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零”政策削弱香港 MBA 吸引力

严格的防疫政策使香港顶尖商学院的招生受到影响，它们面临输给地

区竞争对手的风险。

随着企业因北京方面的“清零”政策和香港公民自由遭压制而纷纷撤

离香港，香港顶尖商学院面临输给地区竞争对手的风险。

根据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niversity of Grants Committee)的

数据，香港顶尖大学的国际生入学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学生们似乎

被中国在 2019 年香港亲民主抗议后实施的一部全面的国家安全法以

及防疫措施吓到了。



但香港商学院的学者担心，中国严格的“清零”政策将对招生产生更

持久的影响，并将学生推到其他地方去求学，如新加坡。

“疫情前，我们逾一半的全日制 MBA 学员来自海外。”香港中文大

学(CUHK)商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张惠民说，“这在新冠疫情期间受

到了影响。”

由于中国的“清零”政策，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甚至被迫关闭香港

校区，将 EMBA 项目暂时迁至新加坡。此外，香港大学、哥伦比亚

大学商学院和伦敦商学院合办的 EMBA 项目也因需求不足而暂停。

官方数据显示，2019/20 学年后，香港各大学所有学位的国际生入

学人数都有所下降，尽管来自中国内地学生的更强劲需求弥补了部分

损失。

在香港历史最悠久的大学——香港大学，国际研究生入学人数从

2018 年的 1382 人降至今年的 1249 人。但在香港大学就读研究生

课程的中国内地学生人数从 2018 年的 4994 人激增至今年的 7927

人。

不过，香港中文大学 EMBA 项目的学生人数尚未回升。张惠民表示，

入学人数下降了约四分之一。



今年 8 月，香港将对入境旅客实施的为期数周的酒店强制隔离放宽至

三天，并最终于本周一取消。相比之下，新加坡去年开始放松入境规

定，并在今年 4 月取消了入境限制。这使得新加坡比香港更快复苏。

“就商业环境而言，香港的确落后于新加坡。”张惠民说，“由于隔

离要求，跨国公司的高管不愿意来香港。很明显，愿意在香港做生意

的公司越来越少。”

张惠民补充说，不过，2018 年开始的美中贸易战促使更多中国内地

学生留在亚洲读研究生，而不是进入西方的顶尖学府。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的安德鲁•罗斯表示，如果新冠清零政策长期

持续，新加坡顶尖商学院对中国内地学生和其他国际学生的吸引力很

可能会继续增长。

他表示，香港的防疫限制，加上其政治景象的急剧变化，正在“从根

本上损害”香港的竞争力。

但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管理系副教授、香港科技园公司首席执行官黄

克强表示：“香港的大学仍有强大的声誉。”在他看来，他们“需要

加倍努力”鼓励学生在毕业后留在这座城市。



不过，新加坡没有逃脱防疫限制的影响。全球性研究生商学院欧洲工

商管理学院(INSEAD)——该校在巴黎、新加坡、阿布扎比和旧金山

都有校区——学位课程副院长凯蒂•蒙哥马利表示，由于新冠防疫限

制和隔离规定，选择进入亚洲校区的 MBA 学生变少了。

她解释道，学生希望去“更容易进出的国家”。“能够自由出行，特

别是在找工作期间，是非常重要的。”

有鉴于此，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前商学院分管教育的副院长尚塔努•

巴塔查里亚认为，取消新冠清零政策对全亚洲的商学院都有益。

他表示：“中国是亚洲商业生态系统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因此我们希

望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封锁尽快解除。”

国际课程也受到了影响。就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和加州大学洛杉矶

分校安德森管理学院联合开设的 EMBA 课程而言，学生原本在 15 个

月的课程中会去中国、印度和美国游学。

但罗斯表示，新冠防疫规则意味着“出入中国是不可能的”，因此这

部分课程被转移到了韩国。在韩国感染人数上升后，课程又被转移至

西班牙。



尽管在新冠社交距离规定之下，商学院已经适应了“混合”教学，但

他表示导师们尝试“最大化”面对面互动时间——尽管他承认这样做

“既困难又花费高昂”。

一些来自中国内地的全日制学生请求在家里远程完成他们的 MBA 项

目。但罗斯表示：“我们一般会拒绝他们。这会稀释他们学位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