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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 根據最近香港特區政府行政長官的政策報告，未來香港經濟發展的

策略機會之一在於成為區域教育的樞紐，以至於得以帶動香港的競

爭力，並與中國大陸未來發展形成互補關係。有兩個重要的研究報

告回應了這樣的前景：2009 年中央政策會報告指出香港在拓展其

高等教育，將之導向出口產業上，有其一定的競爭力。HKIED 報

告則勾勒怎樣將高等教育國際化並對外輸出。 

2 雖然一開始對高等教育樞紐這個想法抱有強烈的熱情，各界倒有愈

來愈多的保留和質疑。權威人士對於香港能否快速地由區域內急速

擴張市場中獲得利益，開始有不同的看法和判斷。各界亦無法斷

定，透過香港特區政府的推動去抓緊市場機會，會不會大幅度提高

政府在高教的支出，能不能因而對香港經濟產生合理的回收。近年

財務危機和全球經濟前景的不確定，各界要求政府在財務上採取比

較保守的看法。 

3 這個研究嚴謹地重新檢視這些機會。根據量化和質化分析的證據，

我們確認，香港的高教系統據有相當有利的地位，可以成為香港經

濟體中直接和間接創收的部門。然而，就如何將香港發展成為區域

性高教樞紐這個課題上，我們所建議的策略與最近各類報告提出的

政策建議，大不相同。我們所建議的新策略會就一般政策建議觸及

的困難問題，提供一致的答案。 

4 我們建議策略的核心概念是，香港成為高教樞紐最好的機會，在於

香港政府倡導以聲望品牌為基礎的高等教育，發揮領頭羊的作用。

本研究所提供的政策建議不僅在理論上合理，並且在實務上可行。 

 

三環組合的策略 

5 我們建議的策略包括三個關鍵元素：單一市場區塊的焦點、公私兩

部門的合作和三階段的發展，在發展的初始階段能立基在品牌建立

的根基上。據此，可以稱之為高等教育服務品牌的 1-2-3 策略。這

個策略可以預期達到政府低度投資（包括創設之初以及後續的維

持）、快速正向回饋、長期的經濟效益，以及避開香港高教系統國

際化並輸出高教服務的主要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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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單一的市場區塊：中國大陸政府和企業部門的領導人以及未來新興

領袖，也就是資深的政府官員和企業經理人。這類成年的學員，不

會對本地學生產生排擠效用，也不會對政府支助機構產生財務和設

備上的負擔。 

7 合作的公私部門：在非營利的法令規章下，公部門和私部們應形成

互補的角色關係。參與的公部門提供者應將建立香港教育服務品

牌，視為優先工作。私部門的提供者則應透過企業眼光和有效率的

擴張來提供教育服務，將重點聚焦於對香港經濟產生回饋。 

8 品牌導向的三階段發展：不同於製造業，推動高等教育教育服務的

輸出，財務和實體設備的投入是不夠的。建立品牌必須放在第一階

段的核心，因為品牌是所有後續工作的必要根基。 

 建立品牌階段：在為期五年的計劃啟動期，應把學員的招募集中

在目標市場的最頂端。 

 拓展階段：在第一階段的根基之下，將領袖培訓課程大力推廣。 

 私部門階段：在這個階段私部門提供者應有充分準備以承接大部

份輸出教育服務的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