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访冯仑：通过公益基金推动中新两国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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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网新加坡频道 2013年 7 月 13日电 （记者 郭鸽 符传威 实习生 左昊畅 白

雪妍）7月 11日，在世界未来基金会奖学金颁奖仪式圆满落幕后，世界未来基金会理事

长冯仑接受新华网专访，回答了成立公益性基金会的缘由，该基金会的运营模式，以及

民营企业的成长感悟。 

    世界未来基金会（World Future Foundation ）是新加坡第一个由中国大陆企业

家出资成立的公益性基金会。世界未来基金会有限公司于 2008年 8月 26日在新加坡注

册成立，并于 2009年 2月 20日获得新加坡政府批准，成为一家公益慈善机构。世界未

来基金会属捐赠型基金会，目前，该基金立足新加坡、面向全世界，同时资助了多个公

益组织及公益项目，以高密度城市发展模式研究、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再生研究、新

能源的开发、利用与再生研究为工作重点。 



 

图为冯仑先生在世界未来基金会奖学金颁奖仪式上的演讲。 

    新华网记者：身为一位民营企业家，您为什么会发起世界未来基金会？ 

    冯仑：因为在最近的 10年，中国的所有民营企业家其实一直在面对着一个现实

的问题，同时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在发展企业的同时怎么样和环境，包括自然环

境、社会环境以及社区有良好的互动和回馈。也就是说，企业对股东负责任之外，对社

会和利益相关者是不是也要更多地负责任。所以面对着这样的一些选择，我们大部分民

营企业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在国内开始了公益慈善的行动。 

    我大概在大陆先后发起了 5、6个这样的公益慈善基金，包括壹基金、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万通公益基金等，包括崔永元最近成立的基金，崔永元公益基金，专注于不



同领域。大陆的这些公益慈善基金的主要目标，基本上 80%的精力和资金都用在了解决医

疗、教育和救灾问题上。 

 

图为世界未来基金会理事长冯仑接受新华网专访。 

    新华网记者：世界未来基金会为什么会选择立足于新加坡？ 

    冯仑：当时我在想，经济成长以后，富裕的社会也就是说发达社会下，到底有哪

些社会问题，是作为投资人、股东和企业家应该关注的。在亚洲地区跟中国最接近的发

达国家当然就是新加坡。新加坡人均 GDP全球第三，军事力量也是东南亚第一，另外廉

洁、透明指数大概在第二。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它在可持续发展当中究竟会遇到哪些问

题是公益机构可以帮忙的？所以我就在这里，为了这个想法，尝试建立了世界未来基金

会。这是一个纯粹公益基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断地在跟新加坡社会互动，然后再



从中找到有关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推动他们去研究。这样的话，这些未来的研究对

亚洲，特别对中国，会有很好的帮助。 

    我们在过去五年里就集中选择了两个系列的项目，一个是在国大（新加坡国立大

学）和南大（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每年选十个最优秀的博士论文，然后给他们奖金，

奖励他们在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当中发现的一些最新的问题和推动了技术进步。我们

到现在已经有四年了，已有 40个获奖人，每年从这两所大学的大概 1千 2百个博士里面

选出 10个。当然这不是我选，是由他们两个学校的专家委员会遴选，先从 1千 2百个里

面选出 40个，再从中选 10个。他们根据博士论文的选题，按照可持续发展的主题，如

城市当中的水的问题，空气的问题，交通的问题，新能源的问题进行筛选，看哪些论文

有创见，能够解决实际问题。 

经过这四年，我们奖励的 40个人中有将近一半来自中国大陆，另一半来自新加坡和其他

国家。这些得奖人都非常有成就，其中有一个已经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为中国最年轻的

教授，才 31岁。他是前年的得奖人。另外还有人已经开始创业，去年一个得奖人用他的

博士论文研究出了一个产品，能够快速把雨水或在救灾时临时获得的不太干净的水进行净

化，马上就可以饮用。这个技术也很好。当然还有一些到了欧美继续研究，也有的人在新

加坡本地进行长期、持续的高水平研究。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每年还会继续做这份工作。 

    另外，我们集中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在亚洲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面

临的一个巨大挑战是城市的密度。人口多，密度就大。但是，在中国目前的城市化当中是

走着反方向，不是因为人口多而把密度做大，而是把土地横向铺开，浪费很多土地。北京

一平方公里才不到 5千人，比新加坡的 1万人密度低很多。我们就想要研究一个课题：到

底在亚洲的城市里，一平方公里放多少人是合理的？放多少建筑是合理的？所以我们每年

请全球优秀的教授、学生一起来思考这个话题。我们已做了四年，定出的就是一平方公里



内做 6百万平米的建筑，装 8-10万人。这个密度多大？它没有北京 CBD大，但是能装下

更多的人。这连续三年，我们就每年有一个课题。第一年是拿成都的一块土地来竞赛，研

究尺度。第二年在首尔拿了一块土地来研究老年人的问题，在城市密度大的“立体城市”

里，老年人要怎样在里面生活。 

    今年我们研究了在立体城市里面，农业是否还能回来。我们想让城市不完全只是

钢筋混凝土的水泥森林，让里面还有一种田园、乡村的感觉，想把农业变成都市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而不是一旦都市化就把农业抛弃了。我们已经为明年设定了主题，在孟买研

究在互联网时代要怎么连接人和人的关系，包括邻里、熟人、和陌生人之间。所以这四年

多以来，世界未来基金会围绕着可持续发展这个主题做了两个系列的项目，而这些项目对

新加坡社会，对中国，对亚洲，我觉得都会有帮助，所以我们才叫“世界未来基金会”。 

    新华网记者：能否谈谈世界未来基金会的运营模式？ 

    冯仑：我们这个基金会按照新加坡的法律注册了一个有牌照的私募公益基金。我

们的运作比较简单：由中国公民捐款到新加坡。这是第一个由中国公民捐赠到新加坡建立

的公益基金。我们这个基金会是按照新加坡的法律，有非常专业和透明的管理。我们请了

南大研究制冷、空调和能源的博士，还有本地的会计师组成理事会。我们还有中国大陆的

国际问题专家和职业团队。我们理事会的六个人有一半是博士，我们的秘书长也是博士，

专门研究国际组织的。大家都很专业，从不同角度研究这些问题。我们取得了新加坡牌照

并组建了很好的理事会，一年开两次会，前天才刚开完理事会议。另外，我们还有一个由

南大和国大，还有新加坡政府的专家和教授组织的咨询委员会来帮我们筛选每年发展的课

题、战略和资助的重点方向。 



    当然，除了这两个主要系列之外，其实我们还有其他的项目，这几年在新加坡也

都有研究，包括我们安排中国的国际组织和公益慈善团体在这里做交流，来推动中国大陆

的慈善事业。同时，我们也支持中国大陆的民营企业到新加坡来，和新加坡商学院的学员

还有李显龙总理进行对话。我们也研究新加坡，把新加坡介绍给中国。我们马上就会发行

一套 16本的书籍，准备给大陆。我去年在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学习了一年，把学习和公

益作结合，利用学习来发现有很多事情是我们公益组织可以做的。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在

新加坡的中国人，我们能感受到实际付出的一些努力对我们中国本身的发展和对我们在中

国的公益事业会有帮助。 

    新华网记者：您能否谈谈万通作为一家民营企业，是如何一步步转型达到了今天

的高度？ 

    冯仑：就万通来说，到今年已经 23年了。我们非常简单，就四个字：学好，学

习。所谓“学好”，就是从一开始价值观就要正确，所以我们要“守正出奇”，学先进，

傍大款，走正道。我们都是很正着走。第二就是“学习”。因为我们原来不是商人，不会

做生意，那我们要学习怎么把自己改造成合格、认真、负责任、专业的企业管理者，也就

是要做合格的商人。同时，万一被吹捧成企业家了，就得能够做这份工作。所以万通在每

年 9月 13日都会反省。这方面我们已经坚持 20年了。我们在反省的时候就总结了“学好，

学习”这四个字，做生意千万别学坏了，而且确实得学习。比如说，在新加坡做公益基金，

我们就学了非常多的新加坡的经验。这就是学习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