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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新
滋：
優化CEPA制度安排
消除科研合作藩籬

近年來，香港高校狂攬內地省級「狀元」的新聞依
然層出不窮。香港高校非常看重內地的「狀元」，但
是香港的尖子生少有前往內地高校。陳新滋坦言，這
種現象的產生有其歷史原因。早前內地高校沒有對香
港學生開放，隨着改革開放的逐步發展，也有不少香
港青年赴內地求學。針對如何加強香港青年北上求學
的意願，陳新滋則說：「給最好的條件，去吸引最優
秀的學生。」
陳新滋告訴記者，近年香港頻頻用高額獎學金吸引

內地優秀學生，從以前的50萬到現在的更多，外界聽
起來會覺得這是一筆巨額獎學金。實際上，這個獎學
金額度也只夠這些學生在香港免費讀完大學。回憶起
自己的求學時光，陳新滋坦言也享受過獎學金帶來的
福利。心懷感恩的他，最近捐出一百萬元給當時給予
自己獎學金的機構。

培養行業精英推動社會發展
陳新滋耐心細述，這樣的獎學金機構就是專門服務

一些相對優秀的學生，希望培養學生成為各行業的精
英領袖。培養越多這樣的人才，對社會的推動就越是
顯而易見。
他表示，在剛剛過去的暑期，兩地青年尤其是青少
年學生的交流非常頻繁。在他看來，對教育界而言，
為加強兩地青年的交往，拿出更多的獎學金，吸引香
港更多、更好的學生北上，也是一種十分必要的交流
工作。
「不是說最好的學生，將來就一定能成功。這個不
一定，會有自己的變化。但是不能否認，最好的學
生，成為優秀人才的幾率更大。」陳新滋說，假如用
這個基礎來吸引香港最好的學生，給他們提供最好的
教育，使其有個較長周期認識祖國。將來畢業後，不
管他們回不回香港，他們都是香港人。屆時他們的影
響力，就類似現在畢業於哈佛、斯坦福的香港優秀學
子對於香港社會的影響。
「內地的清華、北大、中大這些有能力的高校，應
設置高額獎學金，提供最好的條件，來培育這些優秀
青年，從而發揮優秀港青對於香港整個社會的積極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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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廣東省公佈未來三年將投入50億元改善
高等教育。就在陳新滋受聘於中山大學的不久前，以
中山大學為首的7所高校入選廣東高水平大學重點建
設高校。
陳新滋的加盟，意味着中山大學的藥學學科創新

平台將在國際藥學研究領域佔有一席之地。而對於廣
東省的巨額資金投入，陳新滋在樂見其成的同時，希

望能為廣東高校建設貢獻自己的綿薄之力。
「今年6月30日，我在香港浸會大學的任期一
到，還沒來得及給自己放假，數日後便回來內地任
職。也很幸運能趕上這一輪『高校教育東風』。」繼
而他告訴記者，20多年前在台灣看到的一份報告指
出，從發表的學術文章來看，當時大陸的整個研究加
起來都比不上台灣，香港也不能與之比擬。
「今日之中國大陸，相當了不起。」陳新滋續

說，國家學術研究如今在全世界的影響力與日俱增，
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這些年政府不斷的資金投入，用
優秀、完善的科研配套吸引海外人才的積極回歸。
陳新滋直言，生於境內、成才於境外的他，此前

未能在內地工作，主要是擔心自己的研究領域沒有用
武之地。現在，內地的形勢有了很大變化，大批高素
質人才踴躍回國，投入研發。
他認為，正是因為有政府做主導的經濟投入以及

研究經費支持的吸引，不少教授、學者回國的意願很
高。同時，他也指出，內地亦尚有值得改善之處，諸
如完善、升級高級人才的生活配套，進一步實際為高
素質人才解決家庭人員的「後顧之憂」等。

「有幸搭乘廣東『高教東風』」

香港文匯報‧人民
政協專刊訊（記者帥
誠廣州報道）日前，

潮汕三市政協港澳委員聯誼會2015年懇談會在
本港舉行。三市政協代表均表示，希望廣大旅港
澳鄉親一如既往地關心支持當地建設，繼續團結
海內外潮籍鄉親力量，凝聚港澳潮籍鄉親的智
慧，促進香港和澳門的繁榮穩定，增進潮港澳交

流合作，共同為家鄉經濟社會發展獻策出力。
據了解，1993年在港成立的潮汕三市政協港

澳委員聯誼會，在加強委員聯絡，促進潮汕三市
團結協作，發動港澳委員參政議政，密切內外聯
繫，推動潮港澳交流與合作，支持落實「一國兩
制」、維護港澳繁榮穩定等方面作出了積極貢
獻。
會上，各市參會政協代表向與會委員、嘉賓通

報了今年以來各市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和市政協工
作情況。香港潮屬社團總會創會主席、潮汕三市
政協港澳委員聯誼會創會會長陳偉南，潮汕三市
政協港澳委員聯誼會創會副會長林興識，潮汕三
市政協香港委員聯誼會聯席會長邱長喜、陳幼
南、黃書銳，以及全國、省、市政協港澳委員等
200多人出席會議，並討論潮港澳三地發展大
計。

香港文匯報‧
人民政協專刊訊
（記者 帥誠 廣

州報道）為紀念湛江市政協成立60周年，近日
湛江市政協在「湛江市政協之家——民主園
林」舉辦了一場政協知識競賽，旨在增強政協
委員履職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市政協主席鄧碧
泉，副主席黃雪艷、呂冠嶸及市政協委員參加
活動。
賽前，湛江市政協常委、旅港湛江同鄉聯合
會副會長陳宗南和湛江市政協常委陳昊代表香

港歷屆政協委員向湛江市政協成立60周年贈送
牌匾。湛江市政協常委、澳門湛江同鄉總會會
長莫一夫，湛江市政協常委房勝棠、馮少華女
士代表澳門歷屆政協委員向湛江市政協贈送牌
匾。
7支代表隊經過激烈角逐，最終產生一等獎一

名、二等獎兩名、三等獎四名。
據了解，本次知識競賽題目涵蓋了人民政協

的發展歷程、工作方針政策、重要論述和基本
職能，政協知識和統戰理論，以及湛江市政協
歷史沿革和發展概況等方面。

湛江舉辦政協知識競賽
地市政協動態

委員活動

潮汕三市政協港澳委員在港舉行聯誼會

在許多人看來，內地豐沛的科研項目及資金，和香港聚集全球

高級科研人才的優勢，是互補性極強的共贏合作。但從目前合作

現狀看，成果不盡如人意。「香港和內地合作的聚合優勢效應還沒被充分釋放出來，主要

原因是香港科研人員的積極性未能被調動起來。」全國政協港區委員、國際知名科學家陳

新滋的看法可謂一針見血，「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從現行的科研經費、科研設備管理和

香港科研人才收入的稅收繳納問題上入手，利用CEPA補充協議進行更優化、更合理的制

度安排。」在接受本刊記者專訪時，他言辭中肯地為解決上述問題開出一劑良藥。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趙鵬飛、胡若璋廣州報道

委員時事態
今年6月底，卸任香港浸會大學校長一職的陳新滋院

士，7月份便加盟中山大學，在廣州開始一段新的
人生歷程。受聘儀式上，他借用晚清名臣曾國藩寫給其
弟的一副對聯剖白心跡：「千秋邈矣獨留我，百戰歸來
再讀書。」
「重新回到少年時代學習的校園，我希望自己能像從

前一樣，多向一起工作的同事學習，再多讀一些書。」
接受專訪時，這位半個世紀前曾就讀於中山大學附中的
科學家，顯得認真而淡然。
陳新滋是中科院院士，亦是蜚聲國際的有機化學專

家。治學上數十年如一日的專注和執着，讓他在均相不
對稱催化氫化反應、手性藥物合成及新型高效的手性配
體及催化劑等研究領域，斬獲了旁人難以望其項背的科
研成果。自2013年擔任第十二屆全國政協港區委員後，
他繼續發揮科學家特有的治學精神，積極為香港和內地
的學術交流、科研合作建言獻策。

積極發揮港區委員雙重作用
今年全國兩會上，陳新滋牽頭聯合多名全國政協港區

委員，就長期制約兩地教育、科研無縫合作的問題，包
括「香港高校在內地辦學」、「香港科研儀器設備運送
內地需繳納高額關稅」、「內地一般科研項目的經費不
能轉移到香港使用」等，提交了針對性極強的提案。
「香港高校有其獨特的國際聯繫優勢，應在擔任橋樑

角色上更積極地與內地在教育科研方面進行跨文化、跨
領域的合作，借此發揮香港作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的作
用。」陳新滋告訴記者，香港自回歸祖國後，
兩地高校和科研機構的合作取得不少成績，但
仍未能充分發揮兩地的聚合能力。
「如果在合作機制上進行優化，兩地科研優

勢的聚合效應會得到更為顯著的釋放。」他舉
例說，香港的教授本來在香港就擁有科研實驗
室，當申請到一個內地科研項目，就要面臨兩
種選擇：一是在內地重新建立科研實驗室，可
是把香港的科研設備搬遷到內地，就需要按照
進出口規定，繳納高額的關稅；二是利用香港
現成的實驗室，但內地的科研經費就不能被批
准使用。
「很明顯，這兩個選擇不僅會造成資源的重複

和浪費，也常常讓香港的科研人員望而卻步。」陳新滋
說，橫在兩地科研合作之間的藩籬不止這些。

籲CEPA補充協議豁免安排
按照現有規定，香港科研人員在內地工作183天以

上，就要在內地繳納全額的個人所得稅。「這樣一來，
這些在兩地科研合作中盡心盡力的科技工作者，在經濟
上就要作出較大的犧牲，因為香港的薪酬收入也需要計
入全部收入，而在內地需繳納個人所得稅。這在一定程
度上打擊了一些學者的積極性。」陳新滋坦言，以前香
港的同事來內地開展合作、交流，更多的是一種無償的
義務勞動。為了盡可能保護研究人員的積極性，香港的
校方只好承擔這部分稅費。
「香港的學校並不存在很強的責任和義務來做這個事

情，因為學校本來就給這些同事支付了薪水，同事做他
的科研也是分內之事。但是要多付出一部分稅收的話，
學校就寧願不開展這些合作，減少不必要的麻煩。」陳
新滋說，這樣的直接結果，就是削弱香港高校和研究機
構的合作意願。
當記者追問應該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時，陳新滋思考了

一下，很認真地對記者說，在哪裡獲得報酬，就應該在
哪裡完稅。
「最好的辦法，是在CEPA的補充協議裡，就兩地的

科研和教育合作，做一個合情合理的豁免安排。畢竟，
只有完善優化的制度安排，才是所有問題最好的解決之
道。」

■■從香港浸會大學校長榮休的陳新滋從香港浸會大學校長榮休的陳新滋（（右右））77月份正式受聘於中月份正式受聘於中
山大學山大學。。 記者胡若璋記者胡若璋攝攝

■■全國政協港區委員全國政協港區委員、、國國
際知名科學家陳新滋接受際知名科學家陳新滋接受
本刊記者專訪本刊記者專訪。。

記者胡若璋記者胡若璋攝攝

■去年4月份陳新滋院士工作站落戶雲南民族大學。
本報廣州傳真

■■陳新滋院士在廣州家中的書房陳新滋院士在廣州家中的書房。。
記者胡若璋記者胡若璋攝攝■■陳新滋教授與學生交流陳新滋教授與學生交流。。 網絡圖片網絡圖片

■香港、澳門歷屆湛江市政協委員慶賀湛江市政
協成立六十周年並贈送牌匾。 本報廣州傳真


