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份工做足35年 港大技工獲獎

教資會委員兼研究資助局主席錢大康昨表示，今年8月
將推行兩項支持學術研究的新計劃，包括每年從經

常性開支撥款1.5億元推行的「傑出青年學者計劃」，重點
培育資歷較淺的助理教授，「初入職學者如助理教授，通
常缺乏經驗。倘要他們跟正、副教授一同競逐研究資金，
難免難以競爭」。據了解，一般研究基金申請成功率約3成
多，但資歷較淺的助理教授的成功率僅2成多。

瞄準年資少於3年助理教授
為協助助理教授開展事業，錢大康表示，參與計劃的

助理教授最長可獲6年研究及發展教育活動的經費，直至
其完成合約，升職至可獲長俸的副教授職級。計劃的對
象為年資少於3年的助理教授或同等職銜，全職從事教學
與研究的工作，同時會獨立指導研究生。而申請人提交
的申請書，須要同時包括教、研兩部分。

千名合資格學者 1/5可望受惠
錢大康預計，全港約1,000名合資格申請的學者中，約

200人可以成功申請。計劃今年8月正式推行，最快明年6
至7月可以撥款。在新計劃下，每個申請項目撥款可達

100萬元，表現最優秀的10至15人，更可獲得「傑出青年
學者獎」的榮譽名銜。
錢大康強調，申請的評審嚴謹，所有申請書會由世界

級專家評核，確保教研並重。他續稱，歐美等地都有類
似計劃，相信新計劃除了可幫助本地年輕學者外，也可
吸引更多海外人才來港。

投5000萬配對 資助推國際化
同時，為推動院校國際化，教資會主席史美倫表示，

教資會將新注入5,000萬元配對補助金，期望令更多本地
生可以到外地交流擴闊視野，增加競爭力。她表示，補
助金按院校學生人數比例分配，院校須以一對一形式配
對金額。她表示，補助金將一筆過發放，為期最長3年，
院校可自行安排如何運用。
此外，當局將放寬人文學及社會科學的學者聘請「代

課」的限制，以便他們騰出更多時間專注於研究及寫
作。計劃原本只涵蓋4個人文學及社會學科，今年8月將
放寬至兩學系轄下所有學科。而替假的時限，也由現時
最少4個月，增至1個學期，甚至1年。當局預計，隨 申
請人增加，每年開支會增至300萬元至400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德正）為迎接2012「雙學制
年」，本地院校正積極增聘教授，以應付教學需求和擴
充規模，院校間甚至出現「挖角潮」。嶺南大學校長陳
玉樹表示，該校暫未受「挖角潮」影響，並會維持
「細而精」的發展規模，來年僅會增加200個本科生學
額，並增聘12名教員。他又透露，社會科學院內的5個
通識科目，將改為兩個跨學科科目，並會貼近國際脈
搏，擴闊學生視野。
嶺大昨邀請傳媒出席新春團拜午宴，陳玉樹率領一

眾大學高層，包括副校長施雅德、協理副校長李經
文、夏迪星和陳增聲、各學系院長及行政部門主管
等，公布大學未來的發展計劃，包括增聘人手、課程
改革和擴建工程等。

學額增200  遇挖角加薪留人
不少院校將趁「雙學制年」大大增加本科生學額，

擴充學校規模。陳玉樹坦言，嶺大會繼續保持「細而
精」的規模，不會因此倍增本科生學額，來年全校學

額將由2,400個增加200個至不多於2,600個，並按比例
增聘12位教授，其中8至10名為文科教授，預料於來年
完成招聘。他指，現時歐美經濟欠佳，不少院校正裁
減人手。因此，嶺大的目標是羅致這批教授。他又
指，全港院校共需增聘800至900名教授，「幸好嶺大
的流失率不高」。他表示，一旦有教授遭挖角，校方會
提出加薪方案，挽留人才。

通識科「5改2」變跨學科科目
通識教育是新高中學制的焦點，嶺大自09年以試驗

性質新增20多個選修科，涉及5個不同範疇，並會於
2012年全面推行。陳玉樹透露，現時社會科學院的學
生，需要修讀4個專業科目和5個通識科目；後者將於
來年由「5改2」重組成2組跨學科科目，課程內容與社
會學、心理學、國際政治等有關。
此外，嶺大將有兩棟新宿舍落成，分別提供600和400

個宿位，令大學宿位增至2,500個，讓所有學生做到「4
年4宿」目標。而交流生名額也會由現時3成增至5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淑環）不少青少年轉工頻
繁，被評為怕辛苦，經不起挫折和考驗。但香港大學
機械工程系技術人員陳永強卻對自己的職業從一而
終。他中五畢業至今35年，一直於港大機械工程系服
務，由一名學徒晉升至高級技術員。80年代初，地鐵
通車不久，他便曾協助教授找出鐵軌出現裂縫的原
因，對機械工程的熱情從未減退。他經歷時代變遷，
從機械工程的「手作」年代，至現今的高科技電腦及
環保技術。當面對技術變革的挑戰，他堅信「凡事總
能解決」。昨日，他獲港大頒發35年長期服務獎。
陳永強56歲，於九龍工業學校畢業。於中學的工科

實驗時，他已對機械工程產生興趣。畢業後，他更透
過勞工處，入職港大提供的機械工程工作坊，展開4年
學徒生涯。他說：「滿師後，即有機會成為見習生。
當時，起薪點約500元。雖然（薪金）較一般文員少一
半，但能夠在大學工作，有一份優越感，機會也較
多。」

入職數年即助查軌裂原因
80年代初，陳永強雖然只入職數年，但已有機會參

與大型鐵路維修的技術支援。他說：「當時地鐵通車

不久，學系曾協助研究路軌出現裂縫的原因。由我在
路軌安裝感應片，測試可承受壓力，過程非常難忘，
也有助開拓視野。」他坦言，自此更確立日後的發展
方向。即使當時香港工業起飛，也沒有想過離開大
學，希望可學習更多新事物。
30多年間，陳永強親身見證機械工程發展的大變

遷，由過往 重人手製作，轉為現今的電腦化。他笑
言：「儀器日新月異，即使是技術人員，也要不斷增
值。如多年前，大學曾安排我到日本學習使用最新機
器，雖然有挑戰，但總有方法解決。」

提供6年經費增競爭力 冀吸海外人才來港

助年輕學者教研
教資會年增撥1.5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淑環）立法會政府
帳目委員會去年11月，就審計署揭發有關直資
學校財政及行政混亂的報告進行聆訊。經處理
近3個月，今日會呈交報告。據了解，教育局
在事件揭發後，已向所有涉嫌違規的直資學校
發信，要求學校撥亂反正。其中，被審計報告
批評動用7,000萬元投資的德望學校，會成立包
括校董及家長代表的小組，在適當時候，逐步
出售股票和贖回基金。而該校曾以政府帳目租
用土地興建的狗屋，也已經拆卸。

帳委會今呈直資校報告
去年11月，審計報告揭發全港70多所直資學

校均涉及行政及帳目混亂問題，帳委會今日將
呈交報告。當中，真道書院被揭以1,000萬元非
政府帳目購置3個物業。該校校監陸幸泉表
示，已入稟高等法院，把物業權改為學校名
下。至於會否出售物業，他指，會待物業轉名
後，交由校董會商討，暫時未有決定。

擬逐步賣股票贖基金
至於以7,000萬元投資股票及基金的德望學

校，據了解，校方計劃成立小組，安排校董及
家長加入，並會於適當時候，逐步出售股票。
而該校曾以公帑租地興建的狗屋，也經已拆
卸。此外，大埔三育中學被指有校董出席率偏
低，校長余昌寧表示，自去年中，校董會出席
率已達標；校董會主席也有親自提醒各成員，
情況已經改善。
直資學校議會總務委員、香島中學校長黃頌

良表示，直資議會在農曆假期前，曾與教育局
面談。而當局也認同議會的看法，未來會加強
為學校提供會計及財務支援。黃頌良說：「議
會未來會繼續與當局相討，釐訂學校申請加費
時的盈餘上限等。」

涉違規德望補鑊
拆公帑地私建狗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子瑩）大學年輕學者，是學術界生力軍。不過，若缺乏發揮機

會，難免造成人才流失或人力資源浪費的現象。教資會公布，將每年增撥1.5億元，推行「傑出

青年學者計劃」，為大學助理教授提供最長6年的研究及教學經費，助他們提高競爭力，並開展

事業。教資會期望，計劃可吸引海外人才來港。另外，當局也將注入一筆過5,000萬元的配對補

助金，供推動院校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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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道書院
校監陸幸泉
表示，已入
稟 高 等 法
院，把物業
權改為學校
名下。

資料圖片

■教資會將每年增撥1.5億元推行「傑出青年學者計劃」。圖
左起為研資局主席錢大康、教育會主席史美倫及委員鄭維
新。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子瑩 攝

■嶺大管理層
邀請傳媒出席
新 春 團 拜 午
宴，並公布大
學未來的發展
計劃。左起：
夏迪星、施雅
德、陳玉樹、
陳增聲和李經
文。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黃德正 攝

嶺大「精細」迎雙學制 僅增聘12教員

■陳永強表
示，面對技
術變革的挑
戰，堅信凡
事 總 能 解
決。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馮淑環 攝

「傑出青年學者計劃」細節
計劃概要：為年輕學者提供最長6年的研究經費及開展教

育活動的費用，每個項目撥款最多約100萬元。

申請準則：

1. 首次從事全職學術工作

2. 任職時間少於3年

3. 職務涵蓋教學及研究

4. 獨自指導研究生

5. 可轉實任制的助理教授或同等職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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