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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创业教育的实践创新与启示

香港中文大学创业教育的

实践创新与启示

(东北师范大学就业创业教育研究院摇 王占仁)

摇 摇 摘摇 要摇 本文以在创业教育方面具有鲜明特色的香港中文大学

作为案例, 首先分析其 “全人教育冶 的创业教育理念指导, 然后分

析了其以香港社会企业挑战赛为主要载体的实践探索和以 “中大创

进坊冶 为核心的创业教育体系, 最后得出对内地高校创业教育的几

点启示。

关键词摇 香港, 大学生, 创业教育

香港地区具有中西文化荟萃的独特背景, 高校创业教育也受到

了这一独特文化背景的深刻影响, 充分体现了自由、 自主、 多元的

西方文化特点和 “全人教育冶 的本土化特征。 本文以在创业教育方

面具有鲜明特色的香港中文大学作为案例, 以期为内地高校创业实

践教育提供有价值的启示与借鉴。 香港中文大学创业研究中心

(CUHK Centre for Entrepreneurship, CUHK CfE) 是该校创业教育的

主要组织实施者, 宗旨是透过研究、 教育及实践, 启发香港中文大

学师生及社会人士对创业的热诚, 加深对创业知识的理解, 继而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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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国际, 让本校成为创业研究及教育界翘楚。 在校内该中心与知识

转移处、 创新科技中心和其他相关单位合作, 磋商知识转移策略;

在校外, 中心与香港民政事务局、 香港科技园、 数码港、 香港天使

投资脉络、 香港设计中心、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 以及珠江三角洲一

带企业家、 天使投资者、 创业投资者等广泛联系, 建立起比较成熟

的创业教育网络。 经过多年的发展, 香港中文大学创业研究中心在

创业实践、 创业研究和创业教育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形成了非

常有特色和影响的经验做法。

摇 摇 一、 “全人教育冶 理念指导下的创业教育

“全人教育冶 是香港地区高校的办学宗旨, 这一教育理念主要

是针对 20 世纪 90 年代香港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而提出的。 当时任

浸信会吕明才中学校的陈建熊先生曾这样描述香港地区教育面临的

诸多问题: “香港面对时代的转折, 社会急剧的变动, 家庭组织日

趋解体, 普及教育的准备不足, 物欲浪潮的蹂躏, 加重了青少年人

怅茫路上的迷雾。冶 以致于当时教育及辅导工作者 “慨称本已处于

‘成长风暴期爷 的青少年为 ‘边缘人爷、 ‘疏离流散的一代爷; ‘平面

人爷、 ‘无根的一代爷; ‘不喜欢读书爷、 ‘厌恶工作的一代爷。 他们像

浮萍; 也像断了线的鸢, 飘浮无定, 茫失了方向。 任何人生目的、

意义和价值的探索, 对于他们都成了一个似乎是 ‘悲剧性的自

觉爷。冶 面对这些突出问题, 迫切要求在教育方面作 “质的改进冶,

于是学校及辅导机构 “致力调校教育上主 ‘智爷 主义的偏失,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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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全人建立的方向。冶 “全人教育冶 理念的提出有效了化解了教育

的偏狭问题, 为香港地区教育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

在 “全人教育冶 方面, 香港中文大学具有坚实的制度文化基

础。 作为香港地区大学中唯一一所实行书院制的高校, “书院着重

非形式教育与全人发展, 并营造和睦亲切的小群体环境, 让师生交

流沟通, 亦有利为学生提供关顾及辅导服务。冶 以书院制为制度基

础,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书院生活冶 “所谓书院生活, 就是以书院

这个紧密而融洽的群体为中心, 为学生提供各种照顾和辅导, 缔造

藏、 修、 息、 游之所, 让师生对话、 朋辈交流, 以扩阔胸襟, 熏陶

气质。冶 为了将 “全人教育冶 落到实处, 中文大学还设计了富有特

色的教育计划。 2011 年 9 月, 中文大学推出以 “博思明志, 群育

新民冶 为宗旨的 “I·CARE 博群计划冶, 以此来培育学生的公民责

任感及贡献社会的心志。 该计划支持学生与各地政府机构或志愿者

组织携手, 自发组织或参与本港或贫困地区的可持续社会服务项

目, 鼓励学生到如乌干达、 肯尼亚、 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发展中国家

实习; 加强 “社会创业计划冶, 帮助学生将具创意的商业意念转化

成富意义的社会企业计划。 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表示: “ I·CARE

博群计划的精神是培养学生的人文关怀, 帮助他们建立对社会问题

的认识, 为个人成长及社会带来长远利益。冶 这个促进学生全人发

展的计划获得了中大教师和社会各界的支持, 中大博文讲座教授丘

成桐向全球中大校友呼吁为此计划募捐, 惠泽学弟妹, 周大福慈善

基金为此计划捐出一千万港元, 一对一配对校友支持该计划的

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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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全人教育冶 理念指导下, 香港中文大学的创业教育实践从

举办香港社会企业挑战赛等创业竞赛活动开始, 由竞赛向前延展,

发展出参加竞赛者的创业教育与培训; 由竞赛向后拓展, 发展出竞

赛获奖项目的实际转化与应用, 逐步探索形成了以 “创进坊冶 为代

表的, 融教育项目、 顾问服务、 连接地区资源及投资机会于一体的

创业教育实践体系, 值得内地高校参考和借鉴。

摇 摇 二、 以香港社会企业挑战赛为主要载体的实践探索

近年来, 香港特区政府通过多种渠道, 大力倡导发展社会企业

(社企)。 社会企业的缘起有两方面, 一是 “由社入商冶, 社会服务

机构, 加入商业元素, 成为社会企业; 二是 “由商入社冶, 商业机

构履行社会责任, 发展成独立的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可以实现 “助

人自助冶 的目标, 发掘社会的潜在资源, 填补政府与 NGO 的空白。

香港特别行政区民政事务局许晓晖副局长认为: “社企透过不同的

社会目标, 从提供就业机会给弱势社群协助他们融入社会, 提供各

种特色服务推动环保和减废, 均为建构更美好的公民社会作出不少

贡献。冶

为了在全社会宣传社企的理念, 培养更多的创办社会企业的人

才, 2007 年, 香港中文大学创业研究中心开始举办香港社会企业

挑战赛 (Hong Kong Social Enterprise Challenge), 这是香港首创团

结大专院校一起参与的社会企业计划比赛。 比赛肩负培育青年社企

的角色, 挑战赛通过一系列的社会企业家讲座、 创意与创业技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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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坊及计划书撰写训练, 为将商业营运融入社会提供的一系列培

训、 指导, 以使参加者在学习社企知识之余, 全面提升他们在企业

营运和资金筹募方面的技巧, 稳固创业根基, 有助于其业务的长远

发展。 至 2013 年已经成功举办了七届比赛, 已有约 4000 名来自 24

所大专院校的学生参加并积累超过 600 个社会企业计划概念, 涉及

减废、 扶助弱势人士就业、 公平教育、 凝聚家庭社会力量等社会问

题。 HKSEC 每年评出两个冠军队, 冠军队成员将获得民政事务局

颁发的实践资金。 最终冠军组成员会得到丰厚的项目启动资金。 以

2012 年为例, 冠军队每名成员获得了 48000 美元的奖金。 同年八

月, 这两个冠军组都发布了他们的企划案, 并且得到了香港中文大

学 I-CARE 活动项目的补助金, 用于启动项目, 每组 100000 美元。

通过香港社会企业挑战赛的成功举办, 一方面使得社企理念在香港

渐渐深入人心: “六年前, 当香港社会企业挑战赛扬帆启航, 不少

人对社会企业只是一知半解, 又或从未听闻。 六年后, 社会企业日

渐普及, 成为潮流, 而年轻新一代对社会企业亦自有出色演绎。冶

另一方面刺激了大学生积极构思新颖的社会企业, 从而促进社会企

业的创办: “当中有不少参赛队伍利用创新的思维和灵活变通的生

意头脑, 将商业计划付诸实行成立社会企, 而且有不少具有特色的

社企持续经营, 成绩令人鼓舞。冶 香港中文大学创业研究中心项目

总监蔡明都介绍, 曾有美国的大学生参加社企比赛, 得奖作品是太

阳能电筒, 赢得比赛以后, 得到启动资金, 生产电筒。 现在这位同

学已经来到香港开公司, 生产基地在内在, 产品销售到非洲多个地

方。 为使社企可持续发展及进一步壮大, 达致 “社会公益冶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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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可行性冶 并存的双重目标, 培育更多的社会企业家, 2008

年, 香港特别行政区民政事务局赞助香港社会企业挑战赛, 目的在

于 “让年轻人有机会透过讲座和工作坊学习, 参观社企的社会创意

计划去扩阔视野, 加深认识透过社企营运达致的社会目标, 促进社

区共融和跨界别的交流互动与合作, 与此同时, 在个人发展方面,

学习如何有效运用企业经营模式去协助解决社会问题。冶 香港特别

行政区民政事务局许晓晖副局长认为社企不仅对社区和同学们的个

人成长都大有裨益, 而且有利于创造既富人文关怀又兼具创新动力

的社会。

香港社会企业挑战赛自成功创办以来, 不断的发展和完善。 本

来参赛者只限于中文大学的学生, 现在则开放给全港大学及大专学

生参加, 职业训练学校、 副学士、 本科生、 硕士生和博士生都可以

参加。 由于香港社会企业挑战赛会赞助在香港比赛胜出的参赛队参

加国际比赛, 而国际比赛是允许毕业不到三年的校友参加的, 所以

香港社会企业挑战赛也就将参赛者扩展至毕业后三年以内的校友。

随了这些方面的发展外, 更为重要的变化是挑战赛的举办者将比赛

向前延展, 加入一些着重创意的培育课程, 在比赛之前开展系列教

育培训活动; 又由竞赛向后拓展, 发展出创业 “学长计划冶 (men鄄

torship programme) 等辅导项目, 促进竞赛获奖项目的实际转化与

应用。 这样就形成了集教育、 培训、 竞赛、 项目孵化为一体的创业

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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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三、 以 “中大创进坊冶 为核心的创业教育体系

“中大创进坊冶 (Advancing CUHK Entrepreneurship Hub, ACE

Hub) 是一个崭新的全校性项目, 旨在协助有志创业的中大师生和

校友开拓及把握商业机遇。 中大创业研究中心、 创新科技中心及知

识转移处, 携手提供一系列创业实用工具、 培训工作坊以及业务咨

询服务, 并配合大学课程和地区资源, 为中大师生和校友提供从概

念、 初创到扩展各阶段的服务, 致力于系统地协助他们在创业道路

迈进。

第一, 分阶段、 分群体提供教育、 培训和服务。 之所以成立

“中大创进坊冶, 主要是当前有创业需求的非专业学生数量不断增

加, 为了对全校各专业有创业需求的学生进行指导与跟踪服务, 实

施更有系统、 更立体和更全面的创业教育, “中大创进坊冶 应运而

生。 该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创造了分阶段、 分群体的教育、 培训和服

务方式, 首先对来自校内外有创业需求的学生和人员进行初步信息

统计与分类, 划分为三个群体, 即没有创业的学生、 初创企业的学

生、 创业中期的学生。 然后针对三个群体的不同情况, 在概念阶

段、 初创阶段、 扩展阶段分别安排指导教师对不同群体的学生进行

有针对性的指导与跟踪, 以满足不同专业学生的创业需要。

概念阶段的教育项目。 “概念阶段冶 是指将商业概念付诸实践,

将科研成果变为商业化产品, 组织创业团队。 在这个阶段 “教育项

目冶 主要提供商业化和创业及业务管理方面的教育和培训; 组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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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间的分享交流, 促进跨学科合作。

初创阶段的顾问咨询。 “初创阶段冶 是指利用地区资源, 丰富

创业知识和技能, 招聘管理层等。 在这个阶段 “顾问服务冶 主要提

供面谈及指导, 并为个案作跟进、 回顾及总结。

扩展阶段的连接地区资源及投资机会。 “扩展阶段冶 是指建立

持续发展的业务, 通过创新技术或管理方案强化自身优势, 寻找融

资机会, 进一步拓展业务。 在这个阶段主要是连接校内参与者、 校

外投资者、 创业培育中心及技术和业务方面的顾问, 协助有创业概

念的人找到创业合伙人和管理团队, 开拓商业机遇。

第二, 有效整合校内外资源, 形成了良好的创业生态。 “创进

坊冶 充分发挥了资源整合和加强集资平台建设的功能。 校内资源整

合方面, 在香港中文大学创业研究中心的组织协调下, “创进坊冶

得到了工程学院创新科技中心和中大知识转移办公室的全力支持,

并得到政府知识转移基金的资助。 创业研究中心主要贡献创业和商

业管理方面的知识和经验; 创新科技中心则主要提供创新科技的资

讯和商业化方面的知识和经验; 知识转移办公室则会提供关于大学

相关政策的建议和服务。

校外资源整合方面, 目前申请进入创进坊的成员可以获得推荐

使用合适的地区资源与服务。 目前创进坊已邀得浩观 (CoCoon)、

数码港、 香港天使投资脉络 (HKBAN)、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香港

科技园、 香港贸易发展局等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成为伙伴机构,

希望满足处于不同创业阶段、 不同行业的创进坊成员的需求。 如

CoCoon 可为不同领域的创业人员提供创意工作空间, 在这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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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者可进行脑力激汤与风暴, 并为他们之间也提供了交流的平台

与学习的机会; 数码港有针对有创业意向与需求的创业者提供创业

大赛平台与基金项目支持, 同时还有针对数码行业公司的培育计

划; HKBAN 可帮助初创企业改善它们的商业计划, 并创造吸引天

使投资机会;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则可为处于发展阶段的企业提供许

多技术发展与市场开拓方面协助与支持; 香港科技园既有针对科技

企业的培育, 也有对领先科技公司的技术支持; 香港贸易发展局则

有针对中小企业的支援项目和各个范畴的讲座展览等。

“创进坊冶 加强集资平台建设, 正在积极与创投基金及集资平

台等地区资源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一是由中大校友发起的香港创业

基金, 将优先投资中大校友参与的创业项目, 首轮基金为 3000 万

港币, 专门用于投资早期的创业项目; 二是中大还有一个新型集资

平台 Fringebacker, 是香港第一家群众集资的平台。 这些平台不仅

为创业者开拓融资渠道, 也为投资者了解优秀的创业项目, 以此促

进香港的创业投资。 创进坊将推荐合适的创业项目使用这种方式进

行集资, 以及进行先期市场反应调查, 以此吸引更多资金投入创进

坊的创业项目。

第三, 中大创业学长计划 (CU Entrepreneurial Mentorship Pro鄄

gramme)。 这是 “中大创进坊冶 的系列项目之一, 特邀中大创业校

友及成功创业人士担任学生, 面授创业经验, 是首个针对 “创业冶

指导的学长计划。 Mentor 一字源于希腊神话人物 Mentor, 在此引申

为有智慧、 可信赖的 “良师益友冶 之义。 香港中文大学在学校层面

设有 “学长计划冶, 这项计划由学校选择 “有相当社会历练, 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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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领域卓然有成冶 的校友作为在校学生的 “学长冶。 “获邀为学长

的校友, 与学生在为时一年的计划期内定期会面, 形式不拘一格,

或邀学生参观工作地点, 或一同郊游、 聚餐和参与文艺活动。 透过

学生分享工作心得和人生体会, 从而帮助学生成长, 汲取社会经

验。冶 根据中大创业学长计划的安排, 学长负责指导学员改善其商

业方案, 或协助其将商业计划付诸实践; 学员可通过与学长密切互

动, 改善方案、 学习创立业务, 或创新现有业务, 及获得技术商品

化等方面的专业意见, 并拓展行业人际网络。 创业学长计划以鼓励

创业精神, 启发年青一代, 促进知识转移为理念, 目标是帮助有志

创业的学生和校友改善、 实践商业计划, 拓展行业人际网络, 为不

同年代、 界别的亲友及学生创造一个交流和沟通的平台, 促进知识

转移。 该计划在 2011 年 9 月首次启动, 多个项目在学生的指导下,

完成了产品开发或商业模式设计, 注册了公司, 甚至成功取得

投资。

第四, 青年创业者能力提升计划 (Empowering Young Entrepre鄄

neurs Program, EYE Program)。 这是 Google 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推

出的创业培训计划, 旨在扩阔年青香港创业家视野, 帮助香港年轻

创业家和大学生踏出创业的第一步。 计划包括三项内容: 一是与中

大连手设计一项培训及导师计划, 让创业家有机会与一众在本地难

以接触、 具备丰富经验的导师交流; 二是表现出色的本地创业家将

获邀到访 Google 美国山景城总部, 与全球社群接轨, 广结世界各地

的专家; 三是计划将寻找方法凝聚本地创业社群, 协助年青创业家

克服创业初期的困难, 例如昂贵的租金和分散的创业群组。 活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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