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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准辦學 月內簽最終協議 沈祖堯：貧生免學費

中大深圳分校 擬明年收生

中大昨日舉行新春茶敘，沈祖堯向傳
媒透露，國家教育部已批准中大與

深圳大學一同籌建的香港中文大學（深
圳），並同意課程大綱、管治和財務等細
則，預料1個月內可簽訂最後協議。他指
由於時間較倉促，深圳分校無意今年招
生，計劃明年才開始，但未定具體學額，
只打算從少做起，長遠發展規模可達到1.1
萬名學生。而分校獲深圳市政府及熱心人
士支持，設立多項獎學金，經濟有困難的
學生更可獲學費全數減免。

辦學首兩年 主收內地生
中大副校長徐揚生補充，分校收生水平

將與內地首40間至50間大學相若，收生數

目視乎學生質素而定。而首兩年將取錄內
地生為主，學費則與現時中大內地生學費
相若，估計約10萬元人民幣。

談及課程特色時，沈祖堯表示，深圳分
校將行書院制， 重通識，期望迎合國家
在經濟、社會、能源、城市、環境等多方
面發展，希望有別於傳統學科，以跨學科
領域帶給學生新思維。

有內地機構 出資助科研
徐揚生指，分校考慮中可能開設的學科

包括環球金融、全球可持續發展、人類
學、能源科學與工程、基因組與生物醫學
等。至於教師方面，他指內地研究經費一
般較香港多，更具吸引力，中大分校雖仍
未開始招聘教授，但已有內地機構表明有
意批出經費，以資助教授進行科研。簽訂
最終協議後，分校將展開全球招聘校長、
管理層及教授，預料內地及全球學者各佔
一半，並會落實課程、收生等細節。

理事會成員 兩大各佔半
理事會將是中大分校最高權力核心，擁

有決策權，由沈祖堯出任主席，成員中大

與深大各佔約半。沈祖堯強調，理事會學
術及決策自主權，並無黨領導及政府代表
加入，而中大分校財政獨立於本部，主要
來自學費、指定捐款和深圳市政府。

另外，今年是中大50周年校慶，沈祖

堯提到，將有一連串慶祝活動，包括
1,800名師生參與渣打馬拉松、醫學院舉
行沙士10周年會議，以及舉行巡迴香港
各區校慶紀念展覽會，展示中大歷史發
展進程等。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馮晉研）
中大近年一直有
意成立私營教學
醫院，雖然早前
決定不競投政府
推 出 的 私 院 用
地，但校方仍打
算於校內覓地興
建。身兼中大醫
學院教授的副校

長霍泰輝指，期望醫院設於交通方便
的地方，校內鐵路站附近一塊地皮會
是其中一個考慮方案，但因教育局、
教資會和食物及衛生局等部門批准及
改變土地用途需時，預料最快3年才
可建成。屆時將可提供300個床位，
收費將是中產可負擔的水平。

霍泰輝又表示，教學醫院會全科定
位，預料包括中醫部分，大學亦可能
與任何私營醫療機構合作，但必須擁
有絕對自主權。至於醫院服務對象則
以港人為主，但如有需要的人求醫亦
不會推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籌辦分校事宜有

新進展，校長沈祖堯表昨日表示，

新校已獲國家教育部批准辦學，課

程大綱、管治和財務等重要問題細

則均獲同意，預料可於1個月內達成

最終協議，預計明年開始收生。他

又透露，新校將設立獎學金，內地

貧苦學生入讀可全免學費。至於開

辦課程、收生等詳情，將於簽訂協

議後，待擁有該分校最高決策權的

理事會開會後敲定，稍後將招聘分

校管理層及教授，內地及全球招聘

各佔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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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今年政府將就兩電和能源組合進行
中期檢討及公眾諮詢，政策研究智庫思匯預告，將於年內發表6份
有關能源議題的研究報告，期望可豐富社會討論深度。他們又會就
道路「可步行性」舉行論壇和實地視察，希望可改善行人使用道路
情況。思匯又稱，創辦人陸恭蕙加入政府後，對他們運作影響不
大，並期望陸可帶動政府聽取不同聲音，協助推動政策。

思匯政策研究所昨日舉行傳媒春茗，行政總監葉　　透露，今年
將發表多項政策議題研究報告，包括極具爭議性的丁屋政策、本港
郵輪碼頭最新排放數據分析等。他們下周會發表有關性別研究的統
計數據和研究結果。

今年政府將就利潤管制協議與兩電進行中期檢討，年內亦會就能
源組合進行公眾諮詢。思匯運輸及可持續發展研究主管吳家穎相
信，能源是今年政府主要處理議題，思匯今年也會推出6份有關能
源議題的研究報告，包括廣東省能源情況、使用核電廢物處理、市
民對能源組合的意見等，期望可豐富社會討論深度。他們未來計劃
就本港發展可再生能源進行研究。

5月辦道路「可步行性」論壇

思匯又會在今年5月就道路「可步行性」舉行論壇和實地視察，討
論行人設施對行人安全、空氣質素和道路使用空間的課題。吳家穎
稱，香港人用車比例已較同規模城市少，但現時本港城市規劃多從
駕駛者角度思考，行人僅屬次要。他期望可改善道路行人和車輛分
布，方便行人使用道路。

至於思匯創辦人陸恭蕙去年轉任環境局副局長，吳家穎坦言是思
匯的損失，但對運作影響不大。他稱任何機構均會面對人事變動，
但強調思匯宗旨不會改變，會保持其中立性，繼續進行研究，接觸
不同持份者，提供更多資料，讓社會進行理性討論，幫助香港推動
政策。

吳家穎相信，陸恭蕙在政府崗位上，會將她自己對環境的認識和經驗帶入
政府。而思匯一向 重與不同持份者溝通，若陸能把這文化帶進政府，幫助
政府聽取不同聲音，以至有助推動政策，也是一件好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千里之行始
於足下。2007年成立的「無止橋慈善基金」，至
今成功在內地偏遠貧困山區搭建合共24條便
橋，令超過4萬名學生受惠。適逢基金成立5周
年，基金推出名為《二十四橋明月夜》新書，
希望透過學生及義工的建橋故事，「一步一腳
印」，為內地農村建構更多有形便橋，同時為內
地和香港青年搭通無形心橋，促進內地和香港
共融。新書主編紀文鳳強調，基金儼同「愛心

夢工程」，期望大家細閱作者們的心路歷程，反
思探索生命的意義，延續「無止橋」精神。

「無止橋慈善基金」昨日假銅鑼灣希慎廣場
舉辦新書發布會，邀得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擔任
主禮嘉賓，聯同新書主編紀文鳳、「無止橋」
榮譽主席鍾逸傑、主席吳恩融及總幹事周嘉旺
主持新書發布儀式。

黃錦星：體驗環保意念

黃錦星不單推動環保工作不遺餘力，支持內
地發展更是盡心盡力，他早在10年前已經親身
遠赴甘肅毛寺村參與建橋活動，多年來見證
基金成立及發展。他致辭時說，「無止橋慈善
基金」具有兩大重要意義，既為內地城鄉搭建
便橋，亦致力推動環保意念，基金成立短短5年
已經取得豐碩成果：「『無止橋』體驗喚醒我們
關注地球資源有限，倡導簡約活樂的人生態
度，與環保及可持續發展更是一脈相承。」

紀文鳳：搭通兩地青年心橋

紀文鳳致辭時透露，書名《二十四橋明月夜》
是來自燈謎，謎底為「夢」，標誌 基金首個5
年成功完成24座「無止橋」：「『無止橋』最初
由『起橋』、『搭橋』兩個夢想促成，包括有形
便橋及無形心橋，交織 村民、大學生、義工
等無數人的夢想及願望。我對新書抱有好大的
期望，希望能夠為內地和香港青年搭通更多心
橋，為他們打開『溝通大門』，通過親身的感受
及判斷，改善內地和香港的矛盾」。

《二十四橋明月夜》總結了5年來「起橋、搭
橋」成果，希望透過書中真摯分享，鼓勵大家
追尋夢想，反思城市生活之餘，亦鼓勵更多大
學生、義工及有心人士親起赴內地偏遠貧困山
區參與建橋，體驗農村生活，了解民情，建立
關懷、愛心及友誼的心靈橋樑。

平機會倡助托兒 利新來港婦就業

「無止橋」新書 連兩地共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環境局月初就「飲品
玻璃樽生產者責任計劃」展
開為期3個月公眾諮詢。環境
局局長黃錦星昨日透露，至
今接獲意見均屬正面，認為
香港作為國際城市，需要推
行更多政策配合環保發展，
當局會繼續就回收、運輸、
補貼以及社會對回收物料的
需求，聆聽更多意見。

鼓勵私人市場擴大需求

黃錦星昨日在出席公開活
動後表示，政府正就玻璃樽
回收計劃展開為期3個月的諮
詢，希望就回收、分類、運
輸、補貼以至如何製造有用
的環保產品的整個流程多聽
意見。被問到會否考慮開拓
私人市場，他回應時指，政

府正逐步擴展回收網絡，亦
會鼓勵私人市場擴大對環保
物料需求：「過去需求主要
來自政府工務工程，未來會
在幾方面多管齊下，不單止
製造環保地磚，其他的環保
用途都可以考慮」。

他又指，政府會按部就班
開展回收計劃，尤其是飲品
玻璃樽數量龐大、運輸成本
亦相對昂貴，如果計劃獲社
會接受及運作暢順，當局不
排除擴大到其他物料，以培
養社會環保文化，同時減少
堆填區壓力。

被問及私人及公共市場對
環保物料的需求比率時，黃
錦星指，當局暫時未有估
算，但整體而言，希望完全
吸納再造物品，確保回收物
料不會浪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內地新來港婦女在香港生活受歧視
情況屢見不鮮，由平等機會委員會
和香港電台合作的最新一輯《非常
平等任務》，將會與電視觀眾探討
這議題。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林煥
光昨日在節目啟動禮上表示，新來
港婦女不受種族歧視條例保障，投
訴無門，希望政府提供更多托兒服
務，以方便家庭主婦全職工作增加
收入。他又建議民政事務總署多舉
辦以新來港人士為對象的社區活
動，協助他們融入社區。

反歧視劇集 下周二首播

平機會和港台第八度合作炮製以
歧視個案改編的實況劇集《非常平
等任務》，最新一輯共有6集，由2
月19日起逢星期二晚7時在無 電
視翡翠台播出。劇集部分以真實個
案為藍本，對歧視行為和平等機會
問題的法律觀點作分析，同時探討
遇上歧視時有甚麼解決方法。

林煥光昨日在節目啟播禮上表
示，內地新來港婦女常受歧視。他
坦言內地新來港婦女對新環境缺乏
認識，加上社會有部分針對內地人
士的負面定型觀念，令他們融入社
會過程障礙重重。而她們不受種族
歧視條例保護，投訴無門，希望劇
集令社會大眾知悉和檢視情況，思
考如何為新來港婦女提供更友善融
和的社會環境。

建議民政署 助融入社區

林煥光指，新來港婦女在港生活
面對兩大問題，其一要抽時間照顧
小孩，只能兼職工作令收入較低；
其二在社區內不被接受，遭本地婦

女歧視，故希望特區政府為托兒服
務提供更多資源。他建議民政事務
總署舉辦社區活動時，多以新來港
人士為對象，協助他們融入社區。

社會存偏見 殘疾人委屈

新一輯劇集又會深入探討視障人
士為求自立生活每日面對的掙扎。
不少於實際環境中的障礙和社會人
士的偏見，都令殘疾人士無法享用
基本資源和設施，以致他們難以過
正常生活。這些經歷往往令殘疾人
士感到委屈甚至受辱，加深他們被
遺棄的感覺。

少數族裔生 升學就業難

另一邊廂，新一輯劇集描寫香港
教育政策對少數族裔學生的影響，
以及他們所面對的挑戰。林煥光指
出，受文化和語言差異影響，加上
缺乏財政資源，香港少數族裔學生
學習中文遇上重大困難，因而影響
升學及就業機會，希望劇集令社會
人士對問題有更多認識，明白他們
為何需要支援性較強的教育政策。
這樣既可改善少數族裔人士生活，
又能增加社會融洽和穩定。

劇集會探討在提供貨品、服務和
設施方面的家庭崗位歧視情況；僱
傭範疇懷孕歧視情況，以及僱主工
作間防止性騷擾的責任。

為評估公眾人士對劇集的反應，
平機會將於2013年2月19日至3月26
日期間實況劇播出後，於晚上7時
半至8時設立公眾電話熱線環節，
由平機會職員接聽。巿民如對節目
有任何意見，或查詢有關平等機會
的問題，歡迎收看節目後致電平機
會熱線：2511-8211。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
年度財政預算案本月底公布，外界預
期政府將再次錄得大幅盈餘，期望

「派糖」紓解民困。行政會議召集人林
煥光昨表示，特區政府會以策略性思
維考慮如何善用盈餘，包括預留資源
配合施政報告工作重點，及進行長遠
對香港各個階層都有利的投資，例如
15年免費教育及擴充醫療設施等。

倡投資醫療15年免費教育

林煥光昨日在出席一公開活動後表
示，從目前政府公布的數字看來，政
府今個財政年度盈餘又會超出預期，
希望財政司司長不要用一個博取「一
頭半個月掌聲」的做法去運用盈餘，
而是以策略性思維去考慮如何善用盈
餘：「最重要當然是要配合施政報告
重點去留起資源推動扶貧安老等重要
工作，其他一些長遠對香港各個階層
都有利的投資，好像15年免費教育，
例如進一步改善我們現在已頗擠迫的

醫療設施，我覺得這些都值得以策略
思維考慮去投放資源。」

公共專業聯盟立法會議員莫乃光及
梁繼昌昨日與傳媒聚會。梁繼昌估
計，政府今個財政年度盈餘達到650億
元，建議政府回購東西隧。莫乃光則
建議，政府應預留7億元扶助基層市
民，包括撥款3億元資助貧窮學生購買
電腦，其餘款項為全港學校改善互聯
網服務，重鋪老舊線路。

工黨建議試行生活津貼

工黨昨日亦舉行記者會，稱政府今
個財政年度估計會有超過500億元盈
餘，建議將部分盈餘用作一次過紓困
措施，改善基層家庭生活，並建議在
新一個財政年度，先將部分盈餘用作
試行具長遠效益措施，包括為輪候公
屋人士及貧窮家庭提供生活津貼等，
再在2014/15財政年度，增加200億元
經常開支，將具成效的試行措施落實
為經常性開支項目。

黃錦星：玻璃樽回收反應正面

■ 林 煥 光

(左二)希望

政府提供更

多 托 兒 服

務，以方便

新來港婦女

就業。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國權 攝

■黃錦星、

紀文鳳、鍾

逸傑、吳恩

融和周嘉旺

一起進行新

書 發 布 儀

式。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彭子文 攝

■ 沈 祖 堯 表

示 ， 中 大 位

於 深 圳 的 分

校 已 獲 國 家

教 育 部 批 准

辦 學 ， 預 計

一 個 月 內 會

簽 署 最 後 協

議。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梁祖彝 攝

■霍泰輝表示，全

科教學醫院計劃料

最快3年建成。

梁祖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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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煥光：策略性善用財政盈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就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
日前公布的調查指，特首梁振
英最新民望錄得跌勢，環境局
局長黃錦星昨日出席公開活動
後回應指，明白社會對政府要
求越來越高，政府主要官員會
繼續努力，透過政策措施配合
社會要求，幫助社會進步。

黃錦星昨日在公開活動後被
問到梁振英民望下跌會否拖累
政策推行時強調，特區政府問
責官員是一個團隊，相信很多
政策受社會歡迎及接受，政府
會繼續努力回應社會訴求，確

保政策有利社會長遠發展。

紀文鳳：市民眼睛雪亮

同場的新世界發展執行董事
紀文鳳說，她不宜對特區政府

「指手劃腳」，但她以梁振英和
其太太歲晚參觀年宵花市被追
擊事件為例，指有部分人不斷
針對梁振英，甚至搗亂秩序治
安，深信市民眼睛是雪亮的。
就鄉議局年初二車公誕為香港
求得下籤，紀文鳳回應時強
調，所謂「否極泰來」，有信
心香港即使在最低點亦能「谷
底反彈」。

施政迎社會要求 問責班子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