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晤士高等教育今日公布
的首屆「世界年輕大學

排名榜」，由湯森路透提供數
據，分析今年最新全球1.75萬
名學者的問卷，以及5,000萬次
論文轉載資料，從5個範疇13
項指標進行排名，結果由韓國
浦項科技大學登上全球之首，
而瑞士洛桑聯邦理工學院及港
科大分別獲得第二位、第三
位。另外，香港中文大學和香
港城市大學亦打入20強，分別
得第十二位和第十八位，香港
理工大學亦晉身前50名，排第四十六位。

東亞校出色 韓校列榜首

泰晤士高等教育編輯Phil Baty分析表示，此排行榜對

於英美老牌學府是一「警號」，因不少新晉學府在研

究、教學上形成一股新勢力，老牌大學需要繼續進步，

不能再只坐 享受他們傳統而得的「名牌」榮譽。

Baty又特別提到，近年東亞地區大學表現非常出色，

在世界高等教育中起重要作用，以韓國為例，今次榮膺

「最佳年輕大學」的浦項科技大學，及排第五位的韓國科

學技術院近年迅速冒起，兩所院校分別在上世紀80年代

和70年代成立，當時韓國整體經濟開始急速發展、國力

上升，與高等教育相輔相成。泰晤士高等教育亦強調，

香港有達4間大學上榜且排於前50位，表現亦很出色。

港科大排第三 成績獲肯定
對獲全球年輕大學第三位，科大回應指這反映國際社

會對該校教研水平、知識轉移及國際化成績的肯定，又
對香港有4所大學同登百名榜感到欣喜。不過該校強
調，大學目標不是爭取排名，只會視之為參考並力求完
善發展。

事實上，比較QS日前發表、以去年數據將建校50年
以下大學作排名的「年輕大學榜」，香港院校排名全線

急跌，包括居首位的港中大，在泰晤士榜跌出十大只列
第十二位，而原居第十三位的港理大更大跌了33位。

輕視國際化 港校較輸蝕
比較兩個研究機構排名準則，在「知識轉移」、論文

引用及國際化等方面的差異最明顯。如「知識轉移」為
THE的5個指標範疇之一，但QS則納入評分中；論文引
用於QS所佔的分數比重，也明顯較THE低。另外一直
為香港院校強項的「國際化」方面，QS排名所佔比重
則較THE高。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組主席張民炳稱，因應評選準則不
同，港校於不同排名榜名次有差別可理解，但他亦指，

THE的排名亦反映香港學府「知識轉移」的不足，主要
因為發展時間尚淺，及欠缺有關配套與資源。他認為，
除大學要積極努力進行科研外，香港政府也應帶頭增加
發展「知識轉移」的資源，及主動承認、採納及應用院
校的研究結果。

復旦華盛頓EMBA慶10周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

海報道）內地首個中外合作EMBA
項目、由復旦大學管理學院與華盛
頓大學Olin商學院聯合開設的「復
旦大學─華盛頓大學EMBA項目」
日前迎來10周年紀念。據悉，在英
國《金融時報》年度的權威排名
中，「復旦大學─華盛頓大學
EMBA項目」已經連續6年躋身全球
18強，穩居內地第一名。

研未來合作 延伸各學院
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校長Mark

S. Wrighton表示，崛起的中國象
徵 機遇與成長，近年來華盛頓

大學師生對中國興趣濃厚，希望
更多了解中國的文化、歷史與商
業背景，推動該校於中國尋找合
作夥伴。

他透露指，目前華盛頓大學與復
旦的合作已經突破管理學領域，並
延伸至人文學院、社會工作以及政
府政策研究等，希望未來進一步與
復旦的各個學院展開合作。

復旦大學管理學院院長陸雄文則
透露，EMBA項目10年來培養了600
餘位具國際視野及深諳中國國情的
管理精英，其中包含近200名企業領
袖，任總裁、副總裁等職位的學員
佔總人數達25%。

隨 新高中文憑試完結，63所內
地高等院校免試錄取計劃已完成面
試及公布預錄名單，至於暨南大學
和華僑大學兩校聯招試、港澳台聯
招試及中山大學單招考試亦將陸續
於5月到6月初舉行。雖然「雙軌年」
學額競爭激烈，但經各界推動，港
生今年的升學機會卻一點不比往年
差。到7月底8月初，港生將收到香
港、內地以至海外院校的錄取通知
書，屆時同學可能要仔細思量決定
升學選擇。

據國家教育部數字，去年10月共
有11,155位港生正於內地205所高校
就讀。隨 免試錄取的推行，預料
下學年於內地讀大學的港生將進一
步增加，亦將吸引更多家長和學生
認真思考內地升學的前景。

學位充足 專業多元
首先，選擇多是內地升學的明顯

優勢，內地高校每年可為港生提供
數千個大學學位，亦可選擇200多
個專業及興趣學科，有效紓緩升學
壓力。針對個別學科如熱門的醫
科、環球商業、精算和藥劑等，香
港院校屬「千中取一、一位難
求」，但內地院校卻可提供不少相
關學額；另外包括獸醫、航天科
技、農林、漁業、中國法律、俄語
和考古等學科，港校都無法提供，
可滿足不少港生的專業志向。

掌握國情 良好前景
其次，時至今日中國經濟高速發

展，內地學習生活可助港生了解國
家、掌握國情。

在未來世界，大中華地區勢必為
港人重點發展機遇所在，大前提是
要先了解國情、開闊眼界和建立網
絡。不論港生將來從事金融、服
務、商貿、建築或會計等行業，內
地知識及網絡均可為個人發展創造
巨大的附加值。再者到內地學習，
建築師、規劃師、西醫、中醫、會
計師、中國律師等學歷和專業資格
均可取得世界認可，確立良好的事
業發展前景。

雙語優勢 高教提升
以往英語地區科技、文化發

達，到英美升學學習當地先進知
識和取得有關學歷，將有很大發
展優勢。

不過隨 中國經濟和高等教育高
速發展，中文的世界地位不斷提
升，內地大學增聘不少外國留學的
教授，引入大量翻譯教材及原版外
國教材，可成中英並重吸收知識的
好地方，港生普遍享有中英語的

「雙重優勢」，能同時學習中文和英
文教材，只要認真努力不難成為優
秀雙語人才。

對內地升學同學，筆者鼓勵如條
件許可，可於取得內地學位後回香
港或到外國攻讀研究生，全面銜接
香港及世界的學歷，那將可進一步
提升個人競爭力，開創於香港、內
地及外國發展的新天地，迎接中國
騰飛大時代的來臨。

■羅永祥 內地升學專家、
香島專科學校校長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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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重「知識轉移」教界籲港府加強資源配套
4港校殺入50強
THE世界年輕大學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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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國際高等教

育權威刊物《泰晤士高等教育》（THE）今年

新設「世界年輕大學排名榜」，選出100間建校

少於50年的世界級大學。香港今年有4所院校

上榜，位列首50名內，香港科技大學更高佔第

三位。不過，由於是次排名更注重大學「知識

轉移」及論文對社會的影響力，國際化比重稍

低，相比日前另一研究機構QS的「年輕大學

榜」，港校排名分別低1位至33位，表現明顯較

遜色。有教育界人士認為，有關結果反映香港

政府應加強本土大學「知識轉移」的發展，並

帶頭確認院校的研究，讓有關成果真正造福社

會。 THE世界年輕大學排名
排名 大學 國家/地區 QS年輕大學排名

1 浦項科技大學 韓國 7

2 洛桑聯邦理工學院 瑞士 N/A

3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 2

4 加州大學Irvine分校 美國 10

5 韓國科學技術院 韓國 5

6 巴黎第六大學 法國 N/A

7 加州大學Santa Cruz分校 美國 32

8 約克大學 英國 6

9 蘭卡斯特大學 英國 11

10 東安格利亞大學 英國 26

－ － － －

12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 1

18 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 9

46 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 13

資料來源：THE（http://bit.ly/thewur）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思諾

內地升大增值
發展機遇更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況璃、

李兵 四川綿竹報道）四川汶川
「5．12」大地震發生4年來，香
港學界一直致力支援災後相關工
作。香港理工大學成功組織35名
學生，上星期前赴重災區之一的
綿竹市清坪鄉，深入地震遺址，
為山區孩子籌組課程內容及義
教，既讓孩子獲取知識，自己也
認識到當地人刻苦樂觀的意志，
是課堂上不能學到的難得體驗。
學生更有機會與先後經歷「5．
12」地震和2010年「8．13」泥
石流兩次災害的受災戶傾談，細
聽他們如何堅強面對逆境，心靈
獲得徹底的洗禮。

初為人師 認真備課
「以前看上去當教師挺簡單，

特別是幼兒園教師」。理大會計
和金融專業三年生黃玨霖與同學
分成3組在清坪鄉幼兒園義教，
在上課之前他們認真組織活動，
準備好怎樣自我介紹、安排甚麼
遊戲等，但一走進教室，面對小
朋友的歡呼鼓掌，課堂一度混
亂：「我感到額頭直冒冷汗，怎
麼辦呢？」他笑言當時只能強令
自己冷靜，才能恢復秩序，透過
遊戲開展課堂，「真正進了課
室，才懂得當教師絕不是容易
事」。

熱心教學 災童榜樣
理大服裝和紡織專業三年生黃

德成則帶領另一班四川小孩，
「大風吹」、「老鷹抓小雞」等遊

戲相繼在教室、活動室、操場上
展開，讓學生歡樂地學習。港生
均認為，有關體驗難於大學課堂
學到，只有在實踐中才有收穫。
清坪鄉幼兒園園長孟富鳳則說，
孩子對香港大學生到來均非常喜
歡，她又讚揚港生對教育有熱
誠，值得孩子學習。

探訪災民 學懂堅強
除與孩子交流外，港生亦有機

會與當地村民深入傾談，從他們
的故事中獲得人生體會。理大
會計金融系二年生岑藹琳、社
會政策及行政系三年生朱德彪
均指，聽了清坪鄉鹽井村人稱
蔡阿姨蔡定清的故事，開始反
思自己的人生。在「5．12」地
震中，蔡居住的一幢3層小樓毀
於 一 旦 ， 但 她 僥 倖 存 活 ， 至
2010年8月13日，清坪鄉再次發
生特大泥石流，鹽井村又被泥
石流掩埋，46人遇難。

蔡定清當時在山上摘野菜，丈
夫在外打工，兒子在校讀書才幸
免於難，而近70歲的婆婆卻被埋
在廢墟下。泥石流後她冒 隨時
滾落的石頭走了8天8夜，其間吃
野菜、喝髒水，最後才回到家，

「但人活 就好，只要有親情、
友情，活 就有希望」。蔡定清
非常堅強、樂觀地說。

理大應用社會科學系導師任剛
則指，赴災區探訪的同學親身感
受到災民的開朗與堅強，心靈觸
動都非常大，希望當中體會能讓
他們受用一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況璃、李兵 四川綿竹報道）是次為期
6天的活動，除義教外，港理大生亦考察了羌藏文化，在甫抵
達綿竹清坪鄉，身穿漂亮民族服裝的阿姨們已手捧鮮艷的羌紅
歡迎同學的到來。行程中港生歡樂參與當地的「鍋莊舞」，又
以粵語及普通話唱理大校歌，獲羌藏阿姨們以四川方言大讚

「巴適」（非常好）。
在清坪鄉探訪期間，港生又獲安排參與體驗登山和摘野菜等

當地民族生活，認識油菜、洋芋、胡豆等許多野生植物，有同
學笑說，過程中上了一堂生動的自然科學課。其中一名張同學
更指，多天來與羌藏阿姨們相處，獲她們從近3,000米的高山
上摘野菜回來款待，即使自己20多年一直不吃蔬菜，最後也吃
了很多，「如果不吃真對不起她們」。

■港生學摘

野菜，體驗

當地居民生

活。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李兵 攝

■一眾港生

與當地居民

大玩集體遊

戲。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李兵 攝

■當地居民身穿漂亮民族服裝歡迎同學到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兵 攝

■理大生化身教師為山區孩子講述精彩的故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兵 攝

■張民炳認為，港府

應加強本土大學「知

識轉移」的發展。

資料圖片

■泰晤士高等教育首屆「世界年輕大學排名榜」，由韓

國浦項科技大學(POSTECH)登上全球之首。 網上圖片

■科大打入《泰晤士高等教育》「年輕大學排名榜」三

甲得第三。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