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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上名記的華麗轉身
俗語有云 「捨得，有捨方有得」，這句話說來容易

，若付諸行動卻異常艱難，然而屠海鳴卻做到了。上世
紀 80 年代最後一個秋天，已在滬上傳媒圈小有名氣的
屠海鳴決然地辭去了被視為 「金飯碗」的記者工作，懷
揣夢想赴港創業。對於那段 「下海」經歷，屠海鳴至今
仍清晰如昨， 「剛到香港，各大傳媒都向我拋來橄欖枝
，但我卻創辦了自己的雜誌」。

屠海鳴最初的那段創業史並不平坦，受資金所累，
那本凝聚了他心血的雜誌在創辦九個月後不得不被迫停
刊。經過反覆思想鬥爭，屠海鳴決定暫且將新聞理想擺
在一邊，並下決心 「學商營商，以商養文」。此後一年
時間內，屠海鳴很快在香港賺到了商業生涯的 「第一桶
金」，並在 1992 年重返上海創建了上海豪都房地產開
發經營有限公司。

天道酬勤，憑藉着那份對事業的狠勁和鑽勁，屠海
鳴在短短幾年內迅速成為上海房地產行業的新星，並先
後榮膺上海房地產十大傑出人物、中國百名優秀房地產
企業家、2010 年上海樓市特殊貢獻獎十大風雲人物等
殊榮。

作為儒商，屠海鳴在商業世界開疆闢土勇往無前的
同時，卻時刻希望 「放下」一切，他一邊聚財賺錢，另

一邊又散財行善，用他的話說， 「對於財富我已經感到
很滿足，當下我最應做的就是回報社會，向需要幫助的
人施以援手，用愛心照亮困難群體不僅是我作為企業家
應盡的社會責任，同時更是我人生的追求」。

800個孩子叫他 「父親」
曾連續七年登上 「胡潤慈善榜」前列的屠海鳴笑言

： 「沒有人是天生的慈善家，我屠海鳴也不是」。2001
年一個偶然的機會，讓屠海鳴融入到善者的行列。 「那
一年知名老藝術家張瑞芳女士傾盡所有創辦的敬老院，
因經營艱難難以為繼，我得知此事後先後多次向敬老院
捐款，此後我又不斷參加各類慈善活動，並一發不可收
拾。」

2002年，屠海鳴出資230萬元在母校復旦大學新聞
學院興建了 「屠海鳴圖書樓」。此後，懂得感恩、報恩
的海鳴又在 「復旦百年校慶校友珍品義拍」上，一口氣
拍下復旦大學陳望道、蘇步青、周谷城、謝希德、談家
楨等復旦名人的 11 件珍貴文物，其善款佔當日義拍總
額的四成，當眾多校友為其鼓掌時，他又出人意料地將
所有拍得文物重新贈予母校。

「對企業而言， 『正德』是一種社會責任和職業操
守，我的人生信條是，道義為先，存善於心。」海鳴說
。他的精神世界非常富足，這並非因為錢，而是因為

「有800個孩子叫我 『父親』，他們都是未來的星星」
。2002 年夏天，屠海鳴應國務院僑辦之邀，以僑資企
業家身份遠赴甘肅幫困助學。在甘肅臨夏回族自治州積
石山保安族東鄉族撒哈族自治縣考察時，這個 「全國最
貧困縣之一」一切都讓屠海鳴震驚。 「我去過很多貧困
地區，但都沒有比那裡更苦的地方。」屠海鳴說，縣裡
每戶家庭的財產不足50元，3000名兒童因貧窮而被迫
失學，面對一雙雙渴望學習的眼睛，屠海鳴感到異常揪
心。很快屠海鳴便主動提出，要 「認養」800名失學孩
子，並出資140萬元供他們完成小學學業。在海鳴感召
下，同行的其他企業家紛紛慷慨解囊，15 分鐘後，
3000 名孩子的六年學費全部有了着落。如今孩子們早
已完成了小學學業，並且很多貧困孩童的家長在屠海鳴
及其他三位僑商的資助下辦起了養牛場。

冀成中國的 「卡內基」
2008 年汶川大地震，身在香港的屠海鳴獲消息後

，隨即向災區捐款 200 萬元，回到上海後他再度捐出
500萬元，同年六月末，屠海鳴應邀參加國務院僑辦組

織的四川考察行，得知羌族女孩雷曉鳳，失去了母親及
其他8位親人，小女孩唯一的夢想是 「能考復旦大學」
，屠海鳴決定 「要撫養她到大學畢業」。2010年6月23
日，由屠海鳴捐資逾百萬元修建的 「僑愛學校」在重慶
市梁平縣城西海鳴僑愛初級中學竣工啟用。

「我們在慈善方面的法律規章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
，這時候慈善機構的作用就非常重要，我們都在邊做邊
學。」屠海鳴說，他希望能成為中國的 「卡內基」，將
自己的仁心善舉灑向更多需要幫助的人。他以公司名義
先後向上海、四川、重慶、甘肅、河北、江西、雲南、
陝西、內蒙等地捐贈善款近億元。

自立基業，兼濟天下，屠海鳴的善舉也獲得外界對
其的尊重，從上海市 「慈善之星」、上海市首屆慈善獎
，到中華慈善突出貢獻獎、上海市政協 「愛心獎」，再
到上海市年度愛心獎……作為慈善家，面對那些需要幫
助的人，屠海鳴樂善好施有求必應；作為曾經的名記，
他至今仍保持着大量閱讀的習慣，並時常應約向傳媒投
稿、筆耕不輟；作為政協委員，他每年都下到基層認真
調研，並為政府連續 10 年奉上整整 100 篇與民生息息
相關的高品質提案，可謂達者濟天下；但作為商人，他
卻不以商賈利之，相反用實際行動踐行着 「做一個百姓
開發商」的莊嚴承諾。

儒商屠海鳴：愛心無限 兼濟天下
—訪上海豪都房地產開發經營有限公司董事長屠海鳴

深色的正統西裝、一絲不茍的髮型、謙和儒雅的神態舉止，與屠海鳴有過接觸的
人，通常都會被其個人魅力所傾倒。熟悉他的老友說，海鳴表面上是個商人，但他骨
子裡卻仍然是個文人，更確切地說是個以民為先的善人。事實上，鋼鐵巨頭安德魯·
卡內基 「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種恥辱」 的金句，早已成為屠海鳴人生的座右銘，地產
商的身份之於他而言僅是 「以商養文、以商養善」 的工具罷了。當他的名字出現在某
知名 「富豪榜」 時，他淡然一笑，並感嘆，名利似浮雲，如今最看重的還是 「善長仁
翁」 的稱謂。 本報記者 倪巍晨

在通脹高企的當下，高房價讓地產商備受詬病，
但在上海地產界，一說起屠海鳴，圈子裡的人都會豎
起拇指。從90年代初涉足國內地產開發行業以來，屠
海鳴始終秉承着 「做一個老百姓開發商」的承諾，更
難得的是，他已將微利經營寫入了企業文化的精髓。

「企業未來生存及發展的關鍵是社會責任，地產
開發要把利潤控制在 15%以內。」屠海鳴說，這是他
經營地產公司的 「紅線」。20年來上海房價已向上翻
了幾個 「跟頭」，但屠海鳴卻依然堅持着微利經營的
信條，其 「陽光利潤」理論雖讓他成為地產界的異類
，但卻贏得了普羅大眾的陣陣掌聲。

屠海鳴常說，要造老百姓買得起的好房子，在堅
持不謀求暴利的同時，他亦不斷追求新樓盤的建設質
量， 「造好房子是開發商的責任，犧牲些利潤讓老百
姓多得些益，又有何妨」。屠海鳴不計得失的經營理
念，也為其贏得了連續三屆上海市政協委員的殊榮。

從 「房價漲幅過高，市民企盼能予降溫」、 「關
於抑制上海部分區域房價漲幅過高過快的建議」，到
「學習、借鑒香港住房保障體系、加快本市保障性住

房建設的建議」、 「在上海建立公共租賃住房統一服
務平台，以進一步完善住房保障體系的建議」，再到
「在上海擴大住房公積金租房受益面的建議」、 「盡

快出台面向本市中等收入家庭的限價房相關措施的建
議」……在履行參政議政職責時，屠海鳴深感政協委
員責任之重大，每年上海兩會，他的提案也都為老百
姓着想，以至於有人感嘆， 「從屠委員的提案看，他
實在不像房地產公司的老闆」。

作為地產商，屠海鳴最常提到的是 「社會責任」
，他希望用自己的實際行動來證明，在中國就有這麼
一位房產商，在關切基尼係數的增長，在擔憂政府的
資源壟斷，在關心普通民眾的生活······

屠海鳴：我是老百姓的開發商

屠 海 鳴 小 資 料

屠海鳴，高級工商管理碩士，香港豪都國際有
限公司董事長、上海豪都房地產開發經營有限公司
董事長。他目前擔任中國僑商投資企業協會副會長
、國務院僑辦海外扶貧顧問、中國海外交流協會常
務理事、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上海市政協委員、
上海市歸國華僑聯合會副主席、上海市僑商會常務
副會長、上海市海外交流協會副會長、上海市外商
投資企業協會副會長、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
會長、香港中華總商會永遠名譽會董、香港華僑華
人總會名譽會長、復旦大學校董等60多項社會職務
，曾膺 「中華慈善特別貢獻獎」 、 「上海市政府慈
善獎」 、 「上海慈善之星」 、 「上海僑界十傑」 等
榮譽。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
總理溫家寶與屠海鳴先生親切握手

屠海鳴先生在雲南、甘肅、陝西、江西等貧困山區捐獻了近30所希望小學、僑心小學等。這是他在貴
州山區與當地少數民族兒童合影

▲屠海鳴先生為上海市聾啞兒童捐獻愛心後，
高興的為他們簽名留念▲

屠海鳴先生在全國最貧困的山區——甘肅省
臨夏回族自治州積石山保安族東鄉族撒拉族自治縣
，連續6年撫養了800位貧困兒童就學。這是他與
部分孩童的合影

在2008年四川地震中，重慶市梁平縣城西海鳴僑愛初級中學也受到重創。由屠海鳴先生捐建的該
所中學所有新校舍，在2010年終於落成。該校目前有17個班級、1012位同學，80%均為進城務工的
農民工子弟

2008 年 5 月
15 日，在四川地
震後的第一時間，
屠海鳴先生趕到上
海市慈善基金會捐
款。在這次大災中
，他共向災區捐款
人民幣1500萬元

屠海鳴
致 意

中國僑商投資企業協會副會長

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

上海市政協第九、十、十一屆委員

香港中華總商會永遠名譽會董

中國海外交流協會常務理事

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委員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

香港豪都國際有限公司董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