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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年一度的股神巴菲特慈善午餐在 Ebay 网

上进行了拍卖。据悉，自 2000 年开始，巴菲特每年都义

卖午餐会，为总部位于旧金山的格莱德基金会(GLIDE)

募款。在 2000 年至 2010 年这 10 年间，股神的慈善午餐

拍卖价码呈现出逐年攀升的态势。2008 年，赤子之心

中国成长投资基金总经理赵丹阳以 211 万美元拍得与

股神共进午餐的机会；2010 年，一位神秘的匿名中标人

以 263 万美元的价格再次刷新了纪录。

相关方面消息称，今年的巴菲特午餐会从竞拍开

始便连创纪录，这让外界纷纷猜测，此次竞拍价将会大

大超越去年。参与竞标的两位投标人，在近 15 个小时

内，仅仅经过 6 次竞标，就将底价 2.5 万美元轻松拉至

200 万美元，创下了该午餐拍卖史上首日交易最高价

格，同时也逼近 2010 年创下的 263 万美元。

面对开拍首日的良好竞拍趋势，在接下来的拍卖

时间里要打破 2010 年 263 万美元的最高纪录看似易

如反掌。然而，良好的开局似乎并不意味着完美的收

官，在历时 5 天的拍卖后，此次午餐并未像外界所认

为的那样超出 2010 年的竞标价，最终以约 234.57 万美

元“落槌”。

中国富豪“追星”促成天价午餐

每年一度的巴菲特午餐拍卖都吸引了众多目光。

作为价值投资最著名的倡导者，巴菲特在投资领域有

着巨大的号召力。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走强，巴菲特

也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投资大师。在投资界，几乎所

有的基金经理和大部分私募基金人士都声称，要追随

巴菲特所倡导的价值投资。有投资人士将这种现象称

之为“巴菲特迷信”，而国内投资者之所以热衷于巴菲

特的天价午餐，其中部分源于对巴菲特的过分崇拜。

在中国的投资界，存在众多巴菲特的“粉丝”，因此，与

巴菲特共餐成为了一桩中国富豪间谈论的大事。

今年这种一鼓作气的拍卖方式引发了外媒的猜

测，认为竞标者很可能依旧是中国人，因为竞标者豪迈

的大手笔操作更接近一些中国生意人的做法，且从时

间上来看，中标人通常都是在亚洲时间出手竞拍。

据相关资料显示，2000 至 2002 年的巴菲特午餐都

是通过实体拍卖会进行的，那时中标金额尚局限在五

位数，在行情最低迷的 2001 年，竞标额仅为 18000 美

元。2003 年，网络竞标形式取代了实体拍卖，竞标价才

冲上了六位数。2006 年，步步高电子创始人段永平以

62.01 万美元的价格刷新了之前午餐价格的记录；而

2008 年，伴随中国私募基金之父赵丹阳为慈善午餐出

价 211 万美元后，午餐价格被推上了七位数的关口。据

悉，当年在得知赵丹阳以 211 万美元的高价拍下与自己

共进午餐的机会时，巴菲特自己都表示十分吃惊。

或许所有人都会认为巴菲特的午餐价格会逐年上

涨，但令人诧异的是，继段永平出价 62.015 万美元后的

2007 年，帕伯莱投资基金执行合伙人莫尼斯·帕伯莱给

出的最终报价也只不过为 65.01 万美元；自赵丹阳刷出

了 211 万美元的天价后，2009 年的加拿大 Salida 财富管

理公司出价却并未高出赵丹阳，而是出乎意料的以

168.03 万美元拍得午餐。由于 2009 年拍卖价格的大幅

缩水，巴菲特在 2010 年拍卖开始前非常谨慎地表示，希

望仍能拍出七位数的高价。当然，结果并没有让巴菲

特失望，在拍卖的最后一天价格几乎翻了两倍，最终一

位匿名人士以 263 万美元的价格赢得了这次午餐机

会。有关消息称，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与段永

平、赵丹阳一样来自中国。

据了解，今年的午餐拍卖会后，2010 年那位豪掷

263 万美元的神秘人士也将浮出水面。对此，北京大学

经济学院副教授吕随启对记者表示，从竞标的最终价

格可以看出，中国富豪们对股神巴菲特的崇拜，同时，

这也体现了中国富豪们善用价格“打胜仗”的习惯，因

此，从某种角度来说，是中国的富豪促成了天价午餐。

天价是否物有所值？

近年来，巴菲特在中国的人气如同其午餐拍卖价

般直线攀升。面对中国的富豪如此热衷于花天价与巴

菲特共进午餐，各界都持有不同的看法，究竟这顿午餐

是否真的物有所值呢？

记者了解到，尽管在段永平、赵丹阳拍下天价午

餐后，都不同程度地遭遇了所购“ 商品”价格缩水的

尴 尬 处 境，可 提 及 当 年 的 午 餐，二 位 富 豪 都 赞 不 绝

口。在段永平看来，和巴菲特共进午餐的价值不能

用金钱来衡量。段永平表示，如果按每年 200 天工作

日，一 天 8 小 时 计 算，巴 菲 特 的 每 个 小 时 大 概 值 300

万美元。而他与巴菲特共进午餐的初衷，是希望当

面道谢。因为当年他是在拜读了巴菲特的著作后，

才决心做投资的。

对此，金鹏期货副总经理喻猛国认为，与巴菲特交

流听取他在商业战场的经验，并日后与其建立商业的

联系，也是无可厚非的想法。的确，巴菲特独有的巨大

影响力，一言一行都能对市场产生作用，通过巴菲特的

“指点迷津”，或许能够使投资者找到新的“金矿”。

“巴菲特午餐会拍卖的价格越高，轰动效应越大，

媒体报道越多，这顿午餐所产生的衍生经济价值就会

越大。如果不出所料，竞拍成功者的身份将会被大肆

炒作”。喻猛国对记者表示，“尽管巴菲特不允许在餐

桌上讨论其投资方面的话题，但竞标者认为，与股神共

进午餐能够提高其自身的知名度与号召力，具备这两

点，对于企业今后的投资或是募集资金都将会更加有

利。这其实是竞标者的最终目的，所以在他们看来，天

价的午餐是物有所值的。”

慈善才是初衷

如今在各国，慈善都是一个热门的话题，但是在舆

论爆炒、公众聚焦的热度逐渐升温之下，或许我们会淡

忘这顿天价午餐的初衷。摘掉“股神”的光环，巴菲特

更是一个慈善家。凡是吃过这顿“巴菲特午餐”的人，

都表示巴菲特低调和简朴的作风让他们印象深刻。作

为一个拥有 600 亿美元身家的富翁，巴菲特的日常生活

非常简朴。

做 慈 善 原 本 是 一 件 好 事，但 从 近 些 年 来 各 类 慈

善的报道中不难看出，中国的富人在这方面还是有

所欠缺的。不久前，被誉为“ 中国首善”的陈光标就

因其一直举行的“ 高调慈善”引发了众多争议，同时

还陷入了舆论漩涡。有消息称，陈光标慈善所涉款

项“ 水 分”颇 多，指 其 所 捐 善 款 多 不 实 。 陈 光 标“ 首

善”之名背后存在诸多疑点，有借慈善名义发展自己

企业的嫌疑。更有报道披露，陈光标曾经捐助的一

些项目乃“ 借公益之名行投资之实”，并称陈光标在

今年年初公布的“ 捐款成绩单”漏洞百出，甚至出现

伪造受捐单位现象。事后陈光标在个人微博上表明

态度，称该报道“严重歪曲事实”，是“扼杀善良和爱”

的举动。随后，陈光标又上传视频和相关证书复印

件，针对报道中的质疑进行一一驳斥。关于该事件

原因，陈光标表示，不排除自己的高调慈善“ 伤害了

某些利益集团而遭诋毁报复”。

尽管陈光标因高调慈善引发的争议仍扑朔迷离，

但至少能从中看出，做慈善的方式是尤为重要的。吕

随启告诉记者，其实做慈善的方式与一个国家的信仰

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西方国家，圣经对其国民的

影响异常深刻，这就促使他们一般以圣经里慈善之神

的标准去做慈善，从而使慈善的方式达到一个相对平

衡的状态。”吕随启说，“但在中国，这方面的信仰就没

有西方国家那么强烈，因此也就造成了中国富人在做

慈善时方式上的欠缺。”在微博上，众多网友对巴菲特

拍卖午餐做慈善的形式也大加赞赏。他们认为这种靠

名人信誉善捐的方式既无高成本，又能提供社会价

值。甚至有网友提议中国富人应该学用这种方式，为

中国慈善事业进行募捐。

吕随启表示，这些商界精英为取得股神的“真经”

而趋之若鹜的同时，更应该看到，他们膜拜的对象是如

何“取之于民、还之于民”的。

午餐后慈善能否持续？

以慈善名义拍卖的午餐，能否在午餐后还将慈善

延续？这是一个颇受关注的话题，但事实往往会发生

戏剧性的转变。

不知是否是受到了巴菲特慈善精神的感召，此前

仅专注于投资的段永平在 2006 年与巴菲特共进午餐

后，频频现身各类慈善活动。而赵丹阳拍得巴菲特的

午餐却是他最后一次在公众面前高调亮相。据悉，在

2008 年 1 月，赵丹阳对外表示“今天，就我们的投资能

力，已找不到既符合我们投资标准又有足够安全边际

的投资标的”。随后，他便将其麾下 5 只信托基金全部

清盘，随即转向了投资领域。

午餐后富豪们的转变，让人颇感诧异，或许巴菲

特自己更愿意看到慈善被延续的那一幕，为此吕随启

认为，共进午餐的机会固然很可贵，但慈善的被延续

才更有意义。

巴菲特天价午餐巴菲特天价午餐：：
机会诚可贵机会诚可贵 慈善价更高慈善价更高

■ 本报记者 胡心媛

格莱德基金会是由塞西尔·威

廉斯创办，地址位于美国西部城市

旧金山，格莱德基金会主要为穷人

和无家可归者提供食物、医疗、住

房、托幼、职业培训等慈善服务。

巴菲特已故的第 1 任妻子苏珊曾

是格莱德基金会的义工。苏珊是

一个非常低调的人，在她默默无闻

地做了 15 年义工之后，才对基金

会的负责人说明她是巴菲特的太

太，当时基金会的负责人感到特别

的惊讶，因为认识了苏珊 15 年都

不知道她的身份。

后来，苏姗把巴菲特介绍给

了基金会的负责人，就这样，巴菲

特在 2000 年经苏珊介绍与格莱

德基金会创始人塞西尔·威廉斯

结识，由此便开始了一年一度的

午餐义拍。巴菲特用这种形式支

持着苏珊在格莱德基金会做义工

的行动。

“股神”大名，使这一义拍赢

得大批投资人士追捧。同时也奠

定了巴菲特为格莱德募资的基

石。2004 年 8 月 26 日，苏珊在与

巴菲特一起看望朋友时，突然中

风去世。

延伸阅读

巴菲特与格莱德基金会

与巴菲特共进午餐的慈善拍

卖活动迄今已举办十年。每年的

巴菲特午餐都在“史密斯与沃伦

斯基”牛排馆就餐。这家餐馆是

美 国 的 连 锁 餐 厅 ，第 一 家 店 于

1977 年开张，该店坐落在曼哈顿

49 街和第三大道交界处。这家餐

厅是纽约首家、也是世界知名的

传统牛排店。有趣的是，餐厅的

名字是创办人当年从电话本上随

机挑选的两个人名组成的。

该餐厅在制作牛排方面很有

一套：原料是美国农业部核准的最

高级别牛肉，制作过程完全靠手工

切割，不仅保护了牛肉的自然纹

理，吃起来更是细嫩鲜美。如今，

牛排馆已经发展到芝加哥、拉斯韦

加斯、宾夕法尼亚、迈阿密等地，还

获得很多国家级奖项，包括“北美

杰出餐馆奖”。

根据这家牛排连锁店网站的

资料，这家餐厅每道菜在30美元至

60美元之间，最贵的一款菜是14盎

司的澳大利亚龙虾，价值59美元。

对于巴菲特的7位数的天价午餐，这

家牛排连锁店显得很惊讶，他们称

“相对竞拍的天价，这顿午餐花费只

是个零头。”曾在2008年和巴菲特

同进午餐的对冲基金首席执行官盖

伊·斯皮尔表示，在2008年午餐上，

巴菲特选择了三分熟牛排、马铃薯

煎饼、樱桃可乐、甜点，而这顿午餐

总共加起来不超过100美元。

天价午餐吃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