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花旗集團—社聯大學生社責實踐計劃2015特刊 2015年10月26日  星期一

商科生學會履行社責 為NGO帶來新思維

「花旗集團—社聯大學生社責實踐」
由花旗集團主辦及贊助，香港社
會服務聯會合辦，是全港首個由

學界、商界與社會服務界合辦的大學生實習計
劃。今年計劃於本港9間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學
生的178份報名申請中，選出80名精英學生，
以兩人一組的形式，於7月至8月期間到40間
NGO進行160小時實習。服務對象包括低收入
人群、長者、復康人士及環境保護組織等。

　　而計劃於本月中舉行嘉許禮，主禮嘉賓包括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花旗集團董事總經
理香港商業銀行主管郭炬廷，以及香港社會服
務聯會行政總裁蔡海偉。計劃寶貴之處在於能
讓學生認識社會真實的一面。張建宗在致辭時
表示，「你們都是讀商科的3、4年級學生，不
久後便要畢業。在這個階段投身社會大學，接

觸基層和弱勢社群，了解他們面對的挑戰，並藉你
們的學識、熱忱、投入，協助機構做好工作，也是將自己的知識轉移
到前綫。」他認為這個過程是真正的雙向多贏。他也相信，透過這份
寶貴的經驗洗禮，能為學生將來成為社會的領導、師長、商界人才打
下堅實基礎，一生中用之不盡。

投入商業知識 達至雙贏
　　今年是計劃舉辦第5年，郭炬廷代表花旗集
團發言指，計劃除了由三界合作，也是花旗香
港在全球首創的社區計劃。他樂見計劃幫助到
有需要的人，並感謝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
及各間NGO多年來大力支持。郭炬廷亦表揚80名
學生在3個月實習期間的表現，「各間機構一致
讚好，多謝你們的熱忱、投入，你們付出的努力大家有目共睹。」他
寄語學生藉着這份熱忱，在畢業後的工作中繼續回饋社會，同時祝計
劃一年比一年進步，「可以惠及更多學生和社福機構。」
　　談及對計劃的總結，蔡海偉表示：「計劃一方面幫助NGO在工
作上獲得新思維、新創意，另一方面給了學生實踐的機會。學生透過
實踐，對社會事務多了認識，亦對自己與NGO、弱勢群體、社會間
的關係變得明晰。」他又透露，全部參與機構均認為計劃目標得到良

好實踐。「大家都稱讚學生很有活力和創造力。一些困難的項目也由
於學生加入帶來了新思維，在施行上有所改善。」他更笑言，有機構
表示以往較少聘請商科畢業生，以後會積極考慮。

▲  卓越大獎得主與實習機構代表及主禮嘉賓合照。

   張建宗（右8）、郭炬廷（右7）、蔡海偉（右9）與社會服務界的代表，以及來自本港各大學商學院的實習生於嘉許禮上合照。

80名實習生在正式開始實習前，皆接受社企安排的20小時
社會認知培訓，內容涵蓋本港社會服務及社會議題，包

括貧富懸殊、人口老齡化及社會企業等，一方面令其準備充
分地投入實習工作，另一方面這些訓練內容亦可擴闊實習生
的視野，更重要是讓他們明白現實社會的運作，可算是終生
受用。
　　實習生主要通過以下5大工作範疇協助機構：1、推動機
構營運項目或組織社區活動，建立夥伴合作關係；2、推廣
及建立機構形象的工作或活動（例如宣傳品、短片製作、社
交媒體、組織宣傳活動及聯繫社區等），藉此提升社區人士
對機構的認識；3、負責籌款傳訊的工作，拓展捐獻者資料
等；4、推行環保措施；5、社企業務工作。
　　歷屆計劃合共栽培了近300名實習生。舊生會亦於2014
年下半年成立，以凝聚年輕而熱心計劃的畢業生，一同為社
區帶來持續而正面的影響力。2015年2月，舊生會的公益活

動正式開展，包括參與花旗的
義工日活動，而除了社區和團
體活動外，舊生會亦將與非政
府組織合作，為社區提供義工
服務。

評語：•能於工作上應用所學的管理技巧
      •了解到油尖旺區的歷史，保育的價值和意義
      •從商業角度理解社企的整體價值
      •滙報及回答誠懇，反映同學對工作有深刻的體會
      •值得一讚是同學能主動提出重新設計櫥窗的建議
      •工作內容有趣，同學能擧實在的例子滙報
      •充分了解到營運社企/非政府機構所面對的困難

嚴禮強
（香港浸會大學3年級）
　　過往我便一直想將課堂
上學習到的各種知識和技
巧應用到現實中，NGO
的實習工作正提供了
實踐的平台。在實際
運用中，我切實感受
到資金帶來的限制，
這也是不少社企及NGO當
前面對的難題，營運NGO
絕非易事。

蘇穎雅
（香港大學3年級）
　　記得實習時，有名老
街坊每隔幾天就來跟我們
分享油尖旺區的昔日相片
和故事，並表示可以把相

片給我們，留待日後
展覽時用。我被他用
自己的方式去熱愛、
記錄、貢獻社區而打
動，也感謝計劃讓我
度過了一個有意義
的暑假。

實習生感想：

實習範疇：推動個體小店文化
保育及重現計劃，舉辦工作坊
傳承傳統手藝，重新設計櫥窗

以增加人流。

生命工場
評語：•反映同學能深切了解現實世界的定價模式
      •實習令學生明白無障礙社區的發展
      •可見同學為了完成計劃書，十分努力
      • 若能繼續留意計劃有否被切實執行，評估會更

加圓滿
      •滙報令人印象深刻
      •為機構的無障礙物業務花了不少心力

楊鑫濠
（香港中文大學3年級）
　　實習在安排時間表方面
給了我很大自由度，計劃亦
令我感受到社會對弱勢團體
的關注未必足夠。大家集
中把資源投放在貧窮和
環保等議題上，但其實
殘障人士亦有不同的需
要。希望計劃完結後，
我們能繼續以自己所學
幫助弱勢群體。

實習生感想：

實習範疇：為殘障人士開設
網上商店，將無障礙體驗轉
化為收費項目，以及擔任無
障礙環境顧問。

香港復康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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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浸信會社會服務處
張芷苑（香港城市大學3年級）

　　實習期間，我們運用商科知識協助機構
運作，透過工作間接幫助社區裏有需要人
士。而透過20小時的體驗培訓，我了解到社
區目前的需要和不足，令我將來在發展事業
時也會考慮如何在獲取利潤之餘顧及他人需
要。
梁家寳（香港城市大學4年級）

　　實習時上司給我們許多工作機會，例如
為機構擬定活動計劃書和宣傳策略、製作宣
傳短片、協助區內小學校慶活動等，各項職
責都能夠運用所學的商科知識。實習更讓我
體會到社工的辛勞，以及機構如何自負盈虧
地運作。

和諧之家
張嘉豪（香港大學4年級）

　　社企及其項目在解決社會問題上扮演着
重要角色，但往往資源卻十分有限。「和諧
之家」的項目實習讓我意識到商業技能不限
於牟利，在社企運作上亦有很大應用空間，
商界其實在多方面都能為社企提供支援。受
到計劃啟發，我亦重新審視了自己的發展方
向。
王悅華（香港浸會大學3年級）

　　社會不公絕不是新鮮議題。我希望探討
的是這些不公、不平背後是人為、天意還是
兩者皆是，因此參加了這個計劃。這兩個
月，我接觸到林林總總的新事物，明白或許
社會公平與否只是心態上的問題。

長者安居服務協會
秦偉浧（香港大學3年級）

　　上司讓我們親手嘗試安裝平安鐘，從而
有更真實深刻的體會。原來針對長者所設的
平安鐘服務也可以加入科技元素，例如平安
手機。參加計劃使我對社企的印象改觀，希
望以後也能致力改變社會大眾對社企的固有
看法。
羅珮瑩（香港城市大學3年級）

　　短短兩個月的實習中，我能接觸到所屬
部門的日常工作，獨自負責個人項目、參與
部門會議，並同時跟進不同活動。本以為實
習就是學習，沒想到竟能尋得成就感，更能
回饋社會，以企業的力量，為社區帶來一點
點變化。

宣教會社會服務處
黃頌婷（香港浸會大學3年級）

　　我以往從未參加過屋邨的街坊活動，這
次的實習機構正好在屋邨舉辦了「以物易
物」計劃，不少街坊都積極參與，互相分
享，在現場參與的我感受到濃濃人情味，可
見該計劃對建立鄰舍關係起了重大作用。
蘇耀熙（香港中文大學4年級）

　　以往我對NGO的認知還停留在工聯會等
組織的階段，經過實習後，我對NGO有了更
清晰的認知。同時，我發現透過套用不同的
商業概念能把服務帶給更多人，例如由NGO
統籌，提供商界捐款支持的10元飯盒給有需
要的街坊等。

獲獎隊伍分享

鄭名軒
（香港中文大學3年級）
　　我最大的得着是學習
到無障礙設施如何運作。
在設計無障礙設施時，大
門闊度、出入口坡度、摩
擦系數等因素都須納入
考量，並非表面看到那
麼簡單。即使先進如香
港，在為殘障人士提供
方便上仍有很多改善
空間，希望大家能多
些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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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生代表向郭炬廷致送紀
念品。

    將商業技巧運用於非牟利社會服務機構（NGO），既有
助NGO提升營運效率，又能加強商科生實踐企業社會責任的
意識。而「花旗集團—社聯大學生社責實踐」計劃（下稱計
劃）便旨在培育本港大學工商管理學生成為關心社會的商業人
才。計劃舉辦至今已踏入第5年，見證了商界、社會服務界及學
界的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