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日前，2018 年

度第八届吴文俊人工智能

科学技术奖 获奖 名单 揭

晓，我校电气学院李晓斌

教授牵头完成的“有色冶

金特炭生产过程智能化关

键技术及应用”项目成果

从 328 个 成 果 中 脱 颖 而

出，获第八届吴文俊人工

智能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

技术奖”是我国智能科学技

术领域唯一以享誉海内外

的杰出科学家、数学大师、

人工智能先驱、我国智能科

学研究的开拓者和领军人、

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名誉理

事长吴文俊 (1919 年 5月

12 日－2017 年 5 月 7 日 )

先生命名的，依托社会力量

设立的科学技术奖，具备提

名推荐国家科学技术奖资

格，被誉为“中国智能科学

技术最高奖”，代表人工智

能领域的最高荣誉象征。

（科技处 供稿）

我校教授获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

校党委书记刘宇陆为青年志愿者队授旗
本报讯 10月 15 日晚，

校届技术科学

，届技术校，



本报讯 10月 16 日，正值重阳

节前夕，学校召开离退休干部敬老

座谈会，校党委副书记、校长柯勤

飞出席会议并向与会者通报学校

近期工作，听取离退休干部对学校

工作建议。校党委副书记宋敏娟主

持会议并转达党委书记刘宇陆对

全校离退休老同志的节日问候，祝

愿大家健康长寿，幸福美满！

会上，老同志们纷纷发言。周

井泉、王维龙、江智湧、曹文湧、赵

增绶等盛赞合校 18 年来学校各方

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对学校的未

来发展充满信心，并表示将继续为

学校发展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柯勤飞还向到会的 90 周岁

及以上的离休干部送上慰问金和

祝福。

离休干部代表、退休局级干

部、原离退休党总支委员、退休支

部书记等同志近五十人参加了会

议。 （校离退委供稿）

学校召开“重阳节”敬老座谈会

（学生记者 沈雪）在上海应用

技术大学有这样一群大学生，他

们在画室安静而虔诚，他们的艺

术世界异常精彩，一幅幅作品显

示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艺术的感

悟。他们是艺术学院视觉传达设

计专业的聋哑大学生。因为失去

了听觉，聋哑学生们和记者的交

流，更多都是通过肢体和眼神来

传达。近距离地走近他们的世界，

真实感受并体会，他们的精神让

人由衷地敬佩和感动。

无声世界里的光荣和梦想

余和周懿是视觉传达设计专

业的一名学生，她看起来和大多

数刚进入大学的新生一样，对大

学的生活充满了向往和憧憬，“听

力不好，并不妨碍自己去做喜欢

的事。”这句话正是她画画梦想的

注脚。从小学习画画的她身上有

一股沉静的气质，虽然戴着助听

器，说话有些模糊，但并不影响她

演绎出温柔而坚韧的美丽，在画

纸上画出光荣和梦想。

声音的缺失并不可怕，因为

花开无声，梦仍有力。从小就听不

见一丝声音的黄仕捷对于这个世

界的感知只有她的视觉，但她仍

然拥有着开朗的性格，对她而言，

求学不易，高中

都捷



慈善作为第三种分配方式，

在缩小贫富差距、推动社会公平、

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着积极

的作用。当前，企业和企业家慈善

作为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力

量，其带有功利性的慈善动机引

起公众的广泛质疑，人们不断质

疑企业和企业家慈善行为的正当

性。如何在坚守慈善伦理本质的

基础上，鼓励更多的企业加入慈

善行列？如何处理好慈善事业理

想与现实的矛盾？这是本文要解

决的中心问题。

一、慈善事业发展的伦理

困惑

当前慈善组织多元化，慈善

与商业的跨界合作模糊了政府、

市场、社会之间的界限，也让人们

难以辨别每一个慈善行为背后的

真实动因。

慈善行为的产生必然源于某

种动机。个体公民在思维观念、价

值追求方面的差异性，决定了其

慈善动机存在差异性。企业和企

业家的天性使我们无法期望他们

都能出于纯粹善良的动机来参加

公益慈善。当然，我们并不否认一

些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包含了人性

道德或社会氛围的因素，但是后

者终究是外在影响，企业的功利

性动机才是决定其发生慈善捐赠

行为的内在本质性因素。在尚不

能要求企业的捐赠行为完全处于

无私奉献的情况下，只要企业拿

出了真金白银用于帮助他人，贡

献社会，其行为就应该值得肯定。

但这里必须有一个前提，企业慈

善动机中的功利性在合理的限定

范围内。

慈善动因的多元化是一个客

观的现实。生活中，既有出于主体

的道德责任心，动机纯粹、不计回

报的慈善行为；也有带有功利倾

向的主体实施的慈善行为，如企

业的慈善行为。无论慈善主体是

出于哪一种慈善理念而发生的慈

善行为，其都在客观上帮助了弱

势群体。如果过度强调行善主体

动机的纯粹性，就会影响人们从

事慈善事业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将大部分人拒之慈善的门外。但

是，这并不意味要倡导带有功利

性倾向的慈善理念。如果只看重

慈善捐赠所带来的社会效应，忽

略其动机当中的趋利性，只会使

慈善事业的发展与其内在的伦理

本质背道而驰，成为敛财牟利、获

取社会声望的工具，从而使慈善

变味，甚至异化。可见，这是一种

人们在面对慈善时遇到的理想与

现实之间的矛盾。

二、慈善的分类及其依据

为了使中国的慈善事业的能

够获得不竭动力，并朝着健康、有

序的方向发展，可以从现实出发

依据慈善动机是否含有功利性，

将我国的慈善分为两类：一是不

含任何功利性倾向的、纯粹的慈

善，慈善行为的产生源于内心的

善念，是建立在人性论的基础上。

二是带有功利性倾向的慈善，慈

善行为在客观上帮助了他人，但

慈善主体的动机源于对某种私利

的追求。前者对慈善主体的道德

性有较高要求，属于慈善的理想

境界；而后者在当前社会中较为

常见，如企业和企业家慈善。

在西方，“慈善”一词翻译成

英文，有两 个相对应的词语，

“charity”所代表的慈善与宗教有

着密切的联系。“philanthropy”代

表的这一类慈善源于“charity”所

特指的宗教慈善，但比宗教慈善

所涵盖的范围更为广泛，是宗教

慈善是与社会实践结合的产物，

其 更 接 近当代的慈善观 念 。

“charity”代表的这一类慈善是在

宗教思想的影响下，基于发自内

心的怜悯给予困难者施以帮助，

是一种行为自觉。接近于前文中

的第一类不含有功利性倾向、纯

粹的慈善。而“philanthropy”代表

的另一类慈善则具有强烈的社会

性和现实性，则更接近前文分类

中的带有功利性倾向的，动机和

效果、主客观不一致的慈善。可

见，在慈善事业较为发达的西方

国家，早已开始以动机是否带有

功利性为标准对慈善进行的分

类，并冠以了不同的专用名词。

三、慈善事业发展的道德价

值导向

对于不同类型的慈善，要运

用有针对性和层次性的引导方

式。既要保持慈善的本质，鼓励慈

善主体能够秉持纯粹的慈善动

机，以“无我”和“为他”为出发点

从事慈善公益活动；也要接纳带

有功利性的现代企业慈善，通过

合理的引导，使企业慈善走上良

性发展的道路。具体而言，可以从

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第一，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引领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慈善的本质是伦理的，是建立在

人性基础上的仁爱之德。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慈善事

业的健康发展，用“友善”“仁爱”

来回应市场经济价值规律影响下

人与人之间的利益至上的“冷

漠”。

第二，固守慈善的伦理本质，

倡导纯粹的慈善理念。慈善理念

是一种向导，正确的慈善理念会

释放正能量，导致越来越多恰当

的慈善行为的产生，而错误的慈

善理念必然会产生反作用，导致

错误的行为。因而要固守慈善的

伦理本质，倡导纯粹的慈善理念，

匡正慈善事业发展道路上的不正

之风。

第三，强化企业家的责任意

识，提升企业慈善的道德境界。企

业作为现代经济社会的基本单元

和重要组成部分，还应当对其他

利益相关者负责，对建立和维持

它的社会负责。企业的成功归根

到底不在于赚钱的多少，而在于

对社会的回报。而慈善就成为企

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回馈社会的

有效途径。

第四，重视慈善法律法规建

设，保障慈善走向法治轨道。慈善

事业的发展也要重视发挥法律制

度对慈善事业发展的引领作用。

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在资本

逻辑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我们

无法控制每一个慈善主体背后行

为动机的纯粹性，但是却可以通

过法律制度来坚守慈善的道德底

线。

作 者 系 马克思 主 义 学 院 刘

妍，原文载于《东南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思政工作专栏校园聚焦责任 编 辑吕 客2 0181 02 5波 兰格但斯克工 业大学流 记国 际 教 育格但
斯克 工 业大 学 是波 美

拉 尼 亚 地

区 历史 最 悠久， 规模 最

大 的 科 学 与 技术 领 域 的 公 立 大

学 ， 格 但 斯 克 大 学 成

立于1970

年 （

始

建

于

1904年）

，大 学 合 并

了 原 索 波 特 经 济 学 院

和 格但 斯

克 教 育 学院 ， 结 合 优

质 的教学资

源于

一

身

，是 波美尼亚地

区

最 大

的高等教

育学府，是 波 兰的 一所

重 点 综合大 学

。 大学下设的9个学 院 几乎

覆 盖 整 个 科 学 与 技 术 领域

，开设

了众多本科 生 以 及 研 究生 专 业

，

其 中 外 语 专 业 开设

特 色多级 别

的 外 语 课 程， 包括

8

种

外 国 语

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