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年4月8日 星期三 主编 王绍禹 编辑 陈静 校对 李政 版式 王姿

中国人物

曹德旺：“裸捐”的“贫民百万富翁”
他说：中国企业家并不吝啬，我只是先行只是先行了一步

距离“玻璃大王”曹德旺的惊人宣言面世已过去近两个月——今年2月有媒
体曝出，“玻璃大王”曹德旺要把自己及其家族名下的60%股票捐赠给基金会。
按市价计算，这笔资产总价高达40亿元。

对曹德旺的质疑最多在于，股票捐出之后，他还能不能动用这笔钱？也有很
多人把其与蒙牛集团掌门人牛根生对比。2005年，牛根生捐出持有的蒙牛股份
成立“老牛基金会”，然而，后来却又将其中一部分抵押给国际投行摩根士丹利融
资。“捐出去了，就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我办过户手续给了基金会，没有中间委
托，一旦捐出，我本人就无权支配了。”他一遍又一遍，但是很干脆地作答。

现在他所面临的问题是：“很多政策法规上存在障碍，既然是捐助，就不应该
再收税”。他说，中国企业家并不吝啬，他只是先行了一步。

【其人】“赚钱我比别人强”
63岁的曹德旺每天依旧精力充沛，偌大的

办公室空阔而沉静。每天他很早到办公室，但
中午一定要休息片刻，这是多年雷打不动的生
活习惯。说到“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外号，“那
时候再怎么形容我在贫民窟都不过分。但
1973年以后，我就摆脱了经济困难。直到今
天，已不担心赚不到钱。”

在曹德旺的简历介绍上，赫然印着“初中”
文化水平，他9岁上小学，初一就辍学回家。“我
跟很多人聊天，都没有告诉他们我初中没毕业，
我可以跟任何人讨论问题。从开始直到今天，
我每天至少要读两个小时的书”。

因为家里穷，14岁辍学后在家放了一年
牛。严格说来，其经商生涯是从十五六岁开始
的，开始做烟丝生意，一做 5年。其间，来来回
回折腾做了许多事。比如，1969年他开始种白
木耳。为了生计，他还出门打工。

真正摸到生意的窍门，是在1973年做树苗
生意，他用3年时间赚了好几万元，“相当于现在
的几百万”。曹德旺一个人包揽了整个村的生
意，几乎无本生利。1976年，曹德旺开始转行，
做起乡镇企业采购员。“我相信赚钱这方面我比
别人，比我爸那一辈人要强。不担心没钱花。”

在外人看来，曹德旺所做的事情经常有些
离经叛道。

对企业的未来，曹德旺看得比较透，“现在看
来，不能老讲‘家族企业’，国际上没有这个术语。
在福布斯富豪榜上，排名前500名的富豪，雷曼
兄弟、高盛、丰田、福特汽车，谁不是私人企业。”

曹德旺并不是想去掉家族企业的色彩，“我
不需要我的子孙控制太多福耀股份，但我希望

我的子孙仍控制福耀集团。就像丰田，它的家
族只有0.01%的股份，但依然掌权丰田公司。”

“将来我万一不在了，孩子们萌发贪婪的念
头，要把捐出的股票拿去修改，这就等于和中国
贫困人打官司，会害我孩子身败名裂。为杜绝
类似事情发生，我这次要彻底割断，捐出去的股
份已不是曹家的。表面上牺牲子孙利益，实际
上是保护了家族声誉。”曹德旺想得很远。

据说，全中国的汽车中，每两辆中就有一
辆用的是福耀集团的玻璃。曹德旺 1987年成
立的福耀玻璃有限公司是目前中国最大的汽
车玻璃制造厂商，世界第六大汽车玻璃生产
商。2003年“福耀玻璃”募集资金 5.8亿元用
于技术改造和产能扩建。在过去的 5年里，他
投资了 50多个亿，因此外界称其为产业扩张
大鳄。

曹德旺曾被民政部评为“中国 10大慈善
家”。1998年，他亲自飞往武汉洪灾区考察，最
终个人捐出 300万元，加上公司员工捐款等共
筹资 400万元经由中央电视台汇出。2004年，
他先后捐出 500万元和 800万元两笔巨款用于

修建高速公路。2005年，他又捐 300万元修高
速公路，捐 600 万元修建福清高山中学科技
楼。2006年，捐资 247万元帮助福建灾区学校
重建。2007年，捐资1500万元设立陕西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助学金，捐资 500万元支持海南文
昌市建设。2008年，汶川地震，他个人先后捐
出了 2000多万元。截至 2008年 11月 30日：仅
根据福建慈善总会的统计显示，曹德旺已经向
该机构捐款达1527万元……

曹德旺是胡润富豪榜中连续5年上榜的16
位慈善家之一。2004年他排名第 35位，2005
年、2006年和 2007年分别排名第 22、18和 23
位，2008年以捐赠金额1.46亿元跃居第14位。

现实：捐助模式大致成型
曹德旺说自己对全国的质疑都能接受，因

为“可以用制度来解决”。一方面，“钱我是拿不
到的”。他已办理过户手续给“河仁”基金会，没
有中间委托，一旦捐出，本人就无权支配了。另
一方面，基金管理是有制度可寻的。他拟亲任基
金会理事长，目的是避免重蹈其他基金会的腐败
覆辙，将来他会交出管理权，请社会贤能来接手。

他还表示，在基金会的管理章程中，不会出
现让亲属和子孙受益的条款，严格程度将不亚
于上市公司制度。他估计，基金会上轨道后，每
年用于慈善事业的金额将达3亿~5亿元。

障碍：慈善捐助要收税
多年来，曹德旺的慈善事业都没有通过中

间环节。关于这次的股票捐赠，曹德旺不满的
是捐赠收税问题。他始终认为，收税是国家管
理的方法，是二次分配的手段。

根据规定，以股权捐赠的形式，要交股票交
易税，税率是20%~30%。“你跟我收税，实际上是
打击我的信心。”根据规定，他的股权过户要交纳
高达4亿元的税收。“我既然捐给你就是调节两
极分化，我捐出股票也是调节两极分化，为什么
还要收税？”他希望自己能成为破冰的先行者。

态度：“为什么不说我是中国的曹德旺”
坐在会议桌前，曹德旺西装革履，透出一点

慈悲；言谈里，他时而沉抑，时而极尽讽刺，有商
人的狡黠和霸气。曹德旺听说有人叫他中国的

“比尔·盖茨”，他反问道：为什么不说我是中国
的“曹德旺”？

对于中国的慈善事业，他比谁都乐观。“有
人说中国企业家吝啬，其实是新中国历史还不
长。过去的成就有整个政策的成功，我没有把
功劳全部拿回去。这样的人生比较轻松，不会
欠谁的情。” 据《广州日报》

【其事】曹德旺的慈善路

捐助股份能否成为“破冰之旅”
【困惑】

“玻璃大王”曹德旺“玻璃大王”曹德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