年多历程，但如果把会员企业的公益实践

作为开端，TEEC 的“公益基因”则可以追溯到协会

成立伊始，并一路伴随协会的发展而逐步壮大。

据 TEEC 秘书处不完全统计，20 余年来，协会

内主动发起参与公益事业的有近 40 人，其中既有

陈大同、吕大龙、俞富裕、李健、李东升等大师兄

身体力行，也有姚颂、杨鑫、李晟、张卓等青创会

员身影，而姜晓丹、缪杰、蒋抒洁等会员更是将创

业事业与公益紧密结合。

如今，TEEC 公益逐渐形成“T 系公益”风格——

落地踏实、高效运营、坚持不懈。这一风格诠释了“清

华企业家精神”的重要一面，即受强烈的使命感和

社会责任感驱动，用可持续的眼光发展企业，用科

学理性的态度实践公益。

本篇文章撷取几个片段，展示几位 TEEC 企业

家校友的公益故事，分享他们对“T 系公益”的实

践和思考。

邓锋：用商业思维来做公益的事

邓锋是清华企业家协会创始主席。他发起的第

一个公益项目，是 2003 年向清华大学捐赠 1000 万

元，成立“信息学院人才引进及研究生出国参加学

术会议基金”，每年支持 100 个学生出国参加一流

的国际会议。

项目背后是他自己的遗憾——在清华大学读研

期间，邓锋曾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写论文向某国际会

TEEC 公益：探索清华企业
家精神的另一条路径

清华企业家协会，英文全称为 Tsinghua 
Entrepreneur & Executive Club，( 简 称 
TEEC)，是专门面向清华校友的、非政治性的、

非商业化的、民办的、以重视企业价值中科

技含量的企业家为主体的，其成员经特邀方

可加入的组织。2001 年成立至今，TEEC 已

经走过了 23 年发展历程。从硅谷创始会员

的思想火花，发展到现在拥有 600 多位正

式会员，200 多位青创会员的大家庭，始终

坚持“受助、互助、助人”的价值观，书写着校友携手创业的故事。

TEEC 公益夏令营西南联大旧址前合影

关于 TE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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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投稿并获得认可，但因为没有出国费用又没有相

关奖金而遗憾错过。

“帮助同学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交流，好处还不

只是呈现论文，实际上是帮助他们进入学术大牛的

圈子，逐渐收获认可和影响力。”该项目已经开展

了二十年，从来没有断过。每年都有一个总结会请

学生代表谈感想，每年的感谢总结都差不多，但坐

在台下的邓锋每次听都很开心，也很有感触：“我

们的努力确实改变了这个人，他可以出国开眼界，

看到不一样的世界，对他的影响是一辈子的。”

“公益最讲究对执行细节颗粒度的要求，除了

钱，我还把我的时间、资源特别是执行的能力投入

进去。”邓锋说。

项目持续二十年，得益于邓锋从一开始就精心

设计的运营和回馈制度。在组织层面，由学校派专

人负责这个项目，和他直接对接；在执行上，以十

年为周期规划，前三年每年考核，考核过关后再拨

下一年预算；从第五年开始，信息学院研究生院和

邓锋各出资一半，第十年开始，则各出三分之一再

由其他公益企业家出三分之一。

“我借鉴了种子基金的经验，用商业的思维来

运营非盈利机构。清华的很多项目，比如 x-lab 公

益创业大赛等开创性的公益项目，我都会运用类似

思路。”邓锋举例说，做一个

十年的公益项目计划，必须要

求受助方有专人负责，每年要

有汇报有考核，“开始只给一

年的钱，考核过关后再给下一

年钱。经过三年，再给剩下七

年的钱。十年结束后，为了继

续项目，第 11 年开始只给 50%

的钱，你们再找另外一个人给

50%，然后我可能会逐步撤出

我的 50%，其他人接手，使整

个项目变得可持续。”

为了让捐赠更有效，邓锋在捐赠战略上也有很

多思考。在项目开始时就像设计公司做产品一样，

不仅要清楚需求，还要明确组织架构，确定执行计

划。他强调，公益项目不能做得太散，不要东一榔

头西一棒子，要有“农夫心态”，专注在一个点上

打得深，做得长，做成可持续性的项目。

TEEC 公益专委会：连接 T 友校友力量

王奕经营的皮卡少儿中英文图书馆，是一家在

社区为儿童提供优质双语阅读项目的非营利机构。

2014 年，她作为第一位社会企业属性的会员加入。

这次破格加入，意味着在 TEEC 内部对公益的认可

以及对校友公益创业实践者的鼓励和探索。

2021 年夏日的一天，时任 TEEC 主席的许志翰

来到北京，邀请王奕出任公益板块副主席，委托她

筹建 TEEC 公益部。彼时，不少在商业上取得成功

的 TEEC 企业会员设立了公益基金会、社会影响力

投资公司等，用专业的方法投身公益实践。 

“我和师姐说，要一个个拜访清华校友的代表

性公益组织，要切实了解他们，做资源总览表，扎

扎实实地在 TEEC 搭建公益平台。”许志翰说。

刚接到委托时，她有点忐忑。“但我们共同希

邓锋在清华大学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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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在 T 友中推广公益理念，推动形成回馈母校、回

报社会的共识与文化，于是，我接下了这个任务，

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就实实在在为 T 友的公益初心

和事业做支持和服务”。

成立 TEEC 公益专委会就是 TEEC 公益部成立后

筹备的第一件事，于是聚集起有意愿付出时间支持

公益的 T 友和相关公益机构的清华校友，搭建起温

暖而具有支持力的组织链接，共同推动建立 TEEC

公益平台。公益专委会的工作宗旨也确定了下来，

即在 TEEC 推广形成回报社会的共识，打破之前各

个企业家分散状态，协同组织热心公益的 T 友，定

期组织公益活动。

2021 年 12 月，清华企业家协会公益专业委员

会（TEEC 公益）成立，秉承 TEEC“受助、互助、

助人”宗旨，TEEC 公益携手 T 友、校友及相关机构，

以“弘扬清华企业家精神，共同践行社会责任”为

出发点，奉献爱心，回馈社会。

TEEC 公益专委会的成立，使得不同的公益模式

以不同的形态呈现在大家面前，除了传统的资助模

式，会员开始以更丰富的方式了解和参与其中。

“连接协同、专业支持、倡导推动。”王奕用

12 个字概括了 TEEC 公益专委会的使命。具体而言，

就是连接各地 T 友校友公益组织、各路公益资源及

母校支持，一起协同互助并助人；提供公益相关方

面各种专业支持，搭建打造专业 TEEC 公益支持平

台；鼓励倡导具有社会责任担当的清华企业家精神，

推动各种公益相关活动行动。

“工作从零到一到不断展开，从 TEEC 公益专

委会的筹建，到收集了解 T 友对公益的需求，到连

接奔赴在公益一线 T 友校友，到组织推动一次次线

上、线下的公益及乡村振兴相关活动和策划，再到

现任 TEEC 主席倪正东带领推动的荷尖公益实习计

划的筹备工作，等等。看到公益工作的内容和范围

在一步步的扩大丰富是我最大的欣慰。”

“看到每一个公益 T 友校友身上对公益的热心、

坚持和付出，连接起来的力量以及他们焕发出的光

彩和能量，我觉得特别感动、特别有收获、有价值。”

王奕说。

缪杰：赋能乡村，让农民重新燃起希望

2024 年 1 月，在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联合相

关媒体和行业组织单位主办的乡村振兴品牌节年度

荣耀盛典上，缪杰获得“助农先行官”奖项。

身为“水木年华”的成员，缪杰成名二十多年间，

参加过各种各样的慈善捐款演出。他厌倦了用捐钱

解决问题的公益形式，因为捐钱最容易，但实际效

TEEC 公益专委会日常会议 缪杰团队公益助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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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却很难保障。

2015 年的南北极之行，让缪杰在离世界最远的

地方找到自己的内心，看到自己的渺小，“因为渺小，

我索性就做一点小事。人的意义不在于改变世界，

而是通过改变自己改变周围一点点。”

从这一年开始，缪杰多了一份事业——公益助

农。他创办了助农平台“家乡来客”，希望借助该

平台帮助农民销售滞销农产品，让更多人有机会在

家乡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他带领团队设计出一套

“让所有人都受益的模式”——用更好的价格收取

农民的产品，让其获得劳动的尊严；用更好的价格

销售出去，让顾客以更好性价比满足生活需要。

2016 年初，“家乡来客”销售山西临县大枣，

两天拿了 2000 多万元订单，一战成名。这背后是

缪杰前期不停投入 100 多万元。“我说没关系，缺

多少往里打（钱）！”过年期间，缪杰和团队一直

坚持在临县，手把手教农民一笔笔发订单，“想躺

在那里就把事儿做了不可能”。

2017 年 11 月，“家乡来客”公众号发布了一

篇小编含泪写下的文章，《有一种丰收叫做荒凉。

3000 万斤有机藕让人掉眼泪！》。意料之外地，

这篇文章发布后吸引了多家电商公司前往当地，

帮当地销售。两周前还绝望的当地村庄，缪杰再

去时已是人声鼎沸，整个村的人有说有笑地挖藕，

“那些农民眼睛里重新燃

起的希望，远比他对你说

一句谢谢更有满足感！”

缪杰感慨。

“做公益成功的秘诀是

什么？我想是‘杀鸡用牛

刀’——有能力的人未必愿

意做公益，致力于做公益的

未必有这个能力。”缪杰说，

公益看似简单，落地时却面

临太多困难和阻碍，不但要有情怀，更要有毅力、

能坚持，还得扛得住负能量。

近几年，直播带货流行起来。带着“让家乡更

美，让儿女回家”的初衷，缪杰开始频繁出现在公

益助农的舞台，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农户开拓销路，

实现增收。有时，为了给“家乡来客”带货，他会

出现在各类直播里，抱着一把吉它，边唱边聊几个

小时。弹幕里有人感动，也有人嘲讽，“帮人卖菜

赚多少钱？你都沦落到开直播了？”

外界的杂音干扰不了缪杰的情绪——他会毫不

客气地怼回去。这些年，缪杰切切实实带着团队在

全国几百个村县奔跑扶农，早已底气十足。多年来，

他们帮助了全国 200 多个村销售农产品，销售订单

超过 1500 多万单，帮助上万农户开拓销路，实现增

收，也让越来越多年轻人回到家乡。

在“村超”爆火之前的两年，当缪杰来到贵州

榕江，美丽的景色、丰富的物产、淳朴的民风留住

了他的脚步。驻扎下来后，他将这些年的助农经验

完完整整的教给当地村民，帮助他们梳理当地的农

产品供应链，让当地特产更符合市场需求，同时还

授人以渔，培训了一万多名乡村主播。这一系列赋

能村民的行动为后来走红全网的“村超”的榕江埋

下了伏笔。

心怀热情去帮扶一个农民、一个村子或许不难，

在晚寨共同学习琵琶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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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的是坚持下去。缪杰做到了。真诚永远最能打动

人心，深得村民喜爱的缪杰因此成为了榕江县晚寨

村的“名誉村长”。

“家乡来客让我觉得我是一个有意义的人，我

现在很快乐！”他说。

从回馈母校到回报社会，从以身作则到传

承责任

TEEC 的宗旨是“汇聚校友企业家，促进创新和

创业，回馈母校和社会”。由此，TEEC 会员投身公

益时，也往往把回馈母校清华大学作为重要对象。

迄今为止，TEEC 会员最大一笔捐赠是 2019 年

徐航给清华母校捐赠 3.3 亿元。2021 年清华大学

110 周年校庆，吕大龙捐资两亿元用于交叉科学楼

的建造，邓锋再次捐资清华科学博物馆；武平、潘

建岳、李峰、陈大同、倪正东共同捐款给清华校史

馆；朱一明携兆易高层的五位清华校友共同捐款一

亿元；韩大为捐款成立了体育基金；由清华大学提

供纵深课题研究经费的项目发展而来的深鉴科技，

成立 SEE Fund 基金，将每期基金中管理团队收益

的 30% 回馈母校。

“扶上马、送一程、关心一生”，这是清华

对毕业后毅然选择支援西部基层经济建设的学子

们的承诺。承诺如何落实？

背 后 也 有 TEEC 人 的 身 影。

2012 年，吕大龙等低调创建

励业基金，以“励业金”的

形式为这些毕业生之后的学

习、工作和生活提供守护，

例如提供返校攻读 MPA 的机

会，为去艰苦地区的毕业生

提供体检支持、生活补助等，

甚至毕业生的孩子生病也是

学校与励业金资助部分医疗

费用，真正实践“关心一生”

的承诺。 

灵活快速的公益“小事”，TEEC 公益人更是随

时进行着。2019 年 5 月 7 日，最新安装的 AED 设

备成功将一名忽然晕倒的清华大一学生恢复了心脏

功能，其受惠于当年3月启动的“让校园更安全”——

清华校园 PAD（公共电除颤计划）“黄金急救”计划，

背后是徐航鹏瑞公益基金会的赞助。徐航在得知此

事时表示最近最开心地就是这个，因为拯救生命比

什么都重要。2021 年秋天连续数月的降雨，让陕西

永寿县的许多农副产品出现滞销的情况，TEEC 西北

分会的王武大师兄振臂一呼，其旗下的国雍臻选与

TEEC 联合发起对永寿的富锶苹果、富锶甜脆柿的爱

心助农售卖，短短时间内近 200 人接龙购买。

在回馈母校的同时，TEEC 的清华企业家们也收

获了心灵的成长。

“重走西南联大路，无问西东少年行”，2023

年 TEEC 公益夏令营举办。身份各异但同根同源的

TEEC 企业家们齐聚一堂，在路上完成了一次公益、

民生、文化、历史相互交叠的探索和传承之旅。他

们用心体会“国家”“人民”与自身的联系，收获

了知识和友谊，深刻理解了承担的责任和使命，努

力为地方发展贡献清华企业家的力量。

【清华企业家协会提供资料，本刊记者朱芙蓉摘选编辑】

吴宝璋教授在西南联大旧校舍中为“同学们”讲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