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页 共 5 页 

21 世纪经济报道/2014 年/2 月/12 日/第 020 版 
市场专题 
 

从象牙塔到职业圈：提升大学生能力的公益实践 
 

本报研究员   马季  
 

  号称“史上最难就业季”的 2013 年即将过去，但新一届的毕业生并没有盼来好消息：2014
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将新增 28 万人，规模达到 727 万；如果再算上上一年未就业的毕业生，新一

年的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然而在劳动力市场的另一端，大量企业却陷入了“人才荒”的困境。很多从事校园招聘的用

人单位深感毕业生能力良莠不齐。麦肯锡咨询公司今年 5 月发布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许多雇主

认为毕业生缺乏基本的“生活技能”（life skills）；超过三分之一的毕业生自己也认为，学校教育

并没有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 
  学校教育与市场需求的错位，成了“就业难”与“人才荒”并存的主要原因之一。传统的大

学教育不仅在课程设置上很少顾及市场对人才能力的需求，在教学形式上也往往以单向的知识教

授为主，而不像西方的研究性或探索性学习，能够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而这正是大部分用人单

位非常看重的。 
  狭义的“工作能力”一般指胜任某项工作所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广义的定义除此之外还包

括了人际交往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生活技能”；如果前者对应“智商”，那么后者则是我们常

说的“情商”。丹尼尔·戈尔曼 (Daniel Goleman)的经典著作《情商：为什么情商比智商更重要》

向我们展示了情商的重要性——很多时候我们能否取得成功，情商，而非智商，是决定因素。但

目前的普遍情况是，“情商教育”很难在大学教育中找到合适的位置。 
  此外，中国社会当前的发展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经济增长已经不是唯一追求，平衡可持续

才是主旋律。因此，企业和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创造经济价值，更需要这些人才

具有社会责任感。 
  “就业难是一个伪命题”，中国移动研究院人力资源部一位长期从事校园招聘的工作人员说

道：“能力金字塔顶部的那 10%的学生，从来没有遇到过就业难的问题，反而选择更多了”。的确，

劳动力市场上能力优秀的学生一直都很吃香，但就社会整体来看，教育最大的意义可能不是为了

让优秀的学生找到更好的工作，而是要让不那么优秀的学生，同样收获成长。 
  “工作能力”和“社会责任”对高等教育的内容与形式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

下，越来越多的组织和个人开始关注并支持大学生的课外实践，其中公益实践和创业受到了颇为

广泛的关注。 
  一箭双雕的公益实践：同时培养“工作能力”和“社会责任” 
  “公益实践”一般指通过调研、志愿服务、实习实践等方式，为不确定多数人的福祉和利益

而开展的活动，即包括传统的慈善捐赠项目，例如：为贫困地区筹款、筹物，也包括发展类和社

会创新类项目，例如：推动青少年艺术教育、可持续扶贫等社会企业项目。 
  公益实践最大的特点是能够同时锻炼参与者的“工作能力”和“社会责任”，这是其它类型

大学生实践活动很难做到的。大学生在公益实践的过程中，不仅需要灵活运用自己在课堂上习得

的专业知识，还需要学会团队合作，甚至是商务交往；而以解决某个社会问题为出发点的公益活

动，具备了培养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先天优势，这也是公益实践区别于其它实践形式的最大特色

之一。 
  国内目前已经存在很多推动大学生公益实践的项目，这些项目甚至正在形成一条从教育到孵

化的完整生态链。就目标而言，这些项目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以知识传递为目的的教育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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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推动实践为目的的实践类项目，和以孵化成熟业务模式为目的的创业孵化类项目。这三类项目

在功能上相辅相成，共同形成了一个以推动大学生公益创业为最终目的的“产业生态链”。该行

业内的所有项目要么以生态链中的某个职能为目标，要么横跨生态链的多个职能。虽然目前国内

的这些机构或项目出现时间不久，项目质量良莠不齐，但一个完整生态链的形成将是必然趋势。

依据此生态链，各机构和项目可以了解未来行业的发展格局，从而更加清晰地规划自身的项目定

位和目标，还可以从“上下游合作”的视角完善自身项目内容，推动行业内合作。(图一) 
  企业和企业家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直接驱动

了这一领域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大量的在校生开始通过这些项目，了解并培养了包括开拓、创

新精神在内的、非常宝贵的企业家精神。据益微青年公益发展中心统计，仅在 2011 年，全国范

围内针对大学生的公益大赛就有 30 项以上，来自全国范围内 2,000 所高校提交的创意方案超过

70,000 份，其中仅谷歌支持的“益暖中华”一项赛事就收到了 1,273 所高校提交的 24,500 个创意；

除此之外，还有海航集团社会创新创投竞赛、联想青年公益创业计划等知名企业资助的大学生公

益实践或创业项目。 
  支持大学生公益实践的优秀项目模式与不足 
  诸多的支持大学生公益实践的项目各有特色，根据各项目运作模式的不同，可以总结出七个

优秀的项目模式。具体参看图二。 
  但与此同时，这些项目仍然存在着普遍的不足。 
  首先是项目定位与支持重点不清晰。推动大学生公益实践和创业，需要“生态链合作”：“实

践”需要建立在“教育”的基础上，“创业”需要“实践”和“教育”为前提。就目前而言，这

些工作很难靠一个项目完成。因此，不同项目需要精准定位，把资源和精力放在主要目标上，做

精做细，而不是“求全求大”或“泛泛而谈”。现实情况却是，一些项目定位于为大学生公益创

业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但由于资源和精力有限，很难将所有环节的工作都做扎实，最终导致

“全方位的支持”成了“走过场的支持”。“创业咖啡目前做的主要是教育，以后我们仍然只做教

育，因为单单是教育就已经很难做了”，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创业咖啡”项目负责人彭天说

道。 
  其次，一些项目模式单一粗放，培训、指导工作不足。目前不少同类项目仅仅是简单的“海

选+资助”模式，以资金支持为主，培训和指导力度很小。这样的操作模式简单粗放，很难建立

项目的品牌差异。一些受访的学生甚至反映：“参赛项目仅仅是发钱，除了奖金再没有别的支持”。

而对于参赛学生来说，培训和指导才是他们最看重的。 
  此外，不注重活动和人才培养的可持续性也是部分项目明显的不足之一。有些项目仅仅是“为

了找活动而选活动”，项目一结束，对于活动和大学生的培养便结束了；再或者，项目好几年都

连续支持一些已经很成熟的活动，但活动形式再无创新，只是不断重复。这些都是缺乏可持续支

持计划的表现。对于通过项目成长起来的成熟活动和优秀学生，应当进行适当地引导，将他们从

生态链的“实践”环节输送到“孵化”或者其它“下游”环节。 
  大学生公益实践的前沿探索：“希望工程激励行动”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青基会”）1989 年 10 月发起实施的“希望工程”，可以

算是中国社会参与最广泛、最富影响力的民间公益事业，那双“大眼睛”至今还深深地印在几代

人的脑海中。 
  作为出色的明星公益机构，青基会早就认识到单纯的硬件建设远不足以应对当前青少年教育

和发展的挑战。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高校资助体系的完善，“希望工程”对大学生的资助

模式也在逐渐改变，从“助学金资助”逐步向“搭建平台帮助学生提升综合能力”转变。当代的

大学生有着全新的特征，他们具备系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强烈的自我意

识，但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发现、理解和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较为不足，往往影响他们对大学

阶段及以后的学习、工作的适应和发展。怎样更好的为这样一个群体提供资助和服务，是青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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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工程”这些年来一直研究和探索的问题。由青基会和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合作开展的“希

望工程激励行动”，便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项目。 
  “希望工程激励行动”（以下简称“激励行动”）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英国大使馆文化

教育处和全国 31 个省级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主办，于 2009 年开始运作。“激励行动”是一个以提

升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和付诸行动的能力为目标的实习、实践项目。通过整合社会资源，“激励行

动”可以为大学生提供平台和机会，让他们走向社会，资助在校大学生以团队的形式，自主设计

并实施公益项目。在这一过程中，大学生不仅培养了社会责任感，还锻炼、提升了个人和团队合

作的能力。 
  截止至 2013 年，“希望工程激励行动”项目已经收到全国大学生申报的 2377 个项目，其中

有 445 个获得了资助，带动了近万名大学生亲身参与公益活动。自项目实施，中国青基会已投入

500 万元资助大学生实施公益项目。此外，该项目设计了颇有特色的自筹款环节：项目成员平均

需要自筹 1000 元左右的款项，有效培养了学生营销和策划组织的能力。 
  优秀项目的团队代表还有机会参加国际交流。迄今，“希望工程激励行动”已组织 32 个优秀

项目代表赴英国交流，34 个项目代表赴香港交流。优秀的大学生代表们与当地学生社团和社会企

业分享公益活动中的思考和困惑，感受了文化差异下不同的社会企业和公益模式。学生们将自身

实践与所学专业联系起来，思考如何在中国运作社会企业，以及如何应对中国社会目前所面临的

现实挑战，积极探索可行的公益模式。 
  “激励行动”对大学生各方面的能力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项目策划、设计、申报、培训、

实施、分享、交流等各个环节，都需要大学生团队内部明确的协作分工，不仅发挥自身特长，还

要通过学习弥补自身不足。通过参加“激励行动”，在校大学生的综合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图

三）。 
  “希望工程激励行动”项目的全过程培训体系，在协助学生能力提升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

的作用。通过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项目能够整合到非常高端的培训资源，例如：国际参访和

交流机会、由中英两国教育专家合作开发的培训课程和培训师资，等等。目前，该项目正在进一

步完善培训与指导体系，希望通过分层次的高质量培训，能够满足不同类型学生的培训需求，进

而让更多的学生从中受益（图四）。 
  过程比结果更重要：能力提升是重点 
  “我们并不是很关注你是否创业，我们更关注学生是否行动，以及这个行动给学生带来的能

力提升，这是我们最大的快乐；年轻人有能力，走到哪里都不怕”，中国青基会常务副秘书长杨

晓禹在评价“激励行动”项目时说道。 
  “激励行动”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推动更多的大学生从事公益创业，而是为了提升大学生

能力。“能力提升”固然能够提高“创业”的成功率，但两者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大学生通过

公益实践锻炼的很多能力并不是“公益创业”所独需的，这些能力无论对于就业还是商业创业，

都大有裨益；而且，影响大学生人生轨迹的因素是错综复杂的。比较中立和客观的做法就是纯粹

地协助他们提升能力，将规划未来的权力留在学生自己的手中。 
  近百名曾经参加过“激励行动”项目、目前已经工作的学生，84%认为该项目提升了自己求

职的竞争力。这一客观数字是对项目效果最好的评价之一。 
  “竞合”是发展方向，也是最高境界 
  对于众多的支持大学生公益实践的项目来说，未来行业以及项目自身该如何发展，是一个必

须要面对的问题。12 月 13 日，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和 21 世纪经济

报道联合主办的“大学生公益创新与实践论坛”上，来自本行业内的代表机构与专家学者，对项

目和行业发展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就未来的“产业链”合作达成了一致意见。 
  “激励行动”项目负责人盛圆圆，在谈及该项目未来的发展方向时说道：希望“激励行动”

的项目模式可以逐步复制推广，进而能够支持更多的青年人提升能力；项目的长期目标是生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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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合，青基会希望在未来，公益的教育、实践，以及创业的孵化，都能够整合在一个更为广阔

的平台上，需求不同的大学生都能够在这个平台上，找到支持自己能力发展的资源。“希望同学

们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学习后，可以去‘激励行动’这样的实践平台应用学到的知识”，定位于教

育的友成基金会“创业咖啡”项目负责人彭天说道。 
  “中国社会公益和商业市场的竞争我觉得还是有区别的，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既是竞争者又

是合作者，我们追求的最高境界是竞合”，中国青基会秘书长涂猛在评价行业未来发展方向时，

深有感触地说道。 
  （本文是本报企业公民研究中心承担的“中国青基会公益咨询项目”的部分研究成果，更多

内容或需求可咨询：cc@21cb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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