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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護理系放寬招生 或延畢業

作為第一屆新高中畢業生，筆者步入
暨大已有整整一學期了。筆者是翻譯學
院的外招生，毋需分往四海書院（編者

按：該書院負責暨南大學本科通識教育階段的教學管理和學生管理工
作），沒有機會認識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卻與內地各省市的學生結下了
緣分。

體育可選防狼術
翻譯學院首年以基礎課程為主，共有十門科目，分別為綜合英語、英

語語音、聽辨、表述、讀譯、體育、大學與人生導論、古代漢語典籍閱
讀、資訊科技及大學漢語。單是體育一科，就有籃球、網球、排球、羽
毛球、太極球、瑜伽、健美操、防狼術等供學生選擇。

外招生必修大學漢語。這門課是對漢語的歷史、理論以及漢語拼音的
掌握，這對不少外招生來說是很難應付的一門課程。令筆者最感困難的
是，古代漢語典籍閱讀，翻譯學院的內招同學在高中大多屬於文科班，
中文底子較好，課程內容完全難不倒他們，但外招同學就得花更多時間
去學習。

每逢考試前夕，暨大都有兩星期的複習周，此時圖書館座無虛席，非常爆
滿！值得留意的是，學校要求同學每科出席率要達80%，否則會取消其考試
資格，考試不及格者需要申請補考，補考也過不了的就要重修。

學生組織多樣化
至於課餘生活，更讓人目不暇給，學校有多樣化的學生組織，除每個

學院的委員會外，還有學生會、團工委、社團聯合會、職業協會等。每
個學生組織都有多個部門，包含秘書部、人力資源部、組織部、學術科
技部及編輯部等。至於社團聯合會，則以興趣愛好劃分，有游泳協會、
瑜伽協會、步行者協會等。欲鍛煉社交、組織、辦事能力的學生可以申
請成為心儀部門的幹事，但要通過部門面試。

升讀大學後，筆者變得更加獨立了，每件事情都要自己去張羅，也需
要承擔責任及後果，漸漸提升了耐性及處事能力。與內地的學生交流，
學習到他們勤奮刻苦的品性，對內地社會也有了更深的認知，更加明確
了學業的發展方向，以及未來職業的鋪排之路。 ■天天

暨南大學翻譯專業一年級港生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港校國家重點實驗室資助增

THE首屆亞洲大學排名 東京大學居首港大列第三
港6校躋身50強
亞高教超級巨星

歷年的北京新詞，多與政治有關，「2012年LIVAC泛華
地區中文新詞榜」中的北京新詞也不例外，反映了內地過
去一年內湧現的新生事物。

南海爭端及釣島風雲，是去年中國最受矚目的重要事
件。最新成立的「三沙市」，首艘航母「遼寧艦」入列，都吸引世人的注意。「三
沙市」位於南中國海，轄西沙群島、中沙群島、南沙群島島礁及其海域，政府駐
地設於西沙永興島。「遼寧艦」則是遼寧號航空母艦的簡稱，中國人民解放軍海
軍第一艘可以搭載固定翼飛機的航空母艦，而「遼寧艦」入列，標誌㠥自鄭和以
來，中國遠洋能力進入最強盛的歷史時期。

在內地，捐資行善漸成潮流，「微捐」成為去年北京的新詞，所謂「微捐」是
將自己日積月累、一分一分掙的錢捐助出去的慈善行動。每個人只要把買零食、
抽煙喝酒的錢，一分一分地積攢起來，就會變成幾十、幾百甚至幾千幾萬元人民
幣。

至於「村級市」的出現，則反映了內地農村改革的新生事物，當然，這是行政
地位與村級相同的村級基層行政單位，並不是行政級別上的「市」。

關乎人民身體健康的「限抗令」的頒布，也具有深遠影響，這是一項限制抗生
素使用的規定。中國是使用抗生素的「第一大國」，《抗菌藥物臨床應用管理辦法》
正式實施，醫生不能再隨便開抗生素。

中共十八大報告中提出的「五位一體」，體現了新形勢下中國新總體布局。「五
位一體」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本欄之
前曾專文介紹過。

讀 者 如 對 「 L I V A C 中 文 新 詞 榜 」 有 興 趣 ， 歡 迎 登 入 本 中 心 網 址
http://livac.org/newword瀏覽。

■教院語言資訊科研中心
蔣震（語言科學）講座教授鄒嘉彥主持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北京新詞反映一年新事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龐嘉儀）國際高等教育

權威機構「泰晤士高等教育（THE）」今日公布

其首屆亞洲大學百強榜，由日本東京大學榮登

「亞洲一哥」寶座，新加坡國立大學次之，香港

大學緊隨其後位列第三。連同港大，香港共6

所大學躋身首五十強，表現出眾，科技大學亦

打入前十位排第九，而中文大學及城市大學也

屬頭20位內。因此，香港被形容為亞洲區高教

界的「超級巨星」（superstar）。另外，內地的

北京大學及清華大學同樣打入前十，韓國更有

3校入十大，均是表現出色的地區。

T
HE首屆亞洲大學排行榜，分別於教

學、研究、知識轉移及國際化程度等

評估大學表現，涉及五大範疇13個衡量指

標。除港大及科大外，本港的中文大學

（第十二位）、城市大學（第十九位）、理

工大學（第三十三位）及浸會大學（第五

十位）排名也不俗。不過，各港校排名，

比起另一較重視國際化但未有評估知識轉

移的QS亞洲大學排名榜基本上都要低，似

乎反映香港整體於知識轉移的弱點。但

THE編輯Phil Baty指，香港的出色表現可

被視為亞洲高教界的「superstar」，平均排

名更屬區內除新加坡以外最佳。後者共兩

所大學入榜，除新加坡國立大學外，南洋

理工大學也高佔第十一位。

日本國際化不足 或漸失領先優勢

其他國家及地區方面，日本除有東京大

學登榜首外，京都大學也位列第七，該國

共有22所大學打入百強榜，屬最多大學上

榜。但Phil Baty指，日本院校由於國際化

程度不足，或會逐漸喪失其在亞洲區高等

教育界方面的領先優勢，需要警惕。另韓

國也屬排名優異地區，共14校打進百強

榜，浦項科技大學（第五位）、首爾國立

大學（第八位）及韓國科學技術學院（第

十位）都是十強分子。

內地經濟雖發展 高教發展仍落後

至於中國內地，連同北大、清華總計有

15所大學打入百強榜，包括復旦大學（第

二十四位）、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第二十

五位）等。Phil Baty認為，儘管內地經濟

發展迅速，但高等教育發展仍落後於西方

以至同區國家。

浙江大學前任校長楊衛則於THE撰文表

示，中國需要培養研究型大學以推動科研

發展，以增強經濟競爭力及可持續發展性

的後勁。台灣方面，共有17所院校入圍，

數量僅次日本，但整體排名未算太高，以

台灣大學排第十四位為最佳。

港校：不同排行榜 採納不同參數

對入圍排行榜，香港各大學都表示高

興，並同時指出，不同大學排行榜會採納

不同參考數據及分析方法，因此得出不同

結果。港大回應指，該校會參考泰晤士高

等教育就亞洲區大學作出的分析；科大則

認為，結果反映該校的教研成就獲得亞洲

以至環球社會的廣泛認同，該校會繼續追

求教研卓越及創新，秉持促進社會及經濟

發展的使命。

2013THE亞洲大學排行榜
排名 院校 國家/地區

1 東京大學 日本

2 新加坡國立大學 新加坡

3 香港大學 香港

4 北京大學 中國內地

5 浦項科技大學 韓國

6 清華大學 中國內地

7 京都大學 日本

8 首爾國立大學 韓國

9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

10 韓國科學技術學院 韓國
（KAIST）

12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

19 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

33 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

50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

資料來源：泰晤士高等教育THE

（http://bit.ly/thewur）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龐嘉儀

神州求學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

倩）本地院校及業界的科研成績
向來不俗，政府今年亦增加投
入，進一步推動相關的發展。除
落實早前《財政預算案》提到的

「科研成果商品化」資助細節
外，政府還會向2個領域增加資
助，包括將現有12個及未來可能

成立的國家重點實驗室夥伴實驗
室，每年資助額由港幣200萬元
提升至港幣500萬元，以及向國
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
提供每年最多港幣500萬元的資
助，兩者均為期3年，上述各措
施每年總投入高達港幣8,900萬
元。

夥伴實驗室 資助額升至500萬

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文件顯
示，政府未來3年將多管齊下推
動創新科技發展，包括增加對國
家重點實驗室夥伴實驗室的資
助。目前本港共有12所夥伴實驗
室，近年不斷取得國家及國際級
獎項，故政府亦決定由本年度
起，將資助額由每年港幣200萬
元 提 升 至 港 幣 5 0 0 萬 元 ， 至
2015/16年度為止，為期3年。假
如期間有新成立的夥伴實驗室，
亦可獲有關資助。

另政府亦將向去年成立的國家
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提
供每年最多港幣500萬元的資
助，為期3年，以提升進行應用
研究項目的能力。該中心由香港
應科院及南京東南大學合作，主
力研究國家專用集成電路系統工
程技術。

至於早前《財政預算案》提到
向6所從事科技研發工作的大學
提供資助，以進行技術轉移及科

研成果商品化的工作，有關細節
亦已公布。政府將會提供為期3
年、每年每所院校最多港幣400
萬元的資助，讓院校於技術轉移
所需的專業服務、推動技術轉移
活動、知識產權支援及有關技術
轉移的員工培訓方面加以發展。
有關資助將於每個財政年度結束
後以發還款項方式發放。

專利商業化 獲逾1.5億利潤

另根據創新科技署資料，過去
4個年度，6所大學已將其研究成
果轉化成665項專利，且有逐年
上升趨勢；另有499項專利獲得
商品化，共帶來逾1.5億元利
潤。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
昨表示，在硬件支援方面，科學
園第三期工程將在2014年至2016
年陸續完成，總樓面面積將增加
約50%；香港科技園公司會繼續
落實活化現時3個工業㢏土地的
措施，並同時研究擴展元朗工業
㢏的可行性。

■政府將對國家重點實驗室夥伴實驗室的資助額每年增加至500萬

元。圖為中大的農業生物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 資料圖片

■香港大學位列亞洲區大學第三位，為本地排名最高的院校。 資料圖片

■日本東京

大學榮登首

屆「THE亞

洲大學排行

榜」榜首。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

有見港生並非人人都可在本地升大
學，且香港長期缺乏醫護人員，台灣

「教育部」亦看準機會，為港生設立
「2+2」二年制學士課程，並開放護理
系供香港的副學位學生申請。但由於
部分院校門檻寬鬆，歡迎任何專業的
學生報讀護理系，再加上兩地制度不
一，故學生要有心理準備未必能如期2
年畢業。若要補足香港護士管理局規
定的1,400小時實習時數，延期畢業的
時間或會更長。

位處台中的弘光科技大學就是其中
一所對港生開放護理系二年制學士班
的院校，設有35個學額，另營養系、
幼兒保育系等各提供30個學額。該校
的護理系收生有一定要求，有意報讀
的副學位學生須有相關專業知識。

學生資歷不符 或要補修科目

位於高雄的輔英科技大學則沒有此
規定，但個別資歷不符的學生或要補
修科目。該校開放了多個醫護相關專
業供港生報讀，包括護理系、助產
系、健康事業管理系、老人長期照顧
學位課程、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保
健營養系，共提供28個學額，其中助
產系屬該校獨有，但只有1個名額。

該校護理學院院長謝秀芳表示，不
少地方都面對人口老化的問題，該校
的老人長期照顧學位課程就希望培育
出可進行居家照顧、或於老人院裡照
顧長者的專員及管理人才。另該校還
有逾500個床位的附設醫院供學生實
習。

台長期缺醫護 港生可考慮留台

對於台灣護理系學生能否回港做護
士，謝秀芳表示，只要學生通過香港
護士管理局的執業試就可，但目前有
關考試通過率不高。她亦建議，台灣
也長期缺醫護人手，港生可考慮留台
工作。另該校護理系目前最大難題是
要符合港護管局規定的1,400小時實習
時數，但校方現已正在商討如何解決
問題。

於該校修讀護理、即將畢業的港生
羅凱彤表示，由於評審學歷須時，自
己已趕不上應考今年的註冊護士，故
決定先留台工作1年，累積些經驗再回
港發展。

對於院校的科系門檻寬鬆，台灣
「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司長李彥
儀指，當局會呼籲院校盡量錄取相關
專業的副學位生，但港生若資歷不符
而要延期畢業，「也應該互相體諒」。

■輔英科技大學護理學院設有逾500個床位的附設醫院

供學生實習。 歐陽文倩攝

■輔英科技大學護理學院院長謝秀芳指台灣也長期缺醫

護人手，港生可考慮留台工作。 歐陽文倩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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