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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的創新人才從哪兒來？ 

09-25 

一探培育出娛樂界、廣告業、科技和永續環保產業新生代創新人才的搖籃 

 

娛樂學院 

三十歲的米亞．里佛頓身兼女演員／製作人／作家等多重身分，她在一九九九年與人共同創立了一

個志願性質的人脈團體，以服務從事藝術、媒體和演藝事業的「哈佛大學」畢業生。該組織如今擁有超

過三千名會員，分布於世界各地分會（譯註：chapter此指支部、分會）。 

「像『哈佛大學』這種『世界一流』的學府，提供給娛樂界工作生涯的相關資源，居然寥寥無幾，

或甚至沒有，實在有點誇張。我自『哈佛』畢業之後，就去好萊塢闖天下，除了少數幾位比我早畢業的

哈佛學長學姐之外，幾乎半個熟人都沒有。我便心想，『那我何不把自己認識的哈佛校友清單彙整起來，

然後以電子郵件發送給大家呢？』結果大家紛紛張貼工作職缺、公寓出租和各種活動訊息。然後我們就

開始舉辦各種聚會，又舉行電影放映會和請人來演講。這些活動後來逐漸發展成形，演變成如我們每年

都會舉辦的『哈佛人在好萊塢』座談會，以及名為『哈佛塢一０一』的學生活動，後者是一項概論課程，

能讓學生了解他們其實有範圍廣泛的事業生涯可以選擇，其中包括了研究所進修、收發室和獨立製片等。

修過一０一課程的人之中，約有七成左右如今都在藝術界工作。」 

 

全新數位 

四十歲的馬提亞斯．韓森，每年協助訓練一千三百名學生，教他們有關數位媒體、互動藝術指導和

數位企業管理等知識，訓練地點包括斯德哥爾摩以及瑞典一處離島。學成者畢業之後往往成為各大企業

爭相網羅的人才。 

「不妨直視你認識的創意人才，並問他們：如果他們有選擇機會的話，是會選擇進入傳統學術界工

作，還是會想體驗能做出實際成果的學習，比如為 MTV 電視台、『宜家』和其他公司建立電子化溝通解

決方案。我們沒有教室或大禮堂，也不把重點放在成積上頭。我們並不想把人塑造成某種特定樣貌，因

為這要靠他們自己來決來。」 

 

09-26 

新創企業學校 

三十八歲的潔西卡．里文斯頓與人共同創辦了 Y Combinator 這家公司專門為科技新創事業提供訓練，

為期「一學期」。 

「每年兩次，我們會挑選十五至二十個團體，並同時提供資助，並且也在這些公司草創初期提供相

關諮詢與協助，而我們所挹注資金剛好足夠讓公司人員可以辭掉工作、全時間地投入拓展他們的創意。

他們的科技專才當然非常重要，但我們也會提供我們在商業方面的專業知識：因為我們所資助的企業家

往往對商業層面一竅不通，…對他們必須知道的所有層面，我們全都會一路指引迷津（譯註：walk through

在此指一步一步詳盡地全程示範、帶領指導對方體驗整個過程），包括籌組公司、發行股票、選出董事會

成員等等。我們還研發出一套現成的融資文件來提供給這些公司創辦人，好讓他們能省下法律相關費用，

而這個做法也是基於我們的另一項目標，那就是設法節省新創公司在成立和經營等方面所耗費的成本。 

「為期三個月的循環，可說是非常密集的訓練，整個訓練以『發表日』步入高潮，在這個日子裡，

這些大都是生平頭一次創業的企業家，將會向滿室約兩百人左右的全美頂尖投資人發表簡報。」 

 

綠色環保學位 



二十二歲的布萊特尼．費羅，是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研習永續性學門的五十五位研究生之一，此外還

有一百八十一位大學生也研讀相同學門（譯註：永續性的定義眾說紛紜，但依據「聯合國」的定義，永

續發展即「滿足目前的需求，但也不至於犧牲未來世代滿足其需求的發展」）。費羅希望能打造出一套加

標示的系統，好讓它能一眼就輕易看出某項產品的永續程度。 

「『永續性學院』把重點放在將全球視為一整個龐大的體系：為了創造出巨大變革，同時還能獲利

甚豐，大家必須要能看出所有環節是如何相互連結的。那麼，從消費者的觀點來看，永續性的意義是什

麼呢？包括『環保』、『綠色』和『純天然』等字眼其實已經毫無意義可言了，因為這些用語反而讓人一

頭霧水，搞不清楚自己買下的究竟什麼玩意兒。若要估算並定義某件事物對環境造成了何種程度的影響，

有很多方式可以採用。至於我自己的目標，則是想研發出一套機制，好用來統合計算各式各樣的影響因

子，然後再總和成一個總計的數值。最後，再把計算出的數值再轉化成另一個為產品加標示的系統，有

點類似食物的營養標示一樣，就可以顯示出各種產品的環保和社會責任程度究竟到達何種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