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设计的宗旨是创造可持续的生存方式

� � 在中国，设计讲究创新，但创新不是
目的，设计的宗旨应是创造一种合理、健
康的生存方式。设计提倡使用，不提倡占
有，是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给大家举个例， 古驰一场表演秀耗

资 800 万元，20 分钟结束后便被拆掉。
大家对设计的认识， 还停留在表面

的 “商场” 经济， 而中国的传统精髓是
“衣、食、住、行、用”。祖先讲的是“万变不
离其宗 ”，提倡的是 “物 ”的本质是为用
的，不是为炫耀、占有的。 设计它不能仅
讲“生意”，而必须要对人类未来负责，我
们要调整观念，创新我们的理论和方法，
真正地把中国的传统文明继承过来，而
不是像丛林法则则。我们必须清醒，未来
的发展不仅仅是产品创新， 而是产业的
创新，是发展循环经济、创造“分享型的
服务产业”，不提倡占有，而是分享。这样
才是中国方案，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超以象外 ,得其圜中”，我们应该调
整、转换观念，这样才能让中国朝更好的
方向发展。

柳冠中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责任教授

中国工业设计协会荣誉副会长、专家工作委员会主任

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 � 今天我们所讲的人才是高素质 、具
有专业背景技能的、 有国际视野或者跨
界商业思维的优秀年轻人。 但现在中国
公益行业是否具备足够的条件去支撑这
些人才？

益桥正在做的就是关于人才的一
个社会创新和实验。 益桥的创新连接了
四个点，第一是我们找到了吸引这些优
秀年轻人的核心点；第二是把这些跨界
人才之中之前和公益没有连接、但是感
兴趣的人全职带进公益行业；第三是建
立真正的实践性的教育，让他们在边学
边做的过程中深入了解中国公益的现
状；第四是打造一个全球华人青年的网
络。

现在我们发现 ， 公益也可以作为
我们人生选择的另一种可能 。 我们不
认为所有的这些人才都要一辈子留在

公益机构或者这一个行业 ， 但基于他
们之前对公益的深入了解 ， 可以帮助
我们中国公益更好地崛起 ， 做出更大
的贡献 。

希望我们能一起培养具有社会责任
感、有创新思维新一代的“破壁者”。

王赛
益桥创始人

科技能够助力公益教育

公益在这些年毫无疑问取得了非常
大的进展和非常多的成就 , 但如今的公
益活动也都有着比较明显的局限。未来，
要想让更多优秀公益参与到其中， 不仅

要付出金钱，还要付出时间、精力、经验
和智慧，这一定要借助科技的力量。

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问题： 科技
对社会的作用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们现在借助网络资源连接普通志
愿者和乡村地区的贫困教师，以“乡村教
育赋能计划” 为贵州毕节的孩子输送课
程内容和进行远程教师培训。 下一步我
们希望打造支持教育的 AI 系统，让人工
智能体系根据孩子的水平推送学习材料
和进行学习解答， 解决乡村地区缺少优
秀教师和教师没法顾及到每一个孩子的
问题。

如果说科技的改变是 0 到 1， 那么
怎么使得这种科技的成果惠及到所有的
人，这需要公益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

郝景芳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童行计划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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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科学助推中国公益

� � 我希望讲的一个概念是 “助推”，就
是人在做出决策的时候， 不是强硬的干

预他们的决策， 而是通过巧妙的方式助
推，从而有效地帮助人们做出好的决定。

我认为行为科学可以从以下两个方
面来助推公益，第一是通过对行为科学的
理解，即人是如何做决定来有效帮助公益
项目定制合理的实施方法；第二，从科学的
角度测量公益项目的效果，以及通过在数
据的发掘过程中找到更好的方法。

很多时候， 我们帮助低收入群体脱
贫只是在将我们自身的意愿强加给人 。
但其实那些受助者虽然穷但并不缺乏自
尊心，当他们有了自己定目标的权利时，
就会在相互参照中获得改变的动力，进
而主动向着自己希望的方式进行改变。

朱睿
长江商学院 EMBA项目副院长、市场营销学教授

品牌研究中心主任

公益事业国际化
我们应找到一种方式，即动员全社

会的资源来解决社会所面临的问题，而
中国政府非常明确地表明要支持 NGO
的国际化。

福特基金会是一个全球的基金会，
我们在走向全球国际化的道路上也有
我们自己的经验。

福特基金会的愿景及目标就是为
所有的人提供公平、公正的机会。

从最初的美国地方基金会，到后来
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公益活动，我们实现
了基金会的国际化，而在这个过程中我
们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本土化 。 我们发
现，应该更多地依赖于当地的人去引导
当地的活动。 另一个我们认为十分重要
的经验是，除了政府之外 ，我们还要跟
草根组织 、社区组织来合作 ，才能真正
让基金会在海外立足，了解当地情况并
且实施更为有用的公益项目。

对于当前快速发展的中国而言，我
们必须得要抓住历史时刻 ， 让中国的
NGO 走出国门，到海外去开展工作。 而
在此过程中必须认真考虑自身的优势
和能力，机构真的准备好了吗？ 具备这
方面的能力了吗？ 我们要不断地学习、
试探，做好适应、改变的准备。

高倩倩
福特基金会中国首席代表

中国慈善信托的未来展望

� � 2016年 9月 1日《慈善法》出台，将慈
善信托正式写入《慈善法》，慈善信托得以
快速在中国设立和发展。

慈善基金会和慈善信托的区别可以
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他们都来源于基础的大陆法系
中委托人和受托人的架构；第二，与慈善基
金会不同， 慈善信托采用的是备案制；第
三，慈善信托的运行架构更加通透和透明；
第四，慈善信托运作更为灵活，接受的慈善
款项中本金可以长期存续，仅将收益部分
投向慈善项目。

另一方面，慈善信托与慈善基金会既
有区别，又是紧密结合的。信托公司与慈善
基金会积极合作，是现今我国慈善信托的
主要特点之一。

未来，信托公司将会与更多的慈善组
织、爱心人士和企业建立长期合作机制，持
续探索双受托人等创新业务模式。 通过专
业化分工，完善信息披露机制，持续深入探
索将信托制度优势与公益慈善事业相结
合等更多合作模式。

刘景峰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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