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兩地學術合作 升港科研水平

每年50內地博士畢業生南下 與港教授「配對」獲聘

1500萬培訓博士後
兩地推「香江學者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 政

府正積極推廣國民教
育，500名來自47所
中學的學生，將於本
月底聖誕及新年長假
期間參加仁濟醫院武
漢高速鐵路之旅，除
親身乘坐高鐵，更可
與當地大學交流，認

識兩地文化。活動早前舉行誓師禮及簡介會，協
辦機構之一的中聯辦新界工作部張肖鷹副部長

（見圖）致辭時指，希望學生透過活動認識中國
近年的迅速發展，並親身感受中國歷史文化。

認識祖國加強國民意識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將有8位高中生參與交流活

動，負責老師劉斌盛表示，希望學生透過活動認
識祖國，加強國民意識，亦有助新高中的通識教
育科。該校中五生顏樂然表示心情緊張，最希望
能夠親身體驗高鐵的速度，出發前亦會先搜集資
料，了解當地文化特色。

仁濟武漢高鐵旅
500中學生參加

香港文匯報訊 遭審計報告羅列多宗「罪行」
的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昨日下午舉行
家長會。該校多名校董出席，與約400名家長會
面。校監陸幸泉表示，跟進審計報告的指控，校
董會將推行多項相應措施，包括聘請會計師樓重
新檢視學校賬目、委託律師樓處理物業轉名事
宜、釐定學校採購政策競價投標準則、完善學校
聘任教職員機制等。

校方強調專款專辦
關於該校「學費減免撥備」之1,900萬元餘款，

校方強調將專款專辦，具體措施為放寬申請之學
生家庭收入幅度、增加書簿費津貼及增加獎助學
金等；又承諾會積極聯絡區內幼稚園，鼓勵推薦
清貧學生報讀。

真道書院開家長會
跟進審計報告指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婷）香港及內地開創跨境大學研究人才培

育新模式，結合兩地優勢，進一步提升科研水平。針對學術研究團

隊中堅分子的「博士後（Post-Doctoral）」人員，香港學者協會及全

國博士後管理委員會首度推出「香江學者計劃」，每年將資助至少50

名內地頂尖博士畢業生來港，與香港傑出學者「配對」獲聘為博士

後，其薪酬則由內地及本港攤分支付，涉及逾1,500萬元。香港學者

協會主席黃玉山指，計劃既能充實香港的研究實力，又能培養內地

科研人才，達至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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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婷）中文大學成為「4星大
學」。昨日為該校校友日，同場舉行小行星命名儀式，
正式宣布國際著名業餘天文學家、香港天文學會會長楊
光宇，將其發現的2顆小行星贈予中大，分別以校訓
「博文約禮」及校長「沈祖堯」命名。連同2位諾貝爾物
理學獎得主高錕及楊振寧，共有4顆與中大有關的星星
於空中照耀。
「沈祖堯星」(行星編號88879)及「博文約禮星」(行星

編號88878)由楊光宇於2001年9月25日在美國Desert
Eagle天文台發現，2顆小行星均位於火星和木星之間。
楊光宇坦言，本身對中大的認識不深，但於去年他應朋
友之邀欣賞新亞書院60周年話劇演出，當中新亞創院院
長錢穆撰寫兩句歌詞「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令
他大為感動。

楊光宇欣賞「SARS英雄」
楊光宇認為，中大多年來作育英才，遂決定送贈小行

星予中大，他又指一直對於SARS後獲譽為「亞洲英雄」
的沈祖堯有深刻印象，想到其將接任中大校長，遂「順
手」將小行星贈予一直大感欣賞的「SARS英雄」；楊
於今年初提交命名申請，至6月及8月，「博文約禮星」
及「沈祖堯星」分別獲國際天文聯會屬下的小行星命名
委員會確認。
昨日主持命名儀式的沈祖堯指，對自己獲小行星命名

感到意外，但亦覺得是莫大光榮；而中大獲贈小行星、
並以校訓命名，則是對中大多年的教育成就的肯定。

校訓命名小行星意義深遠
他又表示，中大校訓「博文約禮」勉勵學子不單要有

學識、更要有學養，認為以校訓命名小行星意義更深
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德正）講求發揮不同學
校的特色，是當今全球教育最新發展趨勢。英國特
色學校與學院基金副監督坎恩沃氏早前來港出席校
長論壇分享時指，全英國現時有逾2,800間「特色
學校」，發展成熟，而且不只限於幾項興趣相關的
「特色」，亦能同時強調學生的學術成績。出席同一
場合的直資學校議會主席、福建中學校長林建華則
表示，目前香港對「特色學校」支援不足，希望教
育當局及教育界可參考英國的模式，推動教學更多
元化。

英「特色學校」佔整體95%
福建中學將踏入遷校10周年和60周年校慶，該校

上星期五以「21世紀特色學校/學校特色的建設」
為題舉辦校長論壇，邀得內地和海外的教育專家主
講，吸引近200位教育界人士出席。其中沃氏分享
指，現時英國的「特色學校」有達2,816間，佔整
體95%，其發展方向主要環繞10個方向，包括科
技、藝術、體育、科學、數學與電腦、商業與企
業、語文、音樂等，部分學校更同時兼有幾種特
色。

指學網應擴大至國際合作
沃氏表示，英國特色學校主要透過發展1、2項特

定範疇，並進而提升整體教學質素，如以「科技」
為特色，除集中推動相關學科外，亦會以科技協助

提升其他學科教學。他認為，21世紀的學校網絡應
擴大至國際合作，並能互相分享教學資源，以提升
教學質素。

稱當局對港特色校支援不足
林建華則表示，現時香港教育制度對「特色學校」

仍支援不足，「英國特色學校雖以私校為主，但在
開始階段，政府亦會投放資源協助，並設立基金支
援，助學校發展各自特色。」他表示，本港教育界
現時仍將「特色學校」局限為以藝術或體育為主，
不夠多元化，「這些固然是特色，但學術、領袖培
訓等亦可以是特色，能幫助學校發展。」

身兼香港科技大學副校長及全國人大代表的黃玉山，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指，
香港不乏具備豐富研究經驗的優秀學者，對「博士後」極為「渴市」；而內地每年
則有大量博士畢業生，亟待「博士後」機會，他們更希望能加入國際級的科研團
隊，累積經驗邁向更高學術層次。

獲港區27位人大代表簽署支持
有見及此，黃玉山於2年前撰寫「香江學者計劃」建議書，獲得港區27位人大代

表簽署支持，更獲國家人力資源及社會保障部認同其中觀點，遂就計劃展開討論，
並於昨日與全國博士後管委會落實簽訂協議。
黃玉山指，香港本地博士生為數已不多，具經驗的「博士後」人才更欠缺，未能

全面發揮研究團隊的能力，「博士生需要教授貼身指導、仍在『半學半做』階段，
但博士後人員已畢業，完成了充足訓練，可獨立進行研究工作，甚至主導策劃、撰
寫學術論文等，對一支研究團隊而言十分重要！」他表示，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學，往
往有逾千名博士後，但以科大為例，只有約100人，即使全港計也只有600、700名。

招攬博士後研究「精益求益」
黃玉山直言，香港博士後人數不足，除了博士生源不多，亦因為博士後薪水較

高。據了解，一名博士後的「市價」月薪約為2.5萬港元，相當於足夠聘請1.5至2名
沒有博士學位的研究助理；對研究經費緊絀的香港學者而言，聘用博士後讓研究
「精益求益」，可說是「豪氣」之舉。但他亦表示，港校研究實力正急速提升，至少
有400、500名學者具備國際級研究實力及經驗，招攬頂尖博士後人才，近年已成多
間院校關注的課題。

每年各省市知名學府遴選精英
根據計劃，香港學者協會會向香港8大院校發通知，明年1月起各學者可以個人名

義參與，協會下的學術評審會決定合適人選，正式成為「香江學者」；另外，全國
博士後管委會則會成立專家小組，每年在各省市知名學府於7個主要學術領域遴選
50名精英博士畢業生，與參與計劃的香港教授自由配對。具體協調工作會由京港學
術交流中心及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會負責。
各博士後人才一般在港校參與2年研究，期間每年可獲內地資助15萬元人民幣，

每屆涉及1,500萬元，另港方亦會向他們提供每年15萬港元生活及科研補助。對港
校來說，可說是以低於半價聘得博士後頂尖人才。
有關計劃暫定在2011至14年進行，黃玉山指，期望未來規模可進一步擴大。不過

他指，由於科研人才的流動性極高，計劃完結後各學者未必會留港發展，但無論這
些博士後2年後返回內地或到其他地方，都可為各地科研帶來莫大裨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顧一丹 廣州報道）

香港學者協會昨日在廣州與全國博士後管委
會簽約落實「香江學者計劃」，大會隨後並
舉行座談會，討論計劃的實施工作。有參與
計劃的港校代表指，計劃可加強兩地學術合
作，更預示 香港科研水平可再進一步提
升，希望未來能開放至其他學科領域。

王曉初出席簽約儀式
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全國

博士後管委會主任王曉初等官員出席昨簽約
儀式及座談會。
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科技大學、理工大

學、浸會大學與城市大學多所高校的副校長
與多位教授亦有到場並討論實施工作。而財
政部、國務院港澳辦、中聯辦都有官員代表
出席。

在座談會上，香港學者協會主席黃玉山
指，優秀的博士畢業生均要在一流的科研實
驗室從事若干年的博士後研究方能成才；中
國內地每年都有成千上萬博士生畢業後，選
擇到歐美先進實驗室深造。

為內地生提供更多機會
他表示，香港院校在許多學術科研領域裡

均活躍於國際前沿，是理想的博士後培養基
地，計劃可望為畢業生提供更多機會。
科大副校長李行偉表示，計劃的實施為香

港與內地加強學術合作搭建良好平台，特別
有利於香港在《粵港合作框架協議》下打造
知識型經濟，在更多人才加盟下，更預示
香港科研可再進一步。中文大學副校長黃乃
正則提出，希望計劃未來能不再局限在現有
的理工範疇，可擴至人文及社會等學科。

中大及沈祖堯獲2小行星命名 福建中學校長促推教學多元化

順德聯誼總會
翁祐中學多名學生，於早前的「澳洲墨爾本資訊科
技挑戰賽2010」中，奪得3個項目的國際組冠軍等
12個獎項，再度揚威海外。其中由3位中五生製作
以「友誼」為題的3D電腦動畫，除獲分組冠軍外，
更從新加坡、英國、印度、澳洲等地逾100隊參賽
隊中脫穎而出，贏得「年度學生大獎總亞軍」，亦是
該校連續3年於該挑戰賽3D電腦動畫國際組稱雄。

翁祐動畫揚威海外

■真道書院校董出席家長會，回應家長提問。
左起為該校校董鍾建楷、胡明添、陸幸泉及校
長丘日謙。 真道書院供相

▲香港學者協會、全國博士
後管委會辦公室代表昨簽訂

「香江學者計劃」合約，首年
將有50名內地博士畢業生來
港進行「博士後」研究。

香港文匯報記者顧一丹 攝

■中大副校長
黃乃正希望計
劃範圍不要局
限在理工科，
其後亦應納入
人文、社會學
科。

香港文匯報
記者顧一丹 攝

■科大副校長
李行偉表示，

「 香 江 學 者 計
劃」的實施預
示香港的科研
工作可以再進
一步。

香港文匯報
記者顧一丹 攝

黃玉山指，港校研究實力正急
速提升，至少有400、500名學者
具備國際級研究實力，因此招攬
頂尖博士後人才。圖為本港大學
實驗室。 資料圖片

▲

■沈祖堯直言，中大獲贈小行星、並以校訓命名，是對
中大多年的教育成就的一種肯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福建中學上周五舉辦學校「校長論壇」，由內地和
海外的教育界專家主講，並邀得近200位教育界人
士出席。圖為林建華（左四）與一眾主講嘉賓合
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德正 攝

「香江學者計劃」資料
推行年期：2011年至2014年

參與者：每年從基礎研究、生物醫學、信息技術、農業、新能源、新材料、先

進製造等7個領域選出50名內地頂尖博士畢業生，與獲選相關香港學者「配

對」，獲聘為博士後加入研究團隊

資助模式：內地為每名博士後提供2年共30萬元人民幣資助，料年涉資1,500萬

元；香港學者須另為每名博士後提供共30萬港元津貼，作生活、科研補助及往

返旅費

「香江學者」基本申請資格：

1. 在本港院校任職副教授級或以上教職

2. 有充足研究經費、經驗及實驗室設備

3. 有指導博士研究生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