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可信赖的真诚的朋友 

 

“李先生是我們的最可信賴的真誠的朋友。”這是原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原教育基

金會理事長賀美英教授在 2006 年 2 月 16 日“偉清樓”奠基典禮儀式上說的一句話。這

句話是賀美英理事長的真心話，也道出了清華人的肺腑之言。 

 

 

李賢凱先生參加教育基金會 

成立 25 周年座談會 

 

這裡說的李先生，就是“偉清樓”的捐贈人、香港偉新（國際）有限公司董事會主

席、香港企業家李賢凱先生。 

 

初與李先生相識 

李先生第一次來清華大學是在 2002 年 6 月 22 日。雖然之前，有雙方共同的朋友介

紹並已派他的得力助手偉新董事陳文傑先生來校做過考察和訪問，但這次仍然是一次探

索性和朋友之間的會見。其實，學校與外界許多重大的合作，建立之初很多都是從教授和

朋友之間的交流與合作開始的。我和當時電子系副主任馮振明教授在甲所接待了李先生

一行。 



在這次會見中，李先生從戰略的高度介紹了他想與清華大學合作共同建立一個高技

術產業轉化平臺，用偉新的資金和商業運作經驗與清華大學的技術和人才形成優勢互補，

促進清華科研成果的產業化。 

他認為，這個平臺應該做到五嬴：即對國家有稅款貢獻；大學方面可從合作項目產

業化的效益中取得回報用於科研經費；有關的科技工作者的技能得以充分發揮，並從商業

效益中取得合適的回報；管理人員所發揮的能力和表現會得到獎賞；投資者亦可得到合適

的回報。這就是後來我們稱之為“五嬴平臺”或“偉清平臺”構想的原始的出處。 

 

在這次會見中，李先生戰略的眼光，深邃的理念，幹練的才能，對清華的信任和對雙

方合作的信心，給我留下深刻的美好的印象，也成為我們真誠友誼的起點。 

此後，由於李先生的執著追求和不懈努力，由於電子系領導的密切配合以及學校領

導的大力支持，偉新集團與清華大學的合作進展非常迅速。 

 

李先生在我們第一次會見後五天，即 2002 年 6 月 27 日，提出偉新（國際）有限公

司與清華大學合作方案的書面建議，並親自簽字發出。 

 

我看過合作方案介紹後，感到李先生動作迅速，確有合作誠意，當即電郵回復：“我

看後，覺得很好，很受感動。首先這個方案非常好地體現了李先生的設想；其次偉新真誠

合作的精神和海納百川的胸懷，躍然紙上。方案為我們今後的合作展現了一個實施的方向

和光明的前景。” 

 

不久，電子系領導核心經過研究給予正式答覆，表示贊同和積極回應。李先生得知

後十分高興。 

 

關於擬建的公司的名字，李先生讓我給起，我們經過多次協商，覺得用“清華”和

“偉新”文字的某種組合比較好。李先生歷來低調，表示不用“偉新”打頭，經過再三磋

商，最終用了“偉清”。正式申報註冊的名字是：偉清創新科技有限公司，英文名字是：

Tsing-Tech Innovations Co. Limited。 

 

李先生是該公司的首任董事會主席，我校客座教授、當時即將卸任的香港科技大學

副校長林垂宙教授是公司首任總裁。 

 

偉清創新科技有限公司的歷任負責人與我校各相關院系都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和合作，

得到各方面的大力配合和有力支援。 

 



 

李賢凱先生與侯世昌教授 

在偉清與清華合作簽字儀式上合影 

捐贈“偉清樓” 

2002 年 10 月 16 日李先生因公幹來到北京，他打電話邀請我晚上到他下榻的漁陽飯

店去會見。他告訴我他十分高興，這天是他的生日（後來才知道那是他 65 歲華誕）。我

們兩人真摯地互相祝酒，暢敘雖短暫友誼卻真誠。 

我向他介紹了電子工程系的歷史發展，學科建設，科研實力，教師隊伍和系友名人，

特別重點介紹了“文化大革命”期間，電子系遷至四川綿陽所造成的嚴重損失；返京後，

系館已被“佔據”，儘管學校領導下了很大決心，花了很大精力，但當前的主要困難仍是

系館和實驗室面積嚴重不足。作為系常務副主任，我瞭解的比較具體和詳細。按照李先生

的智慧和經驗，他肯定已經猜到我希望他出資建樓了，但他仍非常耐心認真地聽我的介紹，

靜聽而不打斷。 

於是，我提出建樓的建議，李先生聽後表示認可和贊許。他瞭解了一些學校關於房

屋建設的政策之後，問建樓需要多少錢？我告訴他希望出資 3000 萬元。這個數位是我事

先與電子系計算過研究過的。李先生當即慷慨答應，但表示要偉新集團董事會最後同意。 

10 月 22 日李先生自香港通過電郵給予回復，全文如下； 

 

侯世昌教授： 

您好。 

有關建研究大樓一事，偉新公司的董事們已經內部通過撥款預算人民幣三千萬元給

偉清公司進行這個項目。能夠通過偉清公司為清華大學電子工程系提供建研究大樓的經

費，我們感到非常榮幸，為了迅速落實計畫，我們建議於北京清華大學與偉清公司簽署協

議後，由偉清公司提供人民幣三千萬的撥款。協定的細節由大學草擬提供，我們認為協議

應能提供一種機制，約束經費的用途和把新大樓完成為目的。 

祝頌秋安！ 

李賢凱 陳文傑上 

2002 年 10 月 22 日   



收到電郵後，我十分高興。立即將電郵列印，並鄭重寫了一信，傳真發給電子系當時

三位元主任馮正和、李豔和和馮振明。 

關於新樓的命名，李先生多次表示，不用“賢凱”，也不用公司的名字。最後由於我

們的堅持，仍命名為“偉清樓”。 

 

 

偉清樓落成啟用儀式 

 

由於在申報、選址、規劃和設計中的一些臆想不到的問題，“偉清樓”的奠基典禮

拖至 2006 年 2 月 16 日才舉行。 

晚上，我在答謝會上贈送給李先生一首六字詩，抒發我與李先生相識相知的感受以

及感謝他對清華關愛和支持的壯舉。 

 

銘佩賢凱先生 

  

甲所漁陽嘉裡， 

真誠友誼軌跡； 

偉清平臺構想， 

賢德惠及社稷。 

  

偉新清華偉清， 

合作發展結晶； 

荷塘輝映新樓， 

凱風永頌真情。 

  



關注老年健康文化建設 

 清華大學已有離退休教職員工 5000 人，他們當中的一些人雖已離開了原來的工作

崗位，但他們仍心系國家，心系清華，這些人的健康、心理、生活、活動等迫切需要組織

的關心和支援。我校的有關部門和院系為此作出很多努力，為離退休人員解決了不少困難，

得到離退休人員的好評。但由於離退休人員數量較大，仍感到力不從心。此事，幾任離退

休工作處處長、清華園老齡大學領導等都同我說過。 

 

2004 年 7 月 28 日偉清創新科技有限公司在廣州番禺南沙資訊科技園召開董事會，

會議期間我抽空與李先生談起了此事，並提出建立清華大學老年健康文化基金的建議。他

問我需要多少錢，我說總得幾十萬吧。他當即十分果斷地說：“好，那就一百萬，由偉清

出。這一百萬算抛磚引玉，算老年健康文化基金的第一筆投入，希望學校廣開財路，清華

的校友多，能爭取更多的投入。”回校後，與當時教育基金會黃建華秘書長和時任離退休

工作處處長的劉裕品教授立即商量，設立老年健康文化基金，草擬章程和管理辦法，並報

送給李先生和偉清創新科技有限公司。不久，李先生給予認同，並撥款到我校教育基金會。 

 

三年多來，已有不少單位獲得了該基金的支持。這些受益單位也不斷地將他們的成

績、成果和作品，報送給李先生和偉清公司，表達他們的感激之情。 

 

 

中國老年學學會老年科學健身與 

長壽委員會送給李先生的錦旗 

 

2007 年 12 月 6 日晚在時任校長顧秉林為李先生一行舉行的招待會上，中國老年學

學會老年科學健身與長壽委員會送給李先生和偉新（國際）有限公司一面錦旗，上面寫著：

助老有功，敬老積德；尊老康泰，愛老增壽。這 16 個字表達了老年人對李先生的發自內

心的感激和祝福。 

  



支持清華遠端教育扶貧工作 

2007 年 2 月，校長顧秉林計畫率團赴港拜會一些香港社會賢達和知名校友，並參加

香港清華大學校友聯誼會。同行的有副校長陳吉甯、楊家慶、賀美英等。拜會的名單中有

李賢凱先生。李先生知道後，執意要在 9 日晚設宴款待顧校長一行。 

計畫確定後，李先生給我發來邀請函，邀請我和夫人赴港同李先生一起接待顧校長

一行，也就是說，李先生把我作為他一方的人來接待我們的校長。我問顧校長，顧校長笑

笑說：“很好，那就去吧！” 

9 日晚我們到了李先生精心安排的地方。當我看到桌上的名簽時，我嚇了一大跳。李

先生竟然把我排在主請的位置，我的右面是顧校長，我的左面是陳副校長，李先生坐在我

的對面。我堅決不肯入座，僵持很久，最後還是顧校長和楊校長說：“到這裡一切就聽李

先生的”，才算結束了一場“爭執”。宴會氣氛熱烈，到處洋溢著真摯和友好，感謝和祝

福聲此起彼伏。 

席間，話題談到教育。李先生表示他很想投資支持教育，教育是國家發展之本。他說

他在偉新集團中設立偉新教育基金，重點支援貧困地區和貧困人群的教育，如農民工子弟

的教育。 

顧校長接著介紹了清華大學利用遠端教育設備和資源進行教育扶貧的計畫，全國有

500 多個貧困縣，清華大學用自己的經費已在 100 多個貧困縣建立了遠端教育扶貧站，對

當地的教師、幹部、農民和學生進行培訓，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清華想在 2011 年清華建

校 100 周年時把全國 592 個國家級貧困縣全都覆蓋。他邀請李先生等來校參觀並商談合

作之事。李先生與顧校長的這次關於遠端教育扶貧的談話，成為清華繼續教育學院與偉新

教育基金合作的新起點。 

2007 年 4 月 14 日偉清創新科技有限公司在北京召開董事會期間，李先生和偉新教

育基金郭錫志主席、廖勝昌董事等兩次來校，首先訪問了繼續教育學院，重點參觀了教育

扶貧工作室，並與雲南大理的六位中學教師遠程線上面對面地通話和交談；其次又與胡東

成院長等負責人探討了在遠端教育扶貧項目上合作的內容和計畫的細節。李先生最後表

示偉新教育基金願意在遠端教育扶貧的平臺上與清華長期合作，關於課件的設計與製作，

他建議先做先投急需的，課件內容要重視品德和道德教育，這部分經費可以馬上撥款；關

於另外 400 個尚未覆蓋的貧困縣的硬體投入，偉新教育基金願意支持。在雙方共識的基礎

上偉新教育基金有限公司、清華大學教育基金會和繼續教育學院簽署了合作協定。 

校長們深刻體會是：“偉新基金的善舉改變了校長，也必將改變貧困地區孩子們的

命運！”一位來自山區的校長激動的說：“這次能到清華大學來，就象做夢一般，偉新基

金的李先生就是活菩薩！” 

 

 成立清華-偉新教育基金 

2007 年 8 月 24 日李先生通過電郵發給我兩篇文章，一篇是《明報》上的“念珠之

數”，一篇是《信報》上的“何謂社會企業？”。 

看了這兩篇文章後，我認真思考，久久不能平靜，我十分理解李先生的思維方法和

理想境界。李先生正是：壯心不已，志在社企。 



果然，在後來的通話中，他詳盡的介紹了他設想的偉新教育基金有限公司。偉新教

育基金有限公司目前已是偉新集團的控股公司，偉新教育基金有限公司每年可以獲得巨

額的利潤，但這些利潤都將用諸社會，回饋社會；用於教育，支持教育。李先生心系教育，

心系弱勢群體。他經常提起和關注的三種人是：農民工子弟，希望小學的學生和在職教育

的青年。他真誠的希望，通過他的努力讓這些青少年不僅成為有智慧、有能力、品德高尚、

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也能成為科學家、工程師和國家的棟樑。 

他非常看重清華，也相信清華，多年與清華的合作和交往使他充滿希望和信心，他

期望和清華大學一起再搭建一個平臺，支持教育，造就人才。經過偉新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與清華大學教育基金會的多次探索和協商，決定漸進式發展，先成立“清華-偉新教育基

金”，偉新教育基金有限公司已撥入 2000 萬人民幣，作為留本基金。這些款項的利息將

用於我校貧困大學生的勵學金以及農民工子弟，希望小學的學生和在職教育的青年的教

育與培養。 

 

 

為李賢凱先生頒發捐贈證書 

綜上所述，李賢凱先生的確是清華大學的“最可信賴的真誠的朋友”，當然，就我

個人而言他也是我的良師益友，既是真誠的值得尊敬的朋友，又是值得認真學習的楷模。 

2007 年是李先生的 70 華誕，也是他到香港創業的 50 周年，非常值得祝賀，在他生

日的時候我撰寫了一幅楹聯送給他，藉以表達我的景仰和感佩之情： 

  

 



賢德支教，育人有情，情深似海； 

凱風化雨，潤物無聲，聲聞於心。 

 

為李先生 70 歲華誕而作（侯世昌撰書） 



 

為李先生 80 歲華誕而作（侯世昌   沈振基書） 

 

李賢凱先生多年來持續關注和支持清華大學的發展，八旬高齡仍然親力親為，不僅

捐資助學，還通過深入交流和實地探訪，對教育基金會的發展給出了寶貴的建議，在拓展

籌資管道、豐富工作思路等方面提供了富有新意的提議。 

2004 年，香港偉新教育基金有限公司捐資設立“老年健康文化基金”。 

2007年 5月，香港偉新教育基金有限公司暨李賢凱先生捐資設立“偉新教育基金”。 

2010 年 1 月 6 日，“偉清樓”落成啟用。該樓由李賢凱先生于 2003 年 1 月簽約捐

贈。 

2011年 4月 3日，香港偉新教育基金有限公司暨李賢凱先生向“清華偉新教育基金”

增資，用於資助中國貧困地區教育項目。此外，李賢凱先生還以個人名義捐贈 5 幅由國內

外著名畫家創作的繪畫作品。 

2017 年 12 月 26 日，李賢凱先生訪問清華，偉新教育基金有限公司捐贈設立“清華

大學德育教育基金”，用於支持成立清華大學德育教育中心。 

2019 年 10 月，李賢凱先生捐贈清華大學 13 台“STENDO 生道”空氣波恢復儀，緩解

師生運動疲勞，服務健康校園建設。 

 

(以上轉載自清華大學教育基金會, 2019.12.06 網站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