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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大學可算是其中一所較早有規模進軍長三角的港
校，04年便在蘇州與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成立「中國科學
技術大學─香港城市大學聯合高等研究中心」，共同發
展研究項目及培訓博士研究生。在與香港文匯報記者分
享時，城大研究院副院長許溢宏表示，當地政府早於94
年便建立銳意發展高科技工業的科學園，又積極規劃
「高校區」主動引入不同地方的高等學院，可見其遠見。

助解水污染難題
許溢宏表示，蘇州在過去十多年，高科技的發展迅

速，GDP現時在全國處於領先地位，實力雄厚，各方面
優勢均有利發展實驗室。而蘇州政府在05年便主動撥出
2,000萬元給研究中心成立一所研究環境科學的實驗室。
許溢宏說：「當地經濟發展迅速，連帶造成水污染問題，
城大在海洋污染方面的研究比較出色，因此獲邀進行有
關方面的研究。」
城大與中科大目前在蘇州共有7項聯合研究項目，許

溢宏認為，雙方在技術及設施上可做到互補作用，「有
些項目在香港未必可以做到，例如研究環境科學、水污
染等，當地鄰近太湖，可更容易取得湖水樣本」。其他

如火災安全工程的項目，當地也建造一座8層高的實驗
建築物，模擬在火警發生時，不同風向影響煙火走向的
情況，「這些以香港的資源及空間都難以做到」。
而在今年初，城大再於上海設聯絡處，進一步加強與內

地教育部門、大學、科研機構、企業及學生校友的聯繫，
增強學術交流及招生等事務。許溢宏表示，城大到長三角
發展，不只㠥眼於短期的經濟效益，更重要是將香港在管
理及研究上的理念及做法帶給內地，並透過現有的應用項
目，培養國家需要的人才。他認為，長三角有潛質成為本
港院校北上發展的新熱點，但要講求機遇，「最重要是找
到合適的合作夥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子瑩

長三角地區由兩省(江蘇省及浙
江省)一市(上海市)組成，共有16個

核心城市，一直是中國內地經濟發展的龍頭地
帶，亦是國家發展教育的重點地區，其中江蘇及
浙江分別在理、工科研究及工程技術上較有優
勢；上海則擁有佔長三角地區總數一半的國家重
點實驗室，可謂各有特色。

兩地合作仍處摸索階段
香港院校到當地建立合作關係，能否各取所

需，做到強強合作？熟悉東亞地區比較教育、獲
國家教育部遴選為長江學者講座教授的香港教育

學院協理副校長莫家豪認為，香港院校近年雖然
加強與長三角地區的合作，但相信仍在摸索階

段。他指出，在國家強調協作的大背景下，港澳
台都會研究如何透過合作充分發揮優勢，「好像
浙江地區很富有，但高質素的院校不多，形成吸
引與外地辦學的誘因」。他表示，個別地方政府
為符合政策目標，亦會積極推動有關工作，盡力
交出成績。

量力而為 切勿顧此失彼
莫家豪認為，港校到長三角地區發展，可進一

步擴大影響力及增強軟實力，同時吸引頂尖生
源，但他強調亦應量力而為，例如考慮若安排教
師或研究人員北上，會否令於本港進行教研工作
的人手減少，以及應視乎合作模式能否配合香港
的強項及特色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子瑩

蘇滬杭硬件齊備 推銀彈策略作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智鵬）除中大、城大及浸大外，香港大學及理工大
學近年亦分別已於區內的上海及杭州建立據點，並與當地的社會發展緊密配
合。其中港大約3年前於上海外灘正式設立樓高4層、面積共27萬平方呎的上海
教學中心，成為該校建築學院、工商管理學院、新聞研究中心的教學基地；而
理大與浙江大學合作設立國際企業培訓中心，主要提供合辦碩士課程及企業培
訓，支援周邊地區人才發展。

申城急速蛻變 建築研究模範
港大早在98年已與復旦大學於上海合辦工商管理(國際)碩士(IMBA)課程，隨後

該校增設上海教學中心，吸引更多學院學系開展教學項目。其中建築學院看中
當地急速發展的城市建築及傳統文化底蘊，安排所有本科生於當地上課半年，
作為對外實踐基地。
至於「浙大─港理大國際企業培訓中心」亦於98年在杭州成立，提供獲國家

教育部批准的合辦碩士、短期課程和企業培訓等，歷年畢業生逾1,5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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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校赴長三角合作優缺
優勢

■ 集合全國前列大學，人才資源充足
■ 經濟發達，有利高科技及工業發展
■ 研究水準已達一定水平
■ 文化底蘊深，學術氣氛濃
缺點

■ 地理距離較遠，港教授北上需較多時
間及行政費用

■ 教育模式較傳統，建更開放合作形
式需時

港校赴珠三角合作優缺
優勢

■ 《珠三角改革發展規劃綱要》明言推
動兩地教育合作甚至港校獨立辦學，
目標明確具體

■ 地理位置接近，交通便利
■ 比較會以優厚條件吸引合作夥伴
■ 配合經濟轉型，適宜成為人才培養基

地
缺點

■ 缺乏頂尖院校，高端人才略見不足

早在1986年，中文大學已與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開始就
個別研究計劃合作，而在多年的基礙上，雙方上月更首次
簽訂全面合作協議，包括共同成立「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
—香港中文大學上海合作中心」。中心除了擔任聯絡角
色，亦成為中大通向全國及國際的另一個窗口。中大副校

長黃乃正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說：「若上海分院與
其他國家有合作或會議，又是中大強項，現在便可及早得
知及參與。」

設聯合實驗室 拓中藥全球化
在合作框架下，中大與上海分院除共建「中藥全球化聯

合實驗室」外，開拓中藥全球化發展的創新研究，亦會與
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及香港大學共建「合成化學國家重點
實驗室」等。而中大科研人員更有機會應用國家級設備，
如總投資超過14億元人民幣、被稱為「超級X光機」的大
型高能研究儀器「上海光源」(SSRF)，進行高端醫學及材
料的研究。

博士年產萬計 研究經費充足
黃乃正又指，中大把重點放在上海，是因當地生命科學實

力十分強勁，「在上海的生物化學、腦神經及藥物研究所
等，單是中科院上海分院管理的便有數十所」。他舉例指，
香港沒有大型動物實驗，最多使用老鼠或兔子，但內地的資
金較多，試藥時更可用到猴子或猩猩等，對研發藥物十分重
要。除學術氣氛濃厚外，黃乃正稱，上海各所院校每年出產
的博士以萬計，數量相當多，要找優秀人才十分容易。他指
出，當地亦可成為香港研究生的另一出路，「讀完化學在香
港沒有甚麼可做，但到當地工作，月薪可達3萬元以上，有
公司更會全包食宿」。
以上海為中心的長三角，大學及研究機構數量遠比廣東

省多。黃乃正認為，
港校如果找到合作夥
伴，又配合到雙方需
要，絕對有合作空
間。他笑言：「我們
知道上海有甚麼需
要，中大亦在當地找
到所需資源，雙方可
算 是 邊 合 作 邊 競
爭。」

早建合作基礎 鋪路通向全國
中大→上海

短期效益次要 培育人才為先

港大搶佔外灘 理大據浙練兵

透過跨地域合作聯繫提升水平及競爭力，是全

球高等教育的大勢所趨。對於香港高等院校來

說，鄰近的珠三角地區近年成為其北上發展的重

鎮，但在同時，港校與內地合作的進程其實並不

止於中國南部。在匯集上海、蘇州、杭州等多個

具經濟實力城市的長三角地區，至少5所港校正

在或已遠赴那裡開展頗具規模的合作項目，特別

是當地有更多著名高校及研究院，而部分地方政

府為吸引學術夥伴，更慷慨提供硬件及資金，打

破港校欠缺資源配套限制。長三角，已明確成為

港校進軍內地的下一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子瑩

上海 蘇州

資料來源：綜合各受訪者及背景資料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子瑩

■ 黃乃正表示，以上
海為中心的長三角，
大學及研究機構數量
遠比廣東省多。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國權 攝

2005年於珠海成立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
學聯合國際學院(UIC)的浸會大學，今年再進駐
江蘇省蘇州市轄下的常熟市，在當地的研究園成
立研究中心。浸大協理副校長湯濤告訴香港文匯
報記者，常熟研究中心將會是浸大未來數年重點
發展的地方。他指出，內地對科技的投入，在8
年間增加10倍，香港相對十分落後，難以留住人
才，「院校唯一出路是找合作，若保持不動，根
本無法發展」。

優惠價贈土地 條件吸引
事實上，常熟市政府除「半賣半送」當地研究

園內一塊7,000平方米的土地予浸大外，亦會每年
向大學捐贈200萬元人民幣作研究經費，研究人
員亦有房住等津貼。湯濤稱，當地政府感受到高
科技帶來的益處，因此提供優厚條件，積極吸引
各地具研究實力的機構。

當地人工較低 文化底蘊深厚
湯濤指出，江蘇文化底蘊深厚，有悠久的教

育系統，工業發展如化工、能源等亦十分成
熟，有利進行產學研及知識轉移的工作。此
外，當地的材料、機器及人工等的成本較低，

亦有助推動研究，「當地聘用一名人才月薪約
5,000元，是香港1/3」。

兩強交流 互補優勢
他表示，浸大會在當地建立研究團隊，並與當

地約8、9間學術機構合作，期望3年後累積一定
成果及經驗，進行省級研究，目標是逐步參與國
家級研究，對國家的建設作出貢獻。他認為，兩
地若要做到強強合作，可結合各自的優勢，「例
如中國做新聞的手法較落後，香港的現代傳媒研
究便可作互補」。他又期望透過其他跨學科的研
究，如中醫及社交網絡等產業，將香港的教育模
式帶到內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子瑩

浸大→江蘇常熟
建研究中心 找未來出路

■ 湯 濤 期 望
累 積 一 定 成
果 及 經 驗
後 ，逐步參
與 國 家 級 研
究。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國權 攝

■許溢宏表示，該校最重要
是將香港的研究理念及做法引
入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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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大→江蘇蘇州

國家科研要塞 教育龍頭地區
兵家必爭

(尚有相關分析評論刊A2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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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站：長三角
港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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