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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聯合國校友的多元思維

加入聯合國已是第五個年頭，司徒偉傑

（Jackie）一直堅持每兩年調遷一次的

工作模式，2017年入職時，先在東非

盧旺達基加利擔任經濟師，2019年就

申請調去南韓仁川，擔任助理可持續發

展主任，去年他轉到聯合國歐洲經濟委

員會總部工作，希望趁年輕多點歷練，

「由非洲到亞洲再到歐洲，三地文化真

的很不同，單是工作與生活平衡（Work 

Life Balance），已經是天壤之別。每轉

到一個地方，之前積累的經驗及訓練

出來的技能，很大機會用不着，所以

很多有家室的同事，未必會選擇調遷，

會在原地待上十年八載；但我現時年

輕，想試多點不同的工作，尤其是之

前多在前線工作，今次回到總部從事

較高層次的政策制定，是新的學習；

更實際的考慮是在聯合國工作，較難

有升職機會，唯有報考新職位才能有

升遷的機會。」

與其他考進聯合國的年輕人一樣，司

徒校友是通過青年專才計劃（Young 

Professional Program）加入聯合國

工作，「整個考核過程並不太困難，

每年聯合國都會因應不同專業，開設

職位以供申請，只要申請人是 32歲

或以下，能操流利英語或法語，已可

申請青年專才計劃；一般會先以筆試

形式，考核應徵者的基礎讀寫能力，

以及本科的專業知識，之後是面試，

主力測試遇到合作困難時，申請人會

如何解決，從中挑選合適的入職者。

不過並非所有專業學科，每年均有職

位空缺，以我的經驗為例，由考核到

正式入職橫跨兩年多，這需要有心理

準備。」

放下優越感 尊重當地文化
司徒校友先在基加利提供政策建議，

推動經濟發展，再到仁川負責透過

科技推動可持續發展，目前在日內

瓦工作，側重於數據科技（Data 
▲

  在非洲工作，會議有時會選在國家公園附近舉行，
出入不時會遇到斑馬、長頸鹿。

去年曾經訪問司徒偉傑（09新亞物理 / 11研究院
經濟學），談到他在外地生活的苦與樂（詳文

請參閱《中大校友》2021年 6月
號 18至 19頁），當時已分享
過他加入聯合國，先後到過東
非盧旺達基加利及南韓仁川
工作的經驗。事隔一年，他
已經轉職到位於瑞士日內瓦
的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擔
任統計主任，經歷過歐洲、
非洲、亞洲三地的工作，他
深深體會到地理位置與經濟
發展並無太大關連，真正令
國家經濟出現增長或倒退，
是背後的社會制度。

有賴社會制度推動

加入聯合國 5年 
曾派駐亞歐非洲

司徒偉傑指經濟發展

▲  司徒偉傑 2017年加入聯合國工作，
先後到過非洲盧旺達基加利、南韓

仁川及瑞士日內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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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利用人工智能（AI）及

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等科

技推動數據發展，並且與歐洲各國合

作，研究在沒有影響國家安全及機密

之下，國家與國家之間互通數據的方

法，表面上三次工作性質很不同，但

當中仍有共通之處，「不論是在地區

層面還是國際層面，聯合國的工作是

溝通及建立共識，政策分析等技術成

分高的工作固然重要，但最重要是要

從別人角度去理解，並將所有持分者

帶埋枱傾，令事情得以落實。在三個

不同地點工作過，經驗告訴我每個地

方都有特定文化及背景，如果不懂得

尊重當地文化，而抱着一份優越感，

覺得自己是要去幫助他們，必定會失

敗收場。我的責任只是將新的想法帶

到當地，並與他們持續溝通，這相信

是加入聯合國或其他國際機構工作

時，必須要謹記的。」

未加入聯合國工作前，司徒偉傑曾經

在特區政府金管局、財政司司長辦公

室，以及智經研究中心工作過，對

經濟發展素有研究，2019年更開始

在財經報章撰寫專欄至今，分享對經

濟的個人見解。今次接受訪問時，他

也不吝道出到過多地工作後，對經濟

發展的體會，「一般人會以為國家發

展水平高低，會受到地理位置等先天

因素影響，但到過南韓及盧旺達工作

後，卻發現不是這回事。南韓尤其明

顯，單看南北韓地理位置如此相近，

發展水平卻出現很大差別；盧旺達作

為非洲國家，當地 1994年曾發生種

族大屠殺，整個國家有七分一人口被

殺，也可以浴火重生，現時經濟水平

已優於鄰近周邊國家。由此可見，一

個國家的發展最重要是否擁有完善的

社會經濟制度，這也是我在聯合國工

作時，時常謹記於心的，希望能盡力

幫到我被派駐的地方有所發展。」

「努力將持分者帶埋枱傾」

訪問期間，司徒校友多次提到「埋枱

傾」三個字，在他眼中，聯合國是

中介機構，只可以盡力於不同國家

之間進行調解，最終是否落實由個別

國家決定，所以「埋枱傾」加強溝通

至關重要，「時常有評論談及聯合國

的角色，覺得應在戰亂國家肩負更多

責任，我的答案是兩面的：在人道援

助方面，確實要多做一點，但至於戰

亂調解，聯合國當然應盡力斡旋並讓

所有持分者埋枱傾，但最後措施能否

落實，很大程度是由相關國家來決

定。」

對於有志加入聯合國工作的師弟及師

妹，他認為除了要有開放思維，勇於

擁抱及接受新事物外，還要做到知己

知彼，「知己是要發掘個人最佳出擊

點（Sweet Spot），最喜歡做及做得

最好的是什麼，再看看這個世界需要

什麼，來衡量是否適合來到聯合國工

作；知彼則是多做資料搜集，尤其是

現時有很多 webinar簡介聯合國的工

作情況，也可以在 LinkedIn連繫在

內工作的員工，資訊比以往流通，只

要多問多聽，不難發掘到機遇。」他

之前也跟校友事務處合

辦講座，講述聯合國工

作的詳細情況，有興趣

的校友可以掃描二維碼

重溫。

▲  於南韓仁川主力負責推動可持續發展，舉辦不同論壇是工作之
一。

▲  來到日內瓦後，滑雪成為司徒偉傑的公餘活動。

司徒偉傑小檔案

2009年 • 香港中文大學理學士

2011年 •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哲學碩士

  香港金融管理局分析員

2012年 • 財政司司長辦公室經濟主任

2014年 • 智經研究中心經濟師

2017年 • 聯合國非洲經濟組織經濟師

  （盧旺達基加利）

2019年 • 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

  委員會助理可持續發展主任

  （南韓仁川）

2021年 • 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統計主任

  （瑞士日內瓦）

網上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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