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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校自2010年率先轉型為「創業型大學」，「2015海峽杯兩岸青年創業領袖

成長營」由上海交通大學舉辦，為推動創新創業兩岸互動交流與學習，本校共

甄選7位同學及1位教師帶隊前往參加。 

成長營聘任具創業經驗教師及主持人，導入Babson College的拼圖與拼布遊

戲，讓學員在遊戲中對創業過程有深刻體驗。但成長營課程皆屬基礎，對於已

有具體創業項目的同學助益有限，且對於公益創業著墨甚微，講座內涵可更為

切題及強化深度。 

因此，本人建議上海交大可恢復競賽模式，聚焦產生效益，而對本校而言，

不滿意就是契機，本校所發展的創業培育對陸輸出具有優勢，此外，與2014年

海峽杯金獎周文瑞互動，其「參加創業競賽，進而新創企業」的模式，值得各

大學深思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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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上海交通大學在創業教育方面位居中國大陸領先地位，該校 2010 年成立

創業學院，先後創辦「創新與創業大講堂」和「海峽杯兩岸大學生創業計畫

邀請賽」等極具影響力的品牌活動，在相關賽事、活動組織方面有豐富經驗。 

2015“海峽杯”兩岸青年創業領袖成長營的前身最早可以追溯到 2001 年

“海峽杯”兩岸學生創業觀摩團，2008 年，觀摩團升級為“海峽杯”兩岸大

學生創業計畫邀請賽，其活動緣起及歷程如圖 1 所示。 

 

圖 1、2015“海峽杯”兩岸青年創業領袖成長營之緣起 

今年成長營以“挑戰、創新、成長”為主題，在邀請賽的基礎上再度實

現全面升級，邀請兩岸頂尖高校最具創新精神和創業智慧的兩岸學子共同參

與，本次活動本校共推派 7 位同學參加，並由本人帶隊前往，旨在學習上海

交通大學辦理「2015 海峽杯兩岸青年創業領袖成長營」之特色作法，以作為

本校推動創新創業發展之學習與借鏡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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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程 

本次成長營自 104 年 7 月 6 日至 7 月 17 日歷時兩周，包含創業挑戰賽、創

業環境考察、名師教學輔導與中華文化體驗等四大模組（如圖 2），並將進行混

合組隊，以促進兩岸學子間的深度合作與交流。 

1、熱身模組  

將兩岸的學生混合編組，每組由

臺灣和大陸學生共同組成，通過體驗

式培訓，讓雙方迅速熟悉，為完成第

二階段的創業挑戰任務打下基礎。  

2、創業挑戰  

聘請兩岸創業教育專家就創業

的相關問題進行授課，同時聘請兩岸

業界知名人士擔任導師，為學生團隊進行面對面的指導。每組同學需要完成

二輪次的“72 小時創業特訓”，最後通過頭腦風暴、優化方案、專案展示、

導師點評等環節，評出各類獎項。  

3、實地考察  

通過對上海及周邊地區的創業園區參訪，深入瞭解大陸的創業政策與環

境；通過與上海創業企業的交流，分享創業成功與失敗的經驗。  

4、高峰論壇  

邀請兩岸相關機構的負責人、學界、業界的專家、成功創業典型共同就

兩岸青年學生的創業問題分享智慧。 

圖 2、成長營活動四大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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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上海交通大學主辦單位建議如下： 

 關於老師，非常歡迎蒞臨。 

您也知道，貴校老師來到此次成長營，不是作為團隊的指導老師，而

是作為觀摩的貴賓，觀摩方案： 

（1）7 月 6 日：接機報到、歡迎晚宴 

（2）7 月 7 日：上午：開營儀式；下午：院長論壇 

（3）7 月 8 日-10 日：觀摩 72 小時創業特訓－（公益創業） 

因此，本人參加成長營活動的時間僅為自 104 年 7 月 6 日至 104 年 7 月

10 日，參與活動過程說明如下： 

1、 活動手冊原定活動議程（如下表 1 所示）。 

 

 

 

 

 

 

 

 

 

3 
 



表 1、2015 海峽杯兩岸青年創業領袖成長營活動手冊原定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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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際參與活動過程，如表 2 所示。 

表 2、實際參與活動過程內容 

時間 實際參與內容 

7 月 6 日（週一） 全天 
PM10:00 抵達上海交大  

未參加歡迎晚宴 

7 月 7 日（週二） 

上午 開營儀式  

下午 院長論壇 (取消)→團隊介紹→ 

熱身任務—尋找交大最美一角  晚上 

7 月 8 日（週三） 

上午 熱身任務展示與點評 

下午 主題講座：非線性創業思維-公益創業篇  

活動：拼圖及拼布 

（講師：韓燕，英國紐卡斯爾商學院 MBA） 
晚上 

7 月 9 日（週四） 

上午 主題講座：非線性創業模型+醒腦遊戲 

（講師：李俊，復旦大學工商管理碩士） 下午 

晚上 完成特訓任務 1（PPT 製作） 

7 月 10 日（週五） 

上午 

主題講座：創意思考+ 

（講師：台灣中興大學陳明惠教授） 

活動：比手畫腳猜成語 

下午 
項目方案大 PK 及總結 

PM17：00 離開上海交大至機場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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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實際參與活動過程說明 

(1) 7 月 7 日上午開營儀式 

邀請上海市委常委沙海林及上海交大校長等嘉賓進行開營儀式

（如圖 3），上海市委常委沙海林應用英國文豪蕭伯納的名句「你

有一個蘋果,我有一個蘋果，我們彼此交換，每人還是一個蘋果；

你有一種思想，我有一種思想，我們彼此交換，每人可擁有兩種

思想。」，鼓勵兩岸青年人進行創業交流。 

 
圖 3、2015 海峽杯兩岸青年創業領袖成長營 103 年 7 月 7 日開營儀式 

 

(2) 7 月 7 日下午任務活動－尋找交大最美一角 

主題活動：尋找交大最美一角 PM3:00~9:00，比擬創業的過程，

其中需要定義目標客戶、市場調查、競爭者分析、完美拍照(呈現

產品)、電梯簡報、團隊分工合作…等，如圖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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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成長營 103 年 7 月 7 日任務活動－尋找交大最美一角 

 

(3) 7 月 8 日上午，任務活動尋找交大最美一角發表 

成長營共計 15 個團隊，分別進行 7 月 7 日任務活動尋找交大最美

一角的成果發表，如圖 5 所示。 

 

圖 5、7 月 8 日任務活動－尋找交大最美一角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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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7 月 8 日下午及晚上，主題講座：非線性創業思維-公益創業篇 

由上海交通大學外聘講師韓燕進行主題講座，簡報如附錄一所示。 

另於講座期間進行「拼圖及拼布」活動，如圖 6 所示。 

 

 

 

 

圖

5

、7 月 8 日「拼圖及拼布」活動 

 

(5) 7 月 9 日上午及下午，主題講座：非線性的創業模型 

由上海交通大學外聘講師李俊進行主題講座，簡報如附錄二所

示，講座過程同學上台發表交流如圖 6 所示，下午醒腦活動(略)。 

 

圖 6、7 月 9 日主題講座「非線性的創業模型」同學發表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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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月 9 日晚上，15 個團隊自行製作與修改公益創業簡報（如圖 7）。 

 

圖 7、7 月 9 日團隊製作與修改公益創業簡報實況 

(7) 7 月 10 日上午，主題講座：創意思考 

由上海交通大學外聘台灣中興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陳明惠教授進

行主題講座，過程中不得開啟手機，不得拍照，以播放案例影片

的方式進行，於約 1 小時主題講座後，進行活動：比手畫腳猜成

語，如圖 8 所示。 

 

圖 8、7 月 10 日活動「比手畫腳猜成語」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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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7 月 10 日下午，項目方案大 PK 及總結（如圖 9）。 

 

圖 9、7 月 10 日團隊發表公益創業簡報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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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及建議 

1、 可學習之處 

(1) 任務活動「尋找交大最美一角」，比擬創業的過程，其中需要定義目

標客戶、市場調查、競爭者分析、完美拍照(呈現產品)、電梯簡報、

團隊分工合作…等，活動項目可以修正後學習辦理，唯本次任務活

動自下午 3 時至晚上 9 時，時間太多冗長，且應注意輔導員應發揮

輔導的角色。 

(2) 引入 Babson college 的教學活動－拼圖及拼布，可以讓學生了解創業

和管理的差異性，淺顯易懂，學生也可在遊戲中有深刻的體驗。 

拼圖 百納單 

目標明確 

資源確定 

計畫性 

執行計畫 

全程考察進度 

實現目標 

目標模糊 

始於有什麼而非需要什麼 

難於做計畫 

執行過程變數很多 

難於計算何時結束 

迭代而非線性步驟解決問題 

 

2、 有待改善或引以為鑑之處 

(1) 成長營活動主持人及講師皆是外包，交大主辦的學生團隊自己未參

與過類似活動，溝通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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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所有的課程都太過基礎，例如：創業是什麼? 找到痛點、我們有機

會嗎? 甚至是創意思考課程，使同學對課程的期望有所落差，課程

的廣度和深度皆十分不足，更重要的是，本次參加 7/6-7/10 的創業

項目是公益創業，但 3 天課程對於公益創業的著墨實在很少，約略

只有說明 20 分鐘，與主題講座的主題差距太大，令人頗感失望。 

(3) 部分活動像是救國團，點名或提問都有加分，還有彩虹橋、醒腦遊

戲…等，不像是創業領袖的成長營。 

(4) 參加學生 8 成以上沒有創業的規劃，團隊拆散重組，難以凝聚具體

創業計畫，多數團隊僅紙上談兵。 

(5) 成員來源參差不齊，有真實創業構想的僅 10 幾個人，以嚴格的創業

角度作為講評基礎，對於學生有欠公允，且會打擊學生的創意與自

信，須注意不要重複一樣的講評或回應，仍應以鼓勵的方式較佳。 

3、 建議 

(1) 對上海交大的建議：恢復競賽模式。 

(2) 對本校建議：失望就是契機，創業培育可對陸輸出。 

4、 意外的收穫與建議 

本次成長營喜遇 2014 年海峽杯創業競賽金獎的台灣師大電機工程所研

究生周文瑞，深入了解其整個從研發、參加競賽到新創公司的歷程與模

式（如圖 10），頗值得本校借鏡並規劃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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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2014 海峽杯創業競賽金獎的新創企業模式 

台師大電機工程系研究生周文瑞，前年起在何宏發教授指導及師大頂尖

計畫支持下投入可 360 度旋轉的全景攝影系統研發，成功設計出全球第

一個橢圓形全向曲面鏡，解析度高出 40%，並開發出 APP，成本只要相

同解析度攝影機的 6 成，目前已取得台灣專利，並申請美、大陸專利中。 

周文瑞表示，自己先前並沒有真的想創業的念頭，而是去年比賽獲獎

後，才真正激發創業的鬥志，而他會參加創業競賽，乃是指導教授的訊

息告知與鼓勵，雖然其參加比賽只是偶然，但得獎仍是建構在他已準備

好的技術與產品，而此次創賽獲勝後，在獲大陸投資者挹注人民幣 5000

萬元（新台幣約 2.5 億元）下，已成立公司，對於學校、教師及學生無

疑是三贏的理想成果，「參加創業競賽，進而新創企業，實現研發成果

商品化」的模式值得各大學深思與學習，雖然創業是偶然的機會，但前

提是：「準備好了」，而關鍵是：「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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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成長營講師-韓燕主題講座簡報 

 
圖 A1、成長營 103 年 7 月 8 日主題講座講師韓燕簡報(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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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2、成長營 103 年 7 月 8 日主題講座講師韓燕簡報(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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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3、成長營 103 年 7 月 8 日主題講座講師韓燕簡報(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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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4、成長營 103 年 7 月 8 日主題講座講師韓燕簡報(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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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5、成長營 103 年 7 月 8 日主題講座講師韓燕簡報(5/6) 

18 
 



 
圖 A6、成長營 103 年 7 月 8 日主題講座講師韓燕簡報(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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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成長營講師-李俊主題講座簡報 

 
圖 A7、成長營 103 年 7 月 9 日主題講座講師李俊簡報(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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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8、成長營 103 年 7 月 9 日主題講座講師李俊簡報(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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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9、成長營 103 年 7 月 9 日主題講座講師李俊簡報(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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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10、成長營 103 年 7 月 9 日主題講座講師李俊簡報(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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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11、成長營 103 年 7 月 9 日主題講座講師李俊簡報(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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