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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之窗」角色漸消失 產業化協作需祖國優勢支援
馬斐森：港大抓聯繫內地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今年4月上任的香

港大學校長馬斐森，因為其外國人的身份，對香港

及內地欠缺了解，在獲選之初曾被校內資深教授批

評「無知、無能、無心」，引發相當大的爭議。他

日前接受英國《金融時報》專訪，分享過去半年多

的感受及講解港大的未來發展，他指出，有逾百年

歷史的港大過往相當成功，

現時所面對的最大挑戰正是

要把握與內地聯繫的優勢及

機會，不應該受到外間的政

治意見所影響。他強調，港

大以至香港作為內地通向世

界「窗口」的角色，或會在

10年至20年間消失，所以

「現在就是時機，如不抓緊

便會錯失」，特別是大學研

究的產業化協作，更需要內

地優勢支援香港的不足。

馬斐森在訪問中多次提到港大的優勢：具悠久
歷史、能吸引各地優秀師生、於學界中處強

勢地位，亦是冒起中的亞洲高等教育與傳統西方
學術界溝通交流的重要橋樑。
現時西方社會不少意見對香港與內地的政治狀況

表關注，部分人更擔心香港高等教育或因此受影
響；但身處其中的馬斐森卻強調，加強與內地聯繫
與港大國際級大學的角色，並不存在衝突，他形容
「英國、或甚至北美與澳洲的每一所大學，都希望
與中國內地連結」，而對港大來說，要避免固步自
封，關鍵正是要捉緊面前關於內地的機遇。

延續傳承 勿被政治轉移焦點
馬斐森說，作為一所在中國的英語大學，港大過
去一百年一直有着重要的傳承，與世界各地的出色
大學也聯繫緊密，「我們處於極佳位置去充分利用
與內地的機會，不希望被政治轉移焦點。」
但儘管於內地擁有明顯優勢，馬斐森直言，港
大不能長期依賴有關「中國元素」，「終有一
天，內地將不再需要港大或香港作為通向世界的
窗口。我不知道那時刻要多久到臨，可能是10年
或20年後。所以現在就是我們的機會，如果不捉
緊，便會錯失。」
香港高等教育雖具高水平，但大學與工商業界
的協作聯繫卻明顯較弱，馬斐森坦言，初上任時

對港大與企業界關係發展緩慢感意外，認為作為
大學，需要「為社會貢獻更多，對產業投入更
多，將科研成果轉化更多。」不過由於香港早已
非工業城市，他指港大要將視野向外拓展，內地
便是其中一個目標。事實上，港大近年成功進軍
內地，與合作伙伴創立多個教研單位，包括於上
海的教學中心與復旦大學合辦國際MBA課程、設
置港大浙江科學技術研究院（HKU-ZIRI）、及與
深圳合作營辦港大深圳醫院等。

續投入與深圳合作辦好醫院
就暑假期間有報道稱因港大深圳醫院未能收支

平衡，由校方為醫院墊支的兩億元或難以收回，
馬斐森強調有關資源並非虧蝕，而港大亦會繼續
投入，與深圳方面合作辦好醫院。早前港大校務
委員會已交代指，會就改善醫院營運提交顧問報
告，而深圳市政府會對有關款項負責，與港大共
同處理醫院營運。

支持民主 與示威者非同路
於訪問中馬斐森亦被問及近日香港的「佔中」
事件，他回應指自己支持民主原則，但絕非與行
動者同一陣線，強調「要爭取達到目標是一回
事，但爭取的方式可帶來很多預期之外的後果，
必須小心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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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長江
澳洲毅進獎學金計劃」於今年踏入10周
年，至今資助超過2,200名亞洲及澳洲
大學生進行海外交流，參與的大學逾
230間。計劃日前舉行頒獎禮，向29名
香港及澳洲得獎學生頒發獎座。有計劃
的得獎學生指，獎學金讓他們有機會在
學術交流之餘亦能體驗不同地方的生活
及獨特文化，所獲經驗有助擴闊視野，
希望將來能藉以發揮所長、回饋社會。
典禮邀得澳洲維多利亞州總督Alex

Chernov主持頒獎，而其他嘉賓尚包括
澳洲駐香港及澳門總領事Paul Tighe、
長江實業(集團)董事總經理兼副主席李澤
鉅及長江基建董事總經理甘慶林等。

今年84得主 香港澳洲各半
針對香港與澳洲間的交流，今年獎學

金計劃共有84名得主，往澳洲港生及來
港的澳洲學生各佔一半。其中來港兩個
月的澳洲交換生Elliot Jones在致辭時分
享指，曾跟隨同學在凌晨3時往飲早
茶，品嚐點心，感覺非常奇妙。他又指
自己除於生活中學廣東話，又有修讀普
通話課程並與來自內地的室友練習，打
破語言及文化上的障礙。
去年獲獎學金到澳洲當交換生的港生

姚詩朗則指，在當地體會到不同人於心
態觀點上的差異，形容自己經歷了一趟
「蛻變之旅」。
她表示，相比港人，澳洲人更注重

發掘工作的樂趣及發揮專長，她曾與
一個修讀聲樂的澳洲女孩閒談，從她
身上看到很多人已經遺忘的夢想，體
會到應保持對事物的熱誠，並從中追
求成功。

1. 香港於哪一年才有古物古蹟條例？
A 1951年 B 1971年 C 1991年

2. 香港的電視文化在70年代得到普及，成功製作出本地的電視劇集。
香港第一部有主題曲的電視劇集是什麼？
A《夢斷情天》 B《星河》 C《啼笑姻緣》

3. 在70年代初，香港高等教育學生運動蜂起，在香港歷史上造成了深
遠的影響。當時學生運動的口號是以下選項中的哪一個？
A認識中國，關心社會 B為真理和正義而戰
C自主、和平、秩序

4. 余光中曾將1974至1985年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的時期稱為他一生中
的重要時期，香港給予他創作的素材和靈感，使他的文學表現更為璀
璨。以下余光中的作品中，屬於他在港十年間創作的是哪一項？
A《五陵少年》 B《天國的夜市》 C《隔水觀音》

5. 香港海洋公園於哪一年建成？
A 1977年 B 1988年 C 1999年

6. 香港早期通俗小說的發展極具特色，武俠和科幻小說一度成為廣受
青少年歡迎的消閑讀物。著名的「衛斯理」系列科幻小說是哪位作
家的作品？
A梁羽生 B倪匡 C黃易

7. 哪一年香港實現為所有小學畢業生提供3年中學教育的目標？
A 1971年 B 1978年 C 1985年

8. 香港第一家控制英資財團的華資集團是什麼？
A四洲集團 B長江實業 C九龍倉

9. 由香港市政局在1977年成立的香港第一個長久性的職業劇團是什
麼？
A力行劇社 B香港話劇團 C至群劇社

10. 中國國務院於哪一年成立專門處理港澳問題的機構——國務院港澳
事務辦公室？
A 1978年 B 1988年 C 1998年

11. 1974年落成的哪一幢大廈率先揭開了香港建築的一個新局面，52層
樓高的它成為當時全東南亞最高的建築？
A環球大廈 B重慶大廈 C怡和大廈

12. 香港政府在1980年設立的監管教育和勞工部門的職位是什麼？
A勞務司 B教育司 C職業訓練局

25. 1989年，考古學者在哪兒發現商代墓葬群，其中第6號墓出土的玉
牙璋和完整玉串被譽為國寶級文物？
A龍脊山 B赤柱 C南丫島

26. 香港醫院管理局負責管理香港公立醫院及診所，並執行香港政府的
公共醫療政策。醫院管理局在哪一年成立？
A 1979年 B 1989年 C 1990年

27. 民主建港聯盟於哪一年在香港成立？
A 1982年 B 1992年 C 2002年

28. 中區至半山自動電梯於1993年開放使用，該電梯是全球最長的自動
電梯系統，全長約多少米？
A 300米 B 500米 C 800米

29. 中國銀行於哪一年開始在香港發行港幣鈔票？
A 1994年 B 1996年 C 1998年

30. 1996年1月26日，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在哪裡成立並舉行第
一次全體會議？
A北京 B上海 C香港

31. 行政會議是協助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決策的機構。第一屆行政
會議最初共有多少名成員？
A 15人 B 30人 C 50人

32. 彌敦道嘉利大廈曾發生五級大火，共有40人遇難，這場災難性火災
發生在哪一年？
A 1986年 B 1996年 C 2006年

33. 1997年7月1日，是哪一位中國領導人宣佈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
使主權？
A江澤民主席 B胡錦濤主席 C習近平主席

34. 京九直通車，是中國北京與香港的直通客運列車線路。京九直通車
兩端的終點站分別是什麼？
A北京站/九龍站 B北京西站/香港站 C北京西站/紅磡站

35. 《春節組曲》是中國每年新年音樂會上必演曲目，
是一部民族交響樂中經典之作。該作品是由在香港
出生的哪位作曲家所作？
A李煥之 B蔣英 C吳夢飛

由由99月月2929日至日至1010月月3131日日 ((星期一至星期五星期一至星期五)) ，，每日刊登每日刊登「「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3535條條
模擬題目模擬題目，，考考各位對中國國情和近代史的認識考考各位對中國國情和近代史的認識 ((答案在下方答案在下方))！「！「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致致
力於增進全港學生對中國的了解力於增進全港學生對中國的了解，，提供相互交流提供相互交流，，相互競賽的平台相互競賽的平台。。

13. 以下哪一個位於香港的建築不是由英國設計師福斯特設計的？
A匯豐銀行總行新廈 B美國會所 C新機場客運大樓

14. 以下哪一段道路不是在1982年通車的？
A香港仔隧道 B啟德機場隧道 C東區海底隧道

15. 以下哪一項工程的動工時間最早？
A太古城 B美孚新邨 C香港地下鐵

16. 吉慶圍、錦慶圍、永隆圍是位於香港的中國傳統建築，它們的正門
都偏向哪一個方向？
A西 B南 C東

17. 教育統籌委員會是香港的非法定組織，負責按照香港社會的需要向
香港政府提供有關整體教育事務以及統籌專上教育以至職業教育。
教育統籌委員會成立於哪一年？
A 1974年 B 1980年 C 1984年

18. 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在哪一年成立？
A 1985年 B 1987年 C 1990年

19. 中英聯合聯絡小組在1985年成立，是因應中英兩國政府磋商香港主
權交接有關的事宜而產生的聯絡機構。小組的最後一次會議在哪裡
舉行？
A北京 B倫敦 C香港

20. 大亞灣核電廠在哪一年奠基？
A 1987年 B 1997年 C 2005年

21. 自1988年7月1日起，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以哪兒為常駐地，每年至
少在三個地方輪流開會一次？
A香港 B倫敦 C北京

22. 1988年3月15日，香港首位華人擔任首席按察司（相當於現在的香
港首席大法官），此人是誰？
A楊鐵樑 B毛鈞年 C陳馮富珍

23. 哪一個聯合聯絡機構，自1988年7月1日起至2000年1月1日結束
工作為止，一共舉行了47次全體會議，為香港順利回歸中國做出了
重要貢獻？
A中法聯合聯絡小組 B中英聯合聯絡小組
C中美聯合聯絡小組

24. 香港公開進修學院在哪一年由香港政府成立？
A 1989年 B 1990年 C 2001年

答案：1-5BBACA6-10BBBBA11-15CBBCB16-20ACACA21-25AABAC26-30CBCAA31-35AB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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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 Chernov（右二）、Paul Tighe（左一）、李
澤鉅（左二）及甘慶林（右一）頒發獎座予香港得獎
學生姚詩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浸會大學
生物系副研究員孫進近日獲得「2014年大洋中
脊研究生和博士後研究員獎學金計劃」獎學
金，成為首位獲得此項國際獎學金的香港學
者，而今年全球只有4名得獎者，其他3人分
別來自英國和法國。
「大洋中脊」設立獎學金計劃旨在鼓勵有潛
質的年輕海洋科學家從事深海科學的發展，孫
進將利用獎學金到日本參與研究巡航，並與海
洋研究開發機構（JAMSTEC）的日本科學家高
井研博士和渡部裕美博士聯合進行深海研究。
未來兩年，他期望研究西太平洋區域深海貽貝
（又稱青口）的基因關連。
孫進向大會提交名為「利用群體基因組學的
方法，分析西太平洋深海貽貝的基因關連性」

的研究專案。他指基因關連研究可以顯示一種
群體的基因多樣性，為建立深海保護區提供重
要的資訊。

曾負責「蛟龍號」任務樣本分析
去年6月至7月，孫進的指導老師、浸大生
物系副教授邱建文，參與了內地載人潛水器
「蛟龍號」首個航段的深海考察任務，當時考
察隊在中國南海取得包括深海貽貝的生物樣
本。孫進是在港的支援隊伍成員，負責樣本分
析。
孫於去年取得浸大生物系博士學位，現時在

邱建文的指導下從事博士後研究工作。他對研
究深海生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因此決定從事
這個新研究領域。

浸大學者研青口浸大學者研青口 首奪大洋中脊獎學金首奪大洋中脊獎學金

■孫進初步研究「蛟龍號」在中國南海取得的深海貽貝樣本，與西太平洋
的深海貽貝樣本有基因關連。 科大提供圖片

■馬斐森表示，港大於內
地發展的優勢未必能長
久，現在必須抓緊，否則
機會將錯失。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