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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專家做學者 盼「立言」傳後世

呂大樂：「港人」標準很高很陌生 藉排斥內地人宣洩情緒
屈「蝗蟲」為鬥氣
港退縮 人徬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研究資助局昨公布第
三輪「主題研究計劃」及第六輪「卓越學科領域計劃」
的撥款結果。兩計劃各批出3個大型跨院校的研究項
目，連同附加行政費用，總資助金額多達3.2億元。

兩項計劃獲批項目共有4個與健康及生物醫學有
關，內容包括鼻咽癌分子靶標、糖尿病心血管跨組學
基因研究、神經突觸分子機理，及細胞器生物合成
等，另兩個則分別涉及太陽能技術，及光波聲波功能
材料，每項目金額由4,650萬至6,033萬元不等，並由2
所至5所大學學者跨院校進行。項目詳情可瀏覽研資
局網頁。

研資局批3.2億元跨院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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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歐 陽 文 倩 ）

香港人，這個名詞是怎樣的含義？不止一位

學者說過，香港向來都在吸納來自不同地方

的新血，處處可聽到不同的語言，好幾代都

活在香港的，其實只佔很少一部分。然而，

近年部分港人排斥內地人的情緒有增無減，

港生與內地生的罵戰亦屢見不鮮。香港大學

社會學系系主任、《港漂十味》主編呂大樂

坦言，一些人口中所謂「香港人」的標準很

高很陌生，而這種排斥內地人的情緒，也只

是一時意氣，「近年香港退縮多於進取，很

多人很徬徨，只是沒有人願意提出，所以需

要某個渠道來表達情緒」。

以往有數十年，只要來到香港生活的就是本地
人。而現在內地人來港，拿綜援的，被指是搶

資源；消費購物的，被指是搶資源；求學、研究、
就業的，也被指是搶資源，好像怎樣也只能有「港
漂」的身份。呂大樂表示︰「『香港人』這個概念，
對我而言很陌生，我想對很多香港人來說都很陌
生，要成為『香港人』有很高要求，你達不到這個
標準，就不是香港人，但我想大部分『香港人』自
己也做不到。」其中一樣顯而易見的，就是語言，
這亦是外地人要融入本地的決定性因素，「本地人
大多數自己說話都有懶音，但他們不認為自己有問
題，外地人說得不純正就有問題」。

內地生「佔校」？ 實港生「半撤退」

近年一些港生反內地生「佔領校園」，但呂大樂認
為，事實是部分港生已處於「半撤退」狀態，「以
前的大學生會視大學為生活中心，有事沒事都在學
校裡；現在多數的香港學生則想㠥如何多製造一兩
天Day Off（假期）」，所以本地學生在校園的身影變
少，反而是講普通話的內地學生居多，「內地生來
港求學比較主動是人之常情，正如香港學生到了外
國也會這樣」。

呂大樂認為，部分港人稱內地人為「蝗蟲」，是意
氣的想法，「這是很多問題構成的，首先是香港是
自由市場，政府不主導；二是香港未細心去想和內
地的關係應該如何」。他表示，以前收內地生沒人覺
不妥，「因為以前我們超越內地，我們是去『扶持』
她，內地生來港讀甚麼，對未來國家都有幫助，而
且當時沒有資源問題」。

內地尖子可成「資源」補港不足

但現在資源有限，港生看到的是內地生GPA3.9，
獎學金都走向他們，香港青年的感受，很可能是源
於自己的壓力，「近年香港退縮多於進取，很多人
很徬徨，只是沒有人願意提出，所以需要某個渠道
來表達情緒」。

「其實大家要想，我們想不想他們留下來？我們
缺甚麼類型的人才？是否要所有門都打開？我們是
否希望對國家造成影響力？又是哪方面的影響力？」
在呂大樂看來，其實內地尖子絕對可以轉換成香港
的「資源」，補本地的不足，但前提是，我們又是否
有這樣的願景與方向？

港漂系列
身份反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香港與內地實力此消
彼長，也同時逆轉了不少港漂的心態，呂大樂在編輯《港
漂十味》時，對此有頗深刻體會。10年前，內地生來港求
學時可衣錦還鄉，視香港為令人心安的「吾家」，至近年
香港變成內地生無甚眷戀的「中途站」，呂大樂認為，這
其實是因為內地生都明白，香港社會對他們沒有「期望」
所致。

港對內地生缺乏「期望」

10多年前來港求學的內地生視這裡為天堂，良好的設
備，優厚的獎學金，讓他們成為「小富戶」，還可帶㠥科
技產品回鄉稍稍享受各人羨慕的目光。兩地的此消彼長，
呂大樂認為早年的港漂是最有體會的一群，「由於兩地的
差異，第一批來港的內地生，以前還可以『衣錦還鄉』，
到現在身處內地的同輩都已經比自己還要高收入，他們會
感受到比較大的差異」。而現在來港的內地生，不少都有
不俗家境，看香港的目光原本就不一樣，而且他們發現到
香港其實對他們沒有「期望」，沒有想法要如何讓他們貢
獻才能，香港毫無疑慮地成為內地生心中的「中途站」。

不過，不論是何時來港的港漂，很多人都有一個特徵，
就是活得很「謹慎」，唯有在和內地生相處時，才輕鬆下
來，呂大樂認為所有外地人都是這樣，會找回「同聲同氣」
的人在一起，因為這樣有安全感，大家又可以互相幫忙解
決問題，「外地人來港，一定會有某種不安感，當你自己
的語言能力打了個六折、七折，可能只能聽懂三四成，面
對同學、老闆或上司，要很自覺，不要犯一些本地人認為
的『低級錯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在
這個齊集㠥上海人、福建人、潮州人、
客家人、廣府人的香港，呂大樂從小時
候到現在，幾十年來的經歷竟也見證到
香港人之間的聚與散。不過，讓多數人
想不到的是，這些聚散的由來，竟是電
視機的「向心力」，以及電腦的「離心
力」。

香港早期社會，五湖四海人士各有各
忙，有㠥自己圈子及生活方式。香港處
處的南北貨舖，為這小地方匯聚更多文
化之餘，亦見證㠥各地人的和而不同。
呂大樂憶起小時候的菜市場體驗︰「去
到街市也沒有人講廣東話，大家連拜神的方式也不
同。」

溝通渠道多 竟難以溝通

到了上世紀70年代，隨㠥電視機普及，也凝聚了
來自不同地方的「香港人」。每晚家家期盼的《歡
樂今宵》，為大家製造了共同話題，也培養出共同
的生活模式。「20世紀我們有了電腦，但卻為大家
製造了離心力，網上更充斥反內地生的言論」，呂

大樂解釋︰「以前的《歡樂今宵》是單一模式，1
對100，大家只可以開電視『揀台』；現在開電
腦，數以千萬計的東西在裡頭，相同類型志趣的

『走埋一堆』」。
於是，原本走在一起的大圈子，又散開成一個個

小群體。並非「第四代香港人」變得不同了，也不
是因為同舟共濟的「獅子山下精神」隨年月流逝，
而是大家在太多的溝通渠道下，竟然變得溝通不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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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文憑試下
周一放榜，考生壓力高企，青年協會的調
查顯示，以10分計，有達26%考生的放榜
壓力達7分至10分之高水平，比去年首屆文
憑試還要上升4個百分點。針對近年發展快
速的自資副學位課程，超過一半考生直言
不少學費太貴無法負擔，或需要借貸才能
繳交，亦有近六成半人認為自資副學位的
就業認受性較低。青協指，每年近萬計考
生雖達到大學基本入學要求，卻無緣升讀
大學，建議當局增加資助大學學額，回應
社會人才激烈競爭情況。

64.5%批自資副學位認受性低

青協「DSE@2777 1112」上月以電話訪
問583名應屆文憑試考生，當中26%指其壓
力達7分至10分，考生壓力主要擔心成績不
理想未能繼續升學(22.3%)，其次是對自我
期望(19%)。而被問到對自資副學位的看法
時，64.5%指那於就業市場的認受性較資助
課程低，53.2%考生對自資副學位整體認受
性欠信心，50.4%人認為學費太貴。

青協督導主任余艷芳表示，今屆文憑試
考生壓力似超越去年，而從熱線及網上求
助的考生反映，去年有26,552人考獲大學基
本入學要求「3322」，遠比15,000個資助大
學學額為多，考生意識到競爭激烈，成績
中游以至中上游者都憂慮未能順利升讀大

學。她又指考生對自資副學位認受性及質素存疑，
加上學費昂貴，未必是理想選擇，建議政府檢討大
學學額不足情況，讓更多學生能繼續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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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鳴）在日本福島核災難發
生後，喚起了全球各地對能源發展的關注，相關領域
的人才更見渴市。香港浸會大學去年就成功邀獲「能
源+經濟」跨界別專家胡志強出任該校經濟系署理系
主任。胡早年在港完成中學課程後，即前往美加升學
及工作，是一名出身經濟系的能源專家，更開設了自
己的顧問公司，多次出任相關官司的專家證人，去年
更成為首位獲得美國能源經濟學會「資深學人獎」的

亞洲學者。他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自己「轉行」
當學者，只因享受教學工作，希望「以學者身份為後
世銘記」。

胡志強3歲隨家人從廣州偷渡來港，12歲在小學會
考考得全港首150名，獲政府獎學金入讀傳統名校拔
萃男書院。他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笑言，自
己不太讀書，中學會考僅得2B3C，其他科目更「慘
不忍睹」，後前往美加升學，並分別在加拿大康科迪
亞大學、皇后大學及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先後
完成學士、碩士及博士課程，主修經濟，並在電力經
濟學領域鋒芒畢露。

享受教學工作 棄業務入浸大

胡是窮學生，一直要在餐廳打工維生，薪金有限，
「1978年，當時加州能源委員會剛成立，希望找一位
研究生當程式編寫員，分析其成本效益」，他就硬㠥
頭皮用自學的FORTRAN程式應徵，幸運獲取錄，並
在服務期間完成了論文，自此與能源問題結下不解之
緣。

30多年轉眼過去，昔日的窮小子變成了顧問公司資
深合夥人，亦是知名的專家證人，亦曾在電力公司服
務，名利雙收。然而，他思前想後，卻發現自己最懷
念的，是1991年至1993年在城大短暫出任副教授的日
子。於是，他毅然放下公司業務，去年到浸大經濟系
當系主任：「我享受教學工作，希望把知識、經驗帶
給學生。」

本身是能源專家的他，自1979年至今，曾12次在相
關的官司中，獲邀擔任專家證人，當中以第一次的出
庭經驗最為難忘。當年他24歲，加入加州能源委員會
後不久，即要就一個太陽能項目融資案件作供，那時
他連博士學位也未讀完，便要做專家證人，連續兩天
被對方律師不斷盤問。

當證人被盤問 難忘句句鬥智

律師對他步步進逼：「對方一開始稱呼我為『胡博
士』，但當時我只是一個博士生，可不能承認這個稱
呼。」考慮到如果自己回應對方，就等同虛報學歷，
他於是即時回應：「我不是博士。」詎料對方即「打
蛇隨棍上」，即時報以一句：「喔！原來你不是博
士，那請問你在這裡證明甚麼？那你的計算是否正
確？請你由第一行開始，逐行逐行解釋清楚。」胡於
是一步一步、慢慢講解，但對方發現了小錯誤，要求
他解釋，又追問：「你這裡有個錯誤，不知往後還有
沒有？」

胡志強當時心想，不能答「有」，否則會影響其公
信力，但又不能答「無」，因為自己真的不能保證，
如果再有出錯，其公信力也會進一步下跌：「在這個
時候，我只能答『就我所知，沒有』。作為專家證
人，我任何時候都不能講大話。」

兩天中被對方律師團盤問，令他頭昏腦脹、壓力爆
標，不過他現在回想，笑言其實十分享受激辯過程，
因為可以與律師鬥智鬥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除本地院校外，

內地大學也是不少港生升學出路選擇，內地70所高校

免試招港生早前完成報名階段，各院校料將於下星期

一文憑試放榜後，按考生成績進行面試。據了解，由

於今年並無統一面試安排，各院校將按本身需要安排

面試與否，而有報名的同學，更要定期查看招生網及

電子郵箱以獲取相關訊息。不過，內地頂尖學府如北

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等，今年仍會來港舉辦面試。

放榜在即，負責處理內地院校免試招港生的中國教

育留學交流（香港）中心董事長李勝利表示，由於報

名的現場確認日期早前有所延遲，有關面試最快要待

放榜後。屆時考生的文憑試成績已經出爐，故應該會

考慮考生成績再安排面試。

清華北大續來港辦面試

不過，今年各內地院校不設統一面試，部分院校或

學系或會取消安排，其餘則會按需要自行通知考生，

考生須定期查閱招生網及電子郵箱以了解訊息。不

過，亦有部分頂尖學府如清華、北大等，今年仍會繼

續來港舉辦面試。

今年共有2,300名港生完成報讀內地院校網上預先報

名及現場確認手續。李勝利表示，初步看港生所報院

校，今年情況較平均，不像去年過於集中報讀某些院

校。而教育局早前公布報名情況時亦指，從今年查詢

可見學生對免試計劃有更充分掌握，相信他們能選擇

適合自己的內地院校及課程。

內地免試招港生計劃將於8月初公布取錄名單，並

於8月9日及10日進行補錄。

內地免試招生 放榜後按需要面試

■上世紀70年代熱播的《歡樂今宵》，為那一代的香港人製造

了集體回憶，令大家凝聚一起；今日的網路世界，卻又將大

家拆散。 資料圖片

■呂大樂坦言，一些人所說的「香港人」，其標準很高很陌生，「但我想大部分『香港

人』自己也做不到」。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 攝

■不論是何時來港的港漂內地生，很多都活得很「謹慎」，唯有與內地生相處時，才能

輕鬆下來。圖為今年初內地學生自發舉行的大型交友活動。 資料圖片

■從事能源

業30多年，

去年回港加

盟浸大的經

濟專家胡志

強，為首位

獲美國能源

經 濟 學 會

「 資 深 學 人

獎」的亞洲

學者。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今年內地高

校 免 試 招 港

生，部分院校

將安排在放榜

後才作面試。

圖為內地大學

去年於深圳為

港生進行面試

情況。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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