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彼得．德魯克管理學院午餐招待會 - 攜手共創 美好未來」成功舉辦 

 

「彼得．德魯克管理學院午餐招待會 – 攜手共創 美好未來」，於 2018年 1月

18日成功舉行。嘉賓包括明德學院校務委員會主席陳坤耀教授、校長李經文教

授及副校長(學術)及管理學院總監陳永華教授，恒生管理學院校長何順文教授、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總裁李仕權博士、八達通控股有限公司行政總裁張耀堂先生、

麥瑞琼女士、郭少棠教授、長江實業地產獨立非執行董事洪小蓮女士、西藏水資

源有限公司執行董事王克勤先生、笑容生活教室創辦人張笑容女士、CareER創

辦人崔宇恒先生、光輝國際香港分公司及華南區主席徐佩恩先生、馬鞍峰香港教

會堂主任李志剛牧師、中英劇團藝術總監古天農先生、MaLogic行政總裁袁文俊

博士，以及其他嘉賓等約 60人出席了活動。我們衷心感謝各位嘉賓蒞臨，讓該

次活動熠熠生輝。 

 

午餐招待會首先由彼得．德魯克管理學院、博雅管理基金會董事會主席 陳達文

博士致歡迎辭。他簡述過去一年德魯克管理學院的工作，包括與香港大學明德學

院及恒生管理學院等大專院校，共同舉辦以「博雅管理」（MLA）為主題的研討會、

論壇以及 MLA入門選修課程等活動。陳博士同時於會上宣佈「博雅管理基金會」

成立的消息，他說，「博雅管理基金會」的成立，標誌著「德魯克管理學院」在

大中華區的使命進入一個新的里程碑。我們希望借助「博雅管理基金會」的成立，

搭建博雅管理的生態圈，踐行開放式的創新，通過凝聚大家的智慧和力量，聚集

社會資本，讓更多合作夥伴、研究機構、管理者、學者、管理顧問等可以參與

MLA的事業，創造共享的社會價值，共同推動博雅管理在大中華區落地生根，並

成為連接東西方管理思想的橋樑。 

 

然後大會播放光華企業集團董事會主席、彼得．德魯克管理學院、博雅管理基金

會創辦人邵明路先生以「A Functioning Society健全運作的社會」為主題的演

講短片。邵明路先生闡述「健全運作的社會」這個概念的由來，並續指由德魯克

先生提出的「博雅管理」Management as a Liberal Art (MLA）是貫通東西方文

化、連接世界、建設健全運作社會的管理智慧，尤其在互聯網發展和科技創新所

帶來快速改變的時代，MLA更是一個平衡連續和變化的利器。她的傳承和發展關

乎人類的福祉。這項任務既偉大又艱巨，對我們所有參與其中的人而言，是責任

也是挑戰。MLA Foundation（博雅管理基金會）的成立，是為了持續發展推廣

MLA的事業，希望各位嘉賓、合作夥伴，繼續支持，積極貢獻智慧和影響力，讓

我們一起努力，共同創造更加美好的社會，讓每個人活出光彩的未來。 

 

 

 



 

 
 

 

緊接着，由香港中文大學 EMBA 課程主任陳志輝教授主持，與身在美國的邵明路

先生，進行即時網上對談，並邀請了邵明路先生分享德魯克先生所編著的      

《A Functioning Society》這本書對他的啟發。邵先生分享了當年（2003 年）

德魯克先生贈送這本書時，希望他能通過這本書瞭解他這麼多年研究管理的初心、

出發點，以及目的和歸宿。邵先生說他多次重溫這本書，也更堅定了他在大中華

區推廣博雅管理的信念，希望通過推廣博雅管理，促成一個健全運作的社會。 

 

我們亦邀請是次午餐招待會贊助商之一的「皆一堂」行政總裁楊棋彬先生致辭，

他簡述「皆一堂」的創辦理念，「將中國文化融入現代社會，尋回中國人丟失的

審美觀，進而重啟東方美學生活，為現代化生活美學提供解決方案。」 

 

在午餐過後，我們即席邀請香港城市大學 EMBA課程主任梁偉強博士、 鴻福堂集

團執行董事司徒永富博士，及馬鞍峰香港教會堂主任李志剛牧師，並由陳志輝教

授再次擔任主持，以「博雅管理」為主題進行研討，就博雅管理教育分享個人看

法。司徒永富博士認為社會各界要「共襄善舉，多做好事，並深信博雅管理強調

對人的關懷，以人性化為依歸。」而李志剛牧師則認為在學習德魯克學說的過程

中，讓他學懂兼顧別人的需要，及尊重別人的價值，朝著大同社會的目標進發。

梁偉強博士則認為博雅教育是一個寶藏，藉著學習多元的博雅學科，能讓大家從

不同的嶄新角度去思考人生，並學懂欣賞別人，進而共創一個和諧的社會。 

 

最後由彼得．德魯克管理學院院長、博雅管理基金會總裁王光麗博士致感謝辭，

她首先多謝各位合作夥伴和嘉賓對推廣「博雅管理」作出的貢獻，她指出「博雅

管理」的核心是讓管理者「Doing Well，Doing Good，做正確的事情並做得出色」。

「博雅管理」是集合實現企業卓越績效、員工成長、持續創新和發展，並履行其

社會責任等為一體的系統管理實踐。她特別強調「博雅管理」的兩個維度： 社

會價值與經濟價值的整合，以及管理學與實踐的結合， 與中國傳統儒家思想提

倡的「義利合一」與「知行合一」一脈相承。 她期望能藉著「博雅管理」的推

廣和教育工作，為社會培養文武雙全，德才兼備，對真、善、美不懈追求的管理

者和領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