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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偉龍）新來港人士
往往面對語言障礙、就業等多重問題，甚至被
歧視。協助新來港人士融入社區的「新家園協
會」致力協助新來港青年適應新環境，並設立
專項獎學金，表揚傑出的新來港大專生，今年
有8人獲獎。有得獎者來港初期溝通困難、屢
遭白眼，他把這些不愉快經驗轉化為短片創作
的靈感，並獲短片獎項。另外，新家園協會3
月在廣州設立辦事處，至今已向200多位準備
來港的人士提供諮詢，未來3個月內會在福建
泉州和深圳設立辦事處。

新家園協會選出8傑出生
新來港學生除要適應語言問題外，兩地學習

模式差異亦會造成溝通屏障。新家園協會共評
選8位傑出的新來港大專生，各獲得2萬元的

「傑出新來港大專生獎學金」。新家園協會會長
許榮茂表示，希望藉㠥「平等、關愛、團結、
卓越」的精神，幫助新來港人士適應香港生

活，而獎學金能激發新來港學生的拚搏鬥志，
共建和諧共融的香港社會。

得獎者之一、來港6年的香港大學文學院一
年級學生李嘉惠，來港時升讀中三，因兩地讀
書方法差異，難以與同學溝通，「內地生的讀
書方法封閉，社交生活不如港生多，而港生亦
偏好科技產品，這些都很難適應。」勤力好學
的李嘉惠逐步適應，而且成績優異，更招惹部
分同學妒忌、孤立。

影片關注弱勢社群屢獲獎
但愛好拍攝的嘉惠沒有因此自暴自棄，反而

主動以傷健人士、失明等弱勢社群作題材拍攝
影片，屢獲影片比賽獎項。其中一段關於失明
人士的影片，創作靈感更來自她的親身經驗，

「來港初期，好難與人溝通，我將這感覺融入
影片中。」片中盲人問路時，路人以各種原因
推辭，凸顯弱勢社群與人溝通的困難，該片令
她獲得IFVA的青少年組冠軍。

雖然初時與同學溝通有困難，但相處日久，
加上她與一位同學都有做義工的共同興趣，兩
人更成為好朋友。現時該朋友更為嘉惠撰寫劇
本，拍攝時亦會幫忙。「其實港人和內地人都
是中國人，大家只是需要時間互相了解」。她
現時正為跨性別人士拍攝影片，希望幫助弱勢
社群，回饋社會。

協會助新來港畢業生就業
香港現時每年約有8,000名新來港學生畢業投

入勞動市場，其中約一半投身香港的勞動市
場。新家園協會成立「動力789」籌備小組，
由曾接受新家園協會幫助的新來港青年組成，
籌備活動幫助其他新來港青年適應香港環境，
並構思舉辦招聘會，幫助新來港畢業生就業。
另外，新家園協會3月在廣州設立辦事處，至
今已向200多位準備來港的人士提供諮詢，未
來3個月內會在福建泉州和深圳設立辦事處。

香港各大學分項表現評分 （表2）
評分範疇(所佔比重) 科大 港大 中大 城大 理大 浸大

學術同儕互評(30%) 99.4 100 99.6 94.8 88.0 36.7

僱主評鑑(10%) 96.3 97.3 89.7 79.8 67.0 88.2

師生比例(20%) 92.6 98.7 80.3 74.5 38.7 77.4

論文發表數/每教員(15%) 86.7 70.0 87.4 89.0 98.2 48.5

論文引用數/每篇(15%) 94.1 99.9 96.4 80.9 68.2 91.2

教員國際化(2.5%) 100 100 100 100 100 98.8

學生國際化(2.5%) 100 100 99.7 95.8 99.3 96.0

到訪交流生(2.5%) 100 99.1 98.2 99.8 93.0 97.9

出外交流生(2.5%) 100 97.6 100 100 84.2 71.5

總評分 100 99.8 97.2 91.2 79.1 68.7

註：嶺南大學未有詳細分項評分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智鵬

亞洲大學排名 科大首膺一哥
港校仍領群雄 連續3年5強佔3席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任智鵬、周婷) 香港大學教育再創

佳績！在今日公布的2011年QS亞洲大學排名榜中，成立

僅20年的「90後」香港科技大學，一躍登上「亞洲第一」

的寶座，力壓過去兩年列首位、今年排第二的百年老校

香港大學以及新加坡、日本、韓國及內地一眾歷史名校

(見表1)。連同排名第五的中文大學，港校連續3年於亞洲

5強中佔上3席，加上城市大學、理工大學、浸會大學均

穩佔亞洲50強之列，及跳升40位打入首160名的嶺南大

學，香港高等教育實力已廣受認同。

新來港大專生 拍片抒懷獲獎金

高等教育研究機構QS(Quacquarelli Symonds)於09年首次推出亞洲大
學排名榜，今日公布的最新排名中，香港院校再奪驕人成績。過去兩
年均排第一的港大今年未能蟬聯，只得第二，但取而代之的是同樣來
自香港、91年始成立的科大，至於新加坡國立大學則穩守第三。去年
分列第四、五的港中大及東京大學則位置對調，5強中港校仍佔3席。

科大港大國際化佔優
至於港校整體今年持續表現優秀，另一年輕「80後」、84年成立的

城大今年再列第15位，而理大及浸大分別排30位及49位，令亞洲50強
中港校共有6席；而去年首次打入200大的嶺大今年再上一層樓，跳升
約40位至第150-160水平。

QS的報告指，儘管內地、日本、韓國及印度都大量投資高等教
育，但排名榜顯示，香港院校於亞洲仍具領導地位，以科大及港大為
例，兩校各方面均具超強實力，而其國際化特質更是「跑出」主因。
事實上，港校於教員國際化及出外交流生方面表現突出，分別有4校
及3校各獲100分滿分。

北大清華分列13及16
內地名牌大學北京大學及清華大學，今年分別排13位及16位，不過

QS特別指出，兩校的學術名譽及僱主評鑑均較綜合排名高，前者兩
校均位列亞洲首7位，後者更分列第三及第四；而復旦大學及台灣大
學則並列21位，是大中華區排名較前的大學。另外，日本雖然陷入經
濟困境，但其大學仍具高水平，亞洲10強中佔去5席，200強中佔57
席。

科大校長稱定位清晰
科大發言人回應指，對於QS亞洲大學排名榜中，獲列為亞洲排名

第一的大學，感到十分欣喜。科大校長陳繁昌表示，科大能夠迅速躍
升，關鍵之一在於大學定位清晰，在學術研究方面力求卓越。他續
稱，科大將進一步加強國際化、建立環球網絡，期望繼續為本港學生
提供高質素高等教育。

香港大學校長徐立之對科大位列亞洲首位表示恭賀，又指香港整體
高等教育水平，獲得國際肯定，有助維持香港競爭力。港大指，不同
機構推出不同的排名榜，而每個排名榜會採納不同的準則作為衡量因
素，故每個均有其獨特的結果。徐立之表示，關心排名榜的人士，有
需要多了解不同排名榜的衡量準則。

QS亞洲大學排名 （表1）
2011 2010 大學 國家/
排名 排名 地區

1 2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

2 1 香港大學 香港

3 3 新加坡國立大學(NUS) 新加坡

4 5 東京大學 日本

5 4 中文大學 香港

6 6 首爾國立大學 韓國

7 8 京都大學 日本

8 7 大阪大學 日本

9= 9 東北大學 日本

9= 11 東京工業大學 日本

13 12 北京大學 中國

15 15 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

16 16 清華大學 中國

21= 24 復旦大學 中國

21= 21 台灣大學 台灣

24 25 中國科技大學 中國

27 32 浙江大學 中國

29 27 南京大學 中國

30 30 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

49 45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

151-160 191-200 嶺南大學(香港) 香港

資料來源：QS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智鵬

0.2分壓港大
科大贏得險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任智鵬) 科技大學今年首
次榮膺亞洲第一，但原來根據排名榜中香港各大
學評分資料，科大其實亦贏得驚險，在總分100
分中，香港大學以99.8分緊隨其後，0.2分為歷來
三甲排名中最小的差距。而事實上，科大於多個
與質素相關的分項評分，與港大相比仍然稍稍遜
色，但該校教員的研究生產力卻明顯優勝，加上
學生交流機會較多，終成功反壓港大。

就是次排名榜的分項評分，綜合排名榜首的科
大，於比重最大的學術互評(Academic Peer
Review)獲得99.4分，除比港大的100分低，亦不
及中大的99.6分；另在僱主評鑑(Recrui ter
Review)，科大則以96.3分低於港大的97.3分，另
師生比例、論文引用數等，科大也分別落後港大
6.1分及5.8分。(見表2)

研究生產力成致勝關鍵
不過，科大於學生交流機會方面，無論是到訪

或出外交流生，均達滿分的100分，兩者分別反
超港大0.9及2.4分。但QS分析部主管Ben Sowter
分析指，兩校最大的分別在於研究生產力，今年
科大有關方面進一步拋離港大；數據顯示，科大
平均每個教員可出產8篇研究論文，獲86.7的高
分，而港大雖然引用數較多，但平均每人只出產
5.5篇論文，大大落後16.7分，是該校「飲恨」失
落亞洲第一的關鍵。

在去年的QS亞洲大學排名榜，科大已超
越接近50年歷史的中文大學，進佔排行榜

的第2位，該校今年更脫穎而出，力壓成立
100年的港大，在講究「歷史因素」的高等教
育界，可謂一個不小的成就。環顧世界各地
的大學排名榜，前列者基本上都由有數百年
歷史的歐美老牌名校包辦，而「90後」的科
大登頂，正揭示亞洲大學由「新興勢力」帶

動競爭的一個新現象。事實上，今年亞洲50強
大學中，連同科大在內有多達2成屬建校少於半世紀的

「年輕院校」。

深南方科大採用港科大模式
熟悉近代大學發展的人都知道，港科大在成立10年

左右已屢創佳績，於不同的評比中屢次將北大清華等
名校比下去，早已激起一連串的議論與反思，也為近
年區內新建大學帶來深遠的影響。以深圳的南方科技
大學為例，該校開宗明義要參考港科大的發展模式；
而沙特阿拉伯的阿卜杜拉國王科技大學，在籌建時亦
已與港科大成為策略性合作夥伴，對方更力邀多名科
大高層加入其顧問委員會，「取經」之意不言而喻。

只要回顧一下科大歷史，對整體情況便可知大概，

科大創校校長吳家瑋及繼任的朱經武都曾歸納指，科
大的成功在於「天時、地利、人和」三者兼備互動，
缺一不可。

「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在90年代科大創立之時，正值香港開始大力投資大

學科研，加上內地改革開放後要走向世界，正是以理
工科為主的科大提供了「天時」之利；而香港作為中
國南方的窗口，背靠面臨工業轉型的珠三角地區，毫
無疑問擁有「地利」優勢；加之在創校之初，科大招
攬大量來自美國名校、有潛質且學術網絡廣闊的年輕
學者，而他們又因洞察到科大的「天時、地利」應允
來投，結合成重要的「人和」一環。

經20年的發酵醞釀，令科大「開花結果」，該校又因
擁有年輕大學特別豐富的幹勁及進取精神，教員特別
積極撰寫論文，平均數量拋離港大，令其今年終登上
亞洲大學之巔。

榜內逾2成屬「80後」年輕院校
科大雖是亞洲年輕大學中的表表者，但亦絕不是區

內的唯一成功例子。是次排名榜中排第12位的韓國浦
頂工科大學（POSTECH）、15位的香港城大、17位的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均是80年代創辦的「80後」，而
排名更高（11位）的韓國科學技術院（KAIST）則是
年紀稍長的「70後」。QS的報告便形容，年輕高水平
大學湧現，確認亞洲區高等教育充滿活力（Dynamism）
的特色。

可以預見的是，這股「新興勢力」的活躍，將繼續
是亞洲大學發展的亮點，而理所當然地，區內歷史更
悠久的大學，也絕不會甘於被超越；新、舊勢力的大
學，未來如何在良性競爭或互相激活合作下提升實
力，甚至更進一步如何能追趕歐美名校，將是各大學
領導層需要深思的議題，也廣受區內民眾關注。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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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的報告指，香港院校於亞洲具有領導地
位，以科大及港大為例，兩校各方面均具超
強實力，而其國際化特質更是「跑出」主
因。圖為港大校園。 資料圖片

■84年成立的城市大學今年再度列第15位。
資料圖片

■成立僅20年的香港科技大學，一躍登上「亞洲第一」寶座。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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