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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軼揪出SARS傳染源 陳昌智萬鋼等領導頒獎
港學者京奪金獎
控流感貢獻大

羅校長：
我聽過你的講座，

很認同內地升學是一
個很好的途徑，但我
的老師和家長卻認為
內地升學缺乏「國際
視野」，無助提升競爭

力，我想請教你的看法。
偉光上

偉光：
世界在變化，時代巨輪不斷轉動，在新時

代下，我們有必要重新探討一下甚麼叫「國
際視野」。

時移世易「國際視野」新定義

在二三十年前，「國際視野」定義主要就
是對西方，特別是對美國的深入認識和了解
及對英語的掌握，因為美國是全球最大經濟
體，其GDP和消費佔世界一半，美國加上西
歐發達國家的GDP更佔全世界七成以上，歐
美國家壟斷了世界最先進的科學及生產技
術，深入了解歐美文化及建立網絡確是「國
際視野」的最高境界。

時移世易，世界格局發生了根本變化，中
國的高速發展已令其逐漸成為世界舞台的主
角。預計10年內，中國的GDP將會超越美

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系，屆時世界將會
出現東西方分庭抗禮的格局，近年「國際視
野」已被重新定義，以涵蓋對西方和東方的
認知。

在全球化的格局下，大家都看好「國際視
野」的增值作用。為提高競爭力，不少國家
都鼓勵學生出國留學。以韓國為例，該國在
電子、汽車和創意產業方面已位居世界前
茅，高等教育亦發展得很好，但每年仍送出
大批學生到海外留學，提升國際視野。出國
留學生中有31%到美國，選擇中國的亦有
26%，去年韓國在中國的留學生高達六萬多
人，且不斷增長，連韓國的三星公司在招聘
人才時，懂中文者更可獲加分，這證明韓國
人深明「中國視野」是「國際視野」的重要
成分。

內地升學 擴闊「內地視野」

今時今日，大量中國學生到歐美留學，反
之到中國的留學生人數亦已高達30萬人。對
雙方學生而言，此舉都是為了提升「國際視
野」。

說到香港，本身是高度繁榮的資本主義社
會，司法、文化、教育和生活模式基本上和
歐美接近，繁榮程度比起倫敦、紐約、巴黎
等國際都會並不遜色，港人對西方文化和商

業運作模式亦有深入了解。相對來說，港生
對內地的社會文化、經濟及政治制度等反而
較為陌生，因此到內地升學所增進的「國際
視野」可能會更多和更有實用價值。

隨㠥CEPA實施10年，香港經濟對內地的
依賴度已高達80%，內地遊客、資金及市場
都為香港經濟提供發展的前景。統計顯示，
截至2012年6月，共有3,883家外國公司在香
港設立地區總部和地區辦事處，其中81%是
負責在中國內地的業務，可見「中國因素」
對香港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這樣的經濟格局下，內地的知識和網絡，
將會為港生提供很大的增值作用。今天，香
港最有競爭力的，並不是本地大學畢業的尖
子，而是同時具有內地及外國學歷的「海
歸」。

舉個例子，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就是
「海歸」，他畢業自廈門大學、在美國取得博
士學位，同時擁有內地和歐美的視野，令他
能成為香港金融界的領航人。同樣，香港各
大金融機構及大專院校亦聘請了大批「海
歸」，「內地視野」在香港已變得越來越重
要，其重要性絕不比「西方視野」低。港生
到內地升學能擴闊「內地視野」，有利提高
競爭力，如果畢業後能到外國升讀碩士、博
士，將來的競爭力更是無可限量。
■內地升學專家、香島專科學校校長羅永祥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上期提及劍橋的迎
新周，學生輕鬆過
後，便要投入認真的
學習生活了。忙碌的
一天從早上9時或10
時開始，上過一兩節
lec tu re s（演講課）

後，吃個午飯，便開始看書；而理科生則
開始做實驗。演講課是劍橋學術生活中的
重要一環，因為講者均是世界權威，會在
課堂中闡述基本概念，引導學生作延伸思
考。他們還會分享最新研究，這是你看多
少書都沒辦法學到的。

除演講課外，supervision（師徒制小班
教學）也是重要傳統。一般由一名教授對
最多3名學生。若學生對課題有任何疑
惑，都可提問，甚至與教授深入討論，筆
者在當中得到許多啟發。不過，每次上
supervision前，均要做很多準備工作。以
文科為例，要提前交一篇約1,500字至
2,000字的論文，導師會閱讀及修改，然
後在課上討論和提供意見；又如修讀自然
科學、工程和數學，學生要預先做好幾份
例卷；讀法律的要熟讀幾十個案例。

由於宿舍散布在城市的不同角落，學生
在課餘時未必會立即返回房間，故在一天

裡，圖書館和咖啡室都是他們流連的熱門
地方。充實的一天完結後，學生都會在晚
上與三五知己相聚於書院飯堂或校外餐
廳，或在宿舍廚房一起下廚。享受完晚餐
後，便會各自回房預備明天的課題。當
然，有些比較愛玩的學生會到酒吧消遣。

圖書館咖啡室 流連熱門地

經歷一年大學生活後，筆者領略到在大
學唸書與中小學大有不同，因為前者需要
獨立性和自發性。在大學無人會督促你讀
書，全靠自律。尤其在劍橋，若全年不努
力，考試時才「臨急抱佛腳」就太遲了。
不過，同學又要在讀書和社交之間取得平
衡，也是一門學問。在這裡有很多只讀
書、不理世事的人，雖然他們會取得佳
績，卻往往忽略了上大學的真正意義。
■高文懿（Jennifer）

英國劍橋大學心理學系二年級生

作者簡介：香港中學會考後赴英就讀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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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師徒小班教學 課前做足準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早前英基學
校協會接受政府建議，自2016年起逐年撤銷對
學校每年達2.8億元的資助，剛上任一個月的
英基行政總裁葛琳表示，首先會檢討整個機構
的財政狀況，希望在不影響教學質素的大前提
下，有效運用資源；被問及會否因此縮減人
手，她未有正面回應，但暗示對自然流失人員
暫不會補充。資料顯示，英基在2011/12學年
全體教師離職率高達8.8%，較本地中學同期離
職率4.3%高出一倍。

分13年逐步撤銷英基資助

葛琳（Belinda Greer）上月起出任英基學校
協會行政總裁，昨日與傳媒會面簡述上任後協
會發展方針。由2016年起政府將分13年逐步撤
銷對英基每年達2.8億元的定額資助，其財政
狀況備受關注，葛琳稱上任後需要重新檢視英
基的財務狀況，會透過自己多年於英國處理教
育及財務的經驗，有效提升英基的資源運用的
效率，支援學校的策略性發展，確保學校保持
高質教育質素。

葛琳：先削減行政開支

被問及會否因收入減少而縮減人手，葛琳指
會根據協會財政預算情況處理，但會先從節省
行政開支入手。她強調教師質素重要，未有明
確承認會削減教學人員，但亦暗示自然流失的
人員未必會獲填補。根據英基資料，其教師流
失率偏高，2011/12學年全體自願離職率達
8.8%，相較本地公營中學同期流失率4.3%，
高出逾一倍，而英基私營獨立學校和幼稚園的
自願離職比率更高，分別達13.6%和9.8%。

葛琳又指，未來會因應香港國際學額的需求考慮對
策，並會繼續在特珠教育和中文課程作出改善，讓財政
規劃配合學校的發展藍圖。英基學校協會主席唐家成補
充，近年學校家長均希望子女可多學習日常使用的中
文，參與IB課程比率亦有增長，反映學習中文有需求，
並相信有關趨勢將會持續，學校將配合學生需要。不過
他強調，英基始終會以英語為主，無意發展成為「雙語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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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了解，何梁何利基金本年度共有
1名科學家獲頒「科學與技術成

就獎」、32名科學家獲頒「科學與技術
進步獎」以及13名科學家獲得「科學
與技術創新獎」。上述46名得獎者將分
享1,000萬港元獎金。

何梁何利基金獎勉人才

陳昌智表示，何梁何利基金的設立
旨在獎勵傑出科技人才，為中國科教
興國和人才強國戰略作出寶貴貢獻。
萬鋼亦勉勵基金再接再厲，奮發有
為，打造社會科技獎勵的升級版，為

推進創新驅動戰略的實施，再立新
功。

新發傳染性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主
任管軼，因在全球流感控制方面取得
的傑出成就，獲得「科學與技術進步
獎」中的「生命科學獎」。

他曾在2003年發現SARS冠狀病毒及
其傳染源，成功幫助政府遏制了SARS
的傳播與再爆發。他更是國際禽流感
權威，曾指出家禽和野生動物市場在
疫病形成及傳播中所起的作用，為亞
洲乃至全世界的流感控制作出了卓越
貢獻。管軼還被評為《時代》雜誌世

界衛生精英人物及「亞洲英雄」。

潘建偉獲科技成就獎

此外，今年何梁何利基金科技大獎
—「科學與技術成就獎」得主，為青
年物理學家潘建偉，他是中科院院
士、中國科技大學教授，今年43歲。
作為國際量子信息實驗研究領域的先
驅和開拓者之一，他主要從事量子物
理和量子信息研究，在多光子糾纏的
制備和操縱方面一直保持國際領先地
位。

至於獲得其他何梁何利基金獎的知
名科學家還包括：長期在中國航天航
空戰線上奮鬥的中國探月工程總設計
師吳偉仁；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總設計
師周建平以及中國工程院院士、上海
華山醫院神經外科教授，主持編撰

《藏醫藥大典》的青海大學藏醫學院
院長艾措千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何梁何利基金2013年度

頒獎大會」昨於北京舉行，由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陳昌智，全國政協

副主席、科技部部長萬鋼等中央領導頒獎。香港大學終身教授和明

德教授、新發傳染性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管軼，因在控制流感

方面的卓越貢獻，獲頒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進步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教聯會昨公布的一項調查
顯示，逾半受訪教師認為，學校舉辦國慶節活動，可增強
學生對國家的歸屬感。不過，12%教師指其學校今年無舉
行慶祝活動，而部分學校日常進行的國情教育活動均有減
少趨勢。教聯會指，國教風波後，與國家有關的題材變得
敏感，學校因受壓而停止推行國情教育或轉為低調；有受
訪老師亦坦言，本身重視國慶及國情教育，但民間反對聲
音太強，令其大感無奈。該會建議，政府應鼓勵學校在專
業自主的基礎上加強國民教育，亦應主動提供配套措施，
以加強學生對祖國的認識。

校園國慶活動見2010年後新低

教聯會於10月初向中小學及幼稚園發出有關「國慶活動
及國情教育」問卷，最後成功訪問了213名教師，包括148
名負責國慶活動或國情教育的教師。調查顯示，67%受訪
教師指學校有舉行「國慶節升旗禮」，另有46%指校方會安
排「唱國歌」，但「懸掛國旗」、「展板展覽」及「參與社

區的國慶活動」等項目較去年減少3個至10個百分點，見
2010年以來同類調查的新低。

另學校推行日常的國情教育活動方面，逾四成受訪者指會
與學生到內地參觀訪問，將國情教育結合學科教學、透過班
主任課進行；但在校內以展板展覽（31%）及讓學生進行專
題研習（20%），與去年比較分別減少23個及12個百分點。

教聯會建議政府站穩立場

教聯會副主席胡少偉指出，不少教師反映，學校缺乏展
覽的資源，如圖片、海報、專題特刊等，教師亦無時間準
備展板材料，導致國慶及日常國教活動的展板均減少。

教聯會副主席黃錦良指，今年有近26%教師不願意表
達對國情教育的意見，而國教風波雖已事隔一年，但對
不少學校而言，與國家相關的題材仍屬敏感，學校因受
壓而停止推行國情教育或轉為低調，故建議政府站穩立
場，鼓勵和支持學校在專業自主的基礎上，加強學生的
國民教育。

隔星期四見報

從「中國視野」到「國際視野」

國教風波遺禍 學校受壓停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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