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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受阻恐延畢業 理大兩苦主一貼12封公開信

博士生無實驗室用
投訴27個月無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不少理科博士生

均要在實驗室搏殺，爭分奪秒在所屬專業上尋求突

破，香港理工大學化學科技系近日有博士生撰寫公開

信予校長唐偉章，申訴自2012年入學至今，仍未獲

安排實驗室。雖然投訴多次，校方也成立了獨立委員

會調查事件，但是拖了2年零3個月，事主只獲准使

用一個「6個月使用期」的實驗室；而因地方淺窄，

根本無法進行課業所需的實驗。據了解，該系至少有

兩名遭遇相同的苦主，因研究受阻隨時要延遲畢業，

承受極大壓力，故促請校方嚴正處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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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由各大專院校
生組成的香港青年大專學生協會第二十二屆中央
幹事會，昨日舉行周年會員大會，介紹今年將陸
續推出的多項「重頭戲」，包括為大專生搵「筍
工」的「生涯規劃競職賽」、「國際視野2015」
系列講座與工作坊、「香港經濟及金融制度前景
論壇」等，期望全方位協助大專生認識香港和祖
國，提升競爭力之餘，亦不忘貢獻社會。
剛上任的學協會長李佳斌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

訪時表示，坊間有不少學生組織側重於舉辦交流
團，雖然可以讓會員增長見識，但新一屆學協有
更宏觀的抱負，「我們希望學協可以成為一個匯
聚更多大學生的平台，因應社會的現況，團結年
輕人的力量，協助他們思考和尋找自己在社會的
角色與定位。」

3「重頭戲」搵工之餘放眼國際
李佳斌指出，對於即將畢業的大專生來說，如
何找到一份好工，比起空泛的政治理念更為切
身，故學協特意與友好機構和企業攜手合作，舉
辦「生涯規劃競職賽」。活動將於3月中旬展
開，以分階段比賽形式考核大專生的職場能力，
同時讓企業選拔人才，最少5名勝出者將獲大公
司提供月薪逾2萬元的1年合約實習職位。
另外，為提升大專生對環球形勢的認識，多角
度思考全球面對的問題，內務副會長林德聰指，
「國際視野2015」系列講座與工作坊是嶄新的活
動，主題涵蓋金融戰爭、廿一世紀世界能源格局、
中東宗教文化衝突等，銳意鼓勵學生放眼國際。外
務副會長柯宏銘補充指，5月將推出的「香港經濟
及金融制度前景論壇」將邀請政府官員、商界代表
和學生代表出席論壇，討論本港的金融前景。
會長李佳斌指，長達79天的違法「佔領」行動
結束，行動由一些激進的學生和青年組織煽動，
「有部分青年對公共事務有熱切追求，但部分人
可能對社會系統和政府運作並無深入認識，難以
達至求同存異。」因此，該會正策劃一項與公共
政策相關的大型活動，期望加強青年對公共政策
的關注和參與，減少社會衝突。

■學協第二十二屆中央幹事會昨舉行周年會員大會。李佳
斌（後排右三）期望學協可成為匯聚更多大學生的平台。

紐升學勝英澳 開支低競爭小
安排子女赴海外升讀中學，本港家長

一般會考慮英國和澳洲等熱門地點，卻
往往因為不太清楚紐西蘭學制而忽略了
當地的升學優勢。其實，紐西蘭與英
國、澳洲一樣，同屬英聯邦體系國家，
學歷均受到國際專業機構認可，加上當
地8間大學均屬全球500名內的大學，基

本上沒有低程度的大學存在。中學學制方面，紐西蘭與英
國同樣為7年制中學，但在學費和生活費方面的支出，卻
不到英國的一半。以現時匯率計算，每年總支出在20萬港
元或以下，這是英國及澳洲沒法相比的。由中學階段開始
出國升學，總體升學年期較長，若選擇紐西蘭，就可以大
幅減低留學支出。
住宿方面，英國有較多的寄宿學校選擇；澳洲則多以寄宿

家庭作為海外學生的住宿安排，寄宿學校的選擇相對較少；
紐西蘭的寄宿學校則多數是男校或女校，男女子寄宿學校並
不多，而採用寄宿家庭為住宿方式的學校則選擇十分多。
由於紐西蘭人友善和注重家庭，海外學生一般在寄宿家

庭中會獲得良好的生活體驗。事實上，不少在紐西蘭大學
畢業的港生，在回港工作後仍與中學時所住的寄宿家庭保
持着長久的友誼。

少華人學生利學英文
家長送孩子到海外升學，均希望他們學好英文，故不少
人傾向選擇華人學生較少的學校，紐西蘭在這方面會比
英、澳優勝，因為紐西蘭大部分中學均不會有大量華人學
生，很多學校的華人學生維持在10人以下，能提供較佳的
英語學習環境。
此外，紐西蘭高水平的中學會較願意給予機會讓程度稍

低的海外學生入讀，這是由於英國和澳洲的中學在公開試
間的競爭較紐西蘭激烈。紐西蘭的學制有較大的空間讓海
外生在學習旅途中逐步追上，不少在香港學術表現未如理
想的同學，均能在紐西蘭的中學重拾學習興趣，繼而追上
進度並表現突出，這種學習及發展空間，筆者亦覺其比英

澳優勝。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黃奕星
學林社海外升學中心總經理

作者簡介：協助學生海外升學經驗19年，定期探訪各國
中學、大專及大學，樂意分享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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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浸會大學化學系助理教授梁湛輝、朱訓進和研究
助理教授何卓琳，憑着在材料研究領域的傑出貢獻，獲
亞太材料研究學會頒發「材料研究貢獻獎」，並於上月
獲邀在內地舉行的「2014年領先及年輕材料科學家國
際會議」發表演說。 ■文：高鈺

浸大得獎

初中中史擬增近代史比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中學中國歷史教育改革情況備受
關注。就近日有報道引述關於中世史合併的方向，課程發展議會
轄下的「檢視初中中史科課程專責委員會」主席梁元生昨日撰文
指，委員會會以遞進式策略，分階段討論課程優化和進行諮詢，
但強調不會取消中史科。他又透露，現時首要工作是希望在不改
動教科書的情況下，將初中中史課程內古代史和近代史的比例由
原有的2比1，調整至約各佔一半，若順利即可於本年9月正式推
行。他認為此舉能加強和學生有切身關係的近現代史知識，能提
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內容更切身 學習興趣增
按現時高中中史課程，以19世紀中葉劃分的古代史和近現代
史，兩者比重各佔約半。梁元生表示，上述初中課程修訂方案增
加近代史比重，除了能加強學生相關知識以銜接高中外，有關內
容亦較切身，若能輔以活化教學法，可以提升興趣學習，故此屬
首要推行的短期方案。
梁元生又指，專責委員會緊接將進一步討論如何修訂和優化中
史科，例如考慮增加文化、社會史等的比例，加入戰爭史、科技
史、藝術史等學生感興趣的課題，但有關做法涉及教科書改動，
需要較長時間才能推行。他又承諾，委員會將定期發布討論進程
和細節重點，以免坊間流傳誤導性訊息。
現時大部分中學於初中獨立教中史科，另有少數學校以混合或

議題模式進行中史教育。梁元生指，課程改革道路漫長，非朝夕
能成，希望能先照顧「大眾」再照顧「小眾」，以遞進式策略分
階段進行諮詢。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日抵達吉隆坡進行為期兩日的官式訪問，加強香港與馬來西亞政府及高
等教育界的溝通聯繫。吳克儉和馬來西亞副首相兼教育部長丹斯里慕尤丁、第二教育部長斯里
依德里斯朱索會面，探討多項教育議題，亦探訪了當地第一所私立大學林國榮創意科技大學。
兩地政府將擬訂高等教育合作備忘錄，並期望於今年稍後時間正式簽署。 ■文：鄭伊莎

局長「出馬」抵吉

理大化學科技系博士生許俊毅上月初起於校內民主牆上張貼致校長
的公開信，至本周一已連續寫了12封，圖文並茂，又附以證據，

訴說入學後無法做實驗的慘況。許俊毅表示，自己於2012年拒絕香港
大學的博士研究生錄取，決定跟隨其導師、理大應用生物及化學科技
學系副教授葉濤進行抗癌藥物的研究，當時導師指校方承諾翌年將會
把實驗室分配下來，入學首年可先整理文獻。

「解決方案」：限用狹小空間半年
不過，到了2013年，實驗室分配未有任何消息，許俊毅於是循正式
渠道提出「沒有實驗室進行實驗」的訴求，但等了4個多月，仍然音訊
全無。許俊毅表示，自己只好聯繫系主任黃永德，但對方回應指不清
楚有關狀況，亦不知道葉濤的研究方向。雖然學系於去年初曾經答應
解決問題，後來提出一個「快速解決方法」，即提供一個「6個月使用
期限」的狹小實驗空間予許俊毅，但因地方狹窄，他無法進行全合成
的實驗操作，故許俊毅拒絕接受該「解決方案」。
系內解決不果，校方最終於去年7月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跟進事件，

委員會於去年10月底表示，認同許俊毅能進行實驗「至為重要」（ab-
solutely essential），並會將結果盡快通知他，卻一直沒有消息。
至去年12月初，許俊毅致電委員會查問分配實驗室的進度，才發現

學系一直無視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建議，直至委員會向學系致電後才着
手處理。根據最新一封公開信，許俊毅仍要等到今年理大W棟大樓完
成裝修後才有地方做實驗。

不甘背「搞事者」污名
許俊毅不滿自己按時繳交學費、按規定完成工作、取得合理成績，

但入學2年零3個月都沒有實驗室，被當「人球」踢來踢去，甚至被標
籤為「搞事者」，感到自己「被整」，於是於民主牆張貼大字報「維
權」、追究責任，希望校方認真嚴肅處理事件。他更於公開信中寫
到，自己一開始時本着追求學術成就的抱負，後來面對系裡的「不公
正待遇」，現在則每天掙扎是否該背着「搞事者」這污名離開，內心
感到「非常混亂和痛苦」。
據了解，除了許俊毅外，有關問題亦困擾另一名2013年入學、同樣由
葉濤指導、循「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來港的內地女研究生。
理大發言人表示，校方已知悉該研究生關注的事項，並已成立獨立

調查委員會處理，獨立調查委員會亦已透過有關學系向研究生作出適
時安排，以解決他當前的需要。該委員會將待全面理解事件後才下結
論，然後將調查報告提交管理層審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在多
封貼於民主牆的公開信中，許俊毅附上多
頁文件指學系有人涉嫌「講大話」。其中
一封化學科技系人員致副教授葉濤的電郵
顯示，學系早於2010年已承諾於翌年安排
新的實驗室工作台予葉濤；另有一份填寫
於去年7月的年度報告顯示，該系的教授
梁潤松指已將實驗室空間分配下來，但葉
濤未有將之分配予學生，但另一封上月初
由梁潤松發出的電郵則指，學系希望可於
本月分配實驗空間予受影響的研究生，許
俊毅質疑梁潤松說法前後不一，缺乏誠
信。
葉濤雖然於研究上有傑出表現，亦經常

爭取到科研經費，但從事生物及化學研究
的他，於2010年被收回化學實驗室，現時
只有一個20平方米的生物實驗室，間接導
致了是次事件。其化學科技系博士生許俊
毅就於公開信中附上葉濤與系內人員的電
郵，其中一封於2010年的電郵中寫到，學
系於收回其化學實驗室的同時，亦察覺葉
濤沒有足夠的實驗空間，並承諾翌年會重
新安排一個更大的實驗室工作台予葉濤。

許：去年說好的實驗室空間呢？
此外，許俊毅亦取得另一位同受影響的

內地女研究生的資料，其中一份由梁潤松
填寫、於去年中提交予「香港博士研究生
獎學金計劃」的年度報告就表示，已將實

驗室空間分配下來，但其導師（葉濤）未
有將之分配予學生；另一封上月初由梁潤
松發出的電郵則指，學系希望可於今月分
配實驗空間予受影響的兩位研究生。許俊
毅質疑，去年中所說的實驗室空間到底在
哪裡，反問梁潤松是否誠實。
許俊毅更指出，學系內有資源分配不公
的問題，其中有曾是系主任學生的助理教
授，其實驗室「空閒得可以外借」，但自
己的導師葉濤即使一直有研究項目、有經
費，亦不獲學系分配空間。

葉濤證化學實驗室被收去
對於許俊毅的說法，記者曾致電該系系

主任黃永德、梁潤松及葉濤求證，但三人
都指事件在調查中，不便多說。梁潤松表
示，學生的說法很多地方與事實不符，待
調查報告出爐自有分曉；葉濤則未有否認
學生說法，但證實自己自從被收去化學實
驗室後，就一直只有一個20平方米的生物
實驗室，該實驗室不能用來做化學實驗。
香港學者協會內務副主席譚鳳儀表示，

學界對於如何分配實驗空間向來沒有硬性
規定，主要由系內人員協商分配。她認為
事件理應很容易解決，拖了這麼久，當中
可能有人事問題，但無論如何亦不應影響
學生。不過，她亦指導師應盡力為研究生
爭取實驗地方，若系內未能分配，亦可與
系外或其他院校人士合作。

涉「講大話」遭質疑 教授：學生說法不符事實

■黃永德亦牽涉於博士生許
俊毅的指控當中。

資料圖片

■梁潤松指事件正於調查
當中，不便多說。

資料圖片

■葉濤指自己目前只有20平
米的生物實驗室，不可用作進
行化學實驗。 資料圖片

■■理大的實驗室空理大的實驗室空
間分配引起爭議間分配引起爭議，，
圖為該校其中一個圖為該校其中一個
實驗室實驗室。。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有郵件顯示學系早於
2010年承諾於翌年分配
更大的實驗室工作台予葉
濤。 歐陽文倩攝

■■理大有研究生自理大有研究生自20122012年入學至年入學至
今今，，仍不獲分配合理空間做實驗仍不獲分配合理空間做實驗，，
該學生近日於民主牆貼出多封公開該學生近日於民主牆貼出多封公開
信予校長信予校長，，希望校方正視事件希望校方正視事件。。圖圖
為理大校園為理大校園。。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